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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中学生自我效能感随年代的变化趋势，研究选取2011年至2022年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ESE)测量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163篇文献进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结果发

现：(1) 年代对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2011至2022年间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总

分下降了0.263个标准差，这表明12年来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2) 粗离婚率、家

庭规模数、互联网普及率3个社会指标可以显著预测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变化。 
 
关键词 

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横断历史研究，社会变迁 
 

 

Changes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Xiaoyu Ge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Nov. 25th, 2024; accepted: Jan. 14th, 2025; published: Jan. 22nd, 2025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elf-efficacy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data from 163 
paper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The reporting data were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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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11 to 2022, applying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E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scores of GESE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by year. 
From 2011 to 2022, the total sco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decreased by 0.263 stand-
ard deviations, indicating tha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ESE level has decreased steadily in the past 
12 years. (2) The crude divorce rate, family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change of self-efficacy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The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CT)中提出的核心概念，

指在面对环境中的挑战时，个体能够做出适应性行为的自我知觉或信念[1]，具体而言，自我效能感是对

自身适应环境、改变现状、解决问题能力的感知，是指向未来的动态发展变量[2]。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

体倾向于为改善自身处境做出努力，积极解决矛盾；而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在面对挫折时更容易采取

放任的处理方式。中学生正处于自我概念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我效能感对他们的积极应对方式[3]、心理

韧性水平[4]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横断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最先由 Twenge [5]提出并在实证研究中使用。其基本

思路是采用“事后追认”的横断研究设计，将孤立的已有研究按照时间顺序连接，从而使这些研究成为

关于历史发展的横断取样，对大跨度时间内的心理变量进行纵向研究，从宏观上揭示心理变量随年代的

变化趋势[5]-[7]，现有关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均为横断面研究，即只是对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某一

个或不同时间段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而近十余年来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是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问题并

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CT)强调个体行为、认知和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8]。个

体通过观察环境中的行为和结果来建立自己对特定领域的认知，从而形成相应的自我效能感。在中学生

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是影响其观察学习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离婚率的提升可能意味着家庭结构的不

稳定性增加，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家庭资源的减少、情感支持的缺失以及家庭角色的混乱，从而影

响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同时，家庭规模数的变化也可能对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有研究指出，

家庭功能对初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是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实现的[9]，较小的家庭规模可

能更难以满足如自主需求、关系需求等基本心理需求，这可能会导致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下降。除家庭

环境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环境中的不良信息可能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影响他们的情

绪调节和自我效能感。上述社会指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对中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行为

方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拟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的方法探讨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纵向变化趋势。同时，本

研究基于宏观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了粗离婚率、家庭规模数、互联网

普及率三个社会指标拟探究宏观社会环境变化对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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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目前国内常用的测量自我效能感的工具是由张建新等人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
ficacy Scale, GSES, [10])。该量表是 Schwarzer 和他的同事于 1981 年开始编制[11] [12]，最初共有 20 个项

目，在国际上被翻译成至少 25 种语言并广泛应用。后修订为 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4 点评分，得分越

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3] 
[13]。 

2.2. 文献搜集的标准与结果 

搜集文献时采用的标准如下：(1) 研究对象为国内中学生；(2) 所有研究均使用同一种测量工具，即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3) 研究须包含自我效能感的基本数据(样本量、平均数和标准差)；(4) 相同作者

使用同一批数据所做的研究只选取数据完整且最早发表的一篇；(5) 文献搜集起止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 
按照以上标准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中文数据库中以“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自我效能感”等关键词交叉进行全文搜索，最终得到 2013 至 2023 年符合搜集标准的文献共 163 篇。

对部分初高中生混合样本进行数据拆分，最终得到 166 组数据。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研究方法的

惯例，对于未具体标明数据收集年代的文献，按照发表年代减去两年的方式进行计算[5] [14]，因此本研

究的数据收集年代为 2011 至 2022 年，共涉及 107,801 名中学生(见表 1)。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used in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ver the years 
表 1. 横断历史研究所用文献历年分布情况 

数据收集年代 篇数 样本量 

2011 9 4834 

2012 9 4855 

2013 13 6041 

2014 10 5182 

2015 9 4899 

2016 18 10,594 

2017 14 7043 

2018 22 17,471 

2019 19 16,033 

2020 23 15,602 

2021 16 14,234 

2022 1 1013 

总计 163 107,801 

2.3.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5] [14]，本研究在建立数据库时：(1) 将符合搜集标准的 164 篇文献赋予唯一

编号并将其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样本量(N)、平均数(M)和标准差(SD)录入数据库。(2) 对文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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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刊类型、学生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城乡来源地的信息进行编码并录入数据库。(3) 对于只提供了亚

群体基本数据而未提供总群体基本数据的文献，通过以下两个公式对亚群体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合成。

其中 x 代表合成后均值，xi 代表亚群体均值，ni 代表亚群体样本量，ST 代表合成后标准差，Si 代表亚群体

标准差。(4) 对文献所发期刊类型(1 = 核心期刊；2 = 一般期刊；3 = 学位论文或论文集)、学生类型(0 = 
无明确信息；1 = 初中生；2 = 高中生；3 = 中职生；4 = 包含上述两类)、数据收集地区(0 = 无明确地区

信息；1 = 东部地区；2 = 中部地区；3 = 西部地区；4 = 包含了上述两类)和城乡来源地信息(0 = 无明确

信息；1 = 城镇；2 = 乡村；3 = 包含上述两类)等信息进行编码。 

i i ix x n n= ∑ ∑                                     (1) 

( )22
T i i i i i jS n s n x x n = + −  ∑ ∑ ∑                            (2) 

3. 研究结果 

3.1. 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为直观地了解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随年代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以年代为横坐标，以自我效能感总

分为纵坐标绘制了散点图(见图 1)。由散点图可知，在 2011 至 2022 年期间，我国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总

分呈逐年下降趋势。 
 

 
Figur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fficacy scores and year of data collection 
图 1. 自我效能感总分与年代的相关 

 
为进一步准确量化描述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年代的关系，本研究将年代作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作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 2)。结果发现，在加权样本量后，年代对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整体来看，12 年来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与传统元分析一样，横断历史研究结果会受到文献特点的影响[15]。在本研究中，除了年代，研究结

果可能还会受到期刊类型、学生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城乡来源地等方面的影响。为控制这些因素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以年代、期刊类型、学生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城乡来源地为自变量，并以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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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 2)。结果发现，在加权样本量的情况下，纳入其余四个自变量后，

自我效能感与年代的关系依然显著。由此可知，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年代的关系不受期刊类型、学

生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城乡来源地等因素的影响。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fficacy scores and year of data collection 
表 2. 自我效能感与年代之间的相关 

因子 
未控制额外变量 控制额外变量 

β1 R12 p β2 R22 p 

自我效能感 −0.239 0.057 0.002 −0.212 0.157 0.006 

注：β1 为加权样本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2 为加权样本量并加入期刊类型、学生类型、数据收集地区、城乡来源地

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R12 和 R22 为决定系数。 

3.2. 中学生自我效能感随年代的变化量 

综上，中学生自我效能感随年代的增加呈显著下降趋势，为求得 12 年来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变化

量，我们利用回归方程和研究样本的平均标准差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效果量 d 来衡量变化量[14] [16]。首

先，以年代为自变量，以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对样本量进行加权，从而建立回归方程：y = B x + C (其
中 y 为总分或两因子的均值，B 为偏回归系数，x 为年代，C 为常数)。然后，分别将 2011 和 2022 带入回

归方程获得这两年的平均分：M2011 和 M2022。最后，求 M2011 和 M2022 之差再除以 MSD (12 年来自我效能感

的平均标准差)，即可求得 d 值(见表 3)。 
 
Table 3. The effect siz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表 3. 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效果量 

因子 M2022 M2011 M 变化 MSD d 

自我效能感 24.703 26.199 −1.496 5.69 −0.263 

注：M 变化 = M2022 − M 2011，MSD为平均标准差，d = (M2022 − M2011)/MSD。 
 
由表 3 可知，2011 至 2022 年间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总分降低了 1.496 分，下降了 0.263 个标准差(即 d 

= −0.263)。根据 Cohen [17]的建议，当效果量 d (绝对值)大于 0.2 且小于 0.5 时为小效果量，大于 0.5 且

小于 0.8 时为中等效果量，大于 0.8 时为大效果量。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下降幅度的略超过小效果量，由此

可知，中学生自我效能感近十年来随年代下降幅度较小。 

3.3. 社会指标和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由上述结果可知，近 10 年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呈整体下降趋势。为探究社会变迁对中学生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本研究选取粗离婚率、家庭规模数、互联网普及率三个与中学生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指标作为影响自我效能感的社会指标。由表 4 可知，当年的粗离婚率、家庭规模数对中学生自我

效能感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而互联网普及率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粗

离婚率、家庭规模数、互联网普及率对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本研究使用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将

一年前和两年前的粗离婚率、家庭规模数、互联网普及率与自我效能感进行匹配并求相关，结果发现，

加权样本量后，粗离婚率、家庭规模数和互联网普及率仍然能显著的预测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总分的变化

(见表 4)。其中，由于粗离婚率和家庭规模数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变化或规模变化对中学生效能感产生的间

接影响，因此具有较高的时间滞后性，而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影响中学生日常生活的直接因素，更容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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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产生即时影响，因此只有当年和一年前的互联网普及率显著预测了中学生自我效能感

的变化。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dicators and self-effic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4. 社会指标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社会指标 
当年 一年前 两年前 

β R2 β R2 β R2 

粗离婚率 −0.055 0.003 −0.253** 0.064 −0.266** 0.071 

家庭规模数 0.101 0.010 0.174* 0.030 0.233** 0.055 

互联网普及率 −0.228* 0.052 −0.241** 0.058 0.064 0.004 

4. 讨论 

4.1. 中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在逐年降低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近十年来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变化趋势进行探讨，结果发

现，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整体呈下降趋势，自 2011 至 2022 年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总分下降了 0.263 个

标准差。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可能与我国离婚率的变化有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粗离婚率总体呈随年代上升的趋势。有研究发现，与父母未离异的家庭相比，父母离异的家庭中，心理

虐待或父母忽视的发生概率更高[18]。中学生正处于心理发育成熟的敏感期，对于家庭环境稳定性、父母

情感支持的需求较高，而父母离异带来的家庭环境变化、家庭内部紧张氛围，均会对初中生造成不可忽

视的心理压力，消耗中学生的情绪控制资源，产生如撒谎、抽烟等偏差行为[19]，长此以往，中学生可能

会丧失适应环境的信心和能力，自我效能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可能与家庭规模的缩小有关。在较小的家庭规模中，父母可能

更加关注孩子的学业和个人发展，这可能导致孩子感到更多的期望和压力，对自身与环境的控制感下降，

从而影响他们的自主性体验。当自主需求受挫时，个体可能会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同时，家庭规

模的缩小，降低了中学生与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社交互动，这种互动对于满足关系需求和建立社会支持

网络较为重要，缺乏互动可能导致中学生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从而影响他们的关系需求满足和自我效

能感水平。 
最后，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可能与互联网的普及有关。互联网的普及为中学生学习和交流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频率和时长大

幅度增加，网络成瘾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化、低龄化[20] [21]。这可能会使中学生在面对挫折时更倾向于采

取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替代正面解决问题，从而对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造成了消极影响。与此同时，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我国有 24%的 10~18 岁学生曾遭受网络欺凌[22]，这可能导致中学

生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和无助感等[23]。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无法有效应对

这些情绪和压力，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这些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4.2. 提升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对策 

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可能与我国离婚率、家庭规模数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有关。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有助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对策： 
首先，我国离婚率的变化可能会对中学生家庭环境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学生对环境的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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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感降低，造成了效能感的下降。要改善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重家庭婚姻满意度的提升。研究发

现，婚姻冲突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然而夫妻双方在相处过程中，由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

差异，冲突的产生在所难免，而积极的应对方式(如及时沟通、避免一味指责谩骂)不仅对婚姻满意度有保

护作用[24]，也有助于为中学生处理紧张关系提供正确的示范，有助于效能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中学生

父母在离婚后，应格外关注子女的心理与行为状况，注重环境变化、家庭氛围改变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才有助于减少父母离婚后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下降。 
其次，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会对中学生自我效能感产生消极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父母可以通过在

家庭决策中给予中学生的一定参与权，鼓励其独立完成作业，以及支持其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等方式，

有效提升中学生的控制需求和自主需求。同时，定期开展开放性家庭对话，共同参与亲子活动，以及积

极表达爱和尊重，可以优化亲子关系，增强青少年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父母应该在尊重中学生个人

隐私和空间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自主需求和关系需求，

从而促进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最后，互联网的普及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采用不科学的手段限制中学生的网络使用，不仅难以对

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还可能会激起中学生的逆反心理，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一方面，学校可以

通过团体辅导、团体矫正等方式增强中学生情绪调节能力；通过建立理性的认知模式，增强中学生心理

危机处理能力；通过提升中学生改变现状、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另

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应该加强对网络系统的监管，净化网络环境，打击网络欺凌行为，减少消极的网

络环境对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4.3. 本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上述有价值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仅分析了自 2011 年至

2022 年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变迁，未来的研究可延长文献收集年限，从而对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

进行更加宏观的分析。第二，自我效能感具有领域特殊性[25]，个体在不同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有较大

的不同，如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自我效能感并不一定高。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

在一般自我效能感之外，研究其他常见的效能感变化趋势，如学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等。

第三，由于缺乏实际有效的数据，本研究并未对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地区等变化差异做分析

与讨论，今后的研究可以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和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运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的方法，对 2011 至 2022 年中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得

到了如下结论：近 10 年来，我国中学生自我效能感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我国离婚率、家庭规模以

及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变有关，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了改善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措施，为提升我国中

学生自我效能感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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