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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对学生发展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学校为学生营造了在安全与秩序、接纳与支持、

公平与公正、鼓励自主与合作等多方面的心理环境体验，构成学校心理环境的主要成分。学校心理环境可

从学生个体独特经验和学校群体共同经验两个层次考察，已有研究多集中在个体层次探讨学校心理环境对

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很少关注学校层面的学校心理环境对学生学业发展的作用途径及条件。本研究基于

具有良好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数据库，使用首个学校心理环境指数，通过多水平建

模，分析了来自全国 100 个区县 421 所学校的心理环境特征对 10826 名小学 4—6 年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途径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1）小学 4—6 年级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及学业成绩中分别有

10.0%和 33.3%的变异来自学生个体以外的学校因素。（2）在控制学生和学校背景变量以后，学校总体和学

生个体知觉两个层次的学校心理环境对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的影响均显著大于其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与个体知觉到的心理环境相比，学校总体心理环境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作用相对较强。（3）学校总体心理环

境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受到学校所在地、学校师资水平、学校学生总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调节。上述

结果表明，学校总体心理环境对学生学业表现具有重要影响，个体知觉到的心理环境仅部分中介其作用；

且学校总体心理环境对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强度受到学校所在地、师资水平和学校学生总体社会经济地位

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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