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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成就行为所进行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它通过影响个体

对任务的选择、坚持程度、思维方式和情绪反应以及归因方式等，从而影响活动的完成。而课堂表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也会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初中生在英语学习时常会面临许多困难，英语学

习自我效能感不同水平的学生对待挫折采取的态度以及行为有所不同。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学习行为的

决定性因素，基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针对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研究有

限。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探究英语学习自我效能

感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以此提高学生的课堂表现能力。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万州中学初

一学生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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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efficacy refers to people’s subjective speculation and judgment about whether they are 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a certain achievement behavior, which affects the completion of activities by in-
fluencing the individual’s choice of tasks, the degree of persistence, the way of thinking, the emo-
tional response, and the way of attribution. Classroom performance as a particular social activity 
can also be affected by self-efficac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ten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learn-
ing English, and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elf-efficacy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frustration. Self-efficacy is the determinant of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and it is not un-
common to have studies based on students’ self-efficacy, but there are limited studies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classroom performance.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ana-
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class-
room performance, and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English learning self-efficacy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lassroom performance ability. This re-
search employ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of Grade 7 at Wanzhou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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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英语需求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英语能力已被

教育界广泛关注。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强调在英语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力和理解力，尤其是他们

的情感因素。然而，传统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情感因素，而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知因素，这已成为英语教学

发展和学生英语能力提高的主要障碍之一。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随着人本心理学的兴起和发

展，学生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2017)
将情感态度作为课程目标之一。这足以说明，当前教育改革的目标越来越重视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

效果的情感因素，强调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增强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因此，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的英语学习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课堂知识。此外，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

主体地位，倡导学生在生动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中主动接受知识，倡导学生直接参与课堂，激发学生的课

堂表现能力。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基于主观认知，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和预测。这种自我评估

的能力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过程具有显著影响[1]。自信的学习者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的课堂表现是一个关键环节，而情感态度则是影响课堂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初中生

而言，他们对学习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会影响他们的英语学习，并在英语课堂上得到体现。面对英语

学习中的挑战时，初中生的情感反应和应对策略会因个体差异而异，这导致他们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

水平也各不相同，进而影响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2]。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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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堂表现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2. 理论基础 

2.1. 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在 1977 年第一次提出自我效能感这个概念，他指出自我效能感是对个人是否有能力实现特定

的个人挑战的一种心理预测。它是一种从潜意识中自发产生的心理感受，并受其他内外部因素变化的影

响，如以事实为前提的鼓励和表扬、经验、行为背景、刺激反应等[3]。自我效能感包含两种类型的期望：

结果期望和效能期望。例如，学生渴望完成作业以获得同伴和家人的认可，这是一种结果期望。而当学

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实现既定目标时，这种心理定势会促使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效能期望。这两种期望相互促进，共同帮助学生增强自我效能感。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

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行为选择等，都深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当遇到突发事件时，自我效能感

较高的人能够保持镇定，系统地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如果个体对自己某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他

们往往会选择更具挑战性、难度更大或期望值更高的任务。当为自己设定较高目标时，高自我效能感的

人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实现预期目标。相反，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在面对紧急突发状况时，可能会感

到不知所措，无法像自信的人那样冷静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且，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越大、挫折越多，就越容易对挑战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放弃手头的工作。例如，学生如果内心缺乏驱动

力，他们想要通过努力实现目标的心理倾向也会随之减弱。 

2.2. 课堂表现 

课堂表现是指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包括言语参与、学习方向、寻求支持、自我披露、自信和

社交能力等方面[4]。课堂表现不仅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还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研究表

明，课堂表现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

更为积极，他们更愿意参与课堂讨论，主动寻求帮助，表现出更高的自信和社交能力。因此，课堂表现

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课堂表现不仅受到知识和技能的影响，还受

到个体心理因素(如自我效能感、动机等)和环境因素(如教师期望、课堂氛围等)的综合影响。 

2.3. 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解释： 
1. 动机机制：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愿意参与课堂活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任务，从

而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动机。 
2. 情绪调节机制：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保持积极心态，从而

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主动。 
3. 学习策略选择：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的学习策略选择。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有效的

学习策略，如主动提问、合作学习等，从而提升课堂表现。 

2.4. 维度和因子的选择依据 

本研究从四个维度考察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实现英语

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这些维度的选择基于班杜拉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尤其是结果期望和效能期望的结合。例如，“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反映了

学生对具体任务的效能期望，而“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则体现了结果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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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的因子选择则基于 Hayes 的课堂表现量表，包括言语参与、学习方向、支配他人、寻求支

持、自我披露、自信和社交能力。这些因子涵盖了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态，能够全面反映

学生的课堂表现。 

3. 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3.1. 研究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参加本项调查的对象为重庆市万州区万州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是重庆市

首批重点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处于新环境、新状态，此时的学生对自身的学习的态度、行

为等都有所期待，并且初一也是养成好的学习效能感的关键阶段。据观察学生学习习惯较良好，上课认

真听讲，主动做笔记，课后大多数学生也都按时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但是也存在着班级内发展不平

衡的现象。 

3.2. 研究工具 

3.2.1. 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把英语自我效能感和课堂表现相结合，其中《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问卷》是以张

淑芬在 2010 年再次修改的问卷为基础结构进行改编成符合初中生的理解水平的问卷[5]。本问卷包含 11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化表。每一道题包含五个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 1 代表非常

不同意，以此类推，5 代表非常同意。被试者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进行选择。选 1 即得一分，以此类推，

选 5 即可得到 5 分。分数越高表明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越高。该量表从四个维度方面

考察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水平。第一个维度，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包括第 4、7、9 题)。
第二个维度，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包括第 1、3、5、题)。第三个维度，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包
括第 6、11 题)。第四个维度，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包括第 2、8、10 题)。 

本研究的课堂表现问卷采用 Hayes 编制的课堂表现量表。经过改编后，本研究的课堂表现问卷包含

12 个问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每一题项包含五个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 1 代表

非常不同意，以此类推，5 代表非常同意。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答卷。所有题的总分数为英语

课堂表现的总分，得分越高表示学生英语课堂表现越好。该量表包含 7 个因子。分别是：言语参与(第 11、
12、13 题)、学习方向(第 14 题)、支配他人(第 15 题)、寻求支持(第 16、17、18 题)、自我披露(第 19 题)、
自信(第 20、21 题)、社交能力(第 22 题)。 

3.2.2. 研究过程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 SPSS 和 Excel 收集和分析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和课堂

表现的整体情况，并且具体分析初一的学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和课堂表现的情况以及各维度的情况。

使用相关性分析探究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和课堂表现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进而探讨初

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是否能够预测初中生英语课堂表现的能力。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描述统计 

关于英语学习态度和自我效能感方面见表 1，样本量为 112 的参与者在多个变量上表现出相似的特

征。具体而言，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及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

力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变量的平均值均接近 3，表明参与者普遍具有中等的英语学习态度和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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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量的标准差在 1.026 至 1.192 之间，显示出相对一致的分布，表明个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的平均值为 3.003。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的平均值为 3.101，这是所有

变量中平均值最高的，表明参与者普遍对实现学习目标有较高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的平均

值为 2.933，这是所有变量中平均值最低的，可能表明参与者在面对挫折时的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克服

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的平均值为 2.994，略高于面对挫折的能力。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值为 3.015，表明参

与者对自己的总体自我效能感持中等偏上的态度。除了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外，其他变量的平均值

都在 3.0 左右，这表明参与者在这些方面的态度和自我效能感相对一致。 
 

Table 1. Self-efficacy describes statistical outcome data 
表 1. 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结果数据 

描述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平均值 

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112 1 5 1.124 3.003 
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 112 1 5 1.133 3.101 
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112 1 5 1.192 2.933 
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112 1 5 1.172 2.994 

自我效能感 112 1 5 1.026 3.015 
 

Table 2. Statistical outcome data of classroom performance description  
表 2. 课堂表现描述统计结果数据 

描述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平均值 
言语参与 112 1 5 1.108 3.113 
学习方向 112 1 5 1.411 3.188 
支配他人 112 1 5 1.345 2.670 
寻求支持 112 1 5 1.093 3.143 
自我披露 112 1 5 1.326 2.839 
自信 112 1 5 1.174 3.009 

社交能力 112 1 5 1.461 3.250 
课堂表现 112 1.167 5 0.895 3.061 

 
关于课堂表现的描述统计数据见表 2，言语参与、学习方向、寻求支持、自信、社交能力等变量的平

均值也都在 3 左右，显示出参与者在学习和社交方面也具有中等水平的表现。然而，支配他人和自我披

露的平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 2.670 和 2.839，可能表明参与者在这些方面相对保守或不太擅长。各变量

的标准差在 0.895 至 1.461 之间，反映了在课堂表现方面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4.2. 相关分析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 data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统计结果数据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 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课堂表现 0.745*** 0.802*** 0.826*** 0.794***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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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与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著，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745, p 
= 0.000 < 0.05)。 

课堂表现与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著，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802, p = 
0.000 < 0.05)。 

课堂表现与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著，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826, p = 
0.000 < 0.05)。 

课堂表现与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著，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794, p = 
0.000 < 0.05)。 

关于课堂表现与这四个英语学习相关的变量见表 3，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课堂

表现的提高，学生在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

折的能力都有所增强。这些相关系数的数值都相对较高，尤其是面对和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r = 0.826
和 r = 0.794)，这可能表明课堂表现是学生英语学习心理和能力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由于 p 值都小于

0.001，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这些相关性不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而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发现对于

教师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强调了课堂表现在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能需要通过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和表现来增强他们的英语学习能力。 

4.3. 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outcome data 
表 4. 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数据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错误 Beta 

(常量) 0.531 0.122  4.362 0  

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0.066 0.059 0.077 1.116 0.267 2.867 

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 0.214 0.06 0.252 3.559 0.001 3.046 

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0.343 0.048 0.425 7.133 0 2.164 

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0.222 0.056 0.27 3.968 0 2.823 

R2 0.824      

调整后 R2 0.818      

F F = 125.552, p = 0.000     

D-W 值 1.651      

a 因变量：课堂表现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学生课堂表现的多个因素见表 4。研究将课堂表现设为因变量，

而将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以及克服英语学

习挫折的能力作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 R2 值为 0.8244，这表明所

选自变量能够解释课堂表现 82.44%的变异。这一高比例的解释度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能够有效

地预测课堂表现。通过 F 检验，我们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F 值为 125.552，p 值为 0.0，远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课堂表现)具有显著的线性影响，模型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到各个自变量，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对课堂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标准化系数(Bet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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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4，p 值为 0.001，显著性水平远低于 0.05，这强调了信心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面对英语学习挫折

的能力(Beta = 0.343)和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Beta = 0.222)同样对课堂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p 值

均为 0.0，这进一步证实了这些能力在提升学生课堂表现中的关键作用。尽管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的 Beta 值为 0.066，但其 p 值较高，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意味着在当前模型中，这一因素对课堂

表现的影响不如其他因素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回归模型成功地识别了影响学生课堂表现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实现英语学习目

标的信心、面对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这些因素对于提升学生的课堂表现具有重要作用。教育

工作者可以依据这些发现，设计更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增强学生的这些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课堂表现。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初中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初中生英语学

习自我效能感与其课堂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结论如下： 

5.1. 研究结果的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

折的能力均与课堂表现呈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更为积极，其言

语参与、学习方向、寻求支持、自信以及社交能力等方面均优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通过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

对课堂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能力在提升学生课堂表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相比之下，完成英语

学习任务的能力感虽然与课堂表现正相关，但其影响相对较弱，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本研究的结果对初中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因素，特别是自

我效能感的培养，通过鼓励、表扬和正面反馈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其次，针对学生在面对

挫折时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教师应设计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应对挫折的心态和能力。

最后，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通过言语参与、合作学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表现。 

5.2. 与现有研究的比较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结果与边玉芳(2003)和张淑芬(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均表明自我效能感

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课堂表现具有显著影响[1] [5]。然而，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自我效能感的维度，发现

面对和克服挫折的能力对课堂表现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与崔雨和孟亚茹(2023)的研究结果相呼应[6]。未

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年级、不同地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具体

的教学干预措施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课堂表现。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完成英语学习任务的能力感

虽然与课堂表现正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在实际任务中面临多种因素的干扰，

如课堂环境、教师指导等，而不仅仅是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本研究对初中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因素，特别是自我效能

感的培养，通过鼓励、表扬和正面反馈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其次，针对学生在面对挫折时

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教师应设计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应对挫折的心态和能力。最后，

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通过言语参与、合作学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表现。 
综上所述，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显著相关，初中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越强，他们在

课堂上的表现就越好。这一发现强调了自我效能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信心与挫折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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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键因素，实现英语学习目标的信心、面对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以及克服英语学习挫折的能力对课堂

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师应重点关注这些方面，以提升学生的课堂表现。 

5.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仅限于重庆市万州区万州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可能无法代表

其他地区或年级的学生。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主要采

用问卷调查法，缺乏对学生课堂表现的直接观察。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课堂观察和访谈，以更全面地了解

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最后，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影响因素与自我效能感和课堂表现

的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边玉芳. 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与应用[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贾璟莹. 初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相关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3.  

[3] 胡聪.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长春师范大学, 
2023.  

[4] 关亚波. 高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相关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张家口: 河北北方学院, 
2021.  

[5] 张淑芬, 余文都. 大学新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的调研分析[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5): 93-96. 

[6] 崔雨, 孟亚茹.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自我效能感、外语愉悦与英语水平的关系研究[J]. 外语研究, 2023, 40(1): 75-
8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4558

	初中生英语课堂表现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glish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Self-Efficac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理论基础
	2.1. 自我效能感
	2.2. 课堂表现
	2.3. 自我效能感与课堂表现的关系
	2.4. 维度和因子的选择依据

	3. 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3.1. 研究对象
	3.2. 研究工具
	3.2.1. 问卷调查
	3.2.2. 研究过程与数据收集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描述统计
	4.2. 相关分析
	4.3. 回归分析

	5. 研究结论
	5.1. 研究结果的讨论
	5.2. 与现有研究的比较
	5.3.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