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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对大连市 23615 名初一学生进行了学习适应性调查、基本能力测验和学科期末测验，然

后采用逐步建立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探索了学习适应性对不同学科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具有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在控制了学生性别等基本变量后，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学习适应能够调节性别与学业成绩、基本能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学习适应

水平越高，不同性别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越小，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相对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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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心理素质既是素质教育成果的核心体现，又对学业成绩有着促进和制约

的作用。适应性是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成分 [1]。目前，对于学习适应性的概念，不同学者有多种解释，

但是大多以皮亚杰的“平衡说”作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学习适应性是指学生对外部变化

所作的一系列自我调节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重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的变化。

在我国，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现状呈现出不同性别、不同成绩的学生差异显著 [2, 3] 等特点。近年来，关于

学习适应性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表明，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有着不可忽视

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有直接影响。田澜 [4] 指出，较好的学习适应性是学生取得

良好成绩的重要保证。温碧美 [5] 研究发现，学习适应性与学习成绩总体上有显著的相关，并且，其程度受到

不同学科特点的影响。宿淑华和张蕊 [6] 发现，学习适应性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一些研究者认

为，学习适应性是通过间接的作用来影响学业成绩的。刘衍玲 [7] 对小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分

析出，认知维度、个性维度对学业成绩有直接的影响，而适应性维度通过认知与个性对学业成绩起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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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常秀 [8] 通过对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影响的路径分析证明，初中生学习适应性是通过学习自我效能感间接

影响学业成绩的。

初一是初中生开始适应中学生活的关键期。与小学时期的学习相比，初中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发生变

化，学科知识增多，学习要求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与改变会使许多学生一进入初中就出现学习适应问题，

学习兴趣减退，学习成绩下降，还可能导致情绪不稳定，自信心动摇，行为习惯变坏，从而严重影响到学生

学业的正常发展和身心的健康成长。因此，对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状况及其对学业的影响作用开展研究，有

助于更全面、科学的认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措施 [9]。

纵观已有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技术方面，大多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的方法，对数

据的分析多在学生水平上，而现实中来自于同一学校的学生往往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这种未考虑数据嵌套

结构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对学习适应性作用的不恰当估计；在研究设计方面，大多是对学习适应现状的描述，

或单独探讨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的直接影响，较少在其他背景变量存在影响的条件下，考虑学习适应性对

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在背景变量选取方面，曾使用过智力因素 [7]，没有综合考虑性别、父母最高学历、基

本认知能力类型等背景变量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大多直接建立一个回归模型或路径模型，没有通过嵌套

模型比较的方法，得到最终的完整模型；在研究对象方面，多针对某一学科的学业成绩，较少同时对不同学

科进行分析，并对学习适应性的调节作用加以比较。

综上，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对初一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现状进行多角度的描述，并采用逐步建

立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探索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初中生心理健康，更有

效地促进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提供更广泛的证据。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如下：（1）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条件下，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基

本能力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学

习适应性能够调节性别与学业成绩、基本能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究竟如何，还需使用实证

数据进行进一步探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大连市抽取了来自 46 所中学的 23615 名初一学生。样本的基本情况如

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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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初一年级学生调查问卷》，其中学习适应性维度共有题目 10 道，改编自郑日昌主编的《社

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内容包括生活适应、交往适应、学习适应等方面。每道题目均为 Likert 五点计分。

学习适应维度题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18，所有题目因子载荷在 0.25-0.56 之间。该维度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在研究中可以直接使用。

2.2.2 自编《初中一年级学生入学基本能力测验》，测验包含四部分内容：数字计算与推理（15 题）、

类比推理（10 题）、逻辑判断与比较（10 题）、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15 题）。基本能力测验所有题目均

为 0、1 计分。所有题目与总分的点二列相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69。除了类比推理和

逻辑判断与比较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稍低，分别为 0.22 和 0.32，数字计算与推理和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 0.6 以上。

2.2.3 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学生语文、英语、数学学科期末测验。期末测验为统一的学业能力测验，满分

为 100 分，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和测验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首先，在初一年级学生入学时，发放《初一年级学生调查问

卷》，并进行现场回收。同时，按照标准化的考务流程，对学生进行入学基本能力测试。最后，在学期末，

收集参加本研究的学生期末统考的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

2.4 结果分析

本研究数据包含学校和学生两个层级，采用逐步建立多水平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所有变量均为学生水

平变量。首先，对所有学生水平自变量进行组中心化。然后，建立零模型，检验数据层级特征是否显著。其

次，分步建立嵌套模型，通过模型比较，选出拟合度最好的完整模型，分析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建立的多水平模型如下。

模型 1：没有加入预测变量的零模型。

模型 2：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背景变量（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流动儿童、父母最高学历），

作为学生水平预测变量。

模型 3：在模型 2 基础上加入四种类型基本能力作为学生水平预测变量。

模型 4：在模型 3 基础上加入学习适应性作为学生水平预测变量。

模型 5：在模型 4 基础上加入学习适应性和学生背景变量的交互作用作为学生水平预测变量。

模型 6：在模型 4 基础上加入学习适应性和四种基本能力的交互作用作为学生水平预测变量。

统计软件使用 SPSS21.0 和 Mplus7.0。

3 研究结果

3.1 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情况

对初一学生在学习适应性维度上的平均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描述统计

如表 2 所示，本研究中所有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较高（平均分为 3.83，满分为 5），且呈负偏

态分布。

3.2 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差异分析



— 96 —

基  础  教  育

对不同类型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得分进行差异检验，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类型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差异检验

 注：* p<0.05；**  p <0.01；***  p<0.001

由表 3 可以看出：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独生子女的学习适应性显著高于非独生子

女；非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显著高于流动儿童；父母最高学历不同的学生学习适应性差异非常显著。

3.3 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3.3.1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学习适应性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计算学习适应性与期末测验成绩的相关，相关系数显著

（P<0.001），且均在 0.2 以上。

3.3.2 模型比较分析

表 4 为本研究所建立的 6 个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依据表 4 中零模型的数据可以计算出，语文、数学、英语期末成绩的学校间变异占总变异的百分

比分别为 19.54%、13.96%、13.16%，学校间变异所占比例较大，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采用多水平模型进

行数据分析是有必要的。

其次，根据模型比较的原理，对嵌套模型的拟合度进行似然比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模型比较结

果可以看出，语文、英语的模型 5，语文、数学、英语的模型 6 都是可以接受的模型。另外，AIC、BIC 等模

型拟合指标也支持这一结论。

最后，从完整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

（1）背景变量对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影响：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6：语文

γ=-7.106，p=0.000；数学 γ=-1.867，p=0.000；英语 γ=-11.781，p=0.000）；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的

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6：语文 γ=0.885，p=0.000；数学 γ=2.231，p=0.000；英语 γ=-0.971，

p=0.000）；父母最高学历对数学、英语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模型 6：数学 γ=0.324，p=0.013；

英语 γ=0.763，p=0.000）；四种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是，基本能力对不同

学科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基本能力对语文成绩的预测作用相对较弱，数字计算与推理、空间想

象与图形推理对数学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相对较强（详见模型 6 结果）。

（2）在控制背景变量后，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具有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

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模型 6：语文 γ=1.729，p=0.000；数学 γ=2.162，p=0.000；英语 γ=2.790，

p=0.000），学习适应能力越强，学生的学业成绩越好；学习适应性和性别对语文、英语成绩的影响存在显

著的交互作用（模型 5：语文 γ=0.943，p=0.000；英语 γ=1.153，p=0.000）；学习适应性和数字计算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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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科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模型 6：语文 γ=-1.715，p=0.005；数学 γ=-4.399，p=0.000；

英语 γ=-3.147，p=0.000）；学习适应性和类比推理对语文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模型 6：语文

γ=-1.273，p=0.023）；学习适应性和逻辑判断与比较对语文、英语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模型

6：语文 γ=-2.077，p=0.000；英语 γ=-2.734，p=0.003）；学习适应性和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对语文、数学

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模型 6：语文 γ=-1.741，p=0.001；数学 γ=-2.156，p=0.007）。

表 4  学习适应对学业成绩影响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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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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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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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表 5   嵌套模型比较似然比检验

3.3.3 调节作用分析

学习适应性对性别与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习适应性对性别和学业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女生的语文、英语成绩显著高于男生，但是，学习适应水平越高，这种差异越小；

当学习适应水平低和学习适应水平中时，女生的数学成绩高于男生，当学习适应水平高时，女生和男生的数

学成绩没有显著差异。

学习适应性对基本能力与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如图 2 所示。

(a) 学习适应性对性别和语文成绩关

系的调节作用

(b) 学习适应性对性别和数学成绩关

系的调节作用

(c) 学习适应性对性别和英语成绩关

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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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学习适应性对数字计算与推理和

语文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b）学习适应性对类比推理和语文

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c）学习适应性对逻辑判断与比较和

语文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d）学习适应性对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

和语文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e）学习适应性对数字计算与推理

和数学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f）学习适应性对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

和数学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g）学习适应性对数字计算与推理和

英语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h）学习适应性对逻辑判断与比较和

英语成绩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2    学习适应性对基本能力与学业成绩关系调节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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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习适应性可以调节四种基本能力对语文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数字计算与推理、空间想象

与图形推理对数学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以及数字计算与推理、逻辑判断与比较对英语成绩的预测作用。主

要表现在，学习适应水平越低，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就越强，学习适应水平越高，基本能力对学

业成绩的预测作用相对减弱。

4 讨论

4.1 学习适应性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较高，且呈负偏态分布，说明样本学校大部分刚进入初中

阶段的学生，已经在小学阶段形成了较好的学习适应性，这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学阶段

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习适应性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一些研究结果一致 [10, 11]，而与另一些

研究结果不一致 [12, 13]。这可能一方面与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学习适应性的工具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与被试年龄、

生源地等取样因素有关。因此，关于初一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未

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科学的测量工具，以及设计严密的抽样方式进行学习适应性调查，从而得出更具代表性

的结论。

独生子女、流动儿童和父母最高学历是以往学习适应性研究很少考虑的背景变量。基于本研究的样本，

独生子女的学习适应性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由于独生子女的家长平时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关注孩子的

心理状态，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会有针对性的加以疏导，从而让他们学会了如何有效地进行身心调整，更好地

适应学习生活。非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显著高于流动儿童。李媛 [14] 曾从社会、家庭、学校、自身四个方

面深入分析了流动儿童学习适应不良的原因，如家庭原因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流动儿童的家长教育

配合不够等方面，并提出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改进和最终解决，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及流动儿童自身的

共同努力和配合。父母最高学历越高，孩子的学习适应性越强。根据家庭投资理论 [15, 16]，家庭经济地位高的

孩子，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从而学习适应能力也较强 ; 而低家庭经济地位的孩子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

积极发展，也会产生一些适应不良的问题。父母教育程度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构成的主要内容 [17]，因

此父母教育程度也与学习适应性呈正相关。

4.2 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

研究表明，基本能力能够显著预测不同学科的学业成绩，基本能力越高，学业成绩越高。在智力理论发

展的过程中，有大量研究曾关注智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虽然学者们采用的智力测验不同，被试的文化背景

各异，但这类研究的结果趋向是比较一致的 [18, 19]，即智力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家庭和

学校教育通常很强调智力因素、知识基础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作用，也很重视对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学科的差异。对于不同学科来说，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基本能力类型是

不同的，其预测作用的大小也有一定差异。例如数字计算与推理、空间想象与图形推理对数学学科有很强的

预测作用，说明这两类基本能力是完成数学学习必备的重要能力；而逻辑判断与比较对语文、英语学科有较

强的预测作用，说明这项基本能力能够有效促进语言类学科的学习。对于每个特定的学科，各种基本能力的

重要性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教师在对学生学科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应当对重要的基本能力进行有针对性地

培养，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

4.3 学习适应性的调节作用

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虽然基本能力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很多学者也逐渐开始强调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成子娟等人 [20] 的研究发现，除智力因素外，一些学业性智力因素，如学习独立性、学



— 103 —

刘   玥，等 .  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基于多水平分析的研究

习自律性、学习稳定性、学习情绪稳定性和学习有恒性等对学业成就均有预测作用。林崇德 [21] 的研究表明，

学业成绩与学习目的性、计划性、意志力和兴趣等非智力因素有显著相关。然而，非智力因素对学业成绩的

影响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学习适应性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方式，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具有调节作用，即学习适应性强，对原本可能在学业成

绩上表现较差的群体，具有一定的补偿作用。在性别方面，初一阶段女生由于发育较早，在各学科上具有一

定的优势，但如果学习适应水平较高，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会受到削弱。换言之，如果男生具有较好的学习

适应性，也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缩小与女生的差距。在基本能力方面，如果学习适应水平较低，学业

成绩的表现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基本能力水平；而如果学习适应水平较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基本

能力低对学生取得好成绩的不利影响。这对能力较低学生群体的教育具有一定启发。相对来说，这些学生在

基本能力上存在一些缺陷，要取得良好的成绩已属不易。如果此时仍然给予不恰当的期望，强行施加给他们

过大的压力，从而造成厌学、焦虑等情绪障碍，严重降低其学习适应水平，只能适得其反。较为可行的做法

是通过改善他们的学习适应水平，帮助他们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

为了提高初一学生的学习适应水平，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应共同协作，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学校

层面可以采取多样化措施，帮助初一新生适应新的环境。如，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家长到学校参观游览，熟

悉未来三年的学习环境；在新学期开始，举办演讲、英语比赛等学习活动，或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给予学生认可和鼓励。教师层面可以先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平等、自由的交流互动，然后注

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树立自信心。家长层面可以积极和老师沟通，充

分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孩子的学习成绩，注重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增强孩子的学习动

机，为孩子创建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社会层面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进一步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健康的教育氛围 [22]。

5 结论

5.1 基于本研究所调查的样本，初一学生学习适应能力较好，不同性别初一学生的学习适应性不存在显

著差异，独生子女、非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水平分别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和流动儿童，父母最高学历越高，

孩子的学习适应水平越高。

5.2 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条件下，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存在学科间差异。

5.3 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条件下，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绩具有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学习适应性对学业成

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学习适应性能够调节性别与学业成绩、基本能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学习

适应水平越高，不同性别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越小，基本能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相对减弱。

参考文献：
[1] 白晋荣 , 刘桂文 , 郭雪梅 . 中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 [J]. 心理学动态 ,1997(2):60-63.

[2] 聂衍刚 , 郑雪 , 张卫 . 中学生学习适应性状况的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1):23-28.

[3] 杨雪梅 , 叶峻 .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发展的研究 [J]. 四川心理科学 ,2001(3):36-37.

[4] 田澜 . 我国中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评述 [J]. 心理科学 ,2004,27(2):502-504.

[5] 温碧美 . 大学新生情绪智力、学习适应性和学习成绩的相关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2009.

[6] 宿淑华 , 张蕊 . 高一学生学习适应、心理健康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C]. 上海 : 2012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Harmony, 2012.

[7] 刘衍玲 . 小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 [D].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8] 石常秀 . 初中生学习适应性、学习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D].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 104 —

基  础  教  育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adaptat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grade on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multilevel moderation model

LIU Yue1，LIU Hong-yun2，YOU Xiao-feng3

（1. Sich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225；2. Psych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In this study, 23615 grade on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 measures of academic adaptation, basic ability 

tests, and final achievement tests. Based 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adaptat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different cour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cademic adaptation had direct effect and moderation effe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basic factors (e.g. gender, and so on), academic adaptatio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Moreover, academic adaptation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basic 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ith high academic adapt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became smaller, 

an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basic 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became w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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