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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 PPCT 模型指导下编制小学生学科学

习互动频次问卷。通过面谈、问卷、网络访谈及专家评定等方法编制问卷的初

始题目，然后以 732 名小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

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形成最终问卷。问卷由师生互动、父子互动、母子

互动和同伴互动四个维度共 35 题构成。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

效标关联效度，并且其整体及各个维度的 α 系数和重测信度值均达到 0.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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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develop a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of discipline learning 

interaction for pupil. Methods：Construct a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the questionnaire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inter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Collecting the data from two primary school（n=732），then using 

item analysis，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test and 

revise the structure dimensions，while compiling the questionnaire.Conclusion：

The questionnaire has 35 items and four factores：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father-child interaction，mother-child interaction and companion interaction.The 

questionnaire has good content，structure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for its four 

dimensions.The α value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for the whole questionnaire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are all higher than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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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小学生的学科成绩是我国衡量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如何有效地提高

小学生各学科的成绩一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要想有效地调控学科成绩，首先必须寻找到能够显著影响成绩或者至少与成绩

显著相关的因素。国内学者在此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大量成果。

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专注于寻找与小学生各学科成绩有显著相关

的环境因素。对于小学生来说，其生活环境主要由父母、教师和同伴组成，因

此这些研究也大多从以上对象中寻找变量。如研究发现，小学生的父母离异情

况［1］、父亲文化程度［2］、教师期望［3］和同伴关系［4］等环境因素均

与小学生的成绩显著相关。另一类研究则专注于寻找小学生自身稳定的心理特

征与成绩的关系。如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5］、睡眠质量［6］、听力损

伤程度［7］、身体健康状况［8］、脑力工作能力［9］等个人因素都与小学生

的成绩有关。随着研究的展开，人们发现无论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都不

是直接影响学生的成绩，比如教师期望［3］［10］，此环境因素并不能直接影

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它是通过影响教师与学生的各种学习互动行为来间接影响

成绩的，如教师会对其怀有高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提问机会，或课后教授学

生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来间接影响学生的成绩。同理，睡眠质量［6］此个人因素

并不能直接影响成绩，它同样是通过影响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各种学习互动行为

来间接影响成绩，如睡眠质量差的学生听课的注意力下降，从而导致成绩下降。

总之，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环境还是个人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小学生与环

境之间的各种学习互动行为来间接影响他们的学科成绩。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20


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编制

https://doi.org/10.35534/pc/0101005

· 69 ·
2019 年 3 月
第 1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Bronfenbrenner 于 1994 年 提 出 了 PPCT 模 型［11］［12］［13］［14］

［15］，它假设人的发展位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该系统由四类变量组成：

人（Person）——发展个体的各种稳定的个人特质，比如性别、性格、能力等。

环境（Context）——一个离发展个体由近到远，相互嵌套的环境系统。最近过

程（Proximal Process）——发展个体与环境中的人或物或符号之间发生的与发

展变量有关的长期稳定的互动，比如教师和学生就学习问题展开的交流。时间

（Time）——以上三个要素中存在的时间因素，比如最近过程的持续时间、频次等。

个人、环境与最近过程三个变量之间密切相关，PPCT 模型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

环境因素，都无法直接作用于发展变量，它们是通过影响个人与环境的互动，

即最近过程（Proximal Process）的类型、质量和数量来影响个体发展，因此与小

学生学科学习成绩相关的最近过程（即学科学习互动行为）才是导致成绩发展

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力量。

综上所述，小学生的学科学习互动行为与成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然而遗

憾的是，尽管有部分问卷涉及对小学生学习互动行为的测量，但它们要么是问卷

中包含了其他维度，比如对学校的态度［16］；要么测量的只是某种特殊的学习

互动，比如课堂参与［17］。总之，目前尚缺乏专门的测量工具对该变量进行全

面的测量。那么小学生的学习互动应该包括哪些维度？每个维度又有哪些内容？

本研究拟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编制一套具有优秀信度和效度的适合测量小

学生学科学习互动行为的问卷，以期为广大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2  问卷编制

2.1  初测问卷编制

2.1.1  问卷题目初步编制

由于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小学生的智力和自控力发展尚不完善，他们的学

习互动大多是在他人的指导、监督或陪伴下完成的，因此小学生平日里的学习

互动对象主要是人而非物或符号。为了进一步确定小学生平日都与哪些人进行

哪些学习互动，问卷编制过程中首先询问了 5 位小学任课教师，他们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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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学习互动的对象主要包括老师、父母和同伴。接着依据初步询问的结果

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作为正式访谈内容，访谈方式包括面谈、问卷和网

络访谈［18］。总共访谈了 12 名老师、30 名小学生和 126 名学生家长。依据访

谈结果将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分成四个维度：师生互动、父子互动、

母子互动和同伴互动，共 60 个项目。其中师生互动是指平日老师对小学生的学

习指导行为，如“老师辅导我做作业”或是“老师给我额外的学习资料”等，

包括 13 个项目。父子学习互动和母子学习互动各 13 个项目，除了父母对小学

生的学习指导行为之外，还包含“陪伴”或“合作”行为，如“我写作业时，

父亲陪在身边”或是“母亲和我一起查阅学习资料”等。同伴学习互动行为共

17 个项目，包含三种互动行为：一是小学生指导同伴学习，如“我给同学讲评

试卷”；二是同伴指导其学习，如 “同学解答我提出的学习问题”；三是合作

学习，如“我和同学一起复习”。项目记录的是某种学习互动出现的频率，采

用 5 级计分，其中“总是”计 5 分，“经常”计 4 分，“有时”计 3 分，“很少”

计 2 分，“从不”计 1 分。得分越高，表明该学习互动出现的次数越多。

2.1.2  专家评定

为了确保问卷的内容效度，在项目初步编制完成后，邀请了心理学和教育

学的专家 2 名，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7 名及小学教师 5 名来检验初始问卷的内

容效度。由专家、博士和硕士生对问卷的维度及每个维度下的项目进行适宜性

评价和修改，由小学教师对问卷项目的可读性做出评价，删除其中不适宜的项

目，并对一些项目的表达方式进行修改和整理，形成预测版问卷。经评定后师生、

父子和母子互动维度各删除 3 题，保留 10 个项目，同伴学习互动维度删除 4 题，

保留 17 个项目，共删除 13 题，保留 47 个项目。

2.1.3  项目分析

由心理学或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使用预测版小学生

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对某小学二、四、六年级进行团体测试，共发放问卷 166

份，回收 136 份，回收率为 82%，有效率 82%。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每个题目

与各自维度的相关系数均在 0.40 以上，满足项目区分度的要求，因此在正式测

试版问卷中，保留初测版的全部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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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式问卷编制

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使用正式测试版问卷对某小

学一至六年级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 597 份，回收 596 份，回收率 99.8%，其中

有效问卷 560 份，有效率 94%。随后将问卷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内同一年级人

数大致相同。其中一组（277 份）用来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组（283 份）用

来做验证性因素分析。

2.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利用 SPSS 21.0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考察数据进行因素分析的适当性。

分析结果得出 KMO 值为 0.935，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系数为 7895.90（df=1081，

p ＜ 0.0001），表明问卷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接着采用不限定因素数目的主成分

法做因素分析，选择最大方差法进行因素旋转，结果得到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因素。其中第 1、第 2、第 3 个因素包括的项目分别来自同伴互动、母子互动和

父子互动。第 4 和第 5 个因素包括的项目则来自师生互动维度，但项目间难以

看出区别。第 6 个因素只有一题的因素负荷量大于 0.55，而第 7 个因素则没有

任何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大于 0.55。结合因素碎石图，删除第 5、第 6 和第 7 个因

素，保留前 4 个因素。按照以下规则进行题目删除：（1）题目在任意两个或更

多因子上的负荷量均大于 0.32；（2）负荷量大于 0.55 的题目在某个因子上的数

量少于 2 个。题目删除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直至所有题目都能够归入到前四

个因素中。按照以上标准进行题目删除后，经过三次因素分析，余下特征值大

于 1 的 4 个因素，累计解释率为 63.95%，各因素的变异解释率分别为 23.21%、

18.40%、15.18%、7.17%。四个因素的命名与理论假设一致，分别是同伴互动、

母子互动、父子互动和师生互动。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问卷的基本结构，采用 AMOS 21.0 对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素

分析，检验数据对模型的拟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主要采用以下几项指数：卡

方与自由度比值 χ2/df，χ2/df ＜ 2 是表示模型拟合得很好，χ2/df ＜ 3 表示模型

拟合结果也可以接受。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其值小于 0.05 表明模型拟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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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而在 0.08 以下的拟合结果也可以接受。非规准适配指数 TLI，增值适配

指数 IFI 和比较适配指数 CFI，它们的值越接近 1，说明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拟

合得越好，一般以大于 0.80 或 0.90 为接受标准。

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各项拟合度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χ2/df 的比值小

于 3，RMSEA 的值小于 0.08，TLI、IFI 和 CFI 这三者的值均大于 0.90，说明模

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结果见表 1。

表 1  小学生学习互动行为问卷结构的整体拟合度检验结果

χ2 df χ2/df RMSEA TLI IFI CFI
1217.006 554 2.197 0.065 0.901 0.909 0.908

2.2.3  信效度分析

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9。各因素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师生互动 0.746；

父子互动 0.926；母子互动 0.953；同伴互动 0.952。为计算问卷的重测信度，在

间隔 24 天后再次用相同问卷对原样本中的 100 人进行测试，两次测试分数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0.805，p ＜ 0.001。表明研究所构建的小学生学习互动问卷内部结

构稳定，测量结果可靠。

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评定问卷的效度。首先，研究通过标准的编制问卷流程

（包括访谈、专家评定等）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其次，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问卷的理论结构和实际观察数据拟合得较好，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最后，

依据 PPCT 模型，教师期望属于环境变量，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属于个人变量，两

者与最近过程变量即学习互动的频率应该具有密切联系。为了考察该问卷是否

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我们使用教师期望问卷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作为效标，

其中教师期望问卷使用杨丽珠和张华（2012）编制的小学生知觉教师期望问卷

测量［19］，学业自我效能感使用梁宇颂（2004）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调查

问卷测量［20］，同时以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测量学习互动行为，测

量时选用的科目为语文，测量时间段为当前学期，测量对象为某小学 306 名三

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剔除无效数据后，计算学习互动的四个维度与教师期望得

分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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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互动四个维度和教师期望及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系数

师生互动 父子互动 母子互动 同伴互动 互动总分
教师期望（N=254） 0.206** 0.354** 0.380** 0.446** 0.459**
自我效能（N=270） 0.171** 0.363** 0.479** 0.381** 0.466**

注：*p ＜ 0.05，**p ＜ 0.01。

从表 2 可得，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的四个维度均与教师期望及自我效能

感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问卷的四个维度及总分均能够正向预测教师期望

值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因此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3  讨论与结论

依据文献综述、访谈和专家评定，将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定义为：小学生

与其老师、家长和同伴进行的与各学科学习有关的互动行为。其中师生互动指

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指导。而父母与小学生的互动除了指导之外，还包括陪伴、

合作等内容。同伴学习互动除了以上的内容外，其学习指导还可细分为指导与

被指导。这些差别表明小学生的学习互动内容会因互动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差别。

问卷题目的内容效度通过理论构想和专家评定等得以保证。加之问卷严格

遵循心理测量学原则对被试进行测试，并依据科学的检验方法，结合实际对问

卷进行编制和修订，从而保证了问卷题项能够很大程度地反映当前小学生学习

互动的实际情况，因此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从验证性因素分析来看，

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问卷各维度基本上与理论建构的结构相吻合，因

此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卷能够有效地预测小学生的教师期望值和学业

自我效能感水平，说明其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关于问卷信度，问卷整体

及各个因子的 α 系数和问卷的重测信度值均达到 0.70 以上，故而问卷具有较高

的信度。

该问卷是在 PPCT 理论指导下编制的，包括了模型中的过程和时间因素，并

且在设计上凸显了灵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问卷默认测量的学

科是语文，但问卷所描述的互动行为均是平日里小学生各学科学习互动中最为

基本的类型，适用于所有学科，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修改。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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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所指的学习互动行为受到 PPCT 中 T 要素（时间因素）的影响，指的是一段

时间内的学习互动。该问卷测量的学习互动时间段默认为上学期，但研究者可

以按实际需要修改为任意时间段，不过时间间隔不宜太短或太长，推荐以一个

学年到半个学期为上下限。

该问卷测量的是 PPCT 模型中最近过程（P）和时间（T）两个因素，加之

目前已有很多关于测量环境（C）和个人（P）因素的问卷，由此可以建立影响

小学生学科成绩因素的 PPCT 模型，为提高小学生学科成绩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由四个维度构成：师生互动、父子互动、

母子互动和同伴互动。本研究设计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作为测量

小学生学习互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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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小学生学科学习互动频次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研究调查，通过调查可以为所有同学更好地学习

提供参考。请注意答案无对错好坏之分，只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回答

就可以了。问卷请自己独立完成，不要让父母、老师或其他人帮你填写。

下面是一些描述上个学期中你的老师或父母或同学与你进行的语文学习指

导行为。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每一道题目。题目后面有 5 个选择项，分别是数字 1、

2、3、4、5 ，表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数字越小表

示对应的行为类型出现的次数越少，数字越大表示对应的行为出现的次数越多。

请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答案，并在相应的数字上画“○”。

如果老师经常请你回答问题，则在右边的数字栏上“4”“经常”的位置画○。

例题：

题号 题目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1 老师给我布置其他同学没有的语文作业 1 2 3 4 5

2 老师辅导我做语文作业 1 2 3 4 5

3 老师询问我的语文学习习惯 1 2 3 4 5

4 老师给我额外的语文学习资料 1 2 3 4 5

5 父亲询问我的语文知识掌握情况 1 2 3 4 5

6 父亲给我进行语文试卷分析 1 2 3 4 5

7 父亲辅导我做语文作业 1 2 3 4 5

8 我做语文作业时父亲陪在旁边 1 2 3 4 5

9 父亲教我语文解题技巧 1 2 3 4 5

10 父亲和我一起阅读语文资料 1 2 3 4 5

11 父亲和我一起查找语文资料 1 2 3 4 5

12 父亲教我语文学习方法 1 2 3 4 5

13 母亲给我进行语文试卷分析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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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题目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14 母亲教我语文学习方法 1 2 3 4 5

15 母亲教我语文解题技巧 1 2 3 4 5

16 母亲辅导我做语文作业 1 2 3 4 5

17 我做语文作业时母亲陪在旁边 1 2 3 4 5

18 母亲询问我的语文学习习惯 1 2 3 4 5

19 母亲和我一起阅读语文资料 1 2 3 4 5

20 母亲询问我的语文知识掌握情况 1 2 3 4 5

21 母亲和我一起查找语文资料 1 2 3 4 5

22 同学给我讲评语文试卷 1 2 3 4 5

23 我和同学一起复习语文 1 2 3 4 5

24 语文课上我答不出问题时同学会给予帮助 1 2 3 4 5

25 同学帮助我改正语文学习上的错误 1 2 3 4 5

26 我和同学一起查阅语文学习资料 1 2 3 4 5

27 我和同学一起写语文作业 1 2 3 4 5

28 我辅导同学写语文作业 1 2 3 4 5

29 语文课上同学答不出问题时我会给予帮助 1 2 3 4 5

30 我和同学一起讨论语文学习问题 1 2 3 4 5

31 同学解答我提出的语文问题 1 2 3 4 5

32 我帮助同学改正语文学习上的错误 1 2 3 4 5

33 我和同学一起预习语文 1 2 3 4 5

34 我解答同学提出的语文学习问题 1 2 3 4 5

35 我给同学讲评语文试卷 1 2 3 4 5

问卷使用说明

本问卷可以为小学生学科成绩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 PPCT 四要素中最近过程

和时间的测量，再加上其他问卷提供的环境或个人因素的测量，就可以使研究

建立完整的 PPCT 模型。即使不打算利用 PPCT 模型做研究，本问卷也可以单纯

地用来研究学科学习互动行为频率与学科成绩的关系。

1. 问卷的维度

师生互动：1 ～ 4 题。

父子互动：5 ～ 12 题。

母子互动：13 ～ 21 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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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互动：22 ～ 35 题。

注：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题。

2. 问卷的学科

本问卷所指的学习互动行为是针对某一具体学科而言的。在预测和正式测

试时，选用的学科关键词是“语文”，但问卷的题目都是平日里小学生各学科

学习互动中最为基本的类型，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

修改学科，使用时只需要把问卷里出现的所有“语文”一词替换成想要测量的

学科名称即可，比如“数学”。

3. 问卷测量的时间段

问卷所指的学习互动行为受到 PPCT 中 T 要素（时间因素）的影响，指的是

一段时间内的学习互动。在预测和正式测试中，为了方便数据收集，选用的时

间段是“上个学期”，即上个学期内被试学习互动行为的频率。在将来的运用中，

也可以按测量需求选用其他的时间段，比如“这个学期”或者“这半个学期”，

不过时间间隔不宜太短或太长，推荐以一个学年到半个学期为上下限。使用时

只需要在指导语里把相应的时间段描述替换成需要使用的时间段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