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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和量表相结合的方法，对随机抽取的 2 所小学四年级与六年级学生施测，调查小学生课

堂学业情绪和写作成绩间的关系。发现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之间呈正线性相关；六年级学生的写作成

绩更多地受到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女生的写作成绩更多地受到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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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活动有很大

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学习、人格、身

心健康等方面更是起重要作用。人们在看到情绪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同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情绪对学生成绩的巨大作用。在教育领域，教育

心理学家们也开始重视从学业情绪的角度去研

究情绪与学生学习的关系，提出学业情绪概念。 
2002 年，Pekrun首次提出学业情绪的概念，

认为学业学习、课堂教学和学业成就有直接关系

的情绪统称为学业情绪。[1]我国学者董妍、俞国

良在Pekrun等人的基础上扩大了学业情绪界定

中“学业”的外延，认为学业情绪不仅仅指学生

在获悉学业成功或失败后所体验到的各种情绪，

还应扩大到与学生学习有关的所有情绪体验，包

括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日常做作业过程中以及考

试期间的情绪体验等。[2]因此，我们认为学业情

绪即学生在所有有关于学习的情境、活动、过程

中体验到的所有情绪。 
国外关于学业情绪的研究已经逐渐引起相

关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在国内学业情绪的研究

文献尚少。其中以俞国良和董妍的研究为主，依

据Pekrun等人的学业情绪两维度结构，对我国青

少年的学业情绪种类进行了研究，提出我国青少

年学业情绪的各种具体情绪种类：积极高唤醒学

业情绪、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消极高唤醒学业

情绪、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3]董妍、俞国良将

Pekrun和Ravaja等人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青少年

的学业情绪研究中，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情绪种

类，进一步优化了学业情绪的理论结构。在这些

理论基础上，董妍、俞国良还制定出了青少年学

业情绪问卷[4]，并研究了学生的学业情绪状况以

及特点，比较了学习不良青少年和一般青少年学

业情绪的特点[5][6]。孙士梅探讨了青少年学生学

业情绪发展的特点及其与自我调节学习间的关

系。[7]张建荣，陈树婷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学

业成绩存在一定的影响，不同成绩等级学生在调

控自我情绪和调控他人情绪两因素上存在显著

差异。[8]

从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学业情绪的研究

正趋向于具体完善，但是仍有很多不足。比如综

合学业情绪的各种界定，可以认为学业情绪有课

堂学业情绪、作业学业情绪和考试学业情绪三

类。但是综合目前关于学业情绪的研究，其研究

内容均是学业情绪这个大范围，而缺乏针对以上

三类具体学业情绪的研究。[2][3][9][10]学业情绪的

这三个具体方面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可以更好地

分析学生学业情绪是由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以

更准确地制定教学计划。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

局限于中学生和大学生，没有针对小学生的研

究。[4][5][6][11]而目前小学生的情绪问题也日益暴

露出来，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因此对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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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学业情绪也有待研究。从研究领域来看，

目前主要研究对学生学业总体成绩的影响，而没

有对单一学科进行研究，特别是语言类学科和其

他文化学科。[7][8][12]每门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

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对不同学科的影响也可能

随着其特点而改变，不能简单地根据课堂学业情

绪对学业总体成绩的影响来判断其对单一学科

成绩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领域内，还存在很大的

研究空白。 
写作既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语文教学的

难点。“写作难”“难写作”是师生共有的感

受。[13]因此，目前国内外关于写作的研究正与

日俱增，其中不乏关于写作与情绪的研究，发现

学生在写作中的行为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

情绪的控制。实践发现，发现引导学生在积极的

情绪体验中进行写作，确实是一种好办法，尤其

是对于在写作方面处于萌芽阶段的小学生来说，

这种方法更为重要。[14]董占利认为，利用情绪

对学生学习活动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抓住他们的

好奇、好胜心理，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培养他

们的写作兴趣，让他们在愉快中学习写作、学会

写作，是很好地完成作文教学目的的一条有效途

径。[15]魏雪梅提出，利用情绪对学生学习活动

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抓住他们的好奇、好胜心理，

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培养他们的写作兴趣，让

他们在愉快中学习写作、学会写作，是很好地完

成作文教学目的的一条有效途径。[16]

综上，研究者都认为情绪会影响写作成绩，

但是目前大多以主观描述为主，没有客观的实

验、数据支持这一说法。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

对小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进行测量

和评定，探索年级、性别对课堂学业情绪，以及

课堂学业情绪和写作成绩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

为学校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杭州市文海

小学和学林街小学四年级与六年级学生中随机

抽取一部分进行问卷调查与写作测验。具体情况

见表 1。 
共发放问卷 139 份，回收 139 份，其中有效

问卷 136 份，有效率 97.8%。 

表 1  被试情况汇总           人 

 性别 
 男 女 

总计 

四年级 39 33 72 
六年级 34 30 64 
总  计 73 63 136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问卷和量表相结合的方法，所用测

量工具如下： 
1. 由朱晓斌和张莉渺编制的《小学生课堂

学业情绪问卷》[17]。该量表共有 52 个项目，采

用Likert 5 点记分，包括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

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 4 个分问卷，四个

分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72、0.74、

0.73、0.79，总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84。 
2. 由朱作仁编制的《小学生作文量表》[18]。

该量表有《小学生作文标准化测验》《小学生命

题作文测验》和《小学生作文自评、互评量表》

三部分，适用于小学毕业生，同时也可用于小学

四、五年级和初中低年级的学生和具有初级作文

水平的成人。《小学生作文量表》编制程序和方

法比较科学，经过试用和系统的质量检验表明，

效果良好。其中第二部分《小学生命题作文测验》

还包括《小学生作文五项评定量表》和《小学生

作文六项评定量表》。《小学生作文五项评定量

表》从中心、质料、条理、语言表达基本功和修

辞五方面进行评分，其区分度、信度与效度均达

到心理测量标准的要求，可以有效地评定学生的

作文。本研究使用了《小学生命题作文测验》和

《小学生作文五项评定量表》。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首先做

《小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问卷当场收回，

测试时间大约为 10 分钟。接着按照《小学生命

题作文测验》的要求，由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当场

独立完成一篇命题作文，作文题目为《真是一个

好主意》，字数不限。作文当场收回，测验时间

大约为 50 分钟。 
在对《小学生课堂学业情绪问卷》中积极维

度下的题进行正向计分，消极维度下的题则反向

计分后，得到学生课堂学业情绪分数，按照该总

分来判断学生总体的课堂学业情绪。学生的命题

作文水平按照《小学生作文五项评定标准》客观

 



 
 
 
20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评定，根据所得到的分数来判断其作为水平。 
（四）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for Windows 16.0 统计

软件完成。包括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Pearson 线性

相关分析。 
三、结果 

（一）课堂学业情绪的年级差异 

    表 2 显示四年级学生与六年级学生的课堂学

业情绪差异显著（t=2.066，P<0.05）。六年级学

生的课堂学业情绪显著高于四年级学生。 

表 2  四年级和六年级的课堂学业情绪比较 

年  级 人数（个） 平均数 标准差 t 

四年级 72 169.65 25.69 
六年级 64 178.30 22.74 

2.066*

注：* P<0.05，** P<0.01 下同 

（二）课堂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 

表 3 显示四年级男生与女生的课堂学业情

绪差异显著（t=1.80，P<0.05）。女生的课堂学

业情绪显著高于男生的课堂学业情绪。六年级男

生与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差异显著（t=2.30，

P<0.05）。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显著高于男生的

课堂学业情绪。 
表 3  男生和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比较 

年级 性别 人数（个） 平均数 标准差 t 

男 40 167.25 3.86 
四年级 

女 32 172.66 4.83 
1.80*

男 33 172.15 4.03 
六年级 

女 31 184.84 3.71 
2.30*

（三）课堂学业情绪对写作成绩的影响 

    表 4 显示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之间呈

正线性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373，P<0.01）。

作文分数会随着课堂学业情绪的升高而升高。 
表 4  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的相关 

分  数 人数（个） 平均数 标准差 
皮尔逊 

相关系数

情绪分数 136 173.72 24.64 
作文分数 136 62.90 13.50 

0.373**

（四）年级对课堂学业情绪和写作成绩相关

的影响 

表 5 显示四年级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

绩呈正线性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258，

P<0.05），六年级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呈

正线性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322，P<0.01）。

并且六年级学生的写作成绩更多地受到课堂学

业情绪的影响。 

表 5  不同年级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的相关 

年  级 项 目 
人数 
（个）

平均数 标准差 
皮尔逊

相关系数

情绪分数 72 169.65 25.70 
四年级

作文分数 72 64.31 13.73 
0.258*

情绪分数 64 178.30 23.74 
六年级

作文分数 64 64.53 13.86 
0.322**

（五）性别对课堂学业情绪和写作成绩相关

的影响 

表 6 显示男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

呈弱正线性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012），女

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呈正线性相关（皮

尔逊相关系数=0.499，P<0.01）。可见，女生的

写作成绩更多地受到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 
表 6  不同性别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的相关 

性 别 项 目 
人 数

（个）
平均数 标准差 

皮尔逊 
相关系数

情绪分数 73 169.47 23.81 
男

作文分数 73 60.89 13.13 
0.012 

情绪分数 63 178.65 24.86 
女

作文分数 63 68.49 13.40 
0.499**

四、讨论 

（一）课堂学业情绪的年级、性别差异 

学生课堂学业情绪在四年级与六年级学生

中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且六年级学生的课堂学业

情绪高于四年级学生。这与前人研究所认为的：

从总体上说，学生的学业情绪随年级升高，体验

到的不良情绪越多[19]有差别。这可能与学校教

育、环境有关，本研究所选择的两所小学，四年

级与六年级并不在同一校区，六年级被统一划分

到了初中部管理。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学习，碰

到新的老师，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可能会因各种

新奇感而高涨。总而言之，课堂学业情绪会随着

年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教师更应该关注课堂学

业情绪较低的年级，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

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 
在对同一年级的男生与女生的课堂学业情

绪比较后可知，男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均有着显

著的差异。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高于男生。这可

能是因为女生更听从老师的教导，能够得到老师

更多的表扬和外界支持，这些优越感会使女生比

 



 
 
 

第 3 期 朱晓斌等：小学生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的关系研究 21 

男生在课堂中得到更多的成就感，从而更喜欢课

堂学习。因此，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增加对

男生的表扬和鼓励，提高男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

极性。 
（二）课堂学业情绪和写作成绩相关关系及

其年级、性别差异 

小学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呈强正

线性相关，说明课堂学业情绪对小学生的写作成

绩存在着显著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课堂学

业情绪高，其写作成绩相应较好。这与以往关于

学业情绪的研究的结果，认为学生的学业情绪影

响着学业成绩相符。其原因可能是儿童在学校的

成绩和成年后的成就，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能

力，而且也依赖于他们的动机、态度和对学校及

其他成就情境的情绪反应。目前，更多的学者认

为学习取决于认知、情感和动机的相互作用，特

别是良好的学业情绪是学生学习过程中认知活

动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当一个学生处于一种积

极的情绪状态时，他就会变得乐于学习、善于学

习，就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2]众所周知，

大部分小学生不喜欢写作文，因此写作时的情绪

状态更是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成绩。 
在比较四年级和六年级学生课堂学业情绪

与写作成绩的相关后发现，两个年级的学生作文

成绩均随着课堂学业情绪升高而升高，其中六年

级的相关更加密切，即六年级学生的写作成绩比

四年级更容易受到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这与小

学生的学习动机特点有关，林崇德认为小学生年

级越低，为了好分数，不落人后，或为了得到表

扬和奖励而学习的动机就越明显。[20]这可以说

明，四年级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除了课堂学业情

绪的影响外，很大一部分影响来自于上述动机，

而六年级学生较少受到该动机影响，因此课堂学

业情绪对其写作成绩的影响较四年级更大。 
研究表明，男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

相关并不是很密切，而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

作成绩相关却非常密切。很明显，女生的写作成

绩更容易受到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这与男女生

的情绪发展差异有关。有研究发现，女孩比男孩

更擅长调节情绪，这种差异在他们年龄较小时尤

其明显。Zeman等人的研究发现，女孩更擅长自

我疏泄情绪，或直接表现某些情绪以寻求他人的

支持和帮助，而男孩则较少寻求情感支持和帮

助。这可能与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期望不同以及情

绪社会化过程的差异有关。[21]

五、结论 

1. 课堂学业情绪对小学生的写作成绩影响

显著，高课堂学业情绪的学生，其写作成绩相应

较好。 
2. 四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作文成绩均随着课

堂学业情绪升高而升高，其中六年级学生所受影

响更大。 
3. 小学女生的课堂学业情绪与写作成绩相

关较男生更为密切，女生的写作成绩更容易受到

课堂学业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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