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研究原著· 文章编号：!"""#$%&"（$""%）!’#!%$!#"(

学生自我概念和化学教学中概念理解的研究

张晖英) （河池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广西 宜州 *+,(""

!!!!!!!!!!!!!!!!!!!!!!!!!!!!!!!!!!!!!!!!!!!!!!!!
）

收稿日期：$""%#"+#!*；) 接受日期：$""%#"%#"$

作者简介：张晖英- 硕士，讲师- ./0：（"%%’）(!+*!*’) 12340：567*!*’

8 !$,- 9:2

!"#$%&" ’%()*+,&+%-" .&$ +,&+%-"#.(
#&$%/’".&$0&1 0& (%./&0&1 +2%30’"/4
!"#$% "&’()’*+
;/<3=>2/?> :@ A6/24B>=7 3?C D4@/ E94/?9/，F/ A64 G?4H/=B4>7，

I456:J *+,(""，A64?3

【56’"/.+"】 578：.: /K<0:=/ >6/ =/03>4:?B64< L/>M//? B/0@#
9:?9/<> 3?C 9:N?4>4H/ H3=43L0/B 4? N=3C/ & B>JC/?>B，4? <3=>49J03=，
>: /K<0:=/ 6:M B>JC/?>BO 96/24B>=7 B/0@#9:?9/<> 4?@0J/?9/B >6/4=
J?C/=B>3?C4?N :@ 96/24B>=7 9:?9/<>B :H/= >6/ 9:J=B/ :@ 3 B96::0
7/3=- 89:;<=!：E/0@#9:?9/<> M3B 3BB/BB/C 3> >M: >42/ <:4?>B：
4? >6/ 24CC0/ :@ >6/ @4=B> B/2/B>/= :@ N=3C/ &，3> >6/ /?C :@ >6/
B/9:?C B/2/B>/= :@ N=3C/ &，3?C >6/? 4>B =/03>4:?B64< >: B>JC/?>BO
<:B>4?B>=J9>4:?30 J?C/=B>3?C4?N :@ 96/24930 9:?9/<>B M3B 30B: 3?3#
075/C- >9!?@:!：E/0@#9:?9/<> 2/3BJ=/C 3> >6/ /3=04/= >42/
<:4?> /K/=>/C ?: C4=/9> /@@/9> :? <:B>4?B>=J9>4:?30 9:?9/<>J30 J?#
C/=B>3?C4?N- F:M/H/=，>6/ 96/24B>=7 B/0@#9:?9/<> 3B 4?>/=2/C43=7
9:?B>=J9>B，=/H/30/C 3 <3>>/=? 4? M6496 B/0@#9:?9/<> 4? >6/ 24CC0/
:@ N=3C/ & 9:?>=4LJ>/C >: B/0@#9:?9/<> 2/3BJ=/C 3> >6/ /?C :@ N=3C/
&，M6496 4? >J=?，63C 3 <:B4>4H/，B4N?4@493?> /@@/9> :? B>JC/?>BO
<:B>4?B>=J9>4:?30 9:?9/<>J30 J?C/=B>3?C4?N- A<BA@?!7<B：

.6/ B>=:?N 3?C <:B4>4H/ B/0@#9:?9/<> <037B 3 B4N?4@493?> =:0/ 4?
C/H/0:<4?N 3 2/3?4?N@J0 J?C/=B>3?C4?N :@ B94/?>4@49 9:?9/<>B-

【C%4D,/$’】96/24B>=7；B/0@#9:?9/<>；B94/?9/ 9:?9/<>J30 J?C/=#
B>3?C4?N；B>=J9>J=30 /PJ3>4:? 2:C/0

【摘) 要】目的：探讨学生化学自我概念和认知变量之间的

关系，尤其探究学生化学自我概念是如何影响化学概念的理

解- 方法：化学自我概念被测试 $ 次：& 年级第一学期中期、

第二学期末，同时测量学生随后教育对化学概念的理解- 用

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变量间关系，并用 QRSE %- " 处理数据-
结果：第一次测量化学自我概念对后期教育的概念理解没有

直接的显著影响，然而观察作为中介物结构的自我概念，显示

了这样一个模型：在 & 年级第一学期中期学生自我概念的测

量有助于 & 年级第二学期末自我概念的测量- 结论：强而积

极的自我概念对促进有意义科学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化学；自我概念；科学概念理解；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号】T++%) ) ) 【文献标识码】Q

EF 引言

自我概念（E/0@#9:?9/<>）是人格结构的核心部分，

它是关于自己的特长、能力、外表和社会接受性方面

的态度、情感和知识的自我知觉 ［!］- E63H/0B:? 等［$］

于 !&%, 年提出了自我概念的多维度层次模型，将自

我概念分为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

我概念又可细分为具体学科的自我概念，如数学自我

概念、语言自我概念、科学自我概念等- 学业自我概

念包含着认知、情感和评价三种不同的心理成分［(］-
科学的概念理解是一个复杂现象，它是对一些单

个概念（如氧化物）或更复杂概念（如氧化还原反应）

的综合理解，这种综合理解是根据某些规则和模型在

多个个别概念间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概念- 因此概念

理解包含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 概念、规则、演

绎）和条件性知识［+］- 本研究中概念理解被解释为学

生的应用能力，即运用所学的科学概念来解释日常生

活中的科学现象的能力- 这种能力包括辨别与个人

当前的理解和信念不同的新信息的能力；构建和谐的

知识新体系的能力；探寻存在于信息变化中的联系环

节的能力- 本课题我们研究 & 年级化学课程标准领

域中的多个概念，他们是概念理解的基础知识（ 如物

质、物理性质、化学反应、质量守恒）- 讨论这些概念

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就会涉及到日常生活现象

（蜡烛燃烧、铝制品厨具变暗等）和科学、技术、社会

（E.E）领域的其他课题（ 温室效应、废水管理和循环

等）-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自我概念在学习过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探究两两之间的

关系- 鉴于此，我们将主要研究学生的自我概念如何

影响科学的概念理解，为学生概念理解的教学实践改

革提供理论上的建议和指导-

GF 对象和方法

G- G F 对象 F 本研究选取了两所普通中学（ 各一个

班）& 年级学生 ’, 人为被试，共 $ 个班级- 分别担任

$ 个班级的 $ 位化学教师，教龄至少 !" 3 以上- 被试

年龄都在 !* U !, 岁，并且都是第一次接受化学教育

（我国在 & 年级开始开设化学课程）-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 01,2）"33#，"4（!4）5 *))6：7 7 8&’(19-: ;<<’: ./’: =1



!! "# 方法

"! #! "$ 研究假设$ 假设 "$ 学生的化学自我概念对

随后的化学概念的理解有积极的正相关作用! 假设 #
$ 学科自我概念将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即第一次测量

的学科自我概念对第二次测量的学科自我概念有积

极的影响，同时第二次测量的学科自我概念又对概念

理解有积极的影响!
"! #! #$ 课程与教学方法$ # 位教师都按照新课程标

准要求进行教学，使用统一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初

中化学教科书%王祖浩主编）! 课程内容集中在使用

非常广泛也很重要的两个化学概念，即“物质变化”，

“物质结构和性质”! 采用最大限度地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
"! #! &$ 研究设计和工具$ 概念理解调查问卷由 & 个

题目构成：“ 把几滴柠檬汁滴到暗色的茶水中，茶水

颜色就会变淡了! 你能说出这是什么原因吗？”、“ 铝

制品厨具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变暗，你能解释变暗的原

因吗？”、“冬季我们经常发现玻璃窗上有冰花，虽然

没下雨也没下雪，你能解释这现象吗？”，题目内容采

用反映“物质变化”“物质结构和性质”两个概念的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 这两个概念是 ’ 年级化学课程标

准中要求掌握的主要化学概念，并贯穿在整个学年教

学中! 概念理解调查问卷分别于 ’ 年级第二学期末

（ (#）、") 年级初（ (&）# 个时间点各进行 " 次测试!
化学自我概念测验量表采用了 *+,(-.+［""］编制

的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的（/,0.1+2345 6783+ ! 9"）化

学自我概念测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维度：理解自信

度（20.:-;<.2< 0: =.;<,5(+.;-.>），班级贡献（27+55 20.%
(,-1=(-0.），成绩评价（+23-<?<@<.( +88,+-5+7）! 每个维

度包括 # A & 个次级项目，如“ 我对化学课上所教内

容理解的⋯”“我认为我的化学成绩⋯”“我觉得我在

化学课上的参与程度⋯”等共 B 项，并以非常好、好、

一般、差、很差分为 C 个等级! 本研究中这些项目在

("，(# 各测量 " 次!
"! #! D$ 数据处理$ 两个评分者分别独立评分（ 根据

评分标准表：给出不同时间点三个问题的科学解释答

案和日常描述答案）! 成绩评定产生分歧时，进行反

复讨论直至意见统一! 自我概念数据分析方法采用

得分率统计法! 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EF*）方法

来进行量化分析，并通过 6*GE B! ) 计算机软件来处

理所有数据!

"# 结果

从不同的拟合统计看，模型一基本具有合理的拟

合结构（!# ! &H" H，#$ ! #，% I )! HCB /0@8+,+(-?< J-(
K.;<L /JK I "! )))，M00( *<+. EN=+,< F,,0, 0: 688,0L-%
@+(-0. M*EF6 I )! )))），虽然拟合的不足也反映在

简效比较拟合指数中（O3< P+,5-@0.Q +;R=5(<; /0@%
8+,+(-?< J-( K.;<L，P/JK I )! H9&）! 就测量这一方面

看，所有测量指标在预期的方向上，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图 "，表 "，&）! 而在结构方面，这些指标从长期

看对于概念理解没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很弱）!

图 "$ 模型一路径图及其参数

表 "$ 模型一各指标在潜变量

路径
因素
负荷

标准
误差

临界
比值

%

成绩评价 " "! ))

班级贡献 " )! HB )! )9) 9! &BC S )! ))"

理解自信度 " )! C" )! )B& H! ’’ S )! ))"

自我概念 "!概念理解 & )! )CH )! )#" #! HHB )! ))9

$ $ 在模型二，接受的拟合参数（!# ! D#" H，#$ ! "#，

% I )! 9B9，/JK I "! )))，P/JK I )! B#H，M*EF6 I
)! )))）中，各指标在潜变量上有很好的负载，路径系

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有关化学自我概念作为中介者

的依据 早期的自我概念对中间的自我概念有影

响，也就是对概念理解有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结构模

型中的中介角色很清楚的展示：(" 时的自我概念稳

定的传导到 (#（" ! )" C#；& ! )" C"；% S )! ))"）时的自

我概念，并通过 (# 时的自我概念中介作用对化学概

念理解（" ! )" C9；& ! )" )CH；% S )! ))"）有正向的高

度相关性（图 #，表 #，&）!

图 #$ 模型二路径图及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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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模型二各指标在潜变量的因素负荷、标准误差、临界比

值和 ! 值

路径
因素
负荷

标准
误差

临界
比值

!

成绩评价 # #$ %%

班级贡献 # %$ &’ %$ %(# )$ #’’ * %$ %%#

理解自信度 # %$ ’+ %$ %(! ($ ’%% * %$ %%#

成绩评价 ! #$ %%

班级贡献 ! %$ &’ %$ %(, ,$ --- * %$ %%#

理解自信度 ! %$ +& %$ %(# &$ +() * %$ %%#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 ! %$ ’! %$ %), ’$ -%& * %$ %%#

自我概念 !!概念理解 - %$ %’, %$ %!- !$ ’!! %$ %%,

表 -" 二个假设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

模型 !! "# ! ./0 1./0 23456

模型 # #!$ - ! %$ &’( #$ %%% %$ &,- %$ %%%

模型 ! -!$ ! #! %$ ,(, #$ %%% %$ (!& %$ %%%

!" 讨论

国外许多研究采用多项选择或简答题，探讨了情

感变量与认知变量之间的关系［’ 7 &］，但是没有一篇是

关于测量知识的类型或水平的$ 教育心理学家对自

我概念多年的测量研究表明：积极强烈的自我概念能

使学生为自己制定更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在困难

面前形成耐力、成就面前不骄傲和对他们的学业更加

感兴趣［& 7 ,］$ 89:;<［,］研究发现，在特定领域中的成

绩与相对应的学业自我概念有显著相关$ 刘哓陵

等［)］研究表明，高一学生物理学习成绩与其学业自

我概念得分之间具有一至性$ 姚计海等［#%］研究发

现，学业成绩对自我概念有显著的预测性$
本研究 通 过 对 两 个 重 要 的 化 学 概 念“ 物 质 变

化”、“物质的结构与性质”的理解，来探讨自我概念

是如何影响概念理解的$ 研究结果表明：在培养学生

有意义概念理解中，学生的化学自我概念起着重要作

用$ 在化学课上良好的稳定的自我知觉，来自于以前

在化学课中成功的积极知觉（ 在 =! 时的自我概念），

积极的自我知觉支持学生理解各种化学知识，从而产

生了学生的有意义概念理解，也表明学生对化学概念

的科学理解需要长时间培养［(］$
学生积极而稳定的自我概念和教师的教学方法

与课程内容有密切的关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能尽可能的参与课堂活动，从而可以支持学

生在化学课上形成良好的自我知觉$ 另外学生在 )

年级之前已开设其它科学课程，例如生物、物理，他们

已有生物和物理学科的自我概念，所有这些学科激发

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使学生在科学中有良好

的自我感觉，这对形成积极的化学自我概念也有一定

影响$ 表明学生的内部动机课前被激发，可提高学生

积极的化学自我概念$
本研究虽然没有针对教学法设计指标，但它的结

果暗示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的重要性：发展和维持

学生学科自我概念，与个体接受适宜的教学方法有一

致性，这种教学方法能使学生有更多的自我体验（ 自

我感觉）$ 总之，本研究中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法具有一定的教学意义，既使这种方法通过自我概念

的支持仅间接影响概念理解$ 发展有意义概念理解

能改变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低下的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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