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4

5

2,+6(*7,-8+294*:2;

<

!!

')-

<

=!"#$

>(-=&!

!

6(=%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A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A/'HA%F

%

作者简介!王宁(女(陕西蓝田人(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师教育!张琰(女(江

苏徐州人(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团体心理辅导在改善学业不良幼师生

学业自我效能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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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通过设计并实施"提高学业自我效能感团体辅导方案#(对
&"

名学业不良幼师生进行实验干预研究(发现团体

心理辅导对提高学业不良幼师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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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业不良是高校教学管理部门亟待解决

的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学业不良的原因进

行过较多论述(其中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因素对学

业成绩有着较强的预测效果(且学业自我效能感高

的大学生有着较强的内部学习动机&

#

'

(并有着较高

的追求成功的动机(较低的避免失败的动机&

!

'

*随

着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的提高(主动的学业

求助行为也会增加&

&

'

(而学业求助行为对学业成绩

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另有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效能

感与学业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对学生实施学业

效能感干预(能有效改善学业拖延行为&

A

'

!学业自我

效能感能有效预测学业倦怠(可以通过提高学业自

我效能感来降低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

@

'

*

笔者所在幼儿师范院校同样存在一部分学业不

良学生(因为在校时间短$两年半%(课程多$理论课

程和技能课程%(给学业不良幼师生的帮扶转化工作

带来诸多挑战*笔者选取本校受到学业警示的幼师

生作为学业不良学生样本(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及访

谈(同样发现学业不良幼师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总

体水平较低(成为阻碍其学习动力及学业成绩的重

要影响因素*为提高这部分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

感(笔者及课题组通过多种干预措施来帮扶学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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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学生(而团体心理辅导是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

樊富珉&

$

'认为(团体心理辅导既是一种心理辅导和

治疗的方法(也是一种促进人格发展和预防心理困

扰的有效的教育活动*因此(利用这一经济有效的

形式对学业不良学生进行干预是较佳的选择*

一%被试选择

选取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受到学业警示

的学生
&"

人(将这
&"

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
#@

人*

二%研究工具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由华中师范大学的梁宇

颂编制(该量表把学业自我效能感分为学习能力自

我效能感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问卷的
U*(+X

P,L0,

系数分别为
"=T!"

和
"=%@!

(表明该问卷的信

度较高&

%

'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从完全不相符$

#

分%到完全相符$

@

分%*

三%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过程

本研究按照前测1干预1后测1结果分析的总

体思路进行*前测和后测均采用量表法进行*通过

访谈(确定自愿参与实验学生
&"

人(随机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每组
#@

人*对实验组实施连续
$

周(

每周一次(每次
F"

分钟的团体心理辅导(对照组不

作任何干预*前测中(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对

学业不良幼师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初步统计(

发现辅导前两组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没有显

著差异*在对实验组进行团体辅导干预后(再次对

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照分析团体辅导的效果*

最后(对实验组与控制组学生进行学业情况追踪(检

验两组学生在团体辅导实施前后挂科率上的差异(

以期进一步验证团体辅导的效果*

'二(统计处理

运用
/G//#T="

统计软件对数据结果做分析*

'三(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表
#

(

表
#

!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总体设计

单元 目标 设计理念 活动内容 材料

第
#

次相

逢是首歌

团体成员初步

认识!建立团队

凝聚力和信任

感!阐 明 团 体

契约*

有效的团体需要创

造条件带动团体的

动力(使团体成员

相互信任与合作*

暖身)相似圈练习

滚雪球式自我介绍

澄清团体目标

介绍和商定团体契约

爱心小天使

作业)独特的我!我的素描

EA

纸,大白纸两张

黑色粗白板笔一支

小纸片,笔

"独特的我,我的素描#习

作纸

第
!

次天

生我才

深入认识自我(

发现自身优势

与资源(激发自

我效能感*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卡文顿发现(自我

接受的需要是人类

最高的需求(只有

个体感觉到自己有

价值(他才能接受

自我(信任自我*

播洒爱心祝福

同舟共济

独特的我!我的素描

我的百宝箱

阅读材料

作业)我的学习成与败

"天使祝福#纸箱

大报纸若干

"百宝箱#习作纸

阅读材料"塑造成功的自我

形象#

第
&

次我

本爱学

学会合理归因(

乐于承担责任!

在交流分享中

找到解决学习

问题的办法*

成败归因理论认

为(内归因的人认

为自己能控制环

境(更愿意承担责

任(追求成功的动

机更强*

播洒爱心祝福

解开千千结

分享作业"我的学习成与败#

阅读材料"老人和孩子#,"奥巴马

中小学演讲#

@=

秘密大串烧

小纸片

笔

阅读材料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续表
#

单元 目标 设计理念 活动内容 材料

第
A

次美

丽心情

处理关于自我,

学习,考试的负

面信念(调节自

卑, 焦 虑 等

情绪*

班杜拉认为(积极

情绪下人的效能信

念提高(消极情绪

下人的效能信念

降低*

播洒爱心祝福

信任圈

情绪遥控器$前半部分%

遭遇非理性

情绪遥控器$后半部分%

"情绪遥控器#习作纸,"常见

非理性信念#阅读材料

"对抗拖延症步骤表格#

第
@

次做

命 运 的

主人

提高成员应对

压力的能力,时

间管理的能力

和自我管控的

能力*

对于自我效能感低

下的个体(传授抗

压策略(训练自我

管理能力能有效促

进效能感提升*

播洒爱心祝福

成长三部曲

我的压力圈

头脑风暴)缓解压力的方法

时间馅饼

对抗拖延症

"压力圈#材料

"时间馅饼#材料

第
$

次我

的未来不

是梦

引导成员思考

未来(树立奋斗

目标(乐观面对

分离*

目标是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因素之一(

制定具体的,接近

的,难度适宜的目

标是提高自我效能

的有效手段*

播洒爱心祝福

十年后的我

花样年华

优点轰炸

小天使送祝福

合唱"阳光总在风雨后#

EA

纸

一盒油画棒

"花样年华#材料

"歌曲#伴奏,歌词若干份

'四(方案实施过程

团体初始阶段$第
#

次%)使成员相识(澄清成员

期望(介绍小组目标和契约(建立团体*

过渡阶段$第
!

次%)培养团队信任和凝聚力(促

进成员开放自己(讨论学业压力*

工作阶段$第
&?@

次%)完成团体具体目标(促

进成员自我探索和接纳(发现优势和资源(激发自我

效能感(树立目标(激发学习动机(训练自我管理(培

养合理认知*

结束阶段$第
$

次%)处理分离焦虑(提高成员自

信(展望未来*

四%研究结果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比较'见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数据中(由两独立样本
;

检验的结果可知(两组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无

显著性差异$

J$

"="@

%(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

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基本等值(可比性较好(可进行后

测比较*

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数据的差异性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

学业自我

效能感
@T="%h##=$T $@=@&h#&="F ?#=$@

'二(团体辅导效果分析

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
!

$组别)实

验组和对照组%

&

!

$性别)男和女%

&

!

$是否独生子

女)独生和非独生%

&

!

$测试时间)前测和后测%四因

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其中(性别,是否独生和组别

为被试间变量(测试时间为被试内变量$见表
&

%*

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

J#

"="@

%!测量时间
&

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J#

"="@

%*在交互作用显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简单效

应分析(结果发现)测试时间在组别上的简单效应显

著(即实验组的前测分数显著低于后测分数$

J#

"=""#

%(对照组的前测分数与后测分数无显著差异

$

J$

"="@

%$见图
#

%!组别在测试时间上的简单效应

显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分数无显著差异$

J$

"="@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后测分数差异显著$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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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图
!

%*

表
&

四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 G

测试时间
##%F=!T # ##%F=!T %="F "="#

测试时间
&

组别
!A&!="% # !A&!="% !"="@ "=""

测试时间
&

性别
!!A=$! # !!A=$! #=&A "=!@

测试时间
&

是否独生
#$A=%A # #$A=%A #="# "=&!

测试时间
&

组别
&

性别
!!A=$! # !!A=$! #=T! "=#T

测试时间
&

组别
&

是否独生
!%=#$ # !%=#$ "=!% "=$#

测试时间
&

性别
&

是否独生
!$=#@ # !$=#@ "=#$ "=$F

组别
A#$="% # A#$="% !=#! "=#&

性别
"=## # "=## "=""# "=FT

是否独生
&#A=A$ # &#A=A$ #=%A "=#F

组别
&

性别
#A=%" # #A=%" "="T "=%T

性别
&

是否独生
!T$=#T # !T$=#T #=@% "=!!

组别
&

性别
&

是否独生
AA=@$ # AA=@$ "=!T "=$"

测量时间
&

组别
&

性别
&

是否独生
#@=FF # #@=FF "=#% "=$F

图
#

!

测试时间在组别水平上的简单效应分析

图
!

!

组别在测试时间上的简单效应分析

'三(对学生成绩追踪情况

团体辅导从上学期中期开始(至上学期末期结

束(对
&"

名学业不良幼师生的考试成绩进行追踪调

查(并检验实验组与控制组学生在团体辅导前后挂

科率$挂科数除以总科目数%上的差异(以期进一步

验证团体辅导的效果*

如表
A

所示(在实验组与对照组挂科率数据中(

根据独立样本
;

检验的结果可知(两组学生在团体

辅导实施前(挂科率上的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

J$

"="@

%(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挂科率相当*而对实

验组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再对比两组学生的

挂科率(发现两组学生在挂科率上的得分出现非常

显著性差异$

J#

"="#

%*

表
A

!

实验组与对照组挂科率数据的差异性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 G

$团辅前%

挂科率
"=!!h"=## "=!&h"=## ?"=#F "=T@

$团辅后%

挂科率
"="$h"="% "=!$h"=#% ?A="F "=""#

&&

!!

通过访谈得知(所有参与团体辅导的学业不良

幼师生其挂科数量及挂科率均有所下降(其中
%

名

学生消除学业警示(即挂科率为零*而对照组学生

中仅
!

名同学消除学业预警(但是有
F

名学生挂科

率上升*

五%结果讨论

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通过以上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数据分析对比可知(参与团体辅导的学业不良

幼师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未做任何干预的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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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良幼师生(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对改善学业不良

幼师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效果(而且通过团

体辅导提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果非常明显

地体现在了实验组学生的期末考试学业成绩上(每

一位实验组学生均降低了挂科率(降低了学业预警

等级(其中七位学生取消学业预警*

团体辅导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本研究根据相关

自我效能感理论,心理辅导理论并结合学习心理理

论(设计了六个单元的团体辅导活动方案*该方案

主要通过营造安全接纳的团体人际氛围(进行自我

强化,归因训练,情绪管理以及学习品质等方面的培

养(促进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总体来说(该方案

的设计较为合理恰当(并且从团体辅导的结果来看(

取得了预期的辅导效果*但是在实施该方案的过程

中笔者发现(单元主题之间相互独立(缺乏递进性(

使得某一话题的探讨缺乏深度(不过这也是结构性

团体的一个弊端(笔者认为可以在将来尝试采用半

结构式团体辅导干预学业不良学生(兼顾探讨话题

的广度与深度*

团体辅导效果的延伸)六次团体活动取得了较

为理想的辅导效果(从前测后测的比较来看(实验组

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到较大的提升(甚至其学

业成绩出现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于

此*在实施团体辅导的过程中会发现(学生学业不

良的背后隐藏了诸多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家庭

功能的失调$有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个性的缺陷,

看待事物的不合理观念(甚至有的学生在价值观上

存在偏颇*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绝不是若干次团体

心理辅导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学生学

业不良的干预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业内容帮扶或学习

品质培养层面(而是需要从整体上提高学业不良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开展个体咨

询(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沙

龙,心理素质拓展等活动来达到此目的*此外(团体

辅导结束后(为了能够使团体辅导的效果得到巩固(

笔者及所在课题组将继续关注实验组学生(通过定

期访谈,学习指导的形式跟进干预*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六次团体辅导(使得成员之间建立起信任的人

际关系(作为学业不良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延伸(

即使团体结束(仍然可以在成员的生活中起到相互

支持的作用(以巩固团体辅导的效果(例如(学生通

过讨论群$线上%,讨论小组$线下%分享个人学习心

得或者成长故事(从而得到同辈的支持*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团体辅导次数

为六次(次数相对不足$一般结构性团体心理辅导以

八次为宜%(且团体性质为结构性团体(每个单元的

主题相对固定(这两种因素使得团体中某些成员的

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建

议需要个别辅导的成员在团体结束后继续进行个体

咨询*第二(被试选择的问题*笔者在选取被试时

仅是根据本校教务处提供的学业预警名单(随机选

取了学业预警级别相似$挂科数目相似%的
&"

名学

生(没有考虑其他人口学变量(因此在被试同质问题

上不够严谨(不能充分说明团体心理辅导是促进学

业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唯一原因*在后续的学业成绩

追踪时发现(对照组有两名学生在没有经过团体心

理辅导的情况下消除学业预警*因此(在将来的研

究中应该注意被试选择的问题(尽量做好变量控制*

综上(团体心理辅导是改善学业不良学生学业

自我效能感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是可以在高校普

遍推广的学业不良干预模式*在干预过程中要注意

被试$团体成员%选择,方案设计以及后续跟踪问题(

确保学业不良干预效果得到巩固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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