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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为探讨新疆民汉合校背景下中小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采用民汉合校学校

氛围问卷!学业行为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自尊量表):R:*对 G!#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学业行为在

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间起中介作用#即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为间接影响学业成就$)#*自尊调节了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

为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 因此#学校氛围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过程#学校氛围通

过学生学业行为影响中小学学生的学业成就#高自尊个体会增强学校氛围对学业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民汉合校$学校氛围$学业成就$学业行为$自尊$有调节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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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假设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

育和改革规划纲要"#$!$+#$#$年$.##$!"年国务

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该纲要

和决定明确指出!(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加快

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由

此看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受到重视和

关注%!

3

#&

' 在 #$!G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进一步明

确为(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断

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一论断为新

时代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

未来*共同团结奋斗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

来#为适应新疆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际#根据人

口民族构成及语言使用状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

府在普通中小学实行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同

校分班或混合编班"这一办学形式被称为民汉合

校$#希望通过各族青少年共同学习生活加深相互

了解#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民族

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规模效益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

用%%&

'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普通中小学民汉合校管理工作的意见.#进

一步规范了民汉合校的管理工作#其作为新疆少数

民族教育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不容忽视'

!)!4假设7!#学校氛围促进学业成就的达成

生态系统理论"9-'<'=(-A<@C@B98@B;9'?C$指

出#个体和环境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系统

层次和要素#交互作用于个体发展%2&

' 这为研究

学校环境和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框架' 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持

久而稳定的学校环境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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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学校氛围包括组织层面*教学层面*人际

关系*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它是一个反映学校

环境的综合变量%"

3

0&

' 国内外研究发现#学校氛

围对青少年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1

3

G&

' 学校氛围维度中良好的组织纪律性*积

极的人际关系等都与高学业成就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G&

'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对青少年发展"学

业成就$产生重要作用#由此#笔者提出假设 7!!

学校氛围对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假设 7##学校氛围通过影响学业行为对学

业成就产生影响

学业行为是个体在学校环境下为实现学习目

标#积极主动调整其学习状态的主动适应性行为#

包含学习兴趣*学习效能感*学习自信心三个维

度%!$&

' 研究发现#诸如学校类型*班级环境*家庭

环境等外部环境会对学业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些内部个体因素诸如人格*自尊等也对学业行

为产生影响%!!

3

!"&

' 此外#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越

积极#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能感也越

高%!0

3

!G&

' 由此可知#学校氛围可看作是影响中小

学生学业行为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 同时#研究者

也注重对学业行为的结果导向即学生的学业行为

能直接影响学习成就#学生通过改善学习行为也可

以提高学习成绩%#$

3

#!&

' 一方面#学业自我效能感

能显著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

3

#2&

' 另一方面#学

习兴趣和学习自信心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密切相

关%#"

3

#0&

'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假设 7#!学业行为

在学校氛围和学业成就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4假设 7%#自尊调节学校氛围对学业行为的

影响

个体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心理和行为结果的重

要因素#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为的中介对学业成

就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有必要探

讨是否有其他变量调节了这一中介过程' 自尊

":9<DV9@B998$是有关自我概念的评价成分或者是

对自我评价结果的一种态度%#1&

' N'@9.M9?=认为

个体在自身态度方面对自己持有的一种肯定或否

定的态度被称之为自尊%#*&

' 根据(个人与环境一

致性假说)#如果环境提供了各种机会从而满足

个体在该环境下的各种目标的实现#并对个体发

展产生支持和强化#那么进一步地#与环境背景一

致的个体应当与适应性结果有正相关关系%#G&

'

研究发现#当个体身处良好的班级环境时#会促使

他们体验到更高的自尊感#高自尊的个体会有更

多追求成功的动机和更好的学业行为表现%%$

3

%!&

'

另一方面#根据生态环境系统理论的(环境i个

人)模型#学业行为可能受到来自环境"学校氛

围$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即良好的学校归属感促

进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兴趣的提

高%%#

3

%%&

' 同时#学习效能感和学习自信心还与近

端个体重要的保护因素"自尊$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2&

' 因此#笔者提出假设7%!自尊水平高的

学生#学校氛围可能会对其学业行为产生更大的

影响#反之#自尊水平较低的学生#学校氛围对学

业行为的影响可能有所降低#即自尊调节了中介

路径的前半段'

综上所述#学校氛围和自尊是影响中小学生

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如何同时对学业成

就产生影响却没有得到解释' 由此#本研究首先

构建了学业行为在学校氛围和学业成就间的中介

模型#之后进一步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来

考察学校氛围和自尊共同作用于学业成就的作

用#为新疆民汉合校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研究提

供实证支持#如图 !所示'

图 !4理论框架图

#4研究方法

#)!4被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四师 %个团场选取四年级*七年级学生#剔

除无效被试后#共 G!# 人' 被试包括汉族*哈萨克

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其中四年级学生 2!2

人#七年级学生 2G*人#男生 2""人#女生 2"1人'

#)#4研究工具

#)#)!4民汉合校学校氛围量表

先前国内研究者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开发的学

校氛围问卷均是基于单一民族学校编制#其内容

和结构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

族混合学校#因此在探讨新疆民汉合校背景下的

学校氛围情况时#本研究选用了朱海东等人%%"&编

制的民汉合校学校氛围问卷#以期更好地反映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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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混合制的学校氛围情况' 本问卷共 %# 个项

目#包括安全与纪律"如校园里时常有学生被其

他同学侮辱*戏弄或者谩骂$*师生关系"如老师能

及时发现每个学生的进步#并给予鼓励$*尊重民族

多样性"如参加学校活动时#不同民族的学生能够

愉快地进行合作$*同学关系"如同学之间真正地

互相关心$和学业取向"如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学们学习很努力$"个方面' 原量表的
!

系数为

$)G!#因子载荷量为 "%)$!I#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量表采用 2点评分#!表示很不符合#2表示非常符

合' 反向计分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

越高表示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水平越积极' 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T?'.MA-;K@

!

系数为 $)*#'

#)#)#4学业行为量表

选取由王耘%!$&修订的学业行为自测量表#共

#$个项目' 该量表包括学习兴趣"如我非常喜欢

学习$*学习效能感"如我能轻松地完成作业$和

学习自信心"如我对自己的学习充满信心$% 个维

度' 量表采用 2 点评分#! 表示很不符合#2 表示

很符合' 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各维度分值越高

表明学业适应越好'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T?'.MA-;K@

!

系数为 $)*$'

#)#)%4自尊量表

采用 N'@9.M9?=编制的自尊量表" :R:$#共

!$个项目#量表采用 2点评分#!表示很不符合#2

表示很符合' 反向计分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

总分#分值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程度越高' 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T?'.MA-;K@

!

系数为 $)12'

#)#)24学业成就

先前的研究表明主观评定学习成绩的方法可

以为学生学业成就提供有效的信息%%0

3

%1&

' 采用

文超等人%%1&编制的学业成就问卷#要求中小学生

对自己在语文*数学两门主科上的学业表现进行

评级' 采用 " 点评分#! 表示(很不好)#" 表示

(很好)' 计算 #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

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T?'.MA-;K@

!

系数为 $)1*'

#)%4测验程序及数据处理

本次测试在征得学校领导和本人知情同意

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每班配备 ! 或

#名教育学硕士生作为主试' 开始时#向被试详

细讲解指导语和例题#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独立作答' 被试完成整个问卷需 %$ 分钟'

采用 :W:: #!)$ 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采用

W9A?@'.积差相关考察学校氛围*学业行为*学业

成就和自尊的相关性#采用 7AC9@的 :W::

3

WNFTR::程序中的模型 1

%%0&对学校氛围*学业行

为*学业成就和自尊进行多重回归分析#检验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2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7A?8A.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 个特征

根植大于 !的因子#且按照降序排列后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I#依照 2$I的临界值的

标准#此次测验并未达到其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

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4研究结果

%)!4学校氛围'学业行为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对学校氛围*学业行为*学业成就及自尊现状

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学校氛围*学业行为*学业成

就及自尊#均高于理论均值 ##呈中等偏上水平'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 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学校氛围*学业行为*学业成就及自尊两两之

间显著正相关#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7!'

表 !4变量间的描述统计$!

j

G!#%

变量 H :S ! # % 2 " 0 1 *

!)性别A

$)"! $)"$ !

#)年龄 !!)"$ !)"2

3

$)$# !

%)年级M

$)"0 $)2G $)$2

$)*G

!!

!

2)民族-

$)2" $)"$ $)$$ $)$# 3

$)$G

!!

!

")学校氛围 %)!G $)%G

$)!$

!!

$)!!

!!

$)!%

!!

3

$)#G

!!

!

0)学业行为 #)GG $)2" $)$1 3

$)$G

!!

3

$)$1

!

3

$)!G

!!

$)0%

!!

!

1)学业成就 %)#* $)*2

$)$G

!

3

$)!$

!!

3

$)$G

!!

$)!1

!!

$)!G

!!

$)%%

!!

!

*)自尊 %)!$ $)22 $)$2

$)!%

!!

$)!"

!!

$)!"

!!

$)%"

!!

$)%"

!!

$)#0

!!

!

44注!性别A为虚拟变量#男生j

$#女生j

!#均值表示女生所占比例' 年级 M为虚拟变量#四年级j

$#七年级j

!#均值表示七年级人数占总人数

的百分比' 民族-为虚拟变量#汉族j

$#其他民族j

!#均值表示其他民族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

"k$#$"#

!!

"k$#$!#

!!!

"k$#$$!#以下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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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学业行为的中

介作用

HL<<9?#\L&&和[_9?MCB提出检验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

'

方程 ! 估计调节变量"自尊$对自变量"学校氛

围$与因变量"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方程 # 估计调节变量"自尊$对自变量"学校氛

围$与中介变量"学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

应' 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并对性别*年级*民族等变量进行控制' 所

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 !)G$#表明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说明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A$方程 ! 中#学校氛围对

于学业成就的总效应显著#该效应的大小不取决

于自尊/"M$方程 # 和方程 % 中学业行为对于学

业成就的效应显著#学校氛围与自尊对于学业行

为的交互效应显著%%G&

'

如表 #所示#方程 !中#学校氛围正向预测学

业成就"

!

j

$)!0#"k$)$$!$' 方程 # 中#学校氛围

对学业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

j

$)"2#"k$)$$!$#学

校氛围与自尊的交互项正向预测学业行为

"

!

j

$)!$#"k$)$$!$'方程 % 中#学业行为正向预

测学业成就"

!

j

$)%%#"k$)$$!$' 在本研究构建

的模型中#有调节的中介系数显著"J.&9g

j

$)$%#

G"I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不包

含 $$' 表明本研究中自尊调节了中介过程学校

氛围
"

学业行为
"

学业成就的前半路径%2$&

#假设

7#*7%得到数据支持'

表 #4学校氛围对学业成就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 !

"校标!学业成就$

E :R

!

方程 #

"校标!学业行为$

E :R

!

方程 %

"校标!学业成就$

E :R

!

学校氛围 $)!0 $)$%

$)!0

!!!

$)"2 $)$%

$)"2

!!!

3

$)$# $)$2

3

$)$#

自尊 $)#2 $)$%

$)#2

!!!

$)!" $)$%

$)!"

!!!

学校氛围i自尊 $)$G $)$#

$)!$

!!!

学业行为 $)%% $)$2

$)%%

!!!

性别 $)!G $)$0

$)$G

!!

$)!* $)$"

$)$G

!!!

$)!% $)$0

$)$0

!

七年级 3

$)#" $)$0 3

$)!#

!!!

3

$)!* $)$" 3

$)!$

!!!

3

$)!* $)$0 3

$)$G

!!

其他民族 $)%0 $)$1

$)!*

!!!

3

$)#0 $)!0 3

$)!%

!!!

$)22 $)$0

$)##

!!!

N

#

$)!% $)2" $)!G

b

#%)!G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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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采用E''B@B?A>方法得到'

44方程 !结果表明#良好的学校氛围有利于中

小学生的学业成就的达成#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

一致%2

3

0&

' 同时#学业行为在学校氛围和学业成

就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学业行为作为学生学

业成就的动力性因素#由学校氛围完全作用于其

上#学校氛围越积极#中小学生的学业行为水平越

高#其学业成就也更高' (情境+过程+结果模

型)认为学校情境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和行为

过程#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等结果%2!&

' 此研

究中构建的中介模型基本符合此模型#即学校氛

围"情境$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业行为"过程$对学

业成就"结果$产生影响' 同时#从社会发展模型

和社会控制理论的角度也能阐释此中介模型的成

立#当学校氛围促使学生发展出与学校之间积极

的情感联结#包括良好的师生*同学关系#融洽的

民族氛围等#学生会努力控制自身的行为#发展对

学习的兴趣和建立良好的学习效能感和自信心#

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 当学生缺乏这种与学

校的联结时#会导致学业失败#甚至出现一系列的

行为问题#这也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一致%2#&

'

另一方面#本研究中学业行为的测量包含学

习兴趣*学习效能感*学习自信心三种主观能动性

因子' 个体被认为如果在学习活动过程中有高自

我效能感#那么相应的也会提高其对学习活动的

热情*兴趣#自然而然会对学习活动的结果产生积

极的影响%2%&

'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和个体交

互作用于个体发展的实质在于环境只有为主体主

动选择*吸收后#才可能对个体发生影响' 只有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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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才能战胜不利的环境#为自

己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实际上与建构主义理论中

斯腾伯格":B9?.M9?=$和卡茨"fAB_$等人强调个体

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理

念不谋而合%22&

' 具体表现为学生的自我建构过

程是在教育者的影响下#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

校内交往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发展

和自我建构' 因此#在本研究中#学业行为作为学

校氛围和学业成就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证

实了在民汉合校背景下#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

重要作用'

%)%4学校氛围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自尊的调节

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自尊的调节效应#当自尊得分

为平均数和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

学业行为在学校氛围和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

值及其 G"I置信区间如表 %所示'

表 %4不同自尊水平时学校氛围与学业行为之间的中介

效应

自尊

水平

中介效

应值

E''B标

准误

E''B@B?A>

下限

E''B@B?A>

上限

H

3

:S

$)!#

!!

$)$% $)$* $)##

H

$)!0

!!!

$)$# $)!2 $)#2

H

l

:S

$)#$

!!!

$)$% $)!" $)#*

对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即根据回归

方程分别取学校氛围和自尊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

差的值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 如图 # 所示#当

自尊水平较高时#学校氛围对学业行为的促进效

应增强#

!

@(8><9

j

$)1$# :R

j

$)$%# "k$)$$!/当自尊

水平较低时#学校氛围对学业行为的促进效应减

弱#

!

@(8><9

j

$)"$# :R

j

$)$%# "k$)$$!'

图 #4自尊对学校氛围与学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表明自尊作

为个体因素调节了学校氛围
"

学业行为
"

学业成

就这一中介链条前半段路径' 当个体自尊水平较

高时#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对中小学生学业行为

的影响越大' 这表明#自尊增强了学校氛围对学

业行为的作用#即一种保护因子"自尊$增强了另

一种保护因子"学校氛围$的作用#对结果变量

"学业行为$起了(锦上添花)的效果#为(保护因

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提供了实证支

持%2##2"&

#也符合(个人与环境一致性假说)' 先前

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初中生较高的自尊水平#可以

帮助其领悟来自家庭*学校和同伴之间的情感和

社会支持#而感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并且高自尊

的个体可以产生较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因

此在遇到学业困难和学业问题时能够有更多寻求

学业帮助的途径# 增加学生的学业求助概

率%20

3

21&

' 具体在本研究中#高自尊学生在感知高

学校氛围的情境下#会从良好的师生*同学关系和

学校融洽的民族氛围中获取支持#并通过更多的

努力付出#增强自信心#提高学习兴趣与自我效能

感#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业成就'

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通常会作为客体自我

"89$对社会主体"包括群体和他人$以及对主体

自我"J$进行认知和评价而产生情感体验#这其

中包含多种心理成分#如认知*评价*情感*态度

等#其核心是自我价值判断与体验%2*&

' 自尊作为

个体对自我和群体进行的整体积极性评价#对个

体的行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学生感知的学校

氛围影响学业行为在高自尊个体中的效应更加显

著#即高自尊个体能促进良好学校氛围对学业行

为产生的影响' 高自尊个体在良好的师生*同学

关系*民族多样性和学业取向等社交互动中#对主

体自我*群体*他人的评价和认知较为积极#将之

归因于良好的自我呈现*有效的关系处理能力#并

促进学业取向的增强#这对于提高个体的自我效

能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表现为这一

中介效应被自尊所调节'

24结论与建议

2)!4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民汉合校中小学生感

知的学校氛围正向影响学业行为和学业成就#学

业行为对学业成就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学业行

为在学校氛围与中小学生学业成就之间起着完全

中介作用/学校氛围通过学业行为对学业成就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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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 自尊水平高的个体感

知的学校氛围增强了学业行为的促进效应'

2)#4建议

2)#)!4抱法处势$构建民族地区良好学校氛围

新疆因其(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形

态#聚集了包含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

族*柯尔克孜族等各族群众' 民汉合校中小学生

面临的课程难度增加#各族学生因文化和生活习

惯的差异难免导致较低的学业成就' 因此#新疆

地区民汉合校更应主张构建和谐的学校氛围' 研

究发现民汉合校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对其幸福

感*抑郁*亲社会行为和学业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2G

3

"$&

' 因此#学校方面#应当持续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加强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关注学校融洽民族氛围

的形成#一是创建安全校园氛围#做好预防校园霸

凌宣传工作#建立有效的校园霸凌处置机制' 二

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教师要关心关爱学生#引导

学生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在生活上融入集体' 三

是增进民族间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鼓励各

种合班教师交叉任课*集体备课#充分开发利用校

本课程#开展教研一体化活动#校领导*教师与学

生开展结对子*手拉手*一对一互助活动%"!&

' 四

是融洽同学关系#开展跨班级活动#发挥各族学生

在文艺*语言学习*古诗词学习*理科学习方面的

不同优势#促进各族学生交流共融' 五是树立良

好学风#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业进取氛围#通过显性

和隐性的文化浸润#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形成管理层+教师+学生互相尊重各自文

化习俗#促进民族团结一家亲#实现各民族的文

化*心理*情感融合#构建和谐*文明*美丽的民汉

合校新氛围'

2)#)!4得失在人$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构建民汉合校中良好学校氛围的同时#注重

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提升#引导不同民族学生建立

学习兴趣*帮助其提高自信心和学习效能感' 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学校氛围的制约#要

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

客观实际出发#其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受一系

列主观因素如自尊的制约' 因此#教师需要在教

育过程中引导学生客观看待学校环境#帮助学生

建立良好的自尊#一是尊重不同学生的人格差异#

对于不同孩子表现出的不同人际交往模式和学业

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帮助学生弥补弱势功

能%"#&

'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鼓励不适合常规教学

的学生建立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对进步和成就

的获得给予表扬#使其对个人能力*成就有客观的

认识和评价' 积极引导学生与多元的学校文化相

适应#在复杂的学校环境中找准自我定位#更好地

帮助学生发挥最大潜力的主观能动性' 三是寓教

于乐#通过看电影*讲故事等多种形式组织学习#

注重提升学生对学习的信心和兴趣#进一步促成

良好学业成就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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