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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元认知策略的学习日益发展，根据专业自我意识对学生成绩具有预测能力

的研究，考察了英语与数学自我意识对学生英语与数学成绩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专业自我意识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

的预测能力。在男女、不同年级间这种预测能力也有一些差异。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具体的以怎样提高学生专业自我

意识为主题的教育措施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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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特质，ＳｅｙｍｏｕｒＥｐｓｔｅｉｎ认为自我意识是大意识系统中
具有内在连续性、多结构性、有组织性意识的一个子系统。它包括自我、本我、超我的特征。是最基础的

特质。通过不断认知，具有主动的意识调节作用。它的基本功能就是首先对认知数据进行加工，然后指

导正确的行为［１］。在教育领域，专业自我意识受到重视。它指人们的专业能力的心理表征，特别是指

学生对他的专业能力或者跨专业能力的正确描述与评估［２］。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等人提出专业自我意识的多维
度、多层次、多结构模型。为了测量专业自我意识模型的特征，一些研究人员也依据自我意识理论模型

为指导，编制了用以测量自我意识的各种量表用于心理测量与评估［３］。特别是 Ｍａｒｓｈ等人编制了用以
测量自我意识的自我描述问卷（Ｓｅｌ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简称 ＳＤＱ）。分别从对专业的自我认
知、自我学习能力、自我评估、自我控制、自我监督、自我体验以及自我教育等方面进行测量。

Ｍａｒｓｈ认为专业自我意识与专业成绩有很紧密的联系。从教育的角度出发，Ｍａｒｓｈ等人的研究表明
之所以专业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特质，是因为它既决定专业成绩又受到专业成绩的影响［４］。在

这里我们根据相关测试结果对自我意识在学习中的意义作一个详细阐述，具体提出培养自我意识的重

要性以及相应措施。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２所不同教学语言（英语教学；中文教学）的初一到初三的中学学生。本研究数据来

自香港教育学院麦教授。使用Ｍａｒｓｈ等人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其中有１０个问题，２个分量表用来测
量专业自我意识，即语文自我意识和数学自我意识。从对专业学科的自我控制、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

我评估等方面进行调查。采用４级记分制：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主要用状态方程作为
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英语自我意识对英语成绩的预测显著（路径系数 ＝．１９，ｐ＝．００１，ＳＭＣ＝．０３６）。数学自我意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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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绩的预测显著（路径系数 ＝．４１，ｐ＝．００１，ＳＭＣ＝．１７）。群组分析中，男女之间的数学自我意识
特质有显著差异。男女之间的数学自我意识对数学成绩预测能力有显著差异。男女之间的自我意识对

专业成绩预测能力均显著（男英语路径系数＝．１３，ｐ＝．００１；女英语路径系数 ＝．２１，ｐ＝．００１；男数学路
径系数＝．３３，ｐ＝．００１；女数学路径系数 ＝．３６，ｐ＝．００１）。高低年级之间的专业自我意识对专业成绩
预测能力有显著差异。低年级学生的自我意识对专业成绩预测能力均显著（低年级英语路径系数 ＝．
１７，ｐ＝．００１；低年级数学路径系数＝．３８，ｐ＝．００１）。高年级学生的数学自我意识对数学成绩预测能力
显著（高年级数学路径系数 ＝．４５，ｐ＝．００１）。高年级学生的英语自我意识对英语成绩预测能力不显
著。不同语言教学的学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实验结果可以知道，从总体来看，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够

对学生学习具有预测作用。即可以作为预测变量影响学习成绩。男女生的数学自我意识都对数学成绩

有很强的预测作用，男生的英语自我意识对英语成绩的预测低于女生。低年级的学生的数学自我意识

对数学成绩的预测高于英语自我意识对英语成绩的预测。高年级的学生的英语自我意识对英语成绩的

预测似乎不明显。

３　讨论
学生专业自我意识对学习成绩有显著预测能力。随着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控制以及自我体验能

力的提高，使他们能够对专业学习的动机以及效果有客观的认识与控制，这对提高学习成绩至关重要。

首先学生会对所学的专业知识有正确良好的认知。如果学生认为自己对专业知识可以清楚的理解掌

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这是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成绩有辅助提高作用的。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如果学

生能够利用正确的学习方法指导学习，使自己很容易很简单地领悟专业知识，提高了对自己以及专业的

满意程度，这些实际的体验也会提高专业成绩。如果学生对学习专业知识的学习目标很明确，为了完成

目标而不懈努力，注意提高对自己行为的监督与控制能力，也会提高专业成绩。

男女之间的专业自我意识特质有一定差异。男女之间英语自我意识特质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男

女之间数学自我意识特质有显著差异。这是符合男女智力以及认知发展理论的。早期差异心理学之父

高尔顿强调性别差异更多来源于遗传因素。弗洛伊德也从生理的角度区别性别心理差异。随着心理学

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社会环境与文化的力量对性别差异也有很重要的影响。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提

出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观，即心理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性别的客观差

异的存在，那么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结果必然有差异。综上所述，自我意识心理特质的差异应该是建

立在生理与心理的差别理论之上的。由于男女之间的感知差异、注意与记忆的差异、思维与言语的差

异、想象的差异等等，特别是逻辑思维的发展差异，会使学生在数学的自我意识特质方面表现出不同。

即不同的自我认知，不同的自我控制与调节，不同的自我感受与体验等等。

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专业自我意识对学习成绩的预测能力有差异。高低年级在自我意识特质上并

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学生对专业的自我认知，自我控制与调节，自我感受与体验一旦形成，随着年龄

的增长不会有显著差异。但是不同年级的心理特质对成绩的影响却有差异。对于英语语言类专业，高

年级的预测能力就不显著了。这里分析可能语言类学科有它的相对稳定性特点，对于低年级学生还是

需要强调提高对英语专业的自我意识，建立良性循环机制，可以提高学习成绩。而高年级学生可以在维

持良性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法，开发与研究新的影响因素。而数学逻辑类

专业知识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等等，与语言专业不同，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也是需要不断更新、不

断变化的，所以高低年级学生的数学自我意识对数学成绩预测能力始终显著。

４　教育措施
提高学生专业自我意识，发展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掌握好的学习方法不断提高学习成果。由于

专业自我意识对学生专业成绩有很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在引导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老师一定要

有这方面的理念。老师应该培养引导学生对学科产生兴趣与自信。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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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正确的自我体验，感受到专业知识的意义，让他们觉得专业知识是有用的并且有趣的。用循循善诱

的方法让学生正确理解专业知识，建立在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学体验应该可以让学生有广泛深

入的理解与掌握专业知识。另外注意学生的学习生活控制能力，引导学生采用很多好的学习方法与学

习策略，建立学习的良性循环心理状态，对自己所学专业建立自觉的观念系统。引导学生能够正确的监

督和调节自我学习目标以及学习状态。老师在这方面的工作的教育工作的确任重道远。这是符合素质

教育规律的教育措施。教育重点还是应该利用知识开发学生智慧，提高自我意识能力，建立了良好的自

觉理念体系，这将引导学生自主能力发挥，起到提高学业成果的作用。

男女之间的专业自我意识心理特质是不一样的，老师与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这种差异性有足够的认

识，根据男女的差异性，对学生有不同的引导。特别是逻辑性强的知识，男女的自我认知结构、自我体验

感受、自我控制调节能力均有差异。那么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力就需要有多样性的以及针对性的教

学模式和方法。在个性与共性的平衡中找到切入点，建立符合性别差异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的教

学模式与策略。这里具体的教学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差别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

育步骤、教育策略等等。

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专业自我意识对学习成绩的预测能力有差异。特别是语言类学科。由于语言

类学科有它的特殊性，由此看来在低年级的时候应该强调自我意识的建立。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语言类

专业学习应该有更多创新和拓展，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考试的要求。语言性学科里语文教学由“政治课”

式的教学转向“双基教学”的语言训练，是更切合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５］，有利于自我意识的培养。如

果语文课上成了纯粹的语文技能训练课或语文知识传授课，忽视了语文学科本身人文性的一面，严重影

响了语文课程整体育人功能的发挥［５］，这样可能导致学生对语言类学科没有更广更深的学习追求。所

以针对如今高低年级的这种对成绩预测的差异，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反思。数学逻辑类专业的多样化特

点导致了学生能够推陈出新的不断完善自己的自我意识能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语言类教学，使语文不

仅仅停留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局限范畴。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能够为教育

工作者提出更细致更易操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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