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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影响： 
校内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张颖书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摘  要｜基于PISA2018（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2018）调查研究中我国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四省（市）共11，760名中学生数据探讨了学业表现对学生学校归属感的影响以及校内竞争环境的

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学生学业表现正向预测其学校归属感；校内竞争环境在学业表现与学校归属感的关

系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低竞争的校内环境中，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显著，而在高竞争

的校内环境中，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于学校而言，应重视学生的归属需求，以促进

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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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校归属感一般指的是学生在校内感受到被接受、尊重、包容和支持的程度［1］，反映了学生与学

校间的情感联结，是学生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2］。在校内，拥有良好归属感的学生往往对学校持有

积极的态度，更愿意参与人际和学业活动［3］，进而获得更多积极心理收益。而低水平的归属感往往导

致学生对学校的消极态度、甚至产生辍学心理［4，5］，也是进一步引发学生一系列内化和外化问题的重要

因素［6，7］。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学生学校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的建立主要来源于学生在校内的积极经历，主要包括人际和学业两个方面［8，9］。

在中学阶段，学校生活围绕学业任务展开，学生开始面临更多的学业挑战。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完成学

业任务、取得良好成绩的学生往往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好的学习投入［10］，更容易建立学习的内部动

机［11］，也更容易获得教师、同伴的肯定，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12］。而学习困难、成绩较差的学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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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产生更多消极情绪，对学业任务、任课教师甚至学校环境产生倦怠、厌恶心理［13］，更容易遭受同伴

孤立［14］。因此，高学业表现的学生在校内往往有更多的积极经历，进而有更多关于学校的积极体验。

以往研究大多将学业表现作为结果变量，研究学校归属感对学业表现的影响［15］。但学业表现本身作为

学生在校内的重要经历，也是影响学生归属感建立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

学生学业表现如何影响其学校归属感，并提出假设 1：中学生学业表现正向预测学校归属感。

在中学阶段，学生即将面临中考所带来的第一次学业“分流”，激增的学业压力引发了以竞争为主

导的学校氛围，主要表现为校内“唯分数”“重结果”的考评标准以及学生之间持续的社会比较［16］。

以往研究表明，高竞争度的学校环境往往导致学生过大的学业压力，进而引发消极的学业态度［17］。同时，

不断的排名和比较也导致学生的学业动机逐渐转向外部［18］，学习的目标不再是提升能力，而是获得他

人的正面评价、避免负面评价［19］。因此，在高竞争的学校环境中，学业表现良好的学生可能仅将学业

任务视为考评的工具，学习内部动机减弱；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则遭受了更多的打击。这皆不利于其学

校归属感的培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校内竞争环境在中学生学业表现与学校归属感的关系中

起调节作用，在高竞争的学校环境中，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作用减弱。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 OECD 发布的 2018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测试结果。PISA 是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筹划的对全世界 15 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最早开始于 2000 年，每三年进行一

次。测试内容主要针对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以及其他非认知能力。目前，PISA 测试已涉及

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20］。本研究在剔除

缺失数据后，共使用来自中国四个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样本 11，760 个，其中女性占比

47.9%。男性占比 52.1%。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表现

PISA2018 分别设置了 10 个似真值（plausible value，PV）以评估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素养，分

值越高相应学科的素养水平越高。本研究将学生阅读、数学、科学的似真值相加后取平均数作为衡量学

生学业表现的指标，分值越高，学业表现越好。

2.2.2  学校归属感

PISA 学生问卷中设置了 6 道题目测量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水平，包括：“在学校里我感觉自己是个局

外人”，“在学校里我能很轻松地交到朋友”，“我感觉自己是学校的一员”，“我在学校里感到尴尬

和格格不入”，“其他同学看起来喜欢我”，“我在学校里感觉很孤单”。回答从“完全同意”到“完

全不同意”进行 4 点计分，第 2、3、5 题为反向计分。将所有题目得分相加得到总分，分值越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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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归属感水平越高。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2。

2.2.3  校内竞争环境

PISA 学生问卷中设置了 4 道题目测量学生感知校内竞争环境的程度，包括：“同学们都很看重竞争”，

“同学之间相互竞争”，“大家似乎都觉得相互竞争是重要的”和“大家被鼓励和其他同学竞争”，回

答从“完全不正确”到“非常正确”进行 4 点计分。将所有题目的分数相加得到总分，分值越高，学生

感知到竞争环境的程度越高。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13。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基于 SPSS 21.0 和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插件。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描述统计

和相关分析。随后，将数据进行标准化，使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1 分析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预测

作用以及校内竞争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1］，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 个，最

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 33.08%，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根据表 1 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研究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学业表现与学

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r=0.085，p<0.01），校内竞争环境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r=-0.042，

p<0.01），校内竞争环境与学业表现呈显著正相关（r=0.116，p<0.01）。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M SD 学业表现 学校归属感 校内竞争环境 性别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学业表现 174.71 23.64 -

学校归属感 17.71 3.29 0.085** -
校内竞争环境 10.26 2.75 0.116** -0.042** -

性别 1.52 0.50 <0.001 0.018* 0.088**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36 1.08 0.394** 0.139** 0.112** -0.020* -

注：*p<0.05，**p<0.01，***p<0.001。

3.3  校内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校内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β =0.041，t=4.14，p<0.001，95% CI=［0.021，0.060］）。学业表现与校内竞争环境的交互项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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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显著且为负（β =-0.030，t=-3.41，p<0.001，95% CI=［-0.050，-0.010］），校内竞

争环境显著调节了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影响。

为更直观地展现学业表现与校内竞争环境的交互作用对学校归属感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做了简单

斜率分析，如图 1 所示。结果表明，在低竞争的学校环境中，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

著（Bsimple=0.06，t=5.42，p<0.001，95% CI=［0.042，0.090］）；而在高竞争的学校环境中，学业表现对

学校归属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01，t=0.85，p=0.394，95% CI=［-0.014，0.037］）

表 2  校内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β SE t BootLLCI BootULCI R2 F
学业表现 0.041 0.01 4.14*** 0.021 0.060 0.02 63.24***

校内竞争环境 -0.064 0.009 -7.04*** -0.085 -0.044
学业表现 × 校内竞争环境 -0.030 0.008 -3.41*** -0.050 -0.010

注：*p<0.05，**p<0.01，***p<0.001。

图 1  校内竞争环境在学业表现与学校归属感之间的调节效应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chool belonging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学业表现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学校归属感。作为学生取得学业成功的重要经

历，良好的学业表现不仅是学生建立自我效能感、培养学习内部动机的前提［22］，也是学生获得能力需求

的满足，进而发展各种积极心理因素的重要条件［23］［24］。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学业表现作为衡量学生能

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直接反映着学生学校生活的质量。对于学业表现良好的学生而言，其在学业方面

的积极经历能够加强与学校的情感联结，进而带来更多的学校参与。而对于学业表现不佳的学生而言，其

在学业方面的挫折经历导致其对学校生活产生更多负面情绪，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其低水平的学校参与，并

可能逐渐形成一种不良循环。总之，中学生在校内取得良好的学业表现有利于其学校归属感的培养。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校内竞争环境显著调节了中学生学业表现与学校归属感的关系。在低竞争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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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境中，中学生学业表现正向预测其学校归属感，而在高竞争的校内环境中，学业表现对学校归属感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社会相互依赖理论的观点一致［25］。在高竞争的校内环境中，学生需要

通过与他人比较并超越他人而取得学业成功，这使得校内人际互动趋于对立［26］，不利于学生之间培养

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高竞争环境下，学生更加追求表现目标而非掌握目标［27］，越来越关注自我

的等级和评价，学习内部动机降低［28］。这也导致取得良好的学业表现只能作为外部评价指标，而无法

转化为学生内部的积极因素。尤其对于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而言，在竞争中屡屡受挫的经历导致其更低

水平的学校归属感，这可能促使他们转向其他非学校性的团体寻求归属（如帮派、暴力团伙等）［29］，

这进一步引发了未来更多辍学和犯罪的可能性［30］。

5  教育建议

本研究结果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一些可行建议：（1）学业表现虽然不是学生能力的唯一评价指标，

但其在学生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学业表现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校参与以及与学校的情感联结。

作为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长，让每位学生都能“不掉队”。尤

其对于本身学业表现不佳的学生来说，教育者应秉持“不放弃”的原则，重视培养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

习兴趣，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并及时给予积极反馈，逐步使他们建立学业自信，培养学校归属感，进而

发展更好的学业参与度；（2）当下激烈的学业竞争环境不可避免，作为教育者，要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心态，

直面失败，遭遇挫折不气馁、不内耗。在教育评价的过程中，也不能以分数、名次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

因材施教、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在教育的全过程里，教育者应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杜绝打击式教育，

倡导鼓励、支持，和学生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尤其对于成绩不佳的学生而言，教育者更要密切关注他

们的身心动态，以防其出现与学校脱离等不良结果；（3）学校管理者应重视校园氛围建设，创建平等、

安全、和谐的人际环境。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多种类型的集体活动以促进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也可以使学生疏解压力、放松心情，进而更好地投入学校生活；（4）在青

春期阶段，中学生正处于高度关注自我、关注身份和对社会比较非常敏感的时期［31］，对于教育者而言，

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满足其归属需要，进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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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chool 
Belong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Zhang Yingshu

School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11760 Chinese students from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18 (PISA 2018) t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chool belonging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Academic performance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chool 
belonging an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moderated this relationship: in a low-level competitive school 
environm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chool belonging. 
But in a high-level competitive school environment, such effect was no longer significant. For schools, the 
need for students to belong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Academic performance; School belong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