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６年８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８．０２２

“期望效应”在物理化学课外实践活动中的

实证研究 ①

杨再文，刘向荣，赵顺省，周探伟
（西安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将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期望效应”应用到工科物理化学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运用实证的方法，探究在研究论

文撰写这类课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活动规律，探索“期望效应”与学生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将心理学理论与教育

实践相结合，以便让“期望效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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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包含了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等内容，是工科类院校化学、化工、矿物加工、材料、环境

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１］。其以概念抽象难懂、逻辑性强、公式推导繁琐、记忆难为特点，是一

门既难教又难学的理论课程［２］。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把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期望效应”引入到工科物理化学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

中来，综合运用鼓励法、宽容法、信任法、关爱法和发展法等研究手段，达到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善师生关系的目的［３］。

１　“期望效应”
“期望效应（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又称“皮格马利翁效应（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或“罗森塔尔效应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Ｅｆｆｅｃｔ）”，在教育心理学上指教师对学生行为的期望本身将导致该期望成为现实。著名心理
学家罗森塔尔用实验在小学教学上予以验证，证明了将期待变成现实的可能性［４］。

２　实验过程
本文将“期望效应”应用到工科物理化学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运用实验和论证的方法，研究在课外

实践活动中该效应下学生的活动规律，探讨“期望效应”与学生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实现“期望

效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的。

为了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充分发挥发散思维和自主能动性，要求学生

结合工科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在课余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将矿物加工工程专业

并行的３个班学生分开，分别布置课外实践内容，对其中一个班说，当代大学生已是天之骄子，独立意识
和创新意识都很强，很多创造性的成果都是在学校期间得到锻炼而实现的，我们同样能够做出惊人的事

迹，请大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查找资料，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就自己感兴趣

的知识点或现象，充分发挥想象和动手能力，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以培养独立和创新意识，提高资料搜

集和论文撰写能力，同时也能开拓视野，激发自己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这本身也是对自我综合素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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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很好锻炼。对另一个班的学生说，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每位同学必须撰写

一篇研究小论文，凭你们现在的水平和能力，也不敢奢望你们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这是任务，必须完

成，否则平时成绩会受到影响。对第三个班的学生其他什么也不说，就告诉他们要结合物理化学课程的

相关知识点和相关现象，每位同学撰写一篇研究小论文交上来。最后将期末收到的小论文进行分类整

理，从选题、内容、格式等方面分别统计３个班学生的论文，探究这３个班学生活动的差别。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结果发现，第一个班的学生论文，无论从选题的新颖性和来源的广泛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逻辑

组织的严密性和格式的规范性，整体上比第二个班的学生论文要好很多。例如，在选题上，“论半衰期

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论稀溶液的依数性在生活中的应用”“逆 Ｃａｒｎｏｔ循环在空调节能上的应用”“表面
活性剂的润湿作用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在中草药及天然产物提取中的应用”“物理

化学为您揭秘生活现象”“关于无声饮水机的研究”“从物理化学的角度综合分析秸秆的合理利用”“突

破绝对零度—对温度的进一步认识”及“物理化学法在处理矿山废水中的应用”等，选题都很新颖，涉及

领域也很广泛，很能吸引眼球。而第二班的选题大多是诸如“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论热力学第一

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平行反应的影响因素”“物理化学论文”“相平衡的内容”“熵变的内容”“凝

固点降低及其生活应用”“原电池与电解池的应用”“金属的腐蚀与防护”“浅谈稀溶液的依数性”“物理

化学的学习与生活”及“生活中的物理化学”等，基本是对教材中的知识点的概括，少数同学作了知识点

的引申讨论，新颖性和涉及领域都显得很平淡，难以抓住眼球。内容上也是，前一个班的学生论文内容

整体较丰富，查的资料多，信息量全，有强有力的支撑材料，逻辑清楚，且能做到图文并茂，布局合理，行

文格式规范，能够赏心悦目，看了还想看；而后一个班的学生论文，大部分是课本内容的整理，尽管也有

一定的应用探讨和资料支撑，但整体显得枯燥单调，也未能图文并茂，有的甚至全文纯文字，连个示意图

都没有，整体上要逊一筹，只有极少数学生论文撰写相对较好。而第三个班学生论文的表现整体上处于

中等，介于前两个班之间，没有前两个班对比那么明显。

从上面的实验可以看出，人们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

望或预言的效应，这就是前述的“期望效应”。在给第一个班布置课外实践作业过程中，充分利用了鼓

励法［５］、信任法、关爱法［６］和发展法，多鼓励我们的学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这一剧中的辉煌，

真诚地信任学生，教师的信任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帮助学生将相对枯燥的专业知识应用到自己感兴

趣的生活领域，相信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中，绝大部分将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我们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不

会白流，我们传授的知识将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从上面研究论文撰写的实验研究结果也看出，

这种鼓励、信任、关爱和发展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教学效果和改善师生关系方面比打击、瞧不起、不信任、刻薄和僵化所产生的效果会好很多。

４　结语
将“期望效应”应用到工科物理化学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运用实证的方法，考究在研究论文撰写这

种课外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活动规律，探索“期望效应”与学生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够让“期望效

应”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也能为“期望效应”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案例参考，这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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