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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初中生班级环境、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求助的关系。采用问卷法对河南省新乡市某中

学767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工具性求助(18.09 ± 4.40)和回避性求助(8.44 ± 3.48)在年级

上存在显著差异(F = 4.15, p < 0.05)；2) 除同伴关系、秩序和纪律外，班级环境各维度与学业自我效能

感、学业求助行为之间相关性显著(r = −0.37~0.74, p < 0.05)；3) 班级环境中的师生关系、竞争两个维

度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求助，同时学业自我效能感在这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有助于

理解班级环境、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求助的影响，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积极有益的学业求助行为提供有

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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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lass environ-
ment,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help-seeking.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767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in Xinxiang, Hen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18.09 ± 4.40) and avoid-
ance help-seeking (8.44 ± 3.48) in grade (F = 4.15, p < 0.05); 2) In addition to peer relationship, 
order and discipline, the dimensions of class environment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ca-
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help-seeking (r = −0.37~0.74, p < 0.05); 3) The two dimension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competition in the class environment can directly predic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help-seeking,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complete mediat-
ing role in it.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lass environment on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chanism, and have some en-
lightenment on promot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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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遇到问题向别人寻求帮助，请求别人答疑解惑一直以来是人们在治学、研究学问上常常使用的方法。

关于学业求助的价值，早期学者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难题，在有难题时向他人寻

求帮助的行为并不是有益的行为，而是一种依赖性的表现。但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教育心理学家提出，

这种行为非但不是依赖性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适应、自我调控的学习策略(李晓东，张柄松，2001；卢

路曼等，2016)。学生通过寻求帮助，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在学习中是否需要帮助、需要谁的帮助以及通

过什么途径获得帮助。所以求助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常将求助行为分为三种类型(李晓东，1999)。第一类是工具性求助，指的是学生在遇到学习上

的问题时，主动向老师或者同学寻求帮助，主要是寻求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是经过个人思考的一种

行为；第二类为执行性求助，指的是学生不经过自己的思考过程直接抄袭他人的答案；第三类是回避性

求助，指的是学生在学习遇到困难时回避求助，甚至不求助的行为。由此看来，学生对老师或者同学的

工具性求助是有益的求助行为，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反之，不愿意求

助的回避性求助和没有经过思考的执行性求助这两种求助行为都是消极被动的，对学生的学习没有助益

(陈英敏等，2018)。 
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个体、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学业求助作为一种学业行为表现，

必然会受到学生的个人特质以及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影响，比如班级环境知觉、自我效能感、求助的态度、

动机、需要等。学校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场所，而班级环境则是学生接触最多、也最为熟悉的教育

环境，也是同学间建立友谊、进行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班级环境与学生取得的学业成就息息相关，对

学生的成长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屈智勇等人认为，班级环境是学生通过互动形成的对全班社会心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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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屈智勇等，2004)。学生与教师或者同学之间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模式等都会影响班级环境。研究表

明，学生在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中，积极有益的求助行为更多，即表现出更多的工具性求助。可

以说，学生积极有效的求助行为与班级环境密切相关(鲍晓旋，2020)。 
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我效能感，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在教育领域，学业自我

效能感则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的预测。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

不仅直接决定了未来取得学业成就的大小，而且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思维、情绪情感等(赵洁，王世嫘，

2015)。目前，关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求助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假说：脆弱假说和一致

性假说(伏干，2016)。根据脆弱假说的观点，对于求助者来说，寻求帮助并不会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自

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学生可能会把学业的失败归因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从而感到紧张和不安(赵小云等，2010)，导致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会采取逃避的方式。比较而言，自我

效能高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比一般人更努力，在面对困难时，他们会比一般人更有信心坚持下去。一致

性假说认为，高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学生一般倾向于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因此不愿意寻求帮

助。因为他们会把求助看作与自我概念不相符的行为。赵海霞以大学生为对象，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

学习者在困难的学习状况中更易于获得更多的工具性求助，即线索信息。学业自我效能感低的学习者遇到

困难时更偏向于直观得到回答，而并非依靠尝试获得。由此可见，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的求助行为。 
班级环境与自我效能感也有密切的关系。范锦江等人发现，在温馨团结，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中，

学生能够得到的正能量比较多，因此他们对自己能有更好的认识，从而自我效能感水平高，学习成绩优

异且相对稳定。但如果班级环境自由散漫，班风纪律较差，这样的环境中的学生就会慢慢产生一些不良

的学习习惯，例如求知欲不强、积极性不高诸如此类的问题，以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成绩不尽人意，

自我效能感始终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范金刚，门金泽，2011)。同时，屈智勇等(2004)、丁湘梅等(2014)
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示，良好的班级环境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主要是探讨班级环境、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求助行为的关系，以此来帮助

人们正确理解学业求助行为，以期改善初中生学习状况。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河南省新乡市某中学，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 9 个班级(初一、初二、初三年级随机选取 3 个班)。
共问卷发放 84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 767 份，有效率为 91.00%。男生 368 人(47.98%)，女生 399
人(52.02%)，被试年龄为 13 ± 0.41 岁。初一学生 237 人(30.90%)，初二学生 225 人(29.33%)，初三学生

305 人(39.77%)。 

2.2. 研究工具 

2.2.1. 我的班级量表 
该量表由江光荣(2004)编制，将班级环境分为五个维度：即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竞争、学习负担、

秩序纪律，各个维度的 α信度系数在 0.75~0.89 之间。该量表共 38 个项目，其中，第 3、5、7、8、13 和

22 这几道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 5 点计分，1 为“从不这样”，5 为“总是这样”。量表中所有题目得

分之和等于量表总分。 

2.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梁宇颂(2000)编制，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分为两个维度：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1~11 题)、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感(12~22 题)，共 22 题。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为“完全符合”，5 为“完全不符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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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信度良好，各个维度及总分的α系数在 0.78~0.82之间。两个维度得分之和即为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得分越高，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2.2.3. 学业求助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李晓东和张柄松(2000)编制，将学业求助分为 4 个维度：执行性求助、回避性求助、工具性

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共 18 个题目。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5 为“完全符

合”，各维度及其总分的各量表的 α系数在 0.87~0.90 之间。 

2.3. 数据分析 

将搜集的数据录入 SPSS 25.0 中，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ANOVA 方差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使用 Amos 24.0 进行中介分析以及 Bootstrap 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为了排除研究中相同的项目语境、测量环境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此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

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提取出 19 个主成分，首个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 19.30% (<40%)，符合判断标

准(汤丹丹，温忠麟，202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初中生学业求助的特点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中学生学业求助的总分为(M = 54.60, SD = 6.14)。执行性求助维度得分为(M = 
8.24, SD = 2.81)；回避性求助维度得分为(M = 8.44, SD = 3.48)；工具性求助(老师)维度得分为(M = 18.09, 
SD = 4.40)；工具性求助(学生)维度得分为(M = 19.84, SD = 4.00)。对四个子维度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异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对学业求助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并不显著。

对学业求助的年级差异进行 ANOVA 方差分析，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回避性求助维度上，初三学生

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在工具性求助(老师)维度上，初三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初二学生。在执行性求

助和工具性求助(同学)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help-seeking (M ± SD) 
表 1. 初中生学业求助的特点(M ± SD) 

类别 工具性求助(老师) 工具性求助(学生) 执行性求助 回避性求助 学业求助 

性别      

男 17.81 ± 4.35 19.81 ± 4.00 8.09 ± 2.69 8.47 ± 3.25 54.49 ± 6.10 

女 18.34 ± 4.43 19.86 ± 4.02 8.39 ± 2.92 8.41 ± 3.68 54.71 ± 6.19 

t −1.149 −0.105 1.203 0.161 −0.332 

年级      

初一 18.08 ± 4.52 19.53 ± 4.04 8.38 ± 2.87 8.38 ± 3.39 54.37 ± 6.10 

初二 18.85 ± 4.27 20.22 ± 3.70 7.91 ± 2.73 7.88 ± 9.15 54.87 ± 5.87 

初三 17.22 ± 4.27 19.76 ± 4.28 8.45 ± 2.81 9.15 ± 3.74 54.58 ± 6.52 

F 4.149* 0.984 1.321 4.075* 0.21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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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变量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三个变量及其各维度间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同伴关系、秩序和纪律与学业求助没有

显著相关关系；竞争、学习负担、学业行为自我效能与执行性求助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学习负担、学业

行为自我效能感与回避性求助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余维度变量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5)，见表 2。 

3.4.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从表 2 可以看出，学业求助与班级环境、学业自我效能感大多维度两两相关。为了检验班级环境中

的师生关系、竞争对学业求助的预测作用，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对图 1、图 2
所示模型分别进行检验，并计算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 

 

 
Figure 1. Model 1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图 1.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模型 1 

 

 
Figure 2. Model 2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图 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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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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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的进行拟合度检验，结果见下表 3。模型 1、2 的拟合程度良好，分别检验了自变量为师生关

系、竞争，因变量为学业求助时，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Table 3. Results of model fitting 
表 3. 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n χ2 df CFI TLI RMESE SRMR 

模型 1 (师生关系) 767 54.0 18 0.953 0.927 0.074 0.050 

模型 2 (竞争) 767 39.2 18 0.973 0.957 0.057 0.039 

 
如表 4 所示，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当师生关系、竞争作

为自变量时，对学业求助的预测作用受到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 
 

Table 4.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for each model 
表 4. 各模型中介效应结果 

路径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模型 1 (师生关系) −0.23 −0.323 −0.148 −0.09 −0.207 0.043 

模型 2 (竞争) −0.27 −0.381 −0.185 −0.08 −0.208 0.048 

4. 讨论 

4.1. 初中生学业求助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学业求助总分与各维度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以往的研

究表明，学业求助中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刻板印象密切相关(尚小艳，2016)。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相符，可

能是由于本研究的被试都来自于同一所中学，学生的学习风格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所以不存在显著差异。

初三学生对老师的工具性求助得分低，而回避性求助得分高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增加，初三学生面

临更多的学业压力。部分学生可能因为成绩不理想从而丧失信心，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导致积极的工具

性求助行为减少，消极的回避性求助行为增多。而且随着学生的成长、心理的成熟，会更多地考虑到求

助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自尊水平较低的学生在求助时会加深对自己的负面认知，因此他们

很可能会采取执行性求助或者回避求助甚至不求助，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陈英敏等，2021)。 

4.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了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首先，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包括学生对个人学业成

就的信心，还包括对自己能否合理规划学习行为的预判。脆弱假说认为，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在寻求帮

助时会有自我价值的威胁感。因此，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容易将遇到的困难归因于自己能力的不足，对

自己的胜任力表示怀疑，进而影响自尊和羞耻心(冯淑丹，江琦，2012)。相比之下，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

学生，往往对对自己学习能力非常有信心，他们对求助的看法也就越正面，在遇到问题时会主动向老师

寻求帮助(李晓东，张柄松，2001)。当学生认为他们能够在学校取得优异表现时，他们才更有可能采取有

益的学业求助行为并且可以从中有所收获。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发挥动机和调节作用，让学生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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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设定学习计划、采取相应学习行为，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为学生补充学业自信，保证学生能在稳定

的心态下专注学习。 
研究结果表明，班级环境中师生关系越好，学生的工具性求助就越多，且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师生关

系与学业求助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学业求助不仅仅是个人使用的学习策略，而且是求助者与被求助者双

方的交互手段，是一种社会化的策略，因而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认同的接触假说认为，随着

个体与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接触机会的增多，就会对彼此了解的更多，进而在交流中相互接纳，产生较高

的群体认同感。在青少年的发展环境中，班级环境是学生接触最多的且最为重要的环境之一，是学生学

校经验的主要来源之一(伏干，2016)。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情感支持的感知、对教师与自己关系的感知

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业概念以及他们对学业表现的内部动机、参与度、努力度和求助行为。教师对学生的

指导不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陶冶人们的情操，净化、洗涤人们的灵魂。因此师生关系不仅是交

流认知信息的过程，更是交流情感的过程。当师生关系良好时，学生可以获得更多愉快的学习体验和满

足感，因此学业效能感高，学习成绩稳定。因此，学生也愿意接近老师，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时也会主

动向老师寻求帮助(周向欣等，2019)。不担心老师的态度，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求帮助。 
研究结果表明，班级环境中的竞争越激烈，学生的工具性求助越多，回避性求助越少，学业自我效

能感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者认为，竞争与较高的学业成就相联系(李静，2005)，在竞争很激烈的班集体

当中的学生会具有更高的适应性，保持较高的学习动机，在与同学的竞争当中查漏补缺。在积极的学习

态度和行为的推动下，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将逐步提高。所以，班级竞争

越激烈，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种竞争会让学生的求助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工具性倾向。 
基于上述分析，学业求助行为提高的内部因素是学生逐渐提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过程的完成，

与外部良好的师生关系、竞争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说良好的班级秩序会增强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从而

增加学生有益的求助行为。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对中学生学业求助的分析只考虑到了年级差异，对学

业求助的人口学差异还不全面，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地域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称赞效应，今后的研究可采取教师报告、同伴

提名等方法。最后，在班级环境和学业求助行为二者的关系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有待未来研

究的进一步探明。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初中生的学业求助受到年级的影响，初三学生表现出

更多回避求助倾向，初二学生表现出更多的工具性求助倾向。班级环境中的师生关系、竞争两个维度可

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求助，还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学业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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