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6), 2297-230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73  

文章引用: 雍挺孝, 陈爱民(2022). 教师期望和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 心理学进展, 12(6), 2297-2303.  
DOI: 10.12677/ap.2022.126273 

 
 

教师期望和自我效能感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 
关系 

雍挺孝，陈爱民 

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2022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23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30日 

 
 

 
摘  要 

目的：探索教师期望对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为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提供实施途径，进而为促进

教师对自己的教育观念、教学态度和行为进行反思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方法：对青海省某中学初一到

初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和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对350名
中学生进行施测，收到有效数据338份，其中男生179份，女生159份。并以此数据为基础，采用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对教师期望、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感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 教
师期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两两显著相关。2) 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了教师期望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结论：1) 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 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对

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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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expectation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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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rovide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ca-
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heir own educational concepts, teach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Methods: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first to third grade students of a middle school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35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using the student perception teacher sup-
port behavior questionnaire an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assessment scale of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and 338 valid data were received, including 179 boys and 159 girls. Based on this data, cor-
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eacher expectatio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elf-efficacy. Results: 1) Teacher 
expectation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re may be a mechanism of mediation. 2) Self-efficac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impact of teacher 
expectation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clusion: 1) Teacher expec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2) 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teacher expectation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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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背景 

中学阶段是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阶段，也是技能形成的重要阶段，学

生心理等各方面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这一时期，教师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发挥着重大而持久的作用。

教师对学生形成的期望会影响其看待学生的态度和对待学生的方式，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期望则又会通过

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成绩(欧阳丹，2008)。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如果意识到学

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这一非智力因素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性，就可以通过调整自己对学生的期望来引

导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廖伟梁，邓峰，钱扬义等，2001)。因此，通

过对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教师期望及学业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寻求提高中学生学业成绩的途径和方

法，对于探讨中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规律，进而改进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提高学生学习的质量，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有效控制自己诸方面能力的知觉或信念，它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机制，是人们行

动的重要基础，是影响个体知识获取及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调节着人类的认知活动(Yang Xing et al., 
2021)。作为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在总体水平上对自己能力的知觉和判断。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学

生学业成绩有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对学生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周文霞，郭桂萍，2006)。目前，我

国教育普遍忽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对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张野，张焕，

2008)。这与我国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研究薄弱的现状是分不开的。鉴于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学业成绩的重

要作用与我国关于自我效能感研究的现状，我们应该重视开展对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教师是学校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间可能

存在着某种中介效应(刘丽红，姚清如，2006)。本研究从教育理论和实践出发，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7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雍挺孝，陈爱民 
 

 

DOI: 10.12677/ap.2022.126273 2299 心理学进展 
 

以“教师期望效应”为切入点，探索教师期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现实研究意义和价值。2) 根据已有的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采用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施测，通过

数据分析与研究，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3) 同时也希望能够以此促进教师对自己的

教育观念、教学态度和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为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改善师生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能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为如何增强中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习成绩提供实施途径，优化中学阶段的

各科教学。 
而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还很少见到将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教师期望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研究

某个问题，尤其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学生

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和学生感知教师期望行为问卷，探讨教师期望、学生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感的

关系，据此笔者提出这样的假设：1) 教师期望是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学业成绩。本文研究立足于教

师期望理论和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王蕾，1999；王雪丽，2012)，探讨教师期望、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

感之间的关系，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教育观念、教学态度和行为进行反思，并为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提供理

论和实证依据，为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水平提供实施途径。教师要在态度和行

为上重视期望效应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不断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使教师期望

效应朝着最优化的方向循环发展(金刚玉等，2012)。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青海省某中学初一到初三三个年级的学生为被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三个年级，每个

年级三个班进行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和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的测试，发放问卷 350 分，

收到有效数据 338 分：其中男生 179 人，女生 159 人。样本总量能够满足统计分析的数量要求。 

2.2. 研究工具 

2.2.1.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 
采用 19 个项目的由 Babad (1990)编制，宋凤宁和欧阳丹(2005)修订的教师行为问卷，问卷涉及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感知到的教师对其支持态度和行为，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以李克特五点量表

的方式，要求被试从 1 (完全不同意)到 5 (完全同意)进行评定。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学生在问卷上得分

越高，说明学生感知到的教师在各方面给予的支持越多，本次测量的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5。 

2.2.2. 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 
采用 10 个项目的由 Schwarzer & Jerusalem (1995)编制，由 Zhang & Schwarzer (1995)修订的一般自我

效能感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以李克特四点量表的方式，要求被试从 1 (完全不同意)到 4 (完全同意)进
行评定。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本次测量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8。 

2.2.3. 学生学业成绩 
选取学生最近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将这三科成绩转换成 Z 分数并加

总，作为学生的学业成绩。 

2.3. 施测及数据处理 

在征得青海省某中学学生的知情同意后，测验由研究者本人亲自到班级或宿舍指导被试作答。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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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一到初三 9 个班级。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要求认真、独立作答。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 15 分钟。当

场回收，统一编码，集中录入。 
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的录入、分析和处理。具体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

检验。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教师期望、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感的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eacher expectation,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1. 教师期望、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1) 教师期望 3.26 0.59 -   

2) 一般自我效能感 2.67 0.46 0.16*** -  

3) 学业成就 380.57 27.92 0.20*** 0.16** - 

 
如表 1 所示，教师期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两两具有显著地相关，可能存在中介的作用机

制。为了进一步探讨教师期望、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我们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以教师

期望为自变量，以学生学业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检验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和学生学业成

绩关系当中的中介作用。 

3.2. 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的检验 

依据温忠麟等(2014)建议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如果下列假设成立，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1) 学业成绩对教师期望的回归系数显著，即 Y 对 X 的回归系数显著。 
2) 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教师期望的回归系数显著，即 W 对 X 的回归系数显著。 
3) 学业成绩对教师期望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回归中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显著，即 Y 对 W 和

对 X 回归中，W 的系数显著。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and other variables 
表 2.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 

 
(1) 

W = aX + e 
(2) 

Y = bW + e 
(3) 

Y = aX + bW + e 
b t b t b t 

教师期望 X 0.20 3.75*** 0.23 4.39*** 0.17 3.16** 

一般自我效能感 W - - - - 0.12 2.1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如表 2 所示，学业成绩 Y 对教师期望 X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0.20, t = 3.75, p < 0.001)，一般自我效能

感 W 对教师期望 X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0.23, t = 4.39, p < 0.001)，学业成就 Y 对教师期望 X 和一般自我

效能感 W 的回归中，一般自我效能感 W 的回归系数显著(b = 0.12, t = 2.18, p < 0.05)，教师期望的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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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显著(b = 0.17, t = 3.16, p < 0.01)，说明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了教师期望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量 ab/c’ 
= 0.16。 

4. 讨论 

4.1. 教师期望效应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教师期望与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符合“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研究结果，教

师对学生的不同期望确实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教师对学生给予高期望，会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给予

更多的关心和照顾，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因而使这些学生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与兴趣，把更多的经

历投入到学习当中，从而带来成绩的更大提高。而那些学习成绩差，纪律涣散的学生则更多的感受到来

自教师对他们的不公平、否定消极的对待，从而更加激起他们的对抗、逆反的心理，以至于影响他们学

习的动力导致学业成绩的恶化。 

4.2. 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效应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初中

生的自我效能感是教师期望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部分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起中介作用的变量，

对学生的认知、动机、情感和各种社会行为均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初中阶段教师

是影响学生各方面成长的“重要他人”，他们对学生的关心和帮助即具体又细致，他们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活动，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和社会技能，监督和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和道德品行。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

成绩的影响是显著的。所以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在考虑学生自我效能感这一变量的作用时，它的这种影响就变小了，它是通过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而起作用的，即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我们

发现，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只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这其中可能还有其他的

中介因素没有考虑到，比如：自我概念，学习投入等。 

4.3. 对中学教育教学的启示 

1) 教师要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学生 
由于初中生生理和心理均未发展成熟，容易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缺点，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的

天真、可爱，都能很好的听从教师的指导，这就容易使教师偏爱优等生，忽视中等生，疏远差等生。每

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特的人格和个性，他们也许由于遗产素质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在生

理、心理和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正如找不到“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也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学

生。所以教师要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力求对他们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要只用成绩衡量

一个人。对一些成绩差，自卑心理过强的学生更应给予更多的展示他们才华的机会，让他们在活动中看

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从而恢复对于学习的自信。 
2) 对学生多奖励少惩罚，多表扬少批评 
初中生正处在自我意识发展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客观、全面，既想独立又离不开家长、教师

的指导和关爱，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仍然是学生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渠道。消极的评价与期望很容易被学

生直接内化到他们的自我效能中，对自己没有信心，学习动力不足，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

康水平。 
教师要善于把自己对学生的积极效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如亲切的关注、热情的鼓励、耐心的辅导等)

及时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教师对自己暗含期待的情感，他们会觉得自身价值得到教师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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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会产生和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强学习动力，提高学业成绩。学生会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朝着教师期待的方向发展。学生的这种良好行为表现得到

了教师及时的反馈，学生不断增加成功的体验，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如此循环下去，教师期望效应

得以实现，学生的学业成绩得以提高，身心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 
3) 改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间的情感互动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在融洽、平等、相互尊重、互相信任的

师生关系中，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不仅大大提高，而且学生的学习动机也会被大大的激发出来。学生与他

们喜欢的教师相处，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情绪和心态，产生积极的认识和意志等活动，并

由此形成稳定的内部动机，促使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对于他们所喜爱的老师，总会不自觉得伴随某

种信赖感，这种信赖感赋予了教师潜在的魅力，即古语所说的“亲其师，信其道”，他能使学生产生积

极地行为反应，而学生在与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也从教师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教益和帮助，从而取得更好

的学业成绩，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更充满信心。 
4) 重视教师期望效应和期望水平 
虽然关于教师期望效应已被多项实验研究所证实，但仍有一部分教师尚未对此引起重视。他们认为

“教师期望效应过程是自动实现的，为人力所不能干预。因而认为教师对于所引起的积极或消极的效果

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教师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有意无意中通过期望效应对学

生产生的影响，尤其对低期望学生的歧视态度和行为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

所有教师都必须在思想和态度上重视期望效应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同时教师也要形成合理的教师期望。

要形成合理的教师期望，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民主性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和地

位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对

家庭收入低、学习成绩差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绝不能产生偏见，而是始终对他们的学业成绩抱有希望；

第二，适度性原则。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现有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运用已有的

知识经验独立地解决智力任务；一种是潜在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还不能独立地解决任务，但是经过教

师的启发帮助才能达到的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问的幅度可称之为“最近发展区”。确定的期望发展目标

要规划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为学生提供带有难度的学习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

实现其最近发展区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个发展区的发展；第三，差异性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

意识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要针对不同的学生形成不同的期望，因材施教，正确地引导他们的思想

发展和行为变化；第四，发展性原则。学生的发展潜能是无限的，其发展水平是动态变化的，相应地，

教师设置的期望目标也必须是动态的。当通过教育把潜在水平转化为现有水平，教师应该在新的最近发

展区上建立新的期望目标，如此反复，不断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在综述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教师期望、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感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分析，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 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 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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