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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适应性是一种能力倾向，具体表现在个体通过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能

力倾向。研究选择临沂市某一乡镇中心小学 1-6 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对其进行调查，探索小学

生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及身心健康方面的学习适应性情况，并比较在性别、年级、

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外出务工情况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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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学习适应性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调整自身状态，克服困难取得良好学习

成果的心理倾向［1］。小学是义务教育开始的阶段，学生能否适应外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引起了众

多学者的关注。以往关于学习适应方面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适应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学生具备良好的学习适应能力是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保障［2］；心理健康水平与学习适应也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3］。学生学习适应水平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取得优秀的学业成就，还影响个体的身心健

康发展。纵观现有的研究，目前关于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依旧很少，研究学者考虑到低年级学生的

认知能力的局限，施测比较困难，所以关于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高年级。而低年级是

小学的开始阶段，小学生能否在入学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奠定了后来小学学习的基础，不同年级的学

生在哪些方面存在学习适应不良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是否有改变？本研究以此为

切入点，对一到六年级的小学生的学习适应性进行研究。分析学生学习适应性，探索在不同年级、不同

性别等方面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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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内容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总体状况；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在年级、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2.2  研究对象

以临沂市某一小学为研究对象，考虑样本代表性，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整

体施测。这次调查总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58 份，有效问卷 258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86%。样

本总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总体情况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变量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152 58.9 58.9 58.9
女 106 41.1 41.1 100

年级

1 38 14.7 14.7 14.7
2 39 15.1 15.1 29.8
3 45 17.4 17.4 47.3
4 39 15.1 15.1 62.4
5 46 17.8 17.8 80.2
6 51 19.8 19.8 100.0

主要抚养人受教育水平

中专 112 43.4 67.5 67.5
大专 27 10.5 16.3 83.7
本科 18 7.0 10.8 94.6
硕士 9 3.5 5.4 100.0

父母外出务工情况

父亲外出 19 7.4 11.0 11.0
母亲外出 7 2.7 4.0 15.0

都外出 18 7.0 10.4 25.4
都不外出 129 50.0 74.6 100.0

2.3  研究工具

采用周步成教授的《学习适应性测验》问卷，从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各个

维度来了解小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情况。依据全国常模水平将学习适应性划分为优、中上、中等、中下、

差等 5 个等级。量表分为小学一、二年级（包括 5 个内容量表），小学三、四年级（包括 7 个内容量表），

小学五、六年级（包括 9 个内容量表）试题每个项目实施三级记分，分别记 0 分、1 分、2 分，得分越高，

标志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越高。该问卷测试的折半信度为 0.71-0.86，重测信度为 0.75-0.88，具有较

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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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研究通过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所涉及的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F 检验、T

检验等。

3  研究结果

3.1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总体水平

通过研究发现，只有 5 人学习适应性等级为差等，所占比例为 5%，低于全国理论水平 7%，有 39

人学习适应性处于中下状态，略低于平均水平，所占比例为 16.3%，低于全国理论水平 24%，有 113 人

学习适应性处于中等状态，所占比例为 47.3%，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38%，有 88 人学习适应性较好，处于

中上和优等状态，所占比例为 34.3%，高于全国理论水平 31%。总体来说，该校小学生学习适应性比较好，

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表 2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总体发展水平

Table 2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pupils’ learning adaptability

有效   等级 人数 百分比（%） 全国常模比例（%）
差等 5 2.1 7
中下 39 16.3 24
中等 113 47.3 38
中上 60 25.1 24
优等 22 9.2 7

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四个分量表中，适应不良率从高到低

依次是独立性和毅力（23.6%）、家庭环境（17.1%）、听课方法（17.1%）、学习态度（11.8%）、学校

环境（3.9%）。由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刚步入小学，不同于幼儿园一样事事被人照顾，更多地需要自己

去处理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从事事被人安排到自己独立去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因此，

在进入小学之前，应当适时地锻炼个体的独立自主能力，有意发展其独立性。

表 3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

Table 3 Grade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adaptability in grade 1 and 2 of primary school

维度 差等 中下 中等 中上 优等
n % n % n % n % n %

学习态度 1 1.3 8 10.5 32 42.1 19 25 16 21.1
听课方法 13 17.1 24 31.6 39 51.3
家庭环境 1 1.3 12 15.8 35 46.1 22 28.9 6 7.9
学校环境 1 1.3 2 2.6 33 43.4 17 22.4 23 30.3

独立性和毅力 3 3.9 15 19.7 13 17.1 23 30.3 22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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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四年级学习适应性的各个分量表中，学习适应不良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学校环境（43.3%）、

家庭环境（20.4%）、独立性和毅力（19.3%）、学习技术（16.9%）、身心健康（16.9%）、学习态度

（13.2%）、听课方法（13.2%）。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方面不太适应，适应不良率

均超过 20%，尤其在学校环境这一方面，适应不良率超过全国理论水平（31%）。因此，学校应该及时

和学生沟通交流，找出学生不适应学校环境的具体原因。

表 4  小学三、四年级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

Table 4 Grade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adaptability in grade 3 and grade 4 of primary school

维度 差等 中下 中等 中上 优等
n % n % n % n % n %

学习态度 2 2.4 9 10.8 22 26.5 31 37.3 17 2.5
听课方法 2 2.4 9 10.8 22 26.5 31 37.3 17 20.5
学习技术 1 1.2 13 15.7 15 18.1 31 37.3 22 26.5
家庭环境 2 2.4 15 18.1 32 38.6 17 20.5 15 18.1
学校环境 6 7.2 30 36.1 27 32.5 13 15.7 6 7.2

独立性和毅力 4 4.8 12 14.5 22 26.5 27 32.5 15 18.1
身心健康 3 3.6 11 13.3 32 38.6 15 18.1 21 25.3

在五、六年级的学习适应性的各个分量表中，学习适应不良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身心健康（37.6%）、

学习计划（33.8%）、听课方法（25.1%）、学习热情（22.6%）、毅力（22.6%）、家庭环境（20.1%）、

学习技术（20%）、学校环境（16.3%）。较为严重的是身心健康和学习计划方面，其适应不良率均超过

全国常模水平（31%），在听课方法、学习热情、毅力、家庭环境方面的适应也不太好，适应不良率也

超过 20%。对五六年级的学生来说，处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阶段，其学业压力比以往大，其身心发展也

发生了变化。考核学校的标准是成绩，考核老师绩效的标准是成绩，检验一个人学习能力的也是成绩。

因此，不管是学校还是老师，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成绩上而忽略了这一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的特

殊性，同时家长的过多管教也会影响个体的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应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的辅导，学

习上不求多做了多少道题，而是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

表 5  小学五、六年级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

Table 5 Grade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adaptability in grade 5 and grade 6 of primary school

维度 差等 中下 中等 中上 优等
n % n % n % n % n %

学习热情 1 1.3 17 21.3 28 35 18 22.5 12 15
学习计划 5 6.3 22 27.5 37 46.3 8 10 3 3.8
听课方法 3 3.8 17 21.3 28 35 25 31.3 5 6.3
学习技术 6 7.5 10 12.5 35 43.8 16 20 11 13.8
家庭环境 3 3.8 13 16.3 24 30 25 31.3 10 12.5
学校环境 1 1.3 12 15 20 25 28 35 16 20

独立性 6 7.5 11 13.8 29 36.3 17 21.3 2 2.5
毅力 3 3.8 15 18.8 28 35 15 18.8 17 21.3

身心健康 9 11.3 21 26.3 23 28.8 20 25 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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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适应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3.2.1  性别差异

结果表明：男生在学校环境这一方面得分最高，女生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

独立性和毅力、学习技术、身心健康的得分都比男生高。但在各个方面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6  学习适应性在性别上的差异

Table 6 Sex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tion

维度 男生 M±SD 女生 M±SD t P
学习态度 -0.060±1.04 0.090±0.91 -1.176 0.241
听课方法 -0.005±0.96 0.007±1.04 -0.104 0.917
家庭环境 -0.420±1.03 0.060±0.94 -0.802 0.423
学校环境 0.0190±1.02 -0.02±0.96 0.381 0.704

独立性和毅力 -0.020±1.01 0.030±0.97 -0.477 0.656
学习技术 -0.030±1.03 0.040±0.94 -0.539 0.590
身心健康 -0.100±1.10 0.001±0.81 -0.173 0.863

3.2.2  年级差异

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及学习技

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身心健康方面差异不显著。经事后检验发现，二、三、四、五、六年级在各个维

度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五年级的学习适应性最好，六年级的学习适应性最差。

表 7  学习适应性在年级上的差异

Table 7 Grade level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bility

检验 学习态度 听课方法 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 独立性毅力 学习技术 身心健康
F 3.042 3.289 2.852 4.101 2.796 3.041 2.099
P 0.011 0.007 0.016 0.001 0.018 0.019 0.083

3.2.3  父母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主要抚养人受教育水平在学习适应性的其他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在学校环境

这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与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大专学历的、本

科学历的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8  学习适应性在父母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Table 8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tion in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检验 学习态度 听课方法 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 独立和毅力 学习态度 身心健康
F 1.936 0.669 1.632 3.641 0.842 1.402 0.773
P 0.126 0.572 0.184 0.014 0.473 0.244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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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父母外出务工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在各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外出务工情况不影响学生的学习适应性。

表 9  学习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务工平上的差异

Table 9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bility between parents who work outside the home

检验 学习态度 听课方法 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 独立和毅力 学习态度 身心健康
F 0.873 0.200 0.124 0.207 0.560 0.960 1.161
P 0.457 0.896 0.946 0.891 0.642 0.413 0.327

4  分析与讨论

4.1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结果分析与讨论

4.1.1  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总体描述

该校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总体情况比较好，高于全国常模水平。在对各个年级的学习适应性检验

中，各个年级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学习适应不良问题。对一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刚入小学，相

比较在幼儿园阶段，学习环境、学习方式、日常活动都发生了改变，对其独立自主性上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4］，对独立和毅力方面的适应比较差，因此在小学初始阶段或在幼儿园，可提前锻炼其独立自主

的能力。对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相比较起低年级的学生，其身心更为成熟，独立性和毅力适应方面

良好，但随其年级升高，学业负担的增加伴随青春期遇到的种种困扰，中高年级的学生身心健康方面

的不适尤为严重，高于全国常模水平。因此，在此阶段，学校应重视对其心理方面的疏导，家长也要

及时与其沟通。

4.1.2  学习适应性在性别上差异的分析与讨论

关于学习适应性是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研究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如魏义承对初中生学

习适应性的研究中发现学习适应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总体适应性比男生要好［5］。在谢东娜

对四五六年级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6］。根据这次施测结果，发现，从

总体上看，学习适应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女生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独立性和

毅力、学习技术和身心健康方面比男生好。男生在学校环境方面比女生要好，但两者的差异性并不显著。

男女生由于其生理机制的不同，在行为方式、性格气质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女生心思缜密，比较敏感，

而男生比较活泼好动，更愿意探索外在环境，所以影响学习适应性的各个维度中对男女生带来不一样的

影响。

4.1.3  学习适应性在年级上差异的分析与讨论

不同年级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以及学习技术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身心健康上差异并不显著。

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者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行为倾向，经事后检验发现，四五年级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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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最好，六年级的最差，一二三年级居于中间。这与个体的心理发展有关。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

阶段理论，初入初中的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的萌发阶段，个体开始有了反叛意识的倾向，追求个性和自由，

因此学习态度与低年级存在差异。

听课方法是指学习者在课堂上的学习方式。不同年级的授课方式具有适应性特点，低年级学生由于

其注意力有限，教师的教授方式主要以动画，ppt 演示等方式，因此比较容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中高年级的学生由于其智力和年龄的发展，上课主要以教师讲授，课后再强化练习的方式为主，对于每

节课的安排，每天的任务都有明确的意识，因此中高年级以听课的方法最好。对于六年级的学生而言，

不论是学习节奏还是学习内容相比较起低年级都有了很大改变，所以可能对于这个转变难以适应。不同

年级不同的授课方式，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对于六年级的转折期，有其学业压力，也有初入青春期

带来的种种困扰，应该引起老师家长的注意，不仅要注重该年级学习方面的教育，也要注重其身心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指个体生活成长的第一站，学校环境是个体完成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根据布朗芬布伦

纳的生态系统理论［7］可得，家庭环境作为个体成长的第一个微观系统，是个体初来世界接触到的第一

个外在世界。家庭中的氛围、父母的教养方式 都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带来不一样的影响。随个体成长，

其活动范围不仅局限在家庭之中，步入小学之后，学校成为其主要的活动环境。对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

由于其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初始阶段会不太适应新的节奏和生活。对处于中间阶段的小学生来

说，经过几年的小学生活，对于学校日常的生活节奏，每日的任务都比较清楚，因此这一环境的改变并

未对其学习带来多大的影响。而六年级处于小学的末尾，初中的起始阶段，长时间待在同一个环境，除

了同龄群体，还要面对一群比自己小的群体，对他们来说一是失去了新鲜感，二是处于转折期，所以在

学校环境这一维度上对其学习适应的影响并不好。

独立性是个体独自做事的能力，毅力是个体在事情上的坚持性。对于刚步入小学的低年级学生来说，

由于年龄较小，对父母较为依赖。而中高年级的学生，随着生理心理的渐进成熟和发展，心智相对低年

级来说更为成熟完善，其独自做事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身心健康是指个体身体和心理保持健康、和谐的一种状态。各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也和取样有关，因研究对象为某一乡镇小学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大多数的学生的父母都在

身旁。

4.1.4  学习适应性在父母受教育水平上差异的分析与讨论

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学校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其他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对在学校环境上的考察

主要集中在是否满意学校环境、是否在意老师的看法、遇到问难是否会互帮互助等方面。步入小学，个

体的交往环境不再只局限在家庭，更多地涉及到学校，小学阶段，主要的课程学习是在课堂、在学校，

回到家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作业，再就是放松娱乐。高学历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采用更积极的方

式与孩子互动，在理解、尊重氛围中成长的孩子更容易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8］。同时不同学历的父母

也会为孩子建立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学历水平高的父母对孩子会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在学习上也会更严

格、更有方法，从多方面发掘孩子的潜能。学生在父母要求与个人意愿的相互作用中又会形成个体对自

己的要求标准，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更在意克服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父母自身也是给孩子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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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榜样形象，其一言一行也会成为孩子效仿的对象。

4.1.5  学习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务工水平上差异的分析与讨论

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对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影响不大。关于父母外出务工的学生学习适应的调查中发现，

这部分儿童在学习适应方面更容易表现出问题［9］，也有的研究表明［10］，对于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来说，

选择寄宿学校利于学习适应性的培养。本研究选取的小学生，大多都是父母在家附近工作，因此差异不

显著的原因也可能和取样有关。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采用周步成教授的《学习适应性测验》问卷，对临沂某一乡镇小学 300 名小学生进行施测，并进行

数理统计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1）小学生学习适应性良好，总体高于全国理论水平；小学一二年级在独立性和毅力方面适应不良，

小学四五年级在学校环境方面适应不良，五六年级在身心健康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适应不良问题；

（2）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在学习态度、听课方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方面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总体来说，五年级的学习适应性最好，六年级的学习适应性最差；

（4）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学生在学校环境方面的适应，父母是硕士，本科，专科，大专学历均存

在显著差异；

（5）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并不影响学生的学习适应性。       

5.2  建议

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为了提高小学生学习适应能力，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对不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其学习适应不良率受不同方面的影响。对低年级的一二年级学生

来说，在独立性和毅力方面适应不良率偏高，因此，在步入小学前可提前锻炼其独立自主的能力，小到

穿衣吃饭，大到完成作业，都可尝试让其独立完成；对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其适应不良主要表现在学

校环境、家庭环境方面，因此可从学校、家庭两面入手，学校层面上，加强学校基础建设，创建良好的

学习氛围，再次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学生在学校中遇到的问题，对学校有什么建议等；对小学高年

级的学生来说，要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一方面向其普及有关初入青春期身心变化有关的知

识，另一方面，给予其学习方法上的指导，教师教学的成功不在于多做了几道题而是教会了学生学习的

方法。

（2）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校合作观念。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但并不代表把孩子送到学校家长就

一点事情都没有了。一个学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学校的管教，也离不开家长的责任。家长应及时了解

学生在校情况，并且配合学校工作。低年级的学生需要家庭的协助和制约，多鼓励和赞扬，对高年级的

学生来说，需要家人的理解和宽容，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不过度紧张，也不过度控制，给予其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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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空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加强和学校的沟通和交流，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以身作则，为孩子

树立学习的榜样；不单纯地以成绩作为衡量标准，提高眼界，目光长远。

（3）加强老师对学生学习适应性的重视，加强对老师的培训，不仅仅把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放在

首要位置，还要注重个体身心发展规律这一方面，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顺其规律而行；改变传统的授课

方式，采用多媒体等多种教学工具，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要注重对其思想意识的引导，对快要

步入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帮助其缓解学习压力，正确认识这个阶段存在的不服管教，叛逆等心理，需

要老师更有耐心地沟通和指引。

6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研究采用问卷法探讨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由于时间和空间限制，样本有一定的局限性，取样

范围不够广泛。被试选取仅限于临沂某一乡镇学校的小学生，农村的被试偏多，以后的研究应扩大研究

范围，提高其研究的推广价值。

（2）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研究模式和方法相对单一。今后研究可以结合具体案例以及教师和

家长的意见和经验，并对被试纵向地跟踪研究，提高数据的整体有效性。

（3）学习适应性的变量设计只包含性别、年级、主要抚养人受教育水平及父母外出务工情况，没

有涉及其他有关的人口学变量，以后可以增加其他的人口学变量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4）关于小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研究依旧很少，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中高年级，忽视了对低年级

学生的关注。而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能否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应该加强对低年级学习适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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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Students in Central Primary Schools in Villages and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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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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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adaptability is a kind of ability tendency,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ability tendency of 
an individual to get good learning results by overcoming various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his stud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 1-6 in a township central primary school in 
linyi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ir 
learning adaptability in learning attitude, listening method, family environment, school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migrant workers’ situation.
Key words: Pupil; Adap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