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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学业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16名学业预警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并借助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研究表明：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情绪受成就动机、

归因方式、自我概念等内部因素以及班级学习氛围、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教育方法等外部因素两部分的影

响，容易产生无聊、焦虑、厌烦、无望、羞愧等消极学业情绪。最后，本研究就学业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

响因素提出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扎根理论；学业情绪；学业预警学生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学生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学习成绩不理想、期末考试失利、挂科等问

题使得一部分学生出现了消极学业情绪，这进一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和追求学术成就的

积极性。根据一些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大学生学业情绪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已经成为大学生心理问题中

的重要部分。因此，研究高校学生的学业情绪问题具有其充分必要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业情绪已成为教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学业情绪是指在学习或教学过程中，

和学生学业相关联的一些情绪的体验，包括厌倦、高兴、焦虑、失望、气愤等［1］。2002 年，德国学者

佩克伦（Pekrun）提出了学业情绪理论，认为学业情绪是与课堂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学业成就直接相关

的情绪，不仅涵盖了学生在获悉学业成功或失败后的情绪体验，还包括学生在学校环境中经历的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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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情绪变化［2］。马惠霞将学业情绪归纳成４个维度，即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和

消极低唤醒［3］。

目前越来越多的教师关注和重视学生的学业情绪，并及时调节学业情绪，将学业情绪作为教学的重

要参考因素之一。但对学生所存在的消极学业情绪，如焦虑、无望、厌烦等，仍没有进行影响因素方面

的归纳总结。同时部分教师在处理学生的学业情绪时往往基于个人主观的推断，采取的方式存在说教性

和灌输性，这种做法通常难以有效调节学生学业情绪，不仅未能提升教学效果，还可能对学生的健康发

展造成严重障碍。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即帮助教师对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并帮助教师在未来的教育活动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来调节学生的学业情绪。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采用访谈法收集数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具体研究过程为：首先对大学生群体进

行目的抽样，筛选出在过往学习中学业状态较落后的学生，即学业预警学生；之后对学业预警学生进行

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原始访谈资料；最后采用 nvivo11 软件作为辅助编码的工具，对访谈内容分析，进

行三级编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者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与 1967 年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

的方法策略，针对某一研究现象，从一般原始资料和经验事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概念或理论，是一种

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式［4］。其核心步骤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过程。

2.2  样本选择

本研究从本校大一至大三年级段的学生中筛选出约 85 名学业预警学生，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的

访谈样本的选择主要集中在挂科数较多的学业预警学生中。为确保访谈资料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访谈对

象的选取遵循以下设置：以学生的挂科数为依据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其中挂科数目较高的前 20% 为

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访谈。在经过被试个人意愿同意的基础上选择了其中 16 位被试作为本次访谈的

对象，具体访谈对象信息见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 37.5
女 10 62.5

年龄
19 9 56.25
20 6 37.5
21 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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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工具

2.3.1  资料收集

本研究在结合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学业情绪的原因、影响因素、应对措施”展开，编制

了半结构式访谈提纲。访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并根据访谈对象的实际回答展开合理有度的追问，

有利于访谈对象的思维拓展和访谈的完整性。主要的访谈提纲如下：

（1）你现在的学业情况怎么样？是否遇到过学业困难问题？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如

果没有遇到，之前遇到过吗？当时是什么情况？）

（2）你觉得遇到这些学业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3）当遇到学业困难时，你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样的？请用一些名词简单形容一下。

（4）这些情绪状态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学业、生活等方面）

2.3.2  资料整理

访谈工作采用一对一线下访谈的形式进行，访谈过程为 20-30 分钟，在每次访谈前告知访谈对象需要

进行全程录音，获得同意之后才开始进行录音访谈。通过录音软件将访谈内容记录下来，访谈结束之后将

录音文件中的相关内容逐字整理为 word 文本，最终获得访谈文本 16 份，之后将数据导入分析软件 nvivo11

中进行概念提炼和类属比较。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全面地收集访谈对象的言语信息和真实想法。

3  扎根理论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即研究者对收集到的访谈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将访谈资料中的每个句子、

事件不断对比与分析，将相同意思的语句集合归纳，从原始数据中不断地概念化和抽象化，最终界定一

个又一个概念、特征和范畴。本研究对原始访谈文本进行分析，为了避免研究人员对访谈的主观偏见的

影响，尽可能使用访谈对象的原始语句作为概念归类的基础，并且删除没有实质性的访谈内容记录。针

对学业预警学生所产生的学业情绪，经过分析最终形成 8 个范畴，详见表 2。

表 2  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开放式编码

Table 2 Open coding for warning students of academic emotions

范畴 概念

放松

现阶段的学业对我而言不算太难，在所上过的课程的难度、内容等是现在自己能接受的、能处理的
比高中自由轻松
对于现阶段的学习，学起来不是特别累
目前能较好地适应，没什么困难点，轻松，也就没什么大的困难处
学业比较轻松，课程排的也没有很多
就是现在学习情况挺好的，然后课程也不是特别多

自豪
对自己选的专业会有一种认同感，觉得这个专业选对了
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会很开心
解决难题出来那一刻会特别有成就

兴趣
对之前没有接触过，还可以不花额外钱学的课感到很有趣
越学越想往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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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范畴 概念

无聊

对于一些不太感兴趣的科目感到无趣就不太认真去学
对学习感觉马马虎虎，不太适应的也没有，然后喜欢的话也谈不上喜欢
觉得专业无聊，对这个专业勾不起兴趣
学习还是有一点枯燥，感到无聊

焦虑

到了期末之后，特别容易紧张，因为觉得可能就是会挂科什么的
要做事情有点多，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感到凌乱，对于马上就要完成的事感到好焦虑。
怕赶不上进度感到焦虑
课业突然增多，有一种分身乏术的感觉
抓不太住重点，课上的又比较多，再加上没有什么时间巩固，会造成很多的遗忘
不是很想主动去听，又不想去努力的一个状态，但是又很焦急
怕期末过不了感到焦虑

厌烦

对要背的东西背不完感到烦躁
很烦自己无法很好地完成学业
听不懂老师讲课感到很烦
背书背不下来感到烦躁

无望

感到挫败感后想放弃
因为感觉背书背不下而崩溃想放弃
看书本知识看不下去感到崩溃
因为考试挂科感到崩溃
感觉课程太难了，不想学习

羞愧
对自己摆烂的状态感觉有点后悔
因为补考重修感到丢脸

综上，经过分析，学业预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多样的学业情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当学习内容、强度等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会感到轻松；当超出了能力之外，无法对学业进行管理时

会感到厌烦、焦虑；当自己有学业成果时会感到自豪；反之当自己的努力吃吃看不到良心成果的时候会

觉得消极无望；当学习内容能和自己产生共鸣会感到有兴趣，反之会感到无聊。

针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经过分析最终形成 6 个范畴，详见表 3。

表 3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开放式编码

Table 3 Open Co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cademic Emotions

范畴 概念

成就动机
从小的目标就是想考个大学，考上大学后一下没有目标了
上大学抱着轻松学习的想法学习
还没定好目标，大学生活就被各种活动填满，忙的毫无目标

归因方式
不感兴趣自己所选专业，因为专业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
自己不擅长背诵类的学科，但专业课程大部分都需要背诵
还没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

自我控制力
觉得自己自制力差导致的
认为自己就是个懒惰的人

班级学习氛围
班级经常组织集体去图书馆学习，有竞争心理
同学会相约统一复习，互帮互助，更有动力
班上有积极的同学带动大家学习，很有感染力

家庭教育方式
父母从小就灌输着积极的教育的观点
父母对自己要求不高，希望自己开心就好

教师教学方法 大学教师教学方式与高中截然不同，感到非常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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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经过总结分析可知，影响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因素主要有 6 个，分别为成就动机、归因方式、

自我控制力、班级学习氛围、家庭教育方式和教师教学方法。从访谈中可知，有些学生考上大学之后没

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进而对于学业就会懈怠，由此会产生消极的学业情绪；还有些是不适应大学的教学

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或者是所学专业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学习上自然就会有些困难；抑或是有的人自

我控制能力较差，无法坚持地学习，进而就会跟不上教学进度，然后就会对学习产生无力感，由此恶性

循环。当然，在一些有着浓郁学习氛围的班级和积极家庭教育方式的帮助下的学生，对于受到学习打击

之后不会有很严重想消极反应，这部分学生会很快振作，以更积极的情绪状态面对学习。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通过归纳与演绎，不断比较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不同范畴，在逻辑上进行联系与组合，

提取整合出更高层次的核心类属。针对学业预警学生产生的学业情绪进行进一步编码得出 2 个关系类别

和 8 个范畴，详见表 4；主要针对预警学生产生的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开放式编码的形成的 6 个范畴

进行归纳与总结，最终形成 2 个关系类别和 6 个范畴，详见表 5。

表 4  学业情绪的主轴编码

Table 4 The main axis encoding of academic emotions

核心属类 关系类别 影响关系的范畴

学业情绪状态

积极
放松
自豪
兴趣

消极

无聊
焦虑
厌烦
无望
羞愧

表 5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主轴编码

Table 5 The main axis enco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cademic emotions

核心属类 关系类别 影响关系的范畴

情绪影响因素

内部
成就动机
归因方式

自我控制力

外部
班级学习氛围
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教学方法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逻辑关系的角度研究分析主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反复推理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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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框架。本研究将主范畴、副范畴和访谈材料进行对比和思考之后发现，所有主范畴是预警学生学业情

绪的影响因素。于是，本研究将“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作为核心范畴。围绕着核心范畴的是：

预警学生基本上会受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影响。学业预警学生的情绪会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包括

成就动机、归因方式和自我控制力，例如学生上大学之后没有较为清晰的目标，对大学所学专业不感兴

趣或不擅长，或者是对行为没有足够的控制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学生面对学业困难时产生较强的消极

情绪；其次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班级学习氛围、家庭教育方式和教师教学方法，积极的班级

学习氛围会带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对学习有较高的接受度和主动性，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学

生面临学业困难时会有较强的调节力和支持性，教师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综上，本研究建构理论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图 1）。

图 1  预警学生的学业情绪影响因素模型

Figure 1 The model for predict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academic emotions

4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

4.1  内部影响因素

4.1.1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是指个体致力于追求自认为具有重要性和价值的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调整自身状态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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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功的动机。学生的成就动机受成就目标的吸引力、达成理想成就的可能性、展示才华的机会等因素

影响。美国心理学家 Yerkes 等的研究表明，各种活动都存在一个最佳动机水平，动机水平与行为效果之

间呈倒 U 形曲线，只有动机处于中等强度时，才会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5］。而通过访谈材料得知，预

警学生对学习常抱有毫无目标的态度，学习目标的缺失以及对学习任务的轻视都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同时大学各种非学习活动的干扰也使学生分身乏术，无法到达最佳动机水平，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情绪。

美国心理学家韦纳创造性地将归因理论和动机理论进行有机结合，认为归因影响到期望改变和情感

反应，而归因的后果影响后继行为的动机。他的研究揭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归因方式的影响，从而

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情绪，恰当的归因能使学生产生放松、自豪、兴趣等积极的学业情绪；而不良的归

因方式则容易导致学生产生焦虑、厌烦、无望等消极的学业情绪，从而降低学生的学习动机。

根据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开放式编码得出，预警学生多将自己产生的各种学业情绪归因于对专

业的喜好程度以及对现阶段学习的适应能力。现学专业并非自己的第一志愿、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

以及对现阶段学习模式的不适应等自我归因都导致学生出现定位不准确、归因偏差、自我效能感低等表

现，进而使学生产生消极的学业情绪。

4.1.2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观察、分析外部活动及情境、社会比较等多种途径获得的对自己的生理

状况、心理特征、社会属性等方面比较稳定的认识和看法［6］。在本文中，自我概念即学业预警学生对

自身学习活动的认识和看法，如形成消极的学业情绪。根据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的开放式编码，预警

学生大多认为自己是个懒惰、自制力差的人，而对自我概念认知的消极否定使学生容易形成挫败感，产

生焦虑、厌烦甚至无望的学业情绪。

4.2  外部影响因素

4.2.1  班级学习氛围

从访谈材料中可以发现，如果身处互帮互助、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班级学习氛围，学生则容易产

生放松、自豪以及兴趣等积极的学业情绪，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习活动的开展。德国心理

学家佩克伦（Pekrun）针对班级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对身处的班级环境的喜爱

度、满意度和期待度等会影响到其学业情绪［7］。而当班级整体学习氛围不活跃、缺乏竞争与合作意识时，

会使学生对自身学习活动的认知和评价不足，从而使学生更容易形成消极的学业情绪。

4.2.2  家庭教育方式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方式

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以及民主型［8］。从访谈材料中可以看出，学

生的父母主要采取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通过鼓励式教育以及灌输积极的教育观点，营造出温暖、和

谐的家庭氛围，推动学生的情绪稳定以及高自我效能感，从而使学生形成积极的成就动机，使学生愿意

主动地和父母进行和谐、友爱的交流。而专制、溺爱、放任等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则会使子女多出现自卑、

敏感、抑郁等特征，进而使其产生焦虑、羞愧、无望等消极的学业情绪，不利于学生学习活动的展开以

及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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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教师教育方法

教师的教育方法也是影响学生学业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访谈资料得出，在教学的过程中，部

分教师的教育方法往往没有立足于学生的客观需要［9］。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结合课本内容以及学习顺

序进行教学，忽视了一些学生对课堂进度的可接受能力；同时，部分被访者表示还没有从高中的教育方

式中转变过来，对高校教师教育方法以及教学氛围的不适应也使学生很难产生积极的学业情绪。这些情

况使预警学生在学习时产生习得性无助，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产生消极的学业情绪。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得了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运用扎根理论建构了预

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情绪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其中

包括成就动机、归因方式、自我概念等内部因素以及班级学习氛围、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教育方法等外

部因素。

本研究可为理解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提供帮助和理论支持，但由于本次访谈得到的

预警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模型是在较小范围的预警学生中分析产生的，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尚未经过

大样本检验，今后还需要对模型中的学业情绪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概念化，并对更广泛的预警学生群体

进行访谈调查以检验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的深层次方面。此外，本研究还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相关理论

和方法，在今后的访谈中与预警学生进行更深入、有效的交流，从而对影响学业情绪的内部影响因素有

更多的补充与拓展，并且获取更多关于影响学业情绪的外部影响因素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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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in 
Academic Warning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u Liwen Chen Ye Zhang Sunrou Hu Jingjie Zhuge Yingzi Liu Liya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students with academic 
warning, this study used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6 students 
with academic warning, and encoded the interview data using nvivo11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academic warning students are influenced by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ttribution methods, self-concept,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lass learning atmosphere,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and teacher education methods,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such as boredom, anxiety, boredom, hopelessness, and shame.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a summary and outlook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students in academic warning.
Key words: Rooted theory; Academic emotions; Academic warning for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