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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疫情期间初中生学习压力和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考试焦虑量表，对506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1) 初中生学习压力对考试焦虑有

正向预测作用；2) 应对方式在初中生学习压力和考试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疫情期间，初中

生的学习压力、应对方式会对考试焦虑产生影响，其中，学习压力除了直接影响考试焦虑，还会通过不

同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考试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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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earning stress and coping styles on test anxiety of junior mid-
dle school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Methods: 506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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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and Test Anxiety Inventory (TAI). Results: 1) Learning stress positively predicted test anxie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2) Coping styles play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stress and test anxiety. Conclusion: During COVID-19, the learning stress and 
coping styles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had an impact on test anxiety, among which, learning stress 
will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est anxiety,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est anxiety through different 
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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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出现，打乱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学生被迫居家学习，线上教学一跃

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然而，网络授课的形式有利有弊，对于学生而言，新的听课形式带来了新鲜感，

更加自由方便。但是，在同等的学习任务下，缺少了老师的监督，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学习效率也就

更低。初中生刚刚步入青春期，身心都得以迅速变化，个体发展不平衡，认知也不是很完善。在此期间，

初中生学习的知识范围更广，学科数目增加，对知识的学习深度也有所增强，这就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加上处于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特殊时期，难免会产生焦虑情绪。 
Sarason (1978)提出，考试焦虑伴随着考试环境出现，是一种带有威胁性质的知觉状态。当一个人的

能力、考试分数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值时，就会出现恐慌、担忧等情绪。考试焦虑通常出现在特定的情

景中，尤其是在面对考试时，个体普遍会产生过分的恐惧、紧张、担心等心理反应，即处于考试焦虑状

态中(Spielberger & Vagg, 1995)。考试焦虑程度直接影响学业分数的高低。低焦虑水平的人在考试中发挥

的更好，获得更高得分(Cassady & Johnson, 2002)，考试焦虑水平更高的个体在考试之前更加担心考试的

内容。考试焦虑还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魏源，2004)、学习方式、学校家庭等因素有关，对个体的影响不

容小觑。同时，考试焦虑普遍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徐容容(2010)对扬州市的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测试发

现，考试焦虑平均分明显高于之前统计的数据结果。中学生的考试焦虑现象也很明显，通过对北京市的

部分中学生进行调查，陈晨(2010)发现在中学生群体中考试焦虑现象最为普遍。因此，研究考试焦虑的影

响因素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学习压力是指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学生所遇到的挑战性事件，同时伴

随着焦虑、恐惧甚至抑郁等心理反应。学习压力是一种学习负担，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外界环境造成

的，二是由个体自身精神原因引起的(阴国恩，1993)。学习压力是在个体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受到个体内

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且会对身心产生一定影响。当学生处于考试环境中，或多或少会出现焦虑情绪，

而学习压力则是当学习任务繁重时，带来的心理负担，是学生生活中最常见的压力来源。压力与应对的

交互模型(The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 TMSC; Lazarus & Folkman, 1984)提出，当一个人感

觉到他的应对能力无法解决当前的压力时，焦虑就会从中产生。葛岩和尹丽娜(2013)研究发现，初中生的

考试焦虑和学习压力正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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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是个体为了降低自身紧张的感觉，控制内部和外部的需求，在认知和行为方面采取行动，努力

协调这些需求(Folkman & Lazarus, 1980)。通过应对这种行为，可以解决出现的问题，还能够改变其产生

的消极影响，减小负面作用(Ray, Lindop, & Gibson, 1982)。应对方式是指个体改变本身的状态，来应对环

境的变化。面对焦虑的状态，个体会选择一定的方式来应对，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选择的应对

方式大相径庭，产生的效果也有所差异。刘萌，廖淑梅和刘明婷(2009)发现，问题解决维度与焦虑呈显著

负向相关关系，而情绪指向的维度则呈正向关系。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加考试焦虑程度，积极的应对方

式则相反(王雅娟，2016)。研究表明，学习压力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学习压力是青少年遇到的

主要生活事件，正确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轻压力，青少年通常使用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寻求帮助、

放松、分散注意力等积极方式(De Anda et al., 1997)。 
本研究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通过探究学习压力、应对方式和考试焦虑的关系，验证应对方式

在初中生学习压力和考试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在 2020 年 5 月新冠疫情期间利用问卷星发放问卷 520 份，全部收回后，剔除

无效问卷 14 份，剩余有效问卷 50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31%。其中男生 251 人，女生 255 人；年龄在

11~17 岁之间(M = 14.99, SD = 1.05)；初一 178 人，初二 159 人，初三 169 人；城镇 192 人，农村 314 人；

独生子女 117 人，非独生子女 389 人。 

2.2. 测量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中的学业压力分量表

测量学生的学习压力情况，该量表由刘贤臣等人(1997)编制，测量具体的生活事件。本研究仅测量青少年

的学习压力，因此只选择学习压力部分问题(3、9、16、18、22 题，共 5 个项目)研究被试最近 3~12 个月

的情况，采用 6 点计分，压力事件没有出现记为 0 分，出现过则根据其影响进行评分，没有影响到极重

度影响分别为 1~5 分，最高分为 25 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84。该分量表在过去研

究中已有单独应用(李海垒，张文新，2014；潘斌，张良，张文新，纪林芹，2016)。 

2.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由解亚宁(1998)编制，共 20 个题目，分

成两部分：积极应对方式(前 12 个题目)和消极应对方式(后 8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不采用到经常采

用分别为 0~3 分。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1、0.701。 

2.2.3. 考试焦虑量表 
考试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Inventory, TAI)由王才康(2003)修订，用来测量被试的考试焦虑水平，共

20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第一题为反向记分题目，其他题目的选项中从不到总是分别为 1~4 分，最低

20 分，最高 80 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3。 

2.3. 数据处理 

问卷收集之后，根据被试作答情况剔除不合格问卷，将其余合格问卷录入 SPSS 25.0 进行数据分析

管理。采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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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未旋转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 9 个主

成分，第一个主成分解释变异为 21.81%，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学习压力与不同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学习压力与积极应对方式为显著负相关

关系，与消极应对方式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学习压力与考试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对方式与考试焦

虑显著相关，积极应对与考试焦虑呈负相关关系，消极应对与考试焦虑呈正相关关系。积极应与消极应

对方式为正相关关系。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学习压力 1.484 0.819 1 −0.109* 0.227** 0.543** 

2.积极应对 1.596 0.585  1 0.143** −0.181** 

3.消极应对 0.918 0.529   1 0.313** 

4.考试焦虑 1.920 0.521    1 

注：*p < 0.05，**p < 0.01。 

3.3. 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和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学习压力、应对方式和考试焦虑的中介模型，采用三步回归分析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以学习压力为自变量，考试焦虑为因变量，不同应对方式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3.1. 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earning stress, positive coping and test anxiety 
表 2. 学习压力、积极应对、考试焦虑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2 ΔR2 F β t 

第一步 学习压力 考试焦虑 0.543 0.294 0.293 210.337** 0.543 14.503** 

第二步 学习压力 积极应对 0.109 0.012 0.010 6.036* −0.109 −2.457* 

第三步 
学习压力 

考试焦虑 0.556 0.309 0.307 112.672** 
0.529 14.199** 

积极应对 −0.123 −3.299** 

注：*p < 0.05，**p < 0.01。 
 

如表 2 所示，第一步，以学习压力为预测变量，考试焦虑为因变量，得出结果学习压力可以预测考

试焦虑，p < 0.01，标准化回归系数是 0.543，因此学习压力正向影响考试焦虑，当面对逐渐增加的各种

压力时，考试焦虑的水平也就渐趋增强。 
第二步，以学习压力为预测变量，积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学习压力对积极应对方式

的回归效应显著，并且是负向影响的关系，即学习压力增大时，反而减少使用积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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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加入回归方程后，学习压力的影响有所下降，标准回归系数从 0.543 下

降到 0.529。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1)。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path model of learning stress, positive coping 
and test anxiety 
图 1. 学习压力、积极应对方式及考试焦虑的关系路径模型 

3.3.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earning stress, negative coping and test anxiety 
表 3. 学习压力、消极应对、考试焦虑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2 ΔR2 F β t 

第一步 学习压力 考试焦虑 0.543 0.294 0.293 210.337** 0.543 14.503** 

第二步 学习压力 消极应对 0.227 0.051 0.049 27.294* 0.227 5.224** 

第三步 
学习压力 

考试焦虑 0.577 0.333 0.330 125.322** 
0.497 13.294** 

消极应对 0.200 6.360** 

注：*p < 0.05，**p < 0.01。 
 

如表 3 所示，第一步中，以学习压力为预测变量，考试焦虑为因变量，得出结果学习压力对考试焦

虑有正向预测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543。 
第二步，以学习压力为预测变量，消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学习压力

与消极应对方式是正向影响的关系，即学习压力增大时，消极方式的使用频率增加。 
第三步，消极应对方式加入回归方程后，学习压力的影响有所下降，标准回归系数从 0.543 下降到

0.497。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2)。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path model of learning stress, negative 
coping and test anxiety 
图 2. 学习压力、消极应对方式及考试焦虑的关系路径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学习压力、应对方式与考试焦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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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考察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与考试焦虑间的中介作用。首先，通过相关关系矩阵可以看出，考

试焦虑与学习压力、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均相关。其次，学习压力能够正向预测考试焦虑，学

习压力越大，考试焦虑水平越高。不难理解，学生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学习压力，焦虑就随之产生，如

同压力和应对的交互模型(TMSC)中提到的那样，焦虑来自于压力，这也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学习压

力包括预期评选落空、成绩不理想等，这些状况会增强学生的动机，期望在下次考试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增加了压力，带来焦虑情绪。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学习上的压力对学生的焦虑情况进行干预，例如

通过良好的师生交流、积极的同伴互动、提高学业自我概念等方式，还可以在情绪、行为、生理等不同

方面采用不同手段改变压力的实际表现，进一步改变焦虑程度。最后，积极应对方式反向预测考试焦虑，

消极应对方式正向预测考试焦虑。这与非疫情期间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积极应对方式是指与人倾诉、

看到事物好的方面等，这些都会帮助学生在考试前、后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过分在意考试成绩，从而降

低焦虑水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包括通过吸烟喝酒解除烦恼、忘记整个事情、幻想奇迹出现等，这些只

会让学生面对考试时麻痹自己、自暴自弃，提高焦虑程度。学习压力较低时，学生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

式，但是随着压力的增加，学生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分别在初中生学习压力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一方面，学习压力直接影响考试焦虑，另一方面，学习压力分别通过积极应对方式、消极

应对方式间接对考试焦虑产生影响。同时，不同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和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有所差

异，个体学习压力水平较低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减少考试焦虑；而学习压力较高时，

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不仅无法降低考试焦虑，反而会增加考试时的紧张、焦虑、

恐惧的情绪。由此可见，当学习压力处于个体可控的范围内时，个体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方法降低压力

带来的不良后果，及时调节自身情绪状态，在后续面临考试时避免焦虑或产生适度的焦虑。但是，当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范围，即学习压力过大时，个体则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这种应

对方式并不可取，会增加个体面临考试时的不良情绪。这提示我门们，无论是线上教学的疫情时期，还

是线下教学的学习生活中，减轻学生的考试焦虑，可以从学习压力入手，在帮助学生保持适当的学习压

力的同时，培养学生面对焦虑时积极的态度，鼓励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负性生活事件及情绪。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1) 问卷发放的不足。本研究中问卷均为在线形式发放，主试没有面对面接

触到被试，在被试填写问卷时无法进行讲解，存在被试对问卷题目有疑问而得不到很好解答的情况，以

后的研究中要将线上和线下发放结合，保证问卷发放形式的多样性。2) 被试选取的不足。被试多来自乡

村，且多为非独生子女，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后续研究中应尽量平衡被试来源，使研究结果更具代

表性。3) 本次研究仅对疫情期间被试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没有对同一批被试在一般情况下研究，仅使

用他人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在疫情过后对同一被试群体进行重复测量。 

5. 结论 

1) 在疫情期间，初中生仍然具有学习压力，出现考试焦虑情绪，多以积极方式应对，但不排除采取

消极应对方式。 
2) 学习压力与考试焦虑呈正相关，且正向预测考试焦虑。学习压力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

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同时，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分别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 
3) 应对方式在学习压力与考试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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