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530-1538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44   

文章引用: 赵晓春, 李先锋.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教育对策[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530-1538.  
DOI: 10.12677/ces.2022.107244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教育对策 

赵晓春，李先锋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收稿日期：2022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5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12日 

 
 

 
摘  要 

近年来，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而随着教育质量的提升，中学生群体中出现内隐形

自卑心理的概率却越来越高。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去认识学生的内隐形自卑心理，这个问题亟待我们去

认识和解决。本文以《自卑感量表》作为工具，随机抽取了45名学生作为样本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学

生的内隐形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26**。对此，本文将尝试分析原因，

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语文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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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
tion from societ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 probability of invisible 
inferiority psychology i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 group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n language 
teaching, about how to recognize the students’ internal invisible inferiority complex, this problem 
urgently needs to be recognized and solved. Using the Inferiority Complex as a tool, 45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or th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implicit infe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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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language achievements,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 was −0.526**.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further propose 
corresponding language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mplicit Inferiority, Language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名词，即“自卑”。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自信心

培养一直是教学的重点。而现实情况却是，部分学生的自卑心理始终存在甚至越发严重。这种情况的存

在，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存的学校教育环境中仍有诱发学生自卑心理的因素。而高中生群体与初中生

群体相比，其心理的复杂程度更高。因此，如何去引导这部分学生克服心理障碍，重获自信心，也是教

师教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点。而在中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语文无疑是最为贴近学生的心理需求和情感

表达需求的学科之一，这是由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所决定的。在语文教学的多个环节，如朗读、写作、

问答等，都可以从不同程度反映学生现阶段的心理状况。同时，这些环节也成为了教师引导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的有效切入点。那么如何认识中学生的内隐形自卑心理，并在语文教学中准确地识别学生是否存

在内隐形自卑心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地干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文在简

要总结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吸收理论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调查法等方法，以峨眉山市某

中学的 45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尝试去分析其不同维度的内隐形自卑程度与语文成绩之间的关系，从而提

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内隐形自卑心理研究综述 

“自卑”一词在现代社会可谓人尽皆知，也是困扰着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理问题。而中学生处在一

个三观逐渐定型，心理活动较为频繁的阶段，面临着繁重的课业负担和沉重的升学压力，其内心很容易

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而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或许一件小事就能触及到学生心里的“痛点”，如一次考试

中的失利，课堂活动中的“出丑”，教师的漠视等。久而久之，学生在此过程中会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

差甚至是混乱，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产生自怨自艾的情绪，乃至丧失掉自信心，陷入自卑的惶恐

当中。而这肯定是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以及心理健康发展的。 
在探索中学生自卑心理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自卑”这一心理学概念进行简要梳理。将“自卑”

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进行研究，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作为个

体心理学的代表学者，阿德勒对于“自卑”的研究于后世有很高的启发和参考价值。他的著作《自卑与

超越》，对“自卑”的产生和“自卑”之于个体的影响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在阿德勒看来，人生而是

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使得人产生了“自卑”。而同时，这些客观存在的缺陷，使得人们不断追求向上奋

斗和超越有了动机和动力，以此来弥补自身的缺陷[1]。除此之外，心理学界对于自卑的产生原因众说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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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而这些说法，几乎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这说明，人类固有的自卑心理，其成因和存在的意

义是非常复杂的，绝非一个人一种学说所能完全囊括的。 
而阿德勒对于自卑心理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便是“自卑情结”理论。当人们面临着超

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困境时，会产生畏难情绪，并深信自己没有办法战胜困境，下意识的产生自卑心理。

而这种自卑心理往往人们自己也无法察觉，是一种无意识的顺其自然的“自卑”。因此在进行心理干预

时，告知他们已经陷入自卑，但是自己很难主动察觉，并不知道如何去摆脱自卑。这种带有一定的无意

识特点的“自卑情结”，和深知自己的缺陷从而产生的“自卑”相比较，前者更偏向于“内隐形”，而

后者更偏向于“外显性”。 
针对“内隐形的自卑”，国外心理学界的研究和测试结果较少，这与“内隐形自卑”的“内隐性”

“间接性”有一定关系。美国心理学家埃德娜·海德布雷德(Edna Heidbreder)在她的学术著作《普通自卑

情结》和《内倾和外倾的意义》中对“内隐自卑”有了进一步阐述。在她看来，“内隐形的自卑”是每

个人都有的，只是程度多少的区别[2]。 
国内对于“内隐形自卑”的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但国内研究的一大亮点，在于针对被试群体进行“内隐自卑”相关变量的测试较为完备。如李艺敏

和孔克勤，对大、中、小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测试，得出了内隐形自卑普遍存在于各学段的学生群

体中[3]，进一步证明和阐发了海德布雷德关于“内隐自卑”普遍存在的理论。肖泽军将内隐形自卑者和

其对面部情绪的认知和加工联系起来，用量表测试来分析不同程度的内隐自卑者在多方面的差异[4]。 
总的来说，心理学界对于自卑心理，特别是内隐形自卑的研究程度尚浅，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和科学

测试的广度上仍需进一步发展。但现有的理论成果，以及一些代表学者的结论，为后继者以及非心理学

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至此，笔者简单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综合学界对于内隐形

自卑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给它下一个定义：“内隐形自卑是个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与他人及社会

进行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不自觉的痛苦体验。” 

2.2. 学界关于自卑程度测量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自卑程度的测量评价，常用的工具是 Fleming 和 Courtney 于 1984 年修订的《自卑感量

表》(又名《缺陷感量表》)。这套量表主要从自尊、社交、学业、外表、体能五个维度出发，细分为 33
道题目，五个维度的题目得分相加，得分越高，则自卑感越低。而另一套则是 Herber 编纂的《自卑感测

验》，这套测验分为 22 题，得分越高表明自卑感越强[5]。 
而这两套量表工具，前者能够通过被试者生活中的几个维度出发，通过具体化的问题，来发掘他们

自身所存在的自卑心理问题，并通过量化的分数，来衡量他们的自卑程度。如此处理，使得有时“难以

言明”的心理学研究，变得清晰直观了。对于研究中学生成因复杂的内隐形自卑心理，明显比后者更为

合适。同时，这些设计严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适性，通过这些问题，能够反映出被试者身

上所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对于群体的自卑心理研究也是大有脾益的。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直接照

搬国外学者编制的量表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笔者在《自卑感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针对本次研究

的问卷。 

2.3. 内隐形自卑与中学生语文学习 

相较于更偏理性和客观的理科学科，中学生每日所接触的以语文为代表的文科学科，更偏向感性和

主观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解释道，语文课程应是一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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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的课程[6]。因此，对于语文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去养成基础的语言知识和

建构能力、思维的提升和发展能力，还应兼顾审美欣赏、文化认同等核心能力和素养。可见，语文学科

的学习对于中学生来说，远远不止是知识的积累，它更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

发展，逐渐形成积极的心理境界。也正是因为语文学习的这些客观要求，在语文课堂中，学生的心理情

况也可以在不同的环节中得以体现。在课堂学习中敏锐地识别学生包括自卑在内的心理异常，是教师进

行有效引导和干预不可或缺的一步。 

2.4. 研究假设 

假设一：中学生存在多维度多类型的内隐形自卑心理； 
假设二：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属于负相关关系。 

3.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成绩关系的实证 

3.1. 测试对象 

本次测试对象为四川省乐山市某中学高二年级的 45 人，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测试，其中高二 12
班 16 人，高二 15 班 8 人，高二 16 班 21 人。男生有 21 人，女生有 24 人。 

3.2. 测试工具 

本次测试所采用的工具，是根据 Fleming 和 Courtney 修订的《自卑感量表》的基础上，所设计的调

查问卷，借此对高中生的内隐形自卑情况进行调查。其中，该问卷分为五个维度：自尊、社交、学业、

外表、体能，并将每个维度分为两个小题，一共十二道题目。每道题目采取五级评分的标准。通过题目

的分数来看，十二道题目相加，分数越高者，其内隐形自卑程度也越高。同时，问卷中收集了学生的高

一上期语文期末成绩、高一下期语文期末成绩、高二上期语文期中成绩、高二上期语文期末成绩这四次

重要考试的成绩作为分析的依据。问卷总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姓名、班级、性别、

四次语文成绩等)；第二部分是具体测量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题目。 

3.3. 研究程序 

本次问卷测试采取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45 份，回收 45 份，删除无效问卷 6 份后，一

共有效问卷是 3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问卷所涉及数据，均采用 Excel 表格和 SPSS25.0 软件进行分

析处理。 

3.4. 测试结果分析 

3.4.1. 测试参与者基本信息 
本次测试参与者 45 人，最终数据有效为 39 人，其中男生有 19 人，女生有 20 人；高二 12 班有 15

人，高二 15 班有 6 人，高二 16 班有 18 人，见表 1。 

3.4.2.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分析 
本次测试问卷，围绕着《自卑感量表》中的“自尊、社交、学业、外表、体能”这五个维度，设置

了共 12 道题目。每道题目设置为五级评分制，被试者所选的数字也是其在这道题上所取得的分数。其中

“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数字越大，代表这种感受出现的时间越长。通过回收的数据

显示，中学生内隐形自卑心理程度较重的几个维度，分别有社交自卑(3.09)、外表自卑(2.95)、自尊自卑

(2.73)，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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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1. 参与者基本信息 

个体特征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9 49% 

女 20 51% 

 12 班 15 38% 

年级 15 班 6 15% 

 16 班 18 47% 

是否是独生子女 
是 26 67% 

否 13 33% 

 
通过下表，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8 以上，说明本量表的信度较好。其中，自卑

维度、社交维度、外表维度这三个维度信度系数都在 0.6 以上，具有一定的信度。而学业自卑和体能自

卑这两个维度信度系数较低。经过分析，影响其信度较低的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生在填写问卷时未

认真如实填写；二是本问卷在这两个维度设计的问题欠妥。同时，整体量表的效度在 0.7 以上，说明本

量表具有一定的效度。 
 

Table 2. Five dimension measurement of implicit inferiority complex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2.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五维度测量题 

维度 题目 平均值 各维度自卑的 
信度&效度 

整体量表的 
信度&效度 

自尊自卑 
你是否曾对自己感到失望，从而怀疑自己是一个 

没有价值的人? 
2.49 

0.808 0.500 

0.821 0.704 

和你身边的同学相比，你自叹不如人的时候有多少? 2.97 

社交自卑 

你担心老师或家长会批评你的时候有多少？ 2.85 

0.686 0.598 
你是否经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3.28 

当你在做事时出现了错误，你是否会一直耿耿于怀？ 3.38 

当你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是否会感到紧张不安？ 2.85 

学业自卑 
你是否会觉得自己如何努力成绩都无法提升？ 2.21 

0.469 0.500 当你不得不为了提升语文成绩而阅读名著时， 
你是否会觉得厌烦？ 

2.28 

外表自卑 
你是否会对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 2.69 

0.712 0.500 
你是否会经常幻想自己的外貌更加帅气？ 3.21 

体能自卑 
你是否会拒绝参加集体组织的体育活动？ 1.49 

−0.158 0.500 
在你擅长的体育运动领域，你觉得自己水平不如他人？ 1.97 

3.4.3.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与语文成绩相关性研究 
根据问卷所统计信息，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自尊自卑维度与语文

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253，社交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441**，学业自卑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

系数为−0.451**，外表自卑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155，体能自卑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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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而总体自卑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526**。从结果可见各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皆为

负，即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学生在这几个维度中的自卑程度越深，其语文成绩就越低。而其中

总体自卑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526**，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学生的总体自卑程度越高，

其语文成绩越低，具体见表 3。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implicit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Chinese achievement 
表 3. 内隐形自卑各维度与语文成绩相关性和显著性 

维度 与语文成绩相关系数(r) 显著性(p) 

自尊自卑 −0.253 0.121 

社交自卑 −0.441** 0.005 

学业自卑 −0.451** 0.004 

外表自卑 −0.155 0.347 

体能自卑 −0.607** 0.001 

总体自卑 −0.526** 0.001 

4. 针对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语文教育对策 

在浅谈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学习的关系后，我们有必要对教师如何去有效应对并引导陷入内隐

形自卑的学生走出困境的问题进行探讨。那么，站在语文教育工作中的角度，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笔者

结合了量表分析和教育实习中的经历，列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4.1. 帮助学生养成心理优势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在社交维度上的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441**。即学生在此维度上的自卑程度越严重，其语文成绩就越低。问卷中的“你担心老

师或家长会批评你的时候有多少？”“你是否经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你在做事时出现了错误，

你是否会一直耿耿于怀？”“当你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是否会感到紧张不安？”这四道题目，便涉及

了此维度。从问卷数据中所呈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较以前有着强烈的主体

意识，对个人的自尊心较为看重。而一旦受挫，很容易陷入到自我责怪、自我放弃的极端情绪中。但在

高中的学习生涯中，遇到困难挫折是在所难免的，而学生对自己的困境无能为力时，就需要教师发挥引

导者的作用，对学生施以援手。而在语文学习中，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课堂

中，当学生因为回答问题不够全面或理解有误时，教师可以在肯定学生的积极性和部分正确观点的基础

上，委婉地指出学生的不足。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不足，也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当学生因为某项难度

较高的任务而手足无措时，教师可以先不必将答案公之于众。而是将学生不解的问题进行细化，引导学

生去思考，并尝试解决。虽然这种方式会增加时间的投入，但学生参与其中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学

生弥补自身缺陷的时机。而在解决困扰自己的难题后，学生也会产生成功的喜悦感，从而产生“我能够

解决问题”的积极暗示。长此以往，学生不仅能解决自身欠缺的知识性难题，也能构建起面临困境不畏

难的心理优势，从而降低内隐形自卑发生的几率。 

4.2. 引导学生直面自身不足 

在前面的分析中，中学生的学业自卑程度与语文成绩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51**，
即中学生的学业自卑程度越严重，其语文成绩越低。问卷中的“你是否会觉得自己如何努力成绩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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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当你不得不为了提升语文成绩而阅读名著时，你是否会觉得厌烦？”这两道问题，便涉及了

此维度。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学生的语文学习生活中较为常见。中学生自身存在不足这并不可怕，而最

坏的情况是学生不能准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例如一些理科学生，对语文科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

语文课就是在繁杂的理科课程结束之后的放松和调剂。而这种将语文课程娱乐化的说法，有时候却是学

生的借口。因为不少理科学生在数学、物理等科目上成绩耀眼，而总分和排名往往会受到语文科目的影

响。因此，在理科生中也有：“得语文者得天下”的说法。不少学生会对自己难以提升的语文成绩扼腕

叹息，但他们却很少会从中找到自己最关键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贴近高考的议论文写作中，理科生其实

具有较为客观理性的思维优势，但最后作文的分数并不高，为什么呢？如果细究其内容，我们便能看到

一丝端倪。这类学生的作文，一般内容较为空洞，用以论证观点的论据较少，缺乏新意，甚至还会有审

题出现偏差的情况。正如一位老师所言，学生的写作偏向功利性，是为了“分数”而写作的[7]。其中缺

乏创新和阅读量的积累，最终会导致“千篇一律”的情况。而这些短时间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造成学

生对语文科目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乃至失去兴趣，以对语文科目的下意识抗拒来弥补自己因屡遭困境

产生的自卑感。 
因此，为了引导这一部分学生摆脱学业自卑，关键在于自身能认识到语文学科的重要性，不仅是他

们高考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人生境界和心理世界养成的重要媒介。在语文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

考试成绩的起伏波动，有时未必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在这过程中，教师也应该去引导学生准确

看待一次次的语文成绩，不因成绩起伏而陷入自卑。更重要的是，从分数的背后看到学生自己的不足，

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查漏补缺。 

4.3. 引导学生重获自信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学生在自尊维度上的自卑程度也和其语文成绩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相

关系数为−0.253。问卷中的“你是否曾对自己感到失望，从而怀疑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和你身

边的同学相比，你自叹不如人的时候有多少?”这两个问题，便涉及了这一维度。那么，为了保证学生的

语文学习，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在问卷调查中，学生的自尊维度自卑的平均值较高，说明参与调查的很

多中学生都有着较为严重的自尊自卑情况。而中学生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也有所体

现。有学者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中学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口语交流心理障碍[8]。在面对这些类型的学

生时，不妨将传统的朗诵和演讲训练细化为难度更小，更具趣味性，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的小活动。这样

既能达成原有的训练目标，也能使得学生在参与中客服心理障碍，收获自信。 
而在引导学生重获自信的过程中，教师始终是引导者的角色，只有学生自己才能真正战胜心理困境。

那么在平时的语文学习中，教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去重获自信呢？例如在进行写作训练的时候，可以将

其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情感陶冶结合起来。有的研究者提出，可以将写作的环节转化为学生合理宣

泄情绪的窗口，并引导学生将这些情绪化作文章的思想，使得学生自己的习作变得内容详实，真挚动人

[9]。 
因此，在平时的语文学习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由易到难的环节，使得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

到成就感，在循序渐进中收获解决问题所带来的自信。同时，教师也应当对学生进行及时积极的反馈，

帮助学生清晰准确了解自我。 

4.4. 引导学生客观全面认识自我 

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学生在外表维度的自卑程度也与其语文成绩呈现出负相关性，相关系

数为−0.155。问卷中的“你是否会对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你是否会经常幻想自己的外貌更加帅气(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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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这两个问题，便涉及了此维度。而从问卷所涉及的问题来看，部分中学生对于自己的外表确实存

在一定的自卑情况。 
中学生相较于其他学段的学生更容易表现出自卑感[10]。这种自卑感是来源于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着

复杂的成因。因此，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表现出来的难以自觉的内隐形自卑情结时，教师应及时识别

并尝试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卑心理的产生原因，并对症下药式地破除自卑带来的心理障碍。 
新课标要求，教师在设计语文课程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选择适合学生的学习内容

和学习方式，并鼓励学生选取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学习方法[6]。这样的要求，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综合

性是分不开的。在此过程中，教师亦应该引导学生客观全面地去认识自我，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

所短”。每一个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时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闪光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扬长避短”。

因此，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更要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弥补自身的缺陷，将学习的成效和效率进

一步扩大。 

4.5. 体能自卑与语文教育 

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学生在体能自卑维度的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同样呈现负

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07**。问卷中的“你是否会拒绝参加集体组织的体育活动？”“在你擅长的体

育运动领域，你觉得自己水平不如他人？”这两个问题，便涉及了这一维度。从问卷所呈现的结果来看，

中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隐形自卑。对于这些学生，在平时的语文教育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引导其建立自信，以更加快乐和从容的心态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同时，在平时的教学中，

也可以以阅读等方式引入一些相关的材料，帮助学生建立对自我的信心。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可以

与学校中的体育教师进行积极沟通，在多学科领域的学习中去关注这部分学生，更加及时而有效地去干

预。 

5. 研究局限性 

本文通过问卷的形式对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探究了中学生内

隐形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与其语文成绩之间呈现负相

关关系的结论。但本文也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在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到疫情和学生学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参与本次调查的中学生数量较少，导致有效样本数较少，

对数据的分析有一定影响。其次，在样本抽取的地区上，仅限于一个学校的学生，在结论的普遍性上有

所影响。再次，依据《自卑感量表》所涉及的问卷在个别问题的设计上科学性不够，导致个别问题的信

度系数较低。同时，本文仅从《自卑感量表》所涉及的五个维度出发对中学生的内隐形自卑程度进行了

研究，实际上，中学生的内隐形自卑还有着其他的成因和表现形式，如性别上的差异、家庭环境等因素，

而不止这五个维度的影响。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学界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吸收其理论养分，运用文献分析和量化评价的方法，

对乐山市某中学的 45 名同学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中所涉及的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五个维度与其语

文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自尊自卑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253，社交自卑

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441**，学业自卑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451**，外表自卑维度

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155，体能自卑维度与语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607**。最终，总体自卑与语

文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526**。从数据来看，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这五个维度与学生的语文成绩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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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显著的负相关性。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中学生普遍存在多维度的内隐形自卑

心理，且其内隐形自卑程度与语文成绩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内隐形自卑程度越高，其语文成绩越

低。基于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得以验证本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成绩关系的假设。

“新课标”施行以来，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施语文教育的过程，我们需要以

敏锐的眼光去识别学生的心理状态，并有效地去干预和帮助学生建立心理优势，解决难题，树立对学习

和生活的信心。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乐山师范学院课程改革研究项目“语文教学评价”(批准号[2020]26 号)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自卑与超越[M]. 杨惠,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 
[2] Heidbreder, E.F. (1927) The Normal Inferiority Complex.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22, 243-258.  

https://doi.org/10.1037/h0075700  
[3] 李艺敏, 孔克勤. 内隐自卑的实证初探[J]. 心理科学, 2008, 31(5): 1054-1057+1044. 

[4] 肖泽军. 内隐自卑中学生对面部情绪的识别研究及其干预[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9. 

[5] 卢荣梅. 初中生的内隐自卑、羞怯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7] 方明. 作文教学中被忽视的自卑心理探微[J]. 中学语文(下旬·大语文论坛), 2014(2): 76-78. 

[8] 谢华. 中学生口语交际心理障碍的归因与对策[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9] 苏丽娟. 中学语文性格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10] 陈琳. 浅谈中学生自卑心理的现状及应对措施[J]. 教师, 2021(3): 7-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44
https://doi.org/10.1037/h0075700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教育对策
	摘  要
	关键词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mplicit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Chinese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内隐形自卑心理研究综述
	2.2. 学界关于自卑程度测量的研究
	2.3. 内隐形自卑与中学生语文学习
	2.4. 研究假设

	3.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与语文成绩关系的实证
	3.1. 测试对象
	3.2. 测试工具
	3.3. 研究程序
	3.4. 测试结果分析
	3.4.1. 测试参与者基本信息
	3.4.2.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分析
	3.4.3. 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程度与语文成绩相关性研究


	4. 针对中学生内隐形自卑的语文教育对策
	4.1. 帮助学生养成心理优势
	4.2. 引导学生直面自身不足
	4.3. 引导学生重获自信
	4.4. 引导学生客观全面认识自我
	4.5. 体能自卑与语文教育

	5. 研究局限性
	6.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