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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研究

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与人格特质关系的调查研究
!!!以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免费师范生为例

姜晓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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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G""

名免费师范生进行自主学习能力与卡特尔
#$Ia

人格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免费师范生

外在目标与学习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专科生入学后与本科生的差异导致其存在不安焦虑的集体情绪状态!缄默'谦虚'理性'

保守'顺从是免费师范生的个性常态!在相关性分析讨论中$免费师范生在支配性'责任性'敏感性以及幻想性的显著人格特

征对其学习外在目标'学习意义'学习焦虑'学习求助以及学习自我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作用&

关键词!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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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从
!""E

年部署六所师范类院校招收免费师范

生至今$师范生的免费教育无论是政策完备性还是

教学管理经验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

段&

!"#&

年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作为省属师范院校

开始招收学前教育专业的免费师范生为学校带来了

优质生源$但同时也为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培养

和成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优质的生源并不意味

着优秀的毕业生和未来优秀的学前教育家$恰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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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两免一补/的政策和定向的工作制约着免费师

范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他们自主学习能

力&进入大学后$自主学习作为自我意志控制的过

程应该是每一名高校在校学生特别是师范生应该具

备的能力$因为无论是应对大学课程还是未来教书

育人的工作$知识的更新以及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

都是未来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所以克服免

费师范生的这个.心结/$帮助他们学会制定学习目

标$提高学习效果$不断强化对自身学习状况$进行

积极主动控制和调试的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认知和理解的水平依赖于

个人的智力水平$但对个人学习起到启动'导向'维

持和强化作用的则由非智力因素决定&

*

#

+这就是为

什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

语5雍也-#$一个人学习的好坏不是由智力因素决

定的$而是由其.兴趣/'.爱好/'.情绪/'.意志力/等

一系列非智力因素决定的&人格作为引发人行为和

主导人行为导向因素$同时也作为教育工作者实现

教育价值所必备的品质$其具体差异性将使得对未

来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具针对性&

*

!

+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文对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

级和
!"#G

级本

专科各
!""

人$共计
G""

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得有效

问卷
&G!

份$其中本科生
#$#

份$专科生
#D#

份&

#二$调查工具

本研究调查通过运用两种量表工具来完成$分

别是卡特尔
#$

种人格因素问卷"

#$IK

人格问卷#$

和由朱祖德等人在
d2774*7,++

自主学习理论基

础上$根据我国大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编制的,大学

生自主学习量表-$两项量表均有有较好的效度和

信度&

#三$施测过程

测试内容由学生在计算机上操作完成&在实施

测试前$对被试班级的辅导员'负责教师进行专门的

辅导与培训$讲解测试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数据处理

本文所得数据均运用
/I//#"?"

软件进行统计

和处理所得&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的基本状况

根据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量表调查可知$免费

师范生整体的自主学习各维度平均得分较为理想$

但自主学习各因子得分出现两极分化趋势$表现为

各因子得分中最高分和最低分差距较大$见表
#

&

表
#

!

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基本状况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自我效能均分
&&B "?$E #"?"" G?!! "?E$

内在目标均分
&&B "?&D $?"" G?EG "?$B

学习控制均分
&&B !?G& B?!% G?B$ !?G!

外在目标均分
&&B #?"" G?"" &?#% #?!$

学习意义均分
&&B !?"" $?"" G?GE "?%D

学习焦虑均分
&&B #?"" $?"" &?BE "?D#

一般方法均分
&&B "?&& B?%! G?B" "?D$

学习求助均分
&&B "?!! B?D% G?"# "?D!

学习计划均分
&&B "?$E E?B" G?"E "?D$

学习总结均分
&&B "?"" E?!" G?&# "?D&

学习评价均分
&&B "?"" %?"" G?!B "?DB

学习管理均分
&&B "?"" D?!B !?E% #?"$

#二$本"专科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表
!

显示的是对本'专科免费师范生的自主学

习各因子的检测结果$专科免费师范生的在学习焦

虑因子这项得分远低于本科免费师范生&

表
!

!

本"专科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差异分析

学历
6 \e/J ;

自我效能
专科

#D# !B?"&eG?!ED

本科
#$# !B?$DeG?DB%

A#?&#&

内在目标
专科

#D# &E?D&eB?"!%

本科
#$# &E?%%eB?&$&

A"?!DE

学习控制
专科

#D# &"?EDeG?G$$

本科
#$# &&?!#e!G?#E"

A#?&#!

外在目标
专科

#D# %?G"e!?GE&

本科
#$# %?EEeG?D$D

A"?DED

学习意义
专科

#D# D?EEe#?BB%

本科
#$# %?##e!?&&!

A#?$"%

学习焦虑
专科

#D# #&?%#e&?&!$

本科
#$# #G?E!e&?#&!

A!?!%&

#

一般方法
专科

#D# B&?D#e%?D!B

本科
#$# BG?!Ee#"?%!!

A"?G#"

学习求助
专科

#D# &$?#$eE?G"%

本科
#$# &$?#DeE?G#G

A"?"!&

学习计划
专科

#D# !G?#BeB?EDD

本科
#$# !G?$DeG?&%B

A"?%GE

学习总结
专科

#D# !#?BGeG?!DB

本科
#$# !#?B#eG?"B&

"?"$B

学习评价
专科

#D# #!?E%e!?G!#

本科
#$# #!?E&e!?$DG

"?!!$

学习管理
专科

#D# #"?D&eG?&G$

本科
#$# ##?B#eG?#!E

A#?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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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费师范生
#$IK

人格因素的调查

通过对免费师范生进行卡特尔
#$Ia

人格因素

问卷测试$免费师范生在聪慧性'稳定性与责任性以

及忧虑性因素中呈现高分特征$而在乐群性'支配

性'敏感性'幻想性'开放性以及独立性这六项人格

因素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低分特征&

#四$免费师范生
#$IK

人格因素与自主学习的

相关性测试

对免费师范生的
#$IKa

和自主学习得分进行相

关性分析$通过表四筛选出几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聪慧性人格因子与外在目标'学习意义呈正相关!支

配性与学习焦虑呈负相关!责任性人格因素与自主学

习的学习控制'学习求助因子呈正相关$与学习焦虑

因子呈负相关!敏感性与学习求助呈正相关!幻想性

与自我效能呈正相关!忧虑性与自我效能呈负相关&

表
&

免费师范生
#$IK

人格因素基本状况

人格

因素
人数

低分特征 标准分 高分特征

"

$

B

#

#AG BA$EA#"

"

%

$

#

乐群性
&G!

缄默孤独
G?&

和群外向

聪慧性
&G!

迟钝'学识面窄
$?%

聪慧'富有才识

稳定性
&G!

情绪激动
$?&

情绪稳定

支配性
&G!

谦虚顺从
&?E

好强固执

兴奋性
&G!

严肃审慎
B?!

轻松兴奋

责任性
&G!

权宜应付
E?#

有恒负责

敢为性
&G!

畏缩退却
B?#

冒险敢为

敏感性
&G!

理智'注重现实
&?B

敏感'感情用事

怀疑性
&G!

依赖随和
B?D

怀疑刚愎

幻想性
&G!

现实'合乎常规
G?D

幻想'狂放不羁

事故性
&G!

坦白直率'天真
B?$

精明能干'世故

忧虑性
&G!

沉着有自信
$?!

忧虑'抑郁烦恼

开放性
&G!

保守'服从传统
G?B

自由'批评激进

独立性
&G!

依赖'随群附重
G?G

自主'果断

自律性
&G!

不拘小节
B?E

自律严谨

紧张性
&G!

心平气和
B?#

紧张'困扰

表
G

!

大学生
#$IK

人格因素与自主学习的相关分析

自我效能 内在目标 学习控制 外在目标 学习意义 学习焦虑 学习求助

乐群性
"?"!B "?"B! A"?"!D A"?"B# A"?"&D A"?"G! "?"!#

聪慧性
"?"DE "?"!& A"?"#B

"?#G"

#

"?##&

#

" "?"$B

稳定性
"?#G!

##

"?#!D

#

"?#$G

##

"?""$ "?"$G "?#GE

##

"?"D$

支配性
A"?"!$ "?"B% A"?"## "?"#% A"?"%%

A"?#"E

#

"?"&!

兴奋性
"?"#! "?"&G A"?"#! A"?"GB "?"G& A"?"BD "?"#&

责任性
"?"$# "?"GE

"?#G%

##

"?"!% "?"$B

A"?#!D

#

"?!B&

##

敢为性
"?#"B "?"D& "?#!B

#

A"?#G$

##

A"?""D A"?!"B

##

"?"E%

敏感性
"?"GG "?"D# A"?""$ "?"GG "?"&G A"?""G

"?#"%

#

怀疑性
A"?"#E A"?"# A"?"GG "?#!%

#

"?"G& A"?""% A"?"B!

幻想性
"?#!#

#

"?"E% "?"B "?"##

"?#G&

##

A"?""%

"?##D

#

事故性
"?"# A"?"#& " A"?"#! A"?""E A"?"&# A"?"E&

忧虑性
A"?#EB

##

A"?"DD A"?"#E "?"E A"?"D#

"?!&%

##

A"?"G&

开放性
"?"&# "?"&B "?""$ "?""# A"?"G# "?"DB "?"!E

独立性
"?""& "?"!D "?""# "?"B& "?"&&

"?##G

#

"?"&%

自律性
"?#!%

#

"?#"%

#

"?"# "?#&&

#

"?!!&

##

A"?"E% "?#G%

##

紧张性
A"?"%$ "?"!B "?"# "?"GD A"?"!G

"?#$E

##

A"?"B!

四"分析与讨论

#一$免费师范生外在目标与自我学习管理能力

相对欠缺

在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的调查中可知$自主学

习各因子的得分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与得分最高的

内在目标
G?EG

分相比较$外在目标与学习管理二者

的得分分别是
&?#%

'

!?E%

$这反映出免费师范生在

外在目标模糊的同时$自我学习管理的能力同样有

所欠缺&外在目标项目反映的是学生对外部奖励以

及他人竞争意愿的强弱$得分高者意味着该生渴望

通过竞争与努力获得外部的奖励与奖赏并且意愿强

烈$反之则呈现出对与人竞争获得与自身学业关系

不大利益的冷漠$而免费师范生就是后者&免费师

范生虽然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免费师

范生与普通师范生在学业完成与就业领域处于完全

割裂的两个体系&例如$当普通师范生拼命通过专

业培训提高自身职业能力以期为未来就业增加.资

本/时$免费师范生似乎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课程学

习$因为就业对他们只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考验$两

个集体在求职等方面的差异致使他们对于外部奖励

以及与他人竞争的态度意愿上产生巨大的差异&

学生生源质量的优越$似乎也意味着这些高分

学生在自我学习管理和控制方面能力出众$但是根

据表
#

的结果却显示$免费师范生在反映自身学习

计划'任务'目标'意义的认知与管理的能力这一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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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最差$这就说明免费师范生无论是在学习计

划的制定上'学习目标的设定上以及学习任务的完

成进度上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这一反常的数据也

印证了免费师范生的通病$那便是竞争'就业压力的

缺乏久而久之影响到学生学习管理能力的现象&

#二$免费师范专科生普遍存在不安甚至焦虑的

情绪

免费师范生中本科生与专科生同属于省属定向

安置的学生群体$其享受的福利待遇个体间不存在

任何差异$甚至早毕业一年的专科生在就业层面还

占据一定的时间优势$但在自主学习各因子的调查

中$在学习焦虑上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学习焦虑

指的是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不能达到目的或不能克服

困难而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

态$而这种情绪状态也存在于免费师范生的专科学

生当中&首先$本专科免费师范生在入学后学历存

在差异&免费专科生虽是专科生$但其大部分都以

二本以上成绩被录取$绝大多数免专学生都是为了

免费生的名额放弃了其他院校二本批次的录取机

会$但分数相差不大却使得两个群体学历上的巨大

差异难免会使得专科生心有不甘!第二$入学后培养

方式不同&学历层次的不同必然会使得两个群体走

上两条不同的培养之路$而学生无法理解人才培养

模式区别与意义$他们看到的只有区别与不同&例

如同样一门课程$本科生课程以双语方式教学$而专

科生则依然遵循传统的教学方式!第三$求职就业的

差距&虽然免费专科生会早于本科生进入幼教岗

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优先填补进入一些优

秀的公办幼儿园$因为学历层次的差别$幼儿园更愿

意接受本科层次甚至更高层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

差异性的存在必然会使得焦虑与恐慌在专科生这个

集体蔓延和传染$从而影响到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和提高&

*

&

+

#三$免费师范生的性格特征多呈现出缄默"谦

虚"理性"保守的整体特征

在人格特质测试中的分值大小没有好坏善恶之

分$而是反映一类人群或个体稳定的'习惯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风格&首先$免费师范生的乐群性平均分

值低于标准分为
G?&

分$反映了这个集体在学习和

工作中所倾注的关注水平低于他人关心的程度$在

生活中也并不善于与人交往并且缄默孤独&而在支

配性方面$免费师范生得分最低$说明了该集体中的

多数不经常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倾向于让他

们支配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他

人$谦虚顺从则成为他们的标签&这两种个人特征

反映了免费师范生的一个整体现状$即以女生为主

的环境且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农村&在学前教育专业

的免费师范生班级中$男生成为了.稀缺物种/$而没

有男生的纯女生班级更是常态$这种不合理班级结

构久而久之会使得班级的整体性格特征呈现出小集

体'交往冷漠的状态&此外$由于多数学生来自农村

或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偏远地区$从小在沟通和交际

方面的不擅长$使得进入新的环境的后更加沉默'封

闭'寡言少语&

免费师范生在敏感性测试中的表现反映了他们

在进行判断时更加理性和现实$在幻想性中的分值

状态则意味着该群体多数人在学习和实践中善于实

践而非善于讨论和批判$同样在开放性的和独立性

的调查中免费师范生仍然呈现出低分状态$即不爱

尝试冒险和新的做法与理念$循规蹈矩$保守服从以

及依赖群体则是他们的重要特征&

总之$这几项人格因素所反映的免费师范生的

特性就是%理性'现实'保守'服从和依赖&在选择免

费师范生这个专业或职业时$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

家长亲属$最为看重不是对专业的喜好或是对专业

未来前景的看好$而是政策的.福利/$这个理决定反

映出了这些学生大多是较为理性和现实的人$对于

免费师范生这个集体而言$并不是免费教育政策选

择了这一群人$而是他们主动地选择了这一条现实

和保险的成长之路&在进入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

后$学生的出路被固定$对于他们而言$似乎进入了

一个.保险箱/$而在大学的生存似乎又是.走过场/

般简易$所以这个群体对于这种.既定现状/表现出

来只有服从和依赖&

#四$免费师范生人格因素与自主学习的相互关

系讨论

关于免费师范生人格与自主学习能力相关性的

研究$笔者只讨论几项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意义的

数据&

第一$支配性与责任性在人格因素测评中呈现

低分特征&而这两项因素又与学习焦虑成负相关$

这就说明免费师范生在善于服从'遵从规则的同时

却不善于支配影响他人$对学习'考试'未来工作常

伴有焦虑情绪&免费师范生善于遵从并意味着喜好

遵从$虽然处于一个设定好了培养路线$但对于未来

仍然可能出现的变数$即工作地点'工作单位的难以

选择性使得他们在学习中极易出现惆怅和焦虑的负

面情绪&

第二$在忧虑性测试中免费师范生呈现出高分

特征"即在学习和生活中有很大的困惑#&由于忧虑

$#



!

总
&!

卷 姜晓玲%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与人格特质关系的调查研究

性与自我效能成负相关$这就意味着免费生由于对自

身现状的忧虑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学习过程中的成就

感产生怀疑和不确定&看似是个不存在忧虑和困惑

的集体$但在首届省属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制度仍然不

够成熟$例如双选会的召开形式'西安公办幼儿园给

予我院的编制数量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定论&

第三$免费师范生敏感性测试中显示其进行决

策的逻辑性较强&并且相关性分析中敏感性与学习

求助呈正态分布$所以免费师范生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困难后倾向于自我解决而非寻求帮助&,论语-中

的.不耻下问/$这既是学习中应该的谦虚的态度$同

时也是学习积极主动的一种体现$因为别人的看法

和见解可以给你启示$而大学教育倡导的便是思考'

讨论和批判精神$而这离不开与他们进行交流与求

助$免费师范生进行判断和决策时较强的逻辑性是

其优势$但在遇到困难时不善沟通与求助$限制了他

们思维的拓展$制约着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第四$幻想性人格因素与学习意义呈现正相关&

免费师范生的幻想性人格因素呈现低分特征即现实

主义者$倾向于脚踏实地做某事$循规蹈矩的处事风

格$这就反映其对于学习有用的认知方面是持一种

消极的态度&免费师范生从入校后到毕业前都是在

免费师范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学习和生活$诸多的

福利也伴随着许多苛刻的限制$例如考研的限制$贫

困助学金评比的限制以及未来工作地点的限制等

等$缺乏自主性的学习生活使得他们更加现实$这便

影响到了他们学习投入效果以及对自身学业是否有

用产生怀疑&

五"结语

在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中显示$免

费师范生在外在目标以及自我学习管理方面存在着

不足&在这个整体中$导致其存在焦虑的集体情绪

状态&免费师范生的人格特征多呈现出缄默'谦虚'

理性'保守'顺从的整体性格特征&在与自主学习进

行相关性分析可知$免费师范生在支配性'责任性'

敏感性以及幻想性的人格特征对学习外在目标'学

习意义'学习焦虑'学习求助以及学习自我效能有着

重要影响作用&对免费师范生的培养应在考虑其人

格特征的基础上$注重对其外在目标与自我学习管

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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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结构歧义的产生$即表层结构"语音#相同$

但深层结构"语义#不同&因此$可从不同的角度来

诠释小贩的叫卖$可以理解成.两瓶冰镇汽水五毛

钱/或是.一瓶冰镇汽水售价是两个五毛钱/&小贩

先是利用了这个句子第一种解释来吸引顾客$然后

又用第二种解释来欺诈他&显然$这一类型的蓄意

歧义会误导受话者$并不值得提倡&

总之$蓄意歧义作为语言的表达方式$既是对语

言选择的体现$又是语言使用者实现其交际意图的

策略&歧义的蓄意运用是一种有高度意识的'有目

的的行为$它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层面对语言作出具

有高度灵活性的选择&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目的$人

们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语言&通过对蓄意歧义全面的

了解$可以指导语言使用者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理解

英语语言的使用特点$帮助语言使用者正确和恰当

地运用蓄意歧义$以增强语言表现力$达到特殊的交

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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