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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研究班级氛围同学生课题学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教育工作奠定基础，本研

究采用班级心理气氛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对735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 高
中阶段的课堂氛围与学生之间的学习投入存在着普遍的正向相关，并且其相关程度明显大于中学生的自

我效能；2) 班级心理氛围和自我效能对学生的学习投入有一定的影响；3) 班级心理氛围和自我效能

虽然不能对学生的学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却具有很好的间接的预测效果，即班级心理氛围可以对

学生在学习中的专心程度以及学业效果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自我效能却可以通过影响班级心理氛围

对学生的学习投入产生一定的调节效果。本研究发现，课堂氛围对学生的学业投入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因此，加强班级心理氛围的营造，促进班级心理气氛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是改善高中生学习状态的重要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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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and learning engage-
ment, this study used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scale, self-efficacy scale and learning engage-
ment scale to investigate 735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earch findings: 1)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level of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2) The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and self-efficac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en-
gagement. 3) Although the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and self-efficacy canno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have a good in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That’s to say, 
the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concentration in 
learning and academic results, while self-efficacy can have a certain moderating effect on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by influencing the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This study found that 
classroom atmosphere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students’ academic involve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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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阿尔伯特·班德拉(1995)提出，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特

定任务、达到特定目标或应对特定情境的信心和信念程度。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

心理健康及行为表现均有显著影响。同时，班级心理气氛作为班级成员共同的心理特质或心理倾向，也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大多数人们都认为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对学生自我

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但却没有相关的研究来佐证，因此相关问题也亟需深入探讨。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在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自我效能感在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内在机制，丰富

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提高学生学习投入、促进学业成绩的干预策略，

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1.2.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1) 研究在普通高中班级中普遍的学习氛围对每个个体学生的学习影响；(2) 探索高中生

学生的自我效能对课堂氛围和学生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1) 课堂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投入有很大的作用，而从这个角度分析，人际关系氛围是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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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 
(2) 班级心理气氛影响高中生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其学习投入； 
(3) 高中阶段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影响班级心理气氛间接影响其学习投入。 
研究意义：本研究将为教师改善班级心理气氛，促进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进而提高高中阶段学生的

学习效果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本研究也为高中学校组织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提升学生自我效

能感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2.1. 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参与和专注程度。它是评估学生学习成绩、预测学业

成就的关键要素。研究表明，学习投入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学生自身因素(如性别、年龄、年级、学习

动机、自我效能感等)和外部环境因素(如家庭因素、教师因素、同伴因素和学校因素等)。 
目前，学习投入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而对于高中生的研究还较少。同时，现有研究的指标体系

和测量工具也不够成熟。因此，本研究选取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将高中生学习投入定义为“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来说，是指学生在课堂中投入自己的认知、情感、身体等方面的心

理资源，并在课堂上保持这种积极状态以进行有效学习的程度。本研究将以班级心理气氛作为中介变量，

探索高中生学习投入和班级心理氛围对高中生学习状态的影响机制。 

2.2. 班级心理气氛 

班级心理氛围是指班级中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它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有直

接影响，还会产生间接影响。换言之，班级心理气氛是班级成员共同的心理特质或心理倾向，包括课堂

气氛等。美国安德森系统研究了教师行为与班级气氛问题，认为教师在班级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领导方

式影响班级气氛的形成。此外，学生的人格特质、能力、动机等因素也影响班级气氛。班级气氛的优劣

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 

2.3.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主观评估，体现了个体对自身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心和信念。它

具有任务特定性、可发展性和影响行为等特点。自我效能感，由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德拉提出，是指

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特定任务、达到特定目标或应对特定情境的信心和信念程度。高度的自我效能感通

常与更强的自信、积极的情绪和更好的应对能力相关。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个

人经历、社会支持、目标设置等。在教育领域，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可能迎接挑战、坚持不懈地追求

目标，并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在学习投入研究中，自我效能感是学习投入中一个重要维度，指学生对

自己在完成某一活动时的努力程度以及在活动中表现出的能力和水平所产生的信念与信心。 
在现在的研究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特质取向和非特质取向，或将其理解为自我效能

的两个维度。前者在潘孝富、秦启文(2007)的研究中，认为自我效能感是跨情境的，具有特质性，不以具

体情境为转移；后者以冯志远等(2015)、范金刚，门金泽(2011)的研究认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具体的、

非特质的，具有情境性。当前研究更倾向于认同两种取向的共存。 
此外，班德拉在他的动机理论中指出，人的行为受行为的结果因素与先行因素的影响。行为的结果

因素就是通常所说的强化，但他关于强化的看法与传统行为主义不同。他认为，在学习中没有强化也能

获得有关的信息，形成新的行为；而强化能激发和维持行为的动机以控制和调节人的行为。效能期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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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人对自己能否进行某种行为的实施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即人对自己行为能力的推测。在以往研究中，

已有学者考察了自我效能对学习投入和课堂氛围的影响。例如，管雯珺(2024)在《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

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交焦虑、班级心理气氛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加入了课堂氛围维度，结果发现自我效能

感和课堂氛围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李儒林(2015)也曾对教师的课堂氛围维度进行研究，发现教师在课堂

中的行为能够显著地预测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满意度。 
目前有关自我效能感与课堂氛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缺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而以往

研究发现，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本研究认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能够通过影

响课堂氛围而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具体来说，一方面，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

与到课堂中来。 
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可能积极

投入学习活动，表现出更强的学习动力和专注力。同时，学习投入也影响学业成绩和学业成就。因此，

探讨自我效能感在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4. 自我效能对课堂氛围和学生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 

班级心理气氛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良好的班级心理气氛能够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增强学

生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从而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例如，在民主型领导方式下，在课堂上，老师要提

倡同学们参加课堂上的决定，要对他们的观点表示尊敬，在这种气氛中，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尊敬和

有价值，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其中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通常对自己的能力有更高的信心和信念，他们更愿意

迎接挑战、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并在学习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和注意力。这种高度的学习投

入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成就。 
中介效应的分析：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在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之间，自我效能感可

能起到了中介作用。即，良好的班级心理气氛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

这一中介效应可能表现为：班级心理气氛→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 
中介作用体现：在上述关系中，自我效能感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课堂氛围作为外部因素，

通过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内部因素)，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投入。具体来说，教师的期望和课堂氛围

作为自变量(X)，通过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M)这一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投入(Y)。即： 
教师通过积极的期望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又促进了其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情感和认知投入。 
最终，这种学习投入的增加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 
这种中介作用机制表明，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和效果，教师不仅需要关注课堂氛围的营造，还

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通过积极的期望、情感支持和有效的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提

升自我效能感，从而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力，促进学习投入的增加。 
对此，首先，当学生在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时，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对学习具有一定影响力，也就会

积极地与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其次，学生在与他人互动时能够获得相应地反馈，也就会更有自信和热情

地投入到学习中。 
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时，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也就会产生更大地兴趣和热情去投入其中。所以教师可以通过营造积极、愉悦、宽松、民主的课堂氛

围来提升学生学习投入程度。 
最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关注不同层次、不同性格和不同需求学生之间的差异。教师应该根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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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地问题采取相应地策略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教师要营造平等、民主和谐、

愉悦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轻松、愉快地环境下投入到学习中来。 
综上所述，高中生的自我效能感在课堂氛围和学生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为了提升

学生的学习投入和效果，教师应该积极关注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培养，通过积极的期望、情感支持和有效

的教学策略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能力。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此次研究以普通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在广东省广州市 9 所高中内随机抽取

735 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 
其中，共发放问卷 750 份，收回问卷 735 份，有效率达 98%。被试分布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计 

男生 113 125 92 330 

女生 237 100 68 405 

年龄 15.28 ± 0.858 16.32 ± 1.615 17.32 ± 1.125  

合计 350 225 160 735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班级心理气氛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对高中生进行调查，其中学习投

入量表采用 3 个等级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具体包括三个维度：班级学习气氛、学

生自我效能感和班级学习投入。其中班级学习气氛包含班级管理民主、班级同学融洽、班级纪律良好、

班集体活动丰富和班集体人际关系融洽等 5 个维度，自我效能感维度包含能力自信、努力工作和情境自

信 3 个维度，学习投入量表包括自我管理、投入和效果 3 个维度。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对所

调查的高中生进行集体测试之前，由心理学专业教师对被试进行统一的培训。在测试过程中，由心理学

教师根据所提供的问卷要求逐一施测，并由专业心理学教师和心理咨询师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班级心理气氛量表(Children’s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CPQ)采用江光荣等人(2012)编制的《中学

生班级心理气氛量表》，包括 5 个维度：班级管理民主、班级同学融洽、班级纪律良好、班集体活动丰

富和班集体人际关系融洽。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其中，班级管理民主维度包括“班集体管理民主、班集体组织民主和班集体活动民主”3 个分量

表，班级同学融洽维度包括“班级同学融洽、班集体组织融洽和班集体活动融洽”3 个分量表，班集体纪

律良好维度包括“班集体纪律良好、班集体纪律松散”3 个分量表。 
本研究采用 SPSS 29.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4. 研究结果 

4.1. 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高中阶段的班级心理氛围和学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将班级心理氛围、自我效能感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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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投入量作为自变量，将学习投入作为自变量，对其进行了多元回归，结果见表 2 所示。 

4.2. 回归分析 

根据表 2 的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学生的课堂氛围对学生的学业努力有普遍的正向影

响，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显著高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对二者的回归分析发现，高中生班级心理气

氛对学习投入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但其间接预测作用较强。见表 3 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of observations 
表 2. 各观测量的相关关系 

观测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师生关系 1.000         

2 同学关系 0.489** 1.000        

3 秩序和纪律 0.414** 0.496** 1.000       

4 竞争 0.226** 0.117** 0.304** 1.000      

5 学习负担 −0.161* −0.257* −0.146** 0.242* 1.000     

6 自我效能 0.230** 0.147* 0.153* 0.186* −0.016 1.000    

7 活力 0.238* 0.203** 0.165* 0.205* −0.066 0.245* 1.000   

8 奉献 0.226* 0.191* 0.144* 0.207* −0.081* 0.276** 0.744* 1.000  

9 专注 0.230* 0.228 0.170 0.258 −0.023 0.266 0.739 0.737* 1.000 

x  23.94 23.53 22.18 17.65 15.17 15.86 25.45 18.67 25.33 

S 6.75 5.44 5.49 5.02 4.98 5.56 6.34 5.68 6.62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potential variables 
表 3. 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潜变量 x s±  1 2 3 

班级气氛 102.47 ± 16.50 1.00   

自我效能 15.86 ± 5.56 0.245** 1.00  

学习投入 69.46 ± 16.95 0.295** 0.288** 1.00 

5.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高中生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结果发现：(1) 高中生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

入呈正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的相关显著高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2) 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在班级心理气氛

与学习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在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

究结果为进一步探索高中生班级心理气氛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首先，高中生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着其学习投入水平，即自身的能力会影响自身的学习投入。其次，

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为了缓解压力、提高成绩，学生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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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信，以增强自身对学业成功的把握，从而提高自身学习投入水平。最后，班级心理气氛在很大程度

上会影响高中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即班级心理气氛越好，学生就越容易对自己充满信心和期待，从而更

容易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因此，学校应该建立和谐、民主、平等的班级心理气氛，营造积极向

上、乐观自信的班级氛围。 

5.1. 营造民主、平等的班级氛围 

本研究结果发现，班级心理气氛中的民主、平等氛围越好，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而这些措施

往往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当学生面对挫折时，往往会认为自己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首

先，学校应加强对班主任的培训，增强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民主意识。班主任在开展班级管理时应该

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不能仅仅将他们视为班集体中的普通一员而忽视他们的存在；其次，学校应加

强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在班级中树立榜样、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等措施能够有效地激发

学生自我效能感；最后，学校应注重班级民主氛围的营造。例如，学校可以多举办一些以班级为单位的

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在班级管理中可以采取民主选举或投票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

班级管理中来；还可以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或座谈会等活动来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需所求等。通过这

些措施可以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从而提高其学习投入水平。 
此外，本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是普通高中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调查样本可

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本研究只调查了高中生自我效能对课堂氛围和学生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 

5.2. 积极引导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表明，高中生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其学习投入水平也越高，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学校应该注重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帮助学生建立起积极的自我效能感。 
首先，学校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对于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

并主动与其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其树立信心。对于学习能力较弱、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学校可以积极

组织一些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文体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等。其次，学校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心理

辅导制度和心理咨询机制。首先，学校可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处理好人际关

系；其次，学校可以组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再次，学校应积极组织各班开展一

系列以增强自信为主的班级活动。最后，学校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家校沟通机制。教师应主动与家长保持

沟通联系，及时向家长反映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学校还可以邀请家长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

理中来，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6. 结论与展望 

此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建模方法，考察了学生的自我效能对课堂精神氛围与学生学业投

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在班级心理气氛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良

好的班级心理气氛能够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自我效

能感、班级心理气氛与学习投入的理论研究，也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结果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教师应努力营造积极、和谐的班级心理气氛，

通过组织多样化的班级活动、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其次，教师应

关注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通过设定合理的学习目标、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支持、鼓励学生参与挑战等

方式，帮助学生建立对自我能力的信心。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投入的重要性，通过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方式，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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