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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enagers’ social adaptability, learning adapt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core accomplishment for modern students’ lifelong develop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influ-
ence on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to middle school, 
new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who are affected by varieties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ill 
have all kinds of learning maladjustment problems.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middle school 
new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bility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rank distribution of new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bility,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bility, gender compari-
son of detection rate of learning maladjustment, comparison of inter-school learning adaptability 
differences and inter-school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 of maladaptive learning, providing a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basis for measures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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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适应性是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学生终身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学习适应能力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初中新生正处于中小衔接过渡阶段，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会产生各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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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不良问题。本文从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状况、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比较、学习适应性

不良检出率的性别比较、学习适应性的校际差异比较、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校际比较五个方面进行调

查研究，为采取教育干预措施提供必要及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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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适应性是现代学生终身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是青少年社会

适应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中小学生学习适应性显得格外有意义。国外学者 Baker 和 Siryk (1984)认为学

习适应性是“对确立学习目标、完成学业需要、满足这些需要所做努力的有效性”以及“为实现目标而

树立的积极态度”。国内研究中关于学习适应性的定义大都援引于周步成等(1991)主编的《学习适应性测

验》(AAT)，其中将学习适应性定义为“学生善于克服学习困难并取得较好学习效果的一种倾向，亦即

学习适应能力”。随着对学习适应能力研究不断深入，有学者提出了学习适应性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倾向，

而且还是一种动态改变能力，如冯廷勇等(2010)研究认为学习适应是指主体根据外部学习环境发生的改变

及新的学习要求，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个体与环境之间平衡的心理与行为过程。 
本研究中初中新生是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初中新生一方面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极不稳定的心理

敏感期及“断乳期”，另一方面升入初中后开始面临学习环境变化、学习任务及学业压力加重、人际交

往中矛盾冲突等一系列的心理和社会应激事件，受以上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初中新生往往会出现学

习困难、学习兴趣下降等适应不良问题。如何使学生在全新的学习环境中顺利快速地适应和过渡，对初

中三年的学业质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一时期既是学习生活中重要的过渡和转折时期，也是学

习适应性培养的关键期。目前在智力水平正常的初中新生群体中，由于学习适应不良而导致学业不良的

现象大有上升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学业进步及学生整体心理素质的健全发展，影响了学

生学习信心从而造成学生厌学甚至辍学现象的发生。初中新生学习不良的问题已经普遍引起家长和教师

的关注和担忧，是中小学教育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国外学习适应性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分别是适应性影响因素及衔接阶段学习适应性分析(韩宏

伟，2005)。研究成果表明在适应性影响因素方面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这三个因素对学习适应

性起关键作用。在中小学衔接阶段学生会出现学习适应不良现象，表现为很多学生入学后会出现学习兴

趣及学习效能感降低、学业成绩下降；在人际交往上出现与老师及同伴关系疏远、情绪消极低落等现象。

Cotterell (1982)研究发现，初中学生入学三周后，就开始感受到学业压力逐渐增强，而对学习的兴趣也随

之降低。Chung，Elias 和 Schneider (1998)研究表明中小衔接过程中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和心理焦虑感增

加等显著的适应性变化，适应性还表现出性别差异。日本山口刚(1986)研究表明，小学升入初中后疲劳感

增强，担忧成绩的比例开始急剧增加。 
目前国内针对中小学衔接阶段学习适应性调查及相关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衔接阶段中小学学习适

应性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学习适应性现状调查和差异性研究两个方面，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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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初中新生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现状调查研究。白晋荣，刘桂文，郭雪梅(1997)研究发现中学生

总体适应不良检出率超过 20%。戴育红(1997)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周步成(1991)主编的《学习适应性测验》

对 305 名中学生进行测试，发现总体上中学生的学习适应性处于中等水平，适应良好学生的人数比率要

低于适应不良学生的人数比率。丁君(2008)调查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初中生入学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学习

适应不良问题。谭荣波(2009)在初一学生学习适应性回归分析中发现初一学生群体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高

达 36.05%，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冯文彬(2019)采用《学习适应性测验》(AAT)对 334 名七年级学生进行

学习适应性调查，发现七年级学生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高于全国常模。 
第二，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水平在地区、学校类型、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白晋荣，刘桂文，郭雪梅(1997)研究发现农村中学生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显著高于城市，重点学校学生学

习适应性显著高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男生检出率明显高于女生，谭荣波(2009)对 586 名初一学生进行学

习适应性的调查，发现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明显好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学习适应性明显好于独生子女。

李慧莉、张庆林(2004)为了研究初一新生学习适应性发展趋势，自制“初中生学习适应问卷”并抽取 450
名初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表明初一新生学习适应性存在学校类型和性别差异；初一新生在入学第二个

月左右开始出现明显不适感觉，但到第四个半月后稍有好转，从而发现初小衔接阶段初一新生学习适应

性总体发展趋势是呈“V”字形趋势。 
第三，学习适应性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对学习适应性功能认识方面，戴育红(1997)研究发现学

习适应性对学习成绩有重要影响，学习适应性水平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田澜(2004)研究发

现良好的学习适应性是学生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重要保证，学习适应性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大致和智力

对成绩的影响程度相同。刘玥，刘红云，游晓锋(2015)研究证实学习适应性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直接影

响和调节作用。 
综上，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中小衔接阶段初中新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产生学习适应性问题，学习

适应不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初中新生学习适应能力在学校类型、年级、性别、地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学习适应性对学习成绩的优劣有着重要的影响。初中新生正处于中小衔接学习适应性培养的关键期，

对这一过渡时期学习适应性现状和特点加以研究，对做好小学和初中教育顺利衔接及提升初中三年整体

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从广州市某区 3 所中学初一年级中整群抽样，其中 2 所公办学校，1 所民工子弟学校。共发放问卷

651 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620 份。其中名男生 341 人(55%)，女生 279 人(45%)，公办学校学生 393 人，

民工子弟学校学生 227 人。 

2.2. 工具 

采用《中学生学习适应性测验》量表。 
该量表是专为诊断学生学习问题而设计的，由华瑞人才测评公司参考周步成(1991)主编的《学习适应

性量表》(AAT)和陈英豪等(1991)主编的《学习适应性量表》编制而成。该量表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期望、

身心健康、学习意志力、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 7 个分测验，共有 105 题。该量表采用三级

计分法，导出分数为百分等级分数，分数越高，说明学习适应能力越好。一般来说低于 25 分者说明该生

在此学习适应性方面存在问题(聂衍刚，郑雪，张卫，2004)。问卷由心理老师和班主任主持测试，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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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处理 

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状况 

对 620 名初中新生采用《中学生学习适应性测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整体状况见表 1，在 7 个分测验上，除家庭环境外，其它 6 个分测验学习适应性

不良的比率均高于良好人数的比率。除学习动机、学习期望外，其它 5 个分测验学习适应性中等人数的比

率高于良好和不良人数的比率。除了家庭环境外，其它 6 个分测验的检出率都高于全国的理论比率 25%。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adaptability levels 
表 1. 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状况 

分测验 不良 中等 良好 

学习动机 303(48.9%) 230(37.1%) 87(14%) 

学习期望 313(50.5%) 259 (41 .8%) 48(7.7%) 

健康状况 156(25.2%) 344(55.5%) 120(19.4%) 

意志力 189(30.5%) 291(46.9%) 140(22.6%) 

学习方法 182(29.4%) 360(58.1%) 78(12.6%) 

学校环境 165(26.6%) 365(58.9%) 90(14.5%) 

家庭环境 134(21.6%) 352(56.8%) 134(21.6%) 

学习动机 303(48.9%) 230(37.1%) 87(14%) 

3.2. 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比较 

学习适应性性别比较状况见表 2。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男生平均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在学习动机、学

习方法、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分测验中男生平均分均显著低于女生。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bility 
表 2. 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比较 

分测验 男生(M ± SD) 女生(M ± SD) t 

学习动机 34.96 ± 26.07 40.64 ± 25.88 −2.709* 

学习期望 36.11 ± 25.24 41.14 ± 25.76 −0.540 

健康状况 56.71 ± 25.4 51.54 ± 26.54 2.468* 

意志力 51.67 ± 26.49 49.80 ± 27.76 0.857 

学习方法 46.96 ± 26.18 51.06 ± 25.28 −1.969* 

学校环境 45.57 ± 24.23 50.92 ± 22.67 −2.818* 

家庭环境 54.91 ± 25.69 61.15 ± 26.01 −2.988* 

学习期望 36.11 ± 25.24 41.14 ± 25.76 −0.540 

3.3.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的性别比较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性别比较见表 3，除意志力、健康状况分测验外，男生的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在学习动机分测验中男生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女生不良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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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exual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 of maladaptive learning 
表 3.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的性别比较 

分测验 
男生(M ± SD) 女生(M ± SD) χ² 

人数(理论) 比率 人数(理论) 比率 −2.709* 

学习动机 185(167) 54.25% 118(136) 42.29% 8.78* 

学习期望 175(172) 51.32% 138(141) 49.46% 0.21 

健康状况 73(86) 21.41% 83(70) 29.75% −5.67* 

意志力 97(104) 28.45% 92(85) 32.97% 1.49 

学习方法 111(100) 32.55% 71(82) 29.03% 3.73 

学校环境 101(91) 29.62% 64(74) 22.94% 3.51 

家庭环境 88(79) 25.81% 55(64) 19.71% 3.21 

3.4. 学习适应性的校际差异比较 

学习适应性校际差异比较见表 4。在学习期望、健康状况分测验中，民工子弟学校平均分显著高于

公办学校；而在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分测验中公办学校平均分显著高于民工子弟学校。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ter-school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daptability 
表 4. 学习适应性的校际差异比较 

分测验 公办学校(M ± SD) 民工子弟学校(M ± SD) t 

学习动机 36.22 ± 25.67 39.7 ± 26.78 −1.63 

学习期望 33.98 ± 24.76 41.14 ± 25.76 −3.41* 

健康状况 52.58 ± 25.64 57.50 ± 26.52 −2.27* 

意志力 51.65 ± 26.98 49.40 ± 27.20 1.00 

学习方法 51.11 ± 25.77 44.83 ± 25.51 2.93* 

学校环境 50.52 ± 23.31 43.56 ± 23.69 3.56* 

家庭环境 58.48 ± 26.41 56.40 ± 25.28 0.96 

3.5.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的校际比较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校际比较结果见由表 5。在学习期望分测验中，公办学校检出率显著高于民

工子弟学校，而在学习方法与学校环境分测验中民工子弟学校检出率显著高于公办学校。 
 
Table 5. Inter-school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maladaptive learning 
表 5. 学习适应性不良检出率的校际比较 

分测验 
男生(M ± SD) 女生(M ± SD) χ² 

人数(理论) 比率 人数(理论) 比率 −2.709* 

学习动机 197(191) 50.13% 106(112) 46.70% 0.678 

学习期望 215(197) 54.71% 98(116) 43.17% 7.66* 

健康状况 105(98) 26.72% 51(58) 22.47% 1.38 

意志力 112(119) 28.50% 77(70) 33.92% 2.00 

学习方法 101(115) 25.70% 81(67) 35.68% −6.92* 

学校环境 83(104) 21.12% 82(61) 36.12% −6.59* 

家庭环境 92(90) 23.41% 51(53) 22.4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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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总体分布状况 

表 1 说明 620 名初中新生的学习适应性总体分布状况是处于中等水平的人数居多，适应不良水平的

人数比率远高于适应良好水平的人数比率。除家庭环境外，其它 6 个分测验的检出率都高于全国的理论

比率 25%，这一研究结果与聂衍刚，郑雪，张卫(2004)发现一致。以上表明在中小学教育衔接过程中初

中新生普遍出现学习适应不良现象，提示学校和教师要特别重视对这一过渡阶段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培养。 

4.2.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性别差异 

表 2 说明在学习适应性水平上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男生学习适应性

平均分显著高于女生外，在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分测验中男生学习适应性平均分

显著低于女生。从表 3 不良检出率性别比较结果说明除意志力、健康状况分测验外，男生的检出率均高

于女生，特别是学习动机分测验中男生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但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女生适应不良检出

率显著高于男生。以上说明总体上女生更能较快适应初中学习要求，男生的学习适应能力相对差于女生。

因此学校及教师应特别注重男生学习适应性的培养，如有意识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他们长远的学习动机、树立学习自信心、学习毅力等。男生家庭也要注意改善家庭

亲子关系，营造和睦家庭氛围。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女生的平均分显著低于男生，这可能是男生在课余

时间打球和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比女生多，身体素质在各项体育活动中得到增强和提升。因此学校要特

别注重组织各种适合女生锻炼的体育活动，培养激发女生的体育运动热情，关注女生青春期身心健康，

增强女生的身体素质。 

4.3.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的校际差异及检出率比较 

表 4 说明民工子弟学校平均分在学习期望、健康状况分测验中显著高于公办学校，原因可能是一方

面民工子弟自我学习期望较高、期盼成材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渴望通过更好的学习成绩改善自己的生

存状况；另一方面民工子弟从小比较自立，经常跟随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及家务劳动并在活动中

增强了身体素质。 
但民工子弟学校在学习方法和学校环境分测验中平均分显著低于公办学校，检出率也较高，可能有

两面原因：第一，民工子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较差，父母学历层次较低，常为生活打工奔忙导致家庭方

面对子女指导和支持力度不够；第二，在学校环境方面，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相对较差，教育经费投

入不足致使学校教学环境简陋缺乏必要的教学设施，加上整体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低流动性大，导

致学校环境老师和学生很难形成亲密而稳定的关系从而影响了学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具体学科教学过

程中教师缺乏对学生学习方法系统指导。以上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在学习方法和学校环

境两个分测验中检出率达到显著水平。 
因此建议政府应加大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政策扶持力度，落实相关资金补助，帮助学校从物质、制度

和精神三个层面优化学校教育环境，从而改善办学条件及学校人文环境，改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民

工子弟学校也要加强教师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师资水平，使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教”更要注重“学”，

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此外，学生自身因素当中的学习期望及自我学习意识都会引发学生的自觉学习行为，与学习适应性

有关；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学习适应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公办学校应重视激发和培养学生

的学习期望，提高学生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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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学生长远发展性目标来看，学校应该充分认识学习适应性的功能，重视对初中新生学习适

应性的指导与培养，探索促进初中新生学生学习适应性策略，为学生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5. 结论 

综上，总结及归纳初中新生现存的学习适应性问题如下： 
1) 从总体水平来看，多数初中新生学习适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适应良好人数的比率远低于适应不

良人数的比率。 
2) 初中新生在学习期望、学习动机、意志力、学习方法及学校环境五个分测验上存在学习适应不良

现象。 
3)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在各分测验中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分别在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校环境及

家庭环境等四个分测验中显著低于女生；但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显著高于女生。 
4) 初中新生学习适应性的不良检出率在性别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健康状况分测验中女生适应性

不良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但在学习动机分测验中男生检出率显著高于女生。 
5) 公办学校及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新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学习适应不良的现象，但在适应不良及

适应不良检出率方面表现出不同维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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