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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试焦虑是高中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在对8名高中生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

上，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三级编码和分析，探讨影响高中生考试焦虑的因素，从44个概念中梳理

出11个范畴，通过进一步比较归纳，整理得出影响高中生考试焦虑的4个主范畴，分别是个人因素、家

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以此构建了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

期进一步促进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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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st anxiety is a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th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data, induction, three-level coding and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est anxiety, sort out 11 categories from 44 concepts, and through further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 sort out the four main categories that affect high school students’ test 
anxiety, so as to build a high school students’ test anxiety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and pu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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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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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克服中小学教育的短视化、功利化倾向。极端功利的应试

教育导致中小学考试排名排队现象严重，家长和中小学生考试压力不断加大，升学考试焦虑现象蔓延。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教育背景下，高中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学业压力，各种各样的考试接踵而至，考试

焦虑现象十分突出。目前学术界对考试焦虑的定义尚无统一的认识，但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和

情景性的“特殊焦虑”，即在特殊的考试情境下，学生的认知评价、人格倾向和身体状况都会对学生产

生影响，以忧虑为主要特点，以防卫或逃避为行为方式，由不同的情感反应所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郑日

昌，1994)。研究表明，高中生的考试焦虑水平偏高，以中等和高等程度的考试焦虑为主(张蕾，2016)。
孙秀苹(2016)对沧州市高中生考试焦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5.7%的高中生处于低焦虑水平，50.2%的

高中生处于中等焦虑水平，34.1%的高中生处于高焦虑水平。 

国内外学者对高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主要归纳为内因和外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征、

性格特点、自我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从小所处的环境、后天的教育等。另外，李

强(1998)指出，社会支持对于学生的应试也起着重要作用。社会支持通常是个人从社会中获得的支持与协

助。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考试焦虑影响因素研究大多是经验层面的总结和量化研究，基于实证资料研

究的定性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影响高中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有哪

些，并构建高中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与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系的临床心理学家 Sarason 教授编制(Sarason, 1977)，
王才康(2001)翻译修订的考试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Scale，简称 TAS)。 

研究对象选取。首先，我们选择滕州市第一中学和滕州市高级实验中学，在家长和班主任的支持下，

用问卷星向 200 名学生发放 TAS，然后对回收的考试焦虑问卷测评得分结果进行分析，在焦虑程度较高

的学生中，选取 8 人作为研究对象。 
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在选择研究对象时，选择的受访者包含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学

科背景，来自不同类型的高中(具体情况见表 1)。 
其次，在正式访谈之前，我们根据已有研究和研究内容编制了一份预访谈提纲，并对 2 位熟识的

受访者进行了预访谈，以验证访谈提纲的可行性。在预访谈中根据受访者的答复，对访谈大纲作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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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修改。 
 

Table 1. Composi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构成情况 

项目 选项 人数(个) 占比(%) 

性别 
男 5 0.625 

女 3 0.375 

年级 

高一 2 0.25 

高二 3 0.375 

高三 3 0.375 

学校 
重点高中 4 0.5 

普通高中 4 0.5 

学科背景 
偏文 3 0.375 

偏理 5 0.625 

 
访谈具体内容如下：1) 在考试焦虑量表中，你的考试焦虑水平处于较高水平，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导

致了你的焦虑？2) 你考试时会担心什么？3) 可以描述你印象最深的一次考试焦虑吗？4) 你焦虑的时候

都在想什么？你当时是怎样的感受呢？5) 你考不好会怎么样？6) 有什么之前你没有想到的，而访谈突然

出现的想法呢？ 
访谈采用线上腾讯会议的方式进行，每位学生访谈时间为 40~60 分钟。在征得访谈对象许可同意后

对访谈内容进行录制并做访谈记录，访谈记录整理成文字稿后导入 nvivo11plus 中进行编码分析。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扎该理论是 Glaser 和 Strauss 首创并发展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Glaser et 
al., 1968)，其基本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与量化实证研究不同，研究者通过不断的对比，

提炼出反映社会现象的观念，从而发展范畴和范畴的联系，最后形成理论(陈向明，1999)。在此方法下，

首先转录了 8 名高中生的访谈录音，然后把文字资料导入到 nvivo11plus 软件中进行逐级编码。整个流程

被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开放式编码，将原始资料打散并从原始资料中提取概念；第二个步骤是

主轴编码，以开放编码为基础，构建较大类别，形成更大的类属，并探索各个类属之间的关系；第三个

步骤是选择式编码，寻找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乔慧，黄瑾，莫嘉韫，2021)。 

2.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研究者对所搜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和分析，并给予原始语句概念类属(冯生尧，

谢瑶妮，2001)。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多次筛选、分析的基础上，先对原始语句进行标记，然后再合并相似

性的标签，再对其进行初步概念化，进一步将这些标签初始概念化，最终获得 44 个范畴。对原始访谈文

本进行开放性编码范畴化的结果见表 2。 

2.2.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编码分析的第二个步骤，与逐行、逐句、逐段编码相比，它更具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

性。主轴编码关注在数据中浮现出的特定分类，根据开放式编码中代码的重要性和频繁重现性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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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核心范畴并界定其特性。本文通过对开放性编码的初步概念的对比，“萃取”出与高中学生考试焦

虑的影响因素相关的核心概念。通过对 8 名同学的访谈资料进行理论性取样和比较，对开放式编码中的

概念进行筛选、合并、分类，提取出出现频率较高的 44 个子范畴。根据半结构访谈得到的数据，建立二

级编码类属，形成了 11 个主范畴。主范畴具体内涵如表 3 所示。 
 

Table 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表 2. 开放式编码示例 

访谈文本资料 初始概念 

我爸妈总为我学习上的事情吵架，如果我考的成绩很好的话，他俩都很开心， 
所以我很害怕我考不好 

吵架暴力 
 

但是考试的时间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时间分配 

每次考试，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值都很高，非常渴望进步 自我期待 

我们学校每次考试都会排名，我很害怕退步 排名 

每当我考不好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妈妈都不想给我说话，冷暴力比语言的攻击 
还让我难受 冷暴力 

因为我现在已经高三了，我爸妈每天就不定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你 
一些语言上的压力 言语压力 

学校考试题目都很难，不会做 考题难度 

除了有父母的压力之外，还有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 同学间比较 

如果高考考不好的话，我就上不了好大学 前途命运 

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没没复习好 知识准备 

我爸爸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每次都希望我考班级前三 家长期望 

每次大考后，每个班级都会算平均分我不想连平均分都考不到，扯班级后腿 班级间比较 

我考不好感觉很对不起父母，自己很自责 自责 

我之前连续两次成绩都不理想，一直在退步，我明显感觉到老师不怎么关注我了， 
上课也不提问我了 教师忽视 

 
Table 3. Data coding classification results 
表 3. 数据编码归类结果 

主范畴 附属范畴(编码参考点) 初始概念 

个人因素 

个体认知(36) 考试难度 意志品质 知识准备 应试经验 经验结构 自我期待 学习压力 

性格特点(26) 自卑感 情绪不稳定 主观担心 信心丧失 自我否定 自我要求过高 

情境感知(16) 考题难度 考试性质 考场气氛 

学校教育(29) 班级间比较排名 考试过程 时间分配 

学校因素 
教师态度(23) 爱答不理 忽视 眼神冷漠 教师期望 

群体压力(13) 同学间比较内部排名 内卷 

家庭因素 

家长行为(24) 负面评价 冷暴力 言语压力 

家长态度(17) 不讲理 言语压力 要求严格 期望值过高 

家庭氛围(14) 吵架暴力 父母教养方式 家庭经济水平 

社会因素 
社会评价(15) 同学看法 他人期望 亲戚比较 

社会环境(13) 前途命运 社会立足 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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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选择出一个核心类属，这一类属需要起着统领性的作用，因此，

系统的概括出影响高中生考试焦虑的四大核心类属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并以

此构建出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模型(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est anxiety 
图 1. 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2.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对理论饱和度进行检验时，采用了 3 个访谈样本的有效数据，对理论饱和度进行了检验。检验结

果显示，各范畴已经发展完善，对于影响高中生考试焦虑心理的 4 个主范畴(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

因素、社会因素)，没有再发现新的范畴，而且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初始概念。因此，研究认为通过

扎根理论方法得到的“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3. 影响因素阐释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访谈资料的众多概念中整理出 44 个基本范畴，进而凝练中 11 个副

范畴:个体认知、性格特点、情境感知、学校教育、教师态度、群体压力、家长行为、家长态度、家庭氛

围、社会评价和社会环境。通过三级编码得到四个核心类属: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

这 4 个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模型。 

3.1. 个人因素 

影响学生心理，造成学生内心焦虑的最重要因素源自于学生个体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个体认知、性

格特点和情境感知。 
个体认知是指个体对考试难度、意志品质、知识准备、应试经验、经验结构、自我期待和学习压力

的认知。其中，“知识准备”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描述语句。研究表明，由于知识准备不足，学生在考

试过程中不能很好的答题，感到不知所措，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较高程度的考试焦虑(杨明均，曾英，2001)。
知识准备不足是引起学生考试焦虑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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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点包括自卑感、情绪不稳定、主观担心、信心丧失、自我否定和自我要求过高这六个条目，

在访谈中，一些学生经常提到他们太重视考试，不论是大考还是小考，都表现出过分的担忧，把高分当

成莫大的荣誉，认为考试不好就会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家长的指责，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负担。研究发现，若学生在以往的考试中积累了对考试的畏惧和消极的心理，那么在面对新的考试时，

由于认知上的变化，使他们产生情绪变化，造成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无法集中精神，让

他们对考试产生了畏惧心理，丧失自信(彭明芳，2002)。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考试中会产生挫败感、无

能感等负面情绪，从而导致他们在新的考试情境中表现得过分紧张与焦虑。 

情境感知包括考题难度、考试性质和考场气氛。大多数考试焦虑的学生都提到了考题难度这个问题，

在考试过程中面对不会做的题目，他们会变得格外紧张，甚至会会引起躯体上的症状，如手心出汗，呼

吸急促等。 

3.2. 家庭因素 

此处所指的家庭因素包括家长态度、家长行为和家庭氛围，这些因素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潜移默化中指引孩子的成长。 
家长态度主要包括无理要求，期望值过高。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有些家长忽略孩子的真实水平和能

力，一味地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用分数来评价孩子的努力程度，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的

目标，就会盲目地批评和责备，甚至对孩子实施冷暴力，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负担过重，他们

害怕考试，害怕辜负父母的期待，最终导致学生考试焦虑心理日益加剧，他们过度忧虑考试失败的结果，

注意力无法集中，备考计划和考试状态被打乱，造成原有的考试水平发挥不出来的情况。有研究表明，

他人过高的成就期望、负面评价反馈及失败的负面后果与学生考试焦虑成正相关(高程，刘昌，2021)。 

家长行为主要指负面评价、冷暴力和言语压力。这些行为会造成孩子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考试焦

虑。虽说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可以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但严格并不意味着严厉。长期

的负面评价让孩子不敢面对考试，更不敢面对失败，由此焦虑心理越发严重。 
家庭氛围主要是指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经济水平主要是由父母职业决定的。访谈中

发现，家长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工作环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

所持的教育理念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子女的考试焦虑。 

3.3. 学校因素 

学校是学生学习和考试的重要场所。学校是否能够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较宽松的考试气氛，

严重地影响了考生的考试焦虑程度。学校因素包括学校教育、教师态度和群体压力。 
学校教育主要是指班级比较，排名水平和考试过程。在访谈重点高中的学生时，他们表示学校过分

看重升学率，经常要进行各类测验和各种考核。这就导致了不同年级、不同班级间的竞争，给学生带来

了学习压力、紧张的考试气氛和较高的考试焦虑。 
教师态度主要包括教师期望、忽视和眼神冷漠。在这些因素中，大多数高中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

是教师忽视，他们表示，频繁的考试退步，让他们觉得教师不关注自己了，上课也不提问自己了，这种

忽视使得他们有着明显的心理落差，他们渴望得到教师的关注，但还害怕自己考不出理想的成绩，从而

加剧了焦虑的情绪。 
群体压力也是引起高中生考试焦虑的重要因素，群体压力主要包括同学比较、内部排名和内卷。有

学生提到，考试成绩出来后，同学之会相互比较，自尊心较强的学生对于同学之间的比较和内部排名会

比较敏感和反感，尤其是对于考试成绩不满意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感到自信心受挫，害怕同学的负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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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更有甚者觉得自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内卷”这一名词因某知名高校一学生边骑车边用电脑的

图片而意外走红网络，该学生被戏称为“卷王”，日常语境中的“内卷”主要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

体的互动中展开，经过社会舆论的发酵，各行各业都认为存在“内卷”现象，比如在访谈过程中，就有

学生提到这一概念，有的学生提到，晚上宿舍熄灯后，还有的同学挑灯夜战，这一现象会引起他们极度

的焦虑，并且很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压力，这样一来考试焦虑水平也会变高。 

3.4. 社会因素 

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中生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取得优秀的

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谋得一席之地。这也是高中生考试焦虑的重要原因。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评

价和社会环境。 
社会评价主要包括同学看法、他人期望和亲戚比较。在这里学生担心的是自己考试成绩不好，或者

高考没考好的话，自己会没有面子，在意别人的看法，尤其是逢年过节时，对自己的成绩难以启齿。 
社会环境包括前途命运、社会立足和升学率。担心前途命运和社会立足是学生考试焦虑的重要源泉，

在被访谈的高三学生中，他们普遍认为高考成绩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并对考试的失败深感担忧。

另外，升学率也是造成高中生考试焦虑的重要因素，受我国传统教育背景的驱使，很多学校将学生都限

制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以求更高的升学率。学生们对被人认同的心理常常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和焦虑。

除此之外，成绩不仅是衡量学生的标准，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学生们渴

望被教师认可，这也会给考试带来紧张和焦虑。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与启示 

高中生的考试焦虑涉及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这四个方面。要运用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正确的管理

方法，正确评估学生的学习状况，提升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正确培养和引导学生。让他们有信心准备

考试，实现自我提升。 

4.1.1. 培养良好的认知风格 
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评价是决定情绪发生的关键因素。面临考试情境，个体是否会产生考试焦虑，

以及考试焦虑的程度如何，不只在情境本身，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考试的性质及意义的认识和评价。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对考试的焦虑更多的是主观上的一种担心。高中生应当转变以

往对考试的认识，不能把考试当成自己优秀，成才的唯一标准。考试只是对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学习成果

的检验，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查缺补漏，考前充分准备，考时从容应对，这样才减轻考试的紧张程度。

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合适的目标。过高的目标很容易让他们失败和沮丧。长此以往，学生

会对考试充满恐惧，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进而焦虑情绪越发严重。在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

注意身体的锻炼，增强自己的体魄，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4.1.2. 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是孩子成长成才的起点，研究表明，父母只有平等地对待孩子，尊重孩子，家庭中才可能有一个

宽松愉快的氛围(彭海芹，李秀芳，王建忠，2007)。在这样良好而温暖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一般都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健全的人格，这给孩子今后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 
父母应该理解与尊重孩子，与他们平等交流。大多数父母已经习惯了一味的向孩子灌输分数和前途

是挂钩的错误观念。全然不够孩子的想法。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得到家长的理解与尊重是他们莫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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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他们希望遇到事情可以与父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谈沟通，双方互诉意见，将心比心。父母不应

以教训、无视或哄小孩的态度对待孩子的遭遇。父母对孩子的进步给予及时的赞扬与肯定。当孩子考试

失败或学习退步时也不能一味地指责，而应问清缘由，针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孩子学习进

步。研究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理问题，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陈美英，陈

玉妹，曹素贞，魏启清，2003)。 

4.1.3. 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既要注重对学生文化知识的培养，又要注重全面的素质教育。然而，

至今在学校里，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当前社会就业困难、高等教育竞争激烈、

学生学习压力大的形势下，学校要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研究表明，考试焦虑

与人的健康水平和人格特征呈负相关，所以，重视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减少考试焦虑发生，减轻

考试焦虑的症状(李合英，2004)。学校还应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严禁根据考试结果排名次，禁

止在家长群里公布成绩，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和考试焦虑。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加强与父母的交流，对

导致学生学习困难的成因进行科学的剖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发展。学校要根据试题的难

易程度和测验次数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考试的次数过多，考生长期处于紧张的学习环境中，很容易产生

厌学的心理，考试的目的在于测试一个阶段的教学效果，怪题、难题不仅无法真正的测试学生的成绩，

而且会给老师和学生增加负担。为此，学校要适度减少测验次数，以此来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 

4.1.4. 社会应关注高中生的心理健康 
社会不宜过分关注高中生的成绩而忽视他们的身心健康。中考、高考，全社会都在关注着学生的学

习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对那些优秀的学生和那些升学率高的学校过分赞扬，这种评价机制让考生、家

长、老师甚至学校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学习似乎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切，而分数也成为了他们唯一关

心的事情。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在家长、老师、学校乃至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其焦虑心理的严重性可

想而知。要改善社会大环境对生、学校的评价机制，更加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高中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需要在以后的研

究中做更深入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为了方便取样，访谈对象在数量选

择和所在的地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受访者数量以及扩大区域范围；由质性研究

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缺乏定量研究进行多重验证。因此，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用于未来的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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