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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探测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的短期波动，探究学业自我

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方法：采用自我反馈任务，设置消极情境问题，

利用问卷星在线调查工具对全国 135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与研究操纵。结果：

各消极反馈问题情境下的自我效能感均显著低于消极反馈之前测得的初始自我

效能（t=-9.25，-9.22，-9.91，p<0.001）；想象一个月时间的干扰任务后测得

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回升的趋势（t=5.404，p<0.001）。结论：（1）想象消极

情境会降低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初步证明消极自我反馈任务的操纵有效；

（2）想象与英语考试无关的一个月经历，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出现消退，

初步证明自我效能存在短期波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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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of the Fluctuation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Luo Yingqiu Xia M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detected the short-term fluctu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self-efficac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Methods: 135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and manipulated by the self-feedback task with the negative 

situational questions on the SO JUMP(https://www.wjx.top/jq/28335553.aspx). 

Results: the self-efficacy of each negative feedback problem scenario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itial self-efficacy measured before negative feedback (t=-

9.25, -9.22, -9.91, p<0.001), and the self-efficacy measured after imagining a month of 

disturbance task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t=5.404, p<0.001). Conclusion: (1) 

Imagining negative situations will reduce the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nglish 

examination, which initially proved that the manipulation of negative self-feedback 

tasks is effective. (2) Imagining a one-month experience unrelated to the English test, 

the declin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English test has attenuated, which preliminaries 

proved that there are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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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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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贯穿于中国学生的幼年

到成年早期，因而当代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也越来越重。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学

业压力越重，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1］。较大的学习压力会引起学生的厌学情绪，

从而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2］。而学业成绩与学业压力密切相关，成绩好

的学生普遍感到的压力较小，而成绩越差的学生感到学习压力越大［3］。所以，

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项针对中小学生学业成绩主要影响因素的元分析研究在分析了大量文献

后表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程度最高 (r+= 0.33)，是影响学生

学业成绩最重要的个人因素之一［4］。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班杜拉（Bandura）

于 1977 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心理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执行产生结果所

需行为的信念［5］。而学业自我效能则是自我效能在学习活动中的延伸和具体化，

特指学生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完成某种学业任务的主观判断或信心［6］。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高的学生，其学业成绩往往越好（r=0.379，p<0.001）［7］。学业

自我效能还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坚持性、学习投入 (β =0.267)［8］、学习策

略［9］，或学习乐观［10］，进而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学业自我

效能是预测学业成绩的有效指标，而探究学业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也

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议题［11］。

在自我效能理论中，个体接收到的反馈信息是影响自我效能发展的关键因

素［12］［13］。而在学业自我效能领域，消极反馈对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及

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容忽视。董妍等人提出，如果大学生经常面对消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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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评价，就会处于一种学业受挫的状态［14］，而学业受挫是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主要来源。史小力、杨鑫辉的研究也表明，体验到学业受挫的大学生，心

理问题的检出率远高于普通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更低［15］。但以往研究通

常关注的是学生学习自我效能的总体状况［16］，或连续的消极反馈对自我效

能发展变化的影响［17］［18］［19］，或把自我效能作为一个稳定的状态，

研究其在其他心理、行为变量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之间所起到的作用［20］［21］

［22］，而没考虑到此时此刻的消极反馈可能会使自我效能感发生短暂变化，

但这种变化对于理解和指导学生的学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有观点指出，自信有两种类型的变化：一种是发展性的，个体将自我比较、

社会比较等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整合形成稳定的自信［23］；另一种则是临时性的，

即时性信息引起当前自信状态的变化，即自信波动性［24］。而有研究者指出，

自信是由自我效能和自尊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成分所构成［25］。鉴于此，我们

可以推测，自我效能也具有波动性。

而具体到学业自我效能上，消极反馈便有可能会导致学生此时此刻的学业

自我效能发生短暂的变化。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图 1)：(1) 消极自我

反馈会降低学生此时此刻的学业自我效能感；(2) 随着时间推移，自我效能感的

下降有所回升，即降低的自我效能感出现消退现象。

图 1  自我效能波动假设

Figure 1  The Hypothesis of Self-efficacy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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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从自我效能变化的微观视角来展开研究，探讨消极自我

反馈任务是否能够诱发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发生变化，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

发生的变化是否存在短期波动的现象，进一步细化自我效能的变化机制，以期

对理论及实践工作有所助益，为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加及时且有针对性地

维持或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 147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在线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35 份，

有效率为 91.83%。受调查者平均年龄（20±1.5）岁，其中男生 31 人，女生 104

人，性别在各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0.1）；大一 32 人，大二 35 人，大三 38 人，

大四 30 人，年级在各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0.1）。

2.2  测量工具

自我效能感测量。依据班杜拉对自我效能的定义及前人有关自我效能的

问题设置［26］，设计题目框架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的信心强度是

________”，从 0 ～ 100 分之间做出信心强度的判断，0 分代表不能做到，100

分代表一定能做到。题目内容为评价“认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信心强度”。

自我反馈任务。（1）让被试自己想象在大学英语考试过程中听力听不懂、

阅读看不懂、作文写不出等消极情境，以诱发他们的消极自我反馈。（2）为防

止被试觉察研究目的，同时为考察任务暂停一段时间后的自我效能变化情况，

另设置 4 道与英语考试无关的其他情境，想象的情境包括约伴、打球、规划出游、

花一月时间骑行到西藏这 4 个系列情境，诱发无关大学生英语考试的其他反馈，

之后同样让被试评价在想象其他情境时无关英语考试能力的其他自我效能感。

后测自我效能感。让被试想象经历一个月无关英语考试的系列情境后，再

设置一道与前面一致的题项，测量被试此时此刻认为自己是否还能够学好大学

英语的信心强度，考察被试在想象一个月没有英语考试相关消极反馈后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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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自我效能感。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法分析探测

初始效能、消极反馈后测得的自我效能感、无关反馈后测得的其他自我效能感和

后测效能之间的相关性；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想象消极问题情境前后对英语

考试能力判断的差异比较，以了解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的短期变化情况。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通过对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的描述统计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可知，

消极反馈下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的均值均有所下降，并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而后测效能的均值相对回升。后测效能与初始效能、各消极自我反馈条件下引

发的自我效能感均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r>0.6，p<0.001)，有统计学意义。而与无

关英语考试的自我反馈测得的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均呈低

相关 (r<0.4，p<0.01)（见表 1）。

表 1  相关矩阵（n=135）

Table 1  Relevant Matrix（n=135）

项目 M±SD 1 2 3 4 5 6 7 8
1. 初始效能 73.61±19.61 -
2. 消极反馈 1 59.61±20.44 0.62*** -
3. 消极反馈 2 58.10±22.75 0.58*** 0.86*** -
4. 消极反馈 3 57.07±22.49 0.58*** 0.87*** 0.88*** -
5. 无关反馈 1 70.81±23.22 0.1 0.19* 0.19* 0.20* -
6. 无关反馈 2 62.12±20.81 0.15 0.39*** 0.32*** 0.36*** 0.46*** -
7. 无关反馈 3 73.70±20.65 0.22** 0.38*** 0.40*** 0.38*** 0.48*** 0.57*** -
8. 无关反馈 4 59.87±28.29 0.11 0.25** 0.37*** 0.29** 0.31*** 0.31*** 0.44*** -
9. 后测效能 65.92±19.87 0.61*** 0.64*** 0.64*** 0.60*** 0.26** 0.37*** 0.39*** 0.37***

注：*p<0.05，**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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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极自我反馈前后的差异比较

由表 2 可知，各消极反馈下的自我效能感均低于初始自我效能水平，有统

计学意义。第 2、3 次消极反馈下的自我效能感，与前一次的差异不显著，表明

第 2、3 次消极自我反馈后的自我效能下降趋势逐渐平缓。后测效能和第 3 次消

极反馈下的自我效能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最后在想象一个月时间的干

扰任务后测得的自我效能感出现回升，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但后测效

能和初始效能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

表 2  自我反馈前后的差异比较（n=135)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Self-feedback（n=135）

配对比较 平均数差异 标准差 标准误 t 值 p 值
消极反馈 1- 初始效能 -14 17.58 1.51 -9.25 0
消极反馈 2- 初始效能 -15.51 19.55 1.68 -9.22 0
消极反馈 3- 初始效能 -16.54 19.39 1.67 -9.91 0
消极反馈 2- 消极反馈 1 -1.51 11.77 1.01 -1.49 0.138
消极反馈 3- 消极反馈 2 -1.03 11.18 0.96 -1.07 0.286
后测效能 - 消极反馈 3 8.85 19.03 1.64 5.4 0
后测效能 - 初始效能 -7.69 17.55 1.51 -5.09 0

从图 2 可以看出，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在 3 次消极自我反馈及经历

一段无关反馈时间作用下的变化趋势。即大学生的英语考试自我效能在第 1 次

消极自我反馈后明显下降；随后第 2 次、第 3 次的消极自我反馈，下降趋势不

再明显，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趋于稳定；而经历一段时间与英语考试无

关的自我反馈之后，该考试自我效能感呈现恢复的趋势。

初测   消极反馈 1   消极反馈 2   消极反馈 3   后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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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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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的波动变化

Figure 2  The Fluc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efficacy in English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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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设置消极情境问题，采用自我反馈任务对大学生的英语考试自我效

能感进行研究操纵，从微观视角考察学业自我效能的波动变化。结果表明，消

极自我反馈降低了大学生的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研究设置的消极问题情境引

发了被试的消极自我反馈，从而降低了他们的英语考试自我效能。这与前人研

究消极经验反馈降低自我效能感的结果一致［27］［28］，初步验证了本实验

中消极自我反馈任务的操纵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的变化存在短期波动现象。在消极

问题情境引发被试消极的自我反馈体验后，被试的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显著下降；

但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学生英语考试自我效能感的下降趋势逐渐平缓；而

在想象一个月无英语考试相关事件的经历后，英语考试自我效能的下降有明显

消退的趋势，尽管尚未恢复到初始效能的水平，但仍能初步证明自我效能存在

短期波动。

这些结果提示我们，当学生受到消极反馈的影响时，及时给予学生一段无

关考试任务的暂停时间能够有效缓冲消极反馈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学生能够充

分发挥自我效能感的“自我恢复”机制，从而及时保护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不

受消极反馈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虽建立在已有理论和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并对实测过程严格要求，

对调查数据也进行了科学处理，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首先，本研究的被试全都是在校大学生，因而只是探查了大学生英语

考试自我效能的波动情况，在将研究结论应用于其他学生群体或其他学科时存

在一定的限制，为进一步确保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更具

有普适性，未来研究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其他学科。其次，本研究自我效能波

动的前后测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点完成，间隔时间由人为设置的无关问题情境

启动，以避免被试得到与英语考试相关的反馈，而与真实生活情境的时间间隔

有所不同，为进一步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将来研究应严格控制在与无相关反

馈间隔一周的时间之后再进行消退的后测。最后，本研究只探查了消极自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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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启动后自我效能感的波动情况，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测积极自我反馈下

自我效能感的短期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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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学生自我效能调查

指导语：感谢你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参与调查，我们保证此数据仅供教育研

究使用，绝不外泄，请放心作答。你的回答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请认真作答。

在回答问题前，请先输入以下信息：

年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性别［单选题］*

○男

○女

年级［单选题］*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专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请评价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总体英语学习成绩。（请从0～100分之间做出判断，

0 分代表英语学习成绩很差，100 分代表英语学习水平很好。）［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下来，请对以下事件的信心强度做出判断（请从 0 ～ 100 分之间做出信

心强度的判断，0 分代表不能做到，100 分代表一定能做到。）

1. 我认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填空题］*

2. 现在我正在进行大学英语听说考试，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此时，我认

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3. 接着，我在进行大学英语读写考试，做一篇英语阅读，看了好几遍题目，

却完全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此时，我认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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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后，我做到了写作题，很多单词都不记得怎么写了，很多句子也不知

道要怎么表达。此时，我认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5. 考 试 结 束 了， 可 以 放 肆 玩 耍 了， 我 想 约 几 个 以 前 的 朋 友

出 来 聚 聚， 此 时， 我 认 为 自 己 有 多 大 把 握 能 够 把 他 们 约 出 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6. 现在和朋友约好打球，好久没切磋了，此时，我认为自己能够打败他的

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7. 和 朋 友 们 相 约 出 游， 朋 友 负 责 采 买 出 行 装 备， 我 负 责 规

划 行 程， 此 时， 我 认 为 自 己 能 够 安 排 好 旅 游 行 程 的 信 心 强 度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8. 我们决定花一个月的时间骑行去西藏，我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这次骑行的

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9. 现在，一个月过去了，我们一路骑行，大学英语考试也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没有再经历过其他英语考试。此时，我认为自己能够学好大学英语的

信心强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