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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动初中生是否能克服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学业困境并取得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学业弹性。已有研究对于

学业弹性影响因素的探讨并未关注价值观层面的作用，而教育价值观作为影响教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对

学业弹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的数据分析流动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与学业弹性的关系，以及未来积极在其中的中

介作用。结果表明：1) 流动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对认知和非认知的学业弹性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 未
来积极在教育价值观与非认知学业弹性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 未来积极在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学业弹

性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证实了教育价值观既可以直接预测流动初中生的学业弹性，也可以通过未

来积极间接预测学业弹性，揭示了教育价值观和未来视角对于提升流动初中生学业弹性的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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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migran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overcome the academic difficulties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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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achieve success depends on their academic flexibility.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paid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values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aca-
demic flexibility, whil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value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duca-
tional behavior on academic flexibility and its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values and academic resilience of mi-
gran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and positively look at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future i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du-
cational values of migran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gni-
tive and non-cognitive academic resilience; 2)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future has a par-
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ducational values and non-cognitive academic flexibility; 3) Posi-
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future have a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ducational values and 
cognitive academic flexibility.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educational values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the academic resilience of migran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positively and in-
directly predict academic resilience in the future, revealing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al valu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for improving the academic resilience of migrant ju-
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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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约有流动儿童 3491 万人。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使他们面临

着学业风险和挑战。流动初中生由于青春期阶段和流动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学业发展水平更加不容乐观。

学业弹性主要关注经历了重大学业消极事件的学生的积极适应能力(Martin et al., 2013)。学业弹性与青少

年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探讨流动初中生学业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有助于帮助他们实现

积极的学业适应。 
流动儿童学业弹性相关的保护性因素如积极的人际关系、适应性情绪与人格特征等近年来越来越为

研究者所重视(赵凤青，俞国良，2018)。Furrer 等(2014)在一项针对小学生的追踪研究中发现，良好的师

生关系对于学生的学业弹性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Martin 等人也在结束了一项针对高中生的一年追踪研

究后发现，效能感、坚毅、情商等积极人格特质可以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学业弹性(Martin, Colmar, Davey, & 
Marsh, 2010)。追求成功的动机取向同样有助于学生学业弹性的发展。相对应的，回避失败的学业动机则

不利于学业弹性(Martin et al., 2013)。总而言之，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良好的环境系统支持和适应性的

动机与人格特征是影响学业弹性的重要因素。而价值观作为引导个体动机模式和理想信念的关键性因素，

对学业弹性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则少有研究关注。 
教育价值观作为个体对教育的价值认识和评价(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对学生的学习结果

具有直接影响，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对于教育不同的价值评价会导致教育行为的差异(赵玉

芳，毕重增，2004)。已有研究发现，教育价值观和学业成绩正相关。对于教育意义持有积极信念的学生

更容易在逆境中发现成长的机会，保持对于未来的积极乐观心态，从而战胜困境(赵力燕，李董平，徐小

燕，王艳辉，孙文强，2016)。以上线索启示我们探讨流动初中生教育价值观与学业弹性之间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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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 
需要关注的是，“面临学业压力”和“成功应对”是定义学业弹性的两个关键性特征(赵凤青，俞国

良，2018)。正如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所提到的，内外环境的刺激是否超过自身的应对能力是个体内部失衡

与否的重要原因，而主体对压力源的识别和应对行为的选择则是人们适应环境的关键环节(Lazarus & 
Folkman, 1984)。这表明，风险环境将对个体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分别提出挑战。基于此，本文将从认知

和非认知两个维度探讨流动初中生的学业弹性：认知学业弹性主要考察个体对情景中风险的认知能力，

即处于逆境的学生对环境中潜在风险的逻辑判断能力；而应对方式的选择和应对冲突的过程则综合体现

了学生在面对学业逆境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包含勤奋、坚持、自控等因素。其中，毅力作为影响

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与逆境中的适应性表现高度相关，在众多非认知特征中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因此

本研究将毅力定义为考察学生非认知学业弹性的重要指标。 

1.1. 教育价值观对认知学业弹性的影响 

教育价值观是指个体对学业价值及教育效用的判断(Fuligni, 1998)，会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不同方面，

包括对情景中风险来源的认知和思考能力。已有研究表明，当青少年赋予教育更高的价值时，对于目标

和激励的不断追求将促使他们在学习任务上配置更多的注意力资源，而出色的认知能力可以帮助青少年

学生提高对环境风险的觉察和判断，从而更好地应对学业挑战(Lazarus & Folkman, 1984)，因此，我们推

测流动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学业弹性呈正相关关系(H1a)。另外，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将采用学生

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作为认知学业弹性的操作性定义。 

1.2. 教育价值观对非认知学业弹性的影响 

除了认知能力，教育价值观还可能影响青少年的非认知学业弹性。非认知学业弹性主要是指学生在

应对学业逆境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非认知能力。其中，毅力是衡量非认知学业弹性的重要因子。已有研究

表明，教育价值观是毅力的重要来源。重视教育意义的学生在毅力方面表现更为出色(黄希庭，张进辅，

张蜀林，1989)。因此即便身处困境，凭借积极教育价值信念的良好激励作用，将有助于增强学生突破困

境的使命感和目标感，以内在动力和良好的韧性品质推动自身实现学业适应。因此，我们假设流动初中

生的教育价值观与非认知学业弹性呈正相关关系(H1b)。 

1.3. 未来积极的中介作用 

目前对于学业弹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在关注过去和现在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对于未来视角的讨论还

比较缺乏。因此本研究也将关注未来视角对于学业弹性的影响，及其在教育价值观与学业弹性之间的中

介作用。未来积极作为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一个子维度，是指个体对未来事件普遍积极、充满希望和快乐

的感觉，它侧重于考察人们对于未来时间的主观感受。有研究曾提到流动儿童应该树立凭借自身努力可

以改变未来的信念(李振兴，郭成，连晓荷，缪华灵，2017)。当青少年更加积极地看待未来时，越能做出

明智的决定(张文新，王美萍，Andrew Fuligni，2006)，表现出更强的毅力并更加努力地实现个人目标，

取得良好学业成绩。未来积极取向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保护性作用，这对正处于过渡时期的青少年尤

为重要。因此我们推测未来积极能够正向预测学业弹性，并在教育价值观和学业弹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

作用(H2)。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该数据库是由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CEPS 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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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并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

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第一轮调查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当年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

三年级(九年级)的在校生为调查对象。在 2014~2015 学年的追踪调查中，追访对象为基线调查时的初中

一年级(7 年级)的全部 10,279 名学生。追访率为 91.9%。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综合使用 2013~2014 学年基线调查数据和 2014~2015 学年追访数据。因此我们首先筛选出了

两期均接受了调查的学生样本(即基线调查处于七年级阶段的样本)。同时，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青

少年，因此我们基于题项“你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是否是本县”对于样本的户籍与流动情况进行了筛选。

之后，我们进一步删除了表 1 中任一变量信息缺失的受访者，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385 份。 

2.2. 题项选取 

本文采用学生认知能力和学习毅力来分别测量学业弹性的认知和非认知维度。同时，本研究参考刘

中华(2018)的处理方法，因变量指标采用第二轮追访调查(八年级)中的数据，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指标则选

取基线调查(七年级)中的问卷结果，使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在时间上晚于因变量，从而解决相关关系中可能

存在的反向识别问题。 

2.2.1. 认知学业弹性 
CEPS 为接受调查的学生设计了一套认知能力测试题。试题共 35 题，分为语言、图形与逻辑三个维

度。该测试题的内容不涉及学校课程所教授的具体识记性知识，而是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

力，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全国标准化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将数据库中的学生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总

分作为认知学业弹性的操作性定义。 

2.2.2. 非认知学业弹性 
本研究使用 CEPS 问卷中测量毅力水平的三道题目作为学业弹性的非认知维度。包括：“回想七年

级时，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回想七年级时，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回想七年级时，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

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三道题目均采用 4 点计分法(1 = “完全不同意”，4 = “完全同意”)，并

通过 CFA 提取出一个连续变量(α = 0.70)。得分越大表示非认知维度的学业弹性越强。 

2.2.3. 未来积极 
本研究根据基线调查中询问的“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心”这一题项测量未来积极。采用 5 点计

分法计分(1 = “根本没有信心”，5 = “很有信心”)，得分越高表示对未来的信念越积极。 

2.2.4. 教育价值观 
我们以基线调查中的题项：“数学对我的未来很有帮助”、“语文对我的未来很有帮助”、“英语

对我的未来很有帮助”三道题目的自我测评结果用于测量教育价值观。采用 4 点计分法(1 = “完全不同

意”，4 = “完全同意”)。应用 CFA 生成教育价值观的潜变量(α = 0.67)。 

2.2.5. 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设置了可能对学业弹性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前期成绩、人口统计学变量及

流动迁移情况。前期成绩采用 2013~2014 年基线调查中学生认知能力的标准化成绩。人口统计学变量包

括性别、年龄、以及学生报告的家庭经济情况“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流动迁移情况在本研究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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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程度，以样本流动到当前居住地所在县(区)的时间长短作为测量指标。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首先使用 SPSS 检验了各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然后使用 AMOS 插件来检验教育价值观、未

来信心与学业弹性之间的路径关系。 

3. 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教育价值观和未来积极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217, p < 0.01)。在学业弹性方面，未来积极与学业弹性的认知(r = 0.164, p < 0.01)和非认知维度(r = 0.192, 
p < 0.01)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教育价值观与未来积极、非认知学业弹性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195, p < 0.01; 
r = 0.217, p < 0.01)，然而，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学业弹性弱相关(r = 0.139, p < 0.01)。未来积极信念与非认

知学业弹性中度相关(r = 0.192, p < 0.01)，与认知学业弹性弱相关(r = 0.164, p < 0.01)。鉴于教育价值观、

未来积极与学业弹性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我们将对三者间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 认知学业弹性 1         

2 非认知学业弹性 0.169** 1        

3 未来积极 0.164** 0.192** 1       

4 教育价值观 0.139** 0.195** 0.217** 1      

5 2013 年认知成绩 0.531** 0.128** 0.150** 0.150** 1     

6 流动时间 0.024 0.024 −0.004 0.026 0.016 1    

7 家庭经济情况 0.074 0.049 0.121** −0.012 0.096 0.049 1   

8 性别 0.072 0.058 0.042 0.064 0.016 0.008 0.049 1  

9 年龄 −0.152** −0.060 −0.128** −0.046 −0.180** −0.069 −0.059  1 

 M 0.360 0.010 3.274 0.001 0.020 7.618 3.087 1.492 13.142 

 SD 0.795 0.986 0.689 1.002 0.851 4.555 0.474 0.500 0.847 

注：*p < 0.05；**p < 0.01。 

3.2. 中介作用 

我们将学生在 2013 年的基线调查中报告的教育价值观作为重点自变量，并评估其与未来积极和学业

弹性非认知和认知发展的关系(图 1)。所有控制变量都加入了分析。总体而言，模型指数值是可接受的

(RMSEA = 0.043，90%置信区间[0.029, 0.057]；CFI = 0.962，TLI = 0.912)。教育价值观与未来积极、学业

弹性的非认知和认知维度呈正相关。未来积极在自变量与学业弹性的认知与非认知维度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并且，在控制上一年的认知成绩后，教育价值观与 2014 年的学业弹性的认知维度仍然存在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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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其中，未来积极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同时，我们发现学业弹性的认知与非认知维度

之间也是存在显著相关性。未来积极在教育价值观和非认知学业弹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认知学

业弹性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支持原假设。 
 

 
Figure 1. Mediation test 
图 1. 中介作用检验 

4. 讨论 

本研究总体上支持理论模型，即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和非认知学业弹性呈正相关，且未来积极信念在

这一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价值观作为个体对事物价值进行评判和选择的标准，对个体行为具有明确的

导向功能(曹新美，2013)。教育价值观为个体努力实现学习目标提供充分的理由，因此它对个体的学习动

机和学习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刘在花，单志艳，2011)。因此认为坚持积极的教育价值信念的流动初中生，

更能意识到学习对促进自身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在遭遇学业逆境时，也具备更

强的主动性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进而实现良好的学业适应。 
流动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和非认知学业弹性正相关，当个体意识到教育对其个人成长与发展

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时，这种价值观将帮助他们在面临学业困境时克服困难，激发潜力。这一结果与之前

关于教育价值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一致(赵力燕，李董平，徐小燕，王艳辉，孙文强，2016)。然而，与非认

知发展相比，教育价值观与认知发展的相关性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初中生对于教育意义的坚定信念

首先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和教育努力(即非认知发展)，进而提高学业成绩(即认知发展)。教育价值观与样

本坚毅水平之间更强程度的相关可能反映出其与非认知学业弹性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这表明对于教育价

值的坚持有利于个体在逆境中发现机会和意义，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心态，从而勇于坚强地承受逆境，最

终战胜环境困难带来的不利影响。 
未来积极是教育价值观和学业弹性之间的中介变量；未来积极与流动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以及认知

和非认知的学业弹性呈正相关。但在中介模型中，教育价值观对认知学业弹性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作为操作性定义的学业成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先前的知识积累、教学质量和考

试心态等等，因此教育价值观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学业情绪、应对方式等都可能会介导这种

途径(Skinner et al., 2016)。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价值观本身具有的稳定性，使得测试分数的变化更

加滞后。因此，尽管控制了之前的考试分数，但在这样短的时间间隔内，由教育价值观直接引起的考试

分数的变化可能并不十分明显，需要更多的证据或更长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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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有几个局限性。我们只研究了教育价值观、未来积极信念和认知非认知学业弹性之间的相

关性。这些概念之间可能具有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本文所测量的模型可能仅代表这些潜在机制中的一

种，不同的影响关系可能都会同时发生。例如，认知学业弹性可能会促使个体对于未来的看法更加积极，

而认知能力的发展也有可能是非认知学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我们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这四个概念中的替代理论模型并不一定拒绝本研究中提出的模型。 
未来的研究还应使用更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方案。对未来信念的测量可以涉及具体的时间长度和

领域。坚毅也只是非认知学业弹性的一个方面，其他部分同样可以包括在内。另外教育价值观也可以包

括除具体学科以外的其他衡量因素。 
研究结果对增强流动初中生对于未来的积极信念和促进其学业弹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学业弹性

对于流动初中生的学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为学业弹性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增强个体对

于教育价值的坚持和期待可能是促进未来积极倾向进而增强个体学业逆境应对能力的另一个渠道。基于

此，我们建议可以尝试提升流动初中生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感，进而鼓励其更加积极地看待未来，从而

增强认知和非认知两个维度的学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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