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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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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的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学业自我概念

的建构一直是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前$交互影响模型)大鱼小池效应)内*外参照模型及其相关整合模型

是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主要理论模型$揭示了比较方式对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重要影响性&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强对学业

自我概念建构的跨文化研究)加强不同比较方式之间的整合研究)改善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范式&

关键词!学业自我概念!交互影响模型!内*外参照模型!大鱼小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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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作为人格发展的核心$对个体行为具

有重要的定向和调节作用$与人的个性品质的完善

和社会性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

,

&自从
01-:5.;),

$

c*?,5+

和
0<-,<),

将自我概念划分为学业自我概

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以后+

!

,

$学业自我概念便引起

了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视角

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

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的比较稳

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

&

,

&近年来$在已有的学业自

我概念研究中$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是研究者最为

关注的主题之一&到目前为止$研究者提出了多种

建构学业自我概念的理论或模型$然而$这些理论或

模型各自的优缺点如何$哪种理论或模型更为合理$

未来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还

没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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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述评
'

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已有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

进行系统的述评$以期对其有一个更加深入系统的

认知和理解$从而促进和激发研究者对其进行进一

步的探讨&

一"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理论或模型

目前$关于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者主要提

出了以下几种理论或模型$即交互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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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参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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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关整合模型&

#一$交互影响模型

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学业成绩的好坏是评价

其学业能力的最主要指标之一&因此$学业成绩自

然是建构学业自我概念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拥有

较好学业成绩的学生往往对自身学业能力有更为积

极的认知)体验和评价$即习得较高的学业自我概

念+

!

,

&同时$学业自我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动机变

量$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拥有

较高学业自我概念的学生往往也会有更好的学业成

绩+

'

,

&基于此$

_-+;1

及其同事提出了交互影响模

型+

DBI

,

&交互影响模型认为学业自我概念和学业成

绩是相互影响的$学生先前的学业成绩会影响其后

来的学业自我概念$同时$学生先前的学业自我概念

也会影响其后来的学业成绩&目前$该模型得到了

大量的跨文化和元分析研究结果的支持+

CB$

,

&交互

影响模型表明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是以学业成绩为

基础的$同时学业自我概念又能进一步促进学业成

绩的提高&

#二$大鱼小池效应

尽管研究者普遍认同学业成绩是建构个体学业

自我概念的基础$较好的学业成绩往往导致较高的

学业自我概念&然而$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学校情

景中$尽管重点学校或班级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

于普通学校或班级$但其学业自我概念并不总是显

著高于普通学校或班级学生&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的

结论$

_-+;1

及其同事提出了大鱼小池效应的理论

模型"见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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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模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是因

为人们往往忽略了参照系的作用&学生根据不同的

参照系或比较标准评价自己时$同样的学业成绩能

够导致不同的学业自我概念+

##

,

&在大鱼小池效应

模型中$学生所在学校或班级中其他学生的平均能

力水平被视作其比较的标准或参照系+

#!

,

&对于重

点学校或班级的学生来说$其所在学校或班级的平

图
#

!

基于大鱼小池效应#

]N[M̀

$的路径预测模型

均成绩水平较高$相比之下$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

成绩低于学校或班级的平均成绩$在学校或班级中

只能是-小鱼.$从而导致其学业自我概念下降&相

反$进入低能力水平学校或班级的学生$其学业自我

概念很有可能得到提升&因此$大鱼小池效应的路

径模型假定为在控制个体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

的显著正向预测后$学校或班级平均成绩对个体学

生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

&大

鱼小池效应表明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不仅仅受

自身学业成绩的影响$同时受到其所在学校或班级

的平均能力水平的影响$强调了社会比较在学业自

我概念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在许多国家

及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支持了大鱼小池效应的

存在+

#'B#I

,

&

#三$内,外参照模型

根据
01-:5.;),

等人的自我概念模型$由于语

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因此语文自我概

念和数学自我概念也应该呈显著正相关+

!

,

&然而$

后来的实证研究却发现$虽然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

呈显著正相关$但语文自我概念和数学自我概念之

间的相关性却几乎为
"

+

#C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_-+;1

提出了内*外参照模型"见图
!

#

+

#$

,

&

图
!

!

R

,

_̀

的路径结构图

该模型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学生

同时了使用内部和外部两个参照系或比较过程来建

构自己特定领域的学业自我概念&通过外部比较$

学生将自己的语文成绩"或数学成绩#与其他同学相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比较$其语文成绩"或数学成绩#越高$语文自我概念

"或数学自我概念#也就越高&即外部比较导致语文

成绩"或数学成绩#与语文自我概念"或数学自我概

念#具有显著正相关!通过内部比较$学生将自己的

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相比较$如果其语文成绩高于

数学成绩$其将获得相对较高的语文自我概念和相

对较低的数学自我概念&反之$其将获得相对较高

的数学自我概念和相对较低的语文自我概念&即内

部比较导致语文成绩与数学自我概念)数学成绩与

语文自我概念呈显著负相关&在内*外两种比较过

程共同作用下$语文自我概念和数学自我概念几乎

呈
"

相关&

和上述两个模型一样$内*外参照模型也在许多

国家及文化背景中得到了验证+

#%B!#

,

&

_-+;1

和
_j..5+

通过对内*外参照模型已有研究

的总结和提炼$认为该模型的内部比较过程实际上就

是维度比较过程$并提出了系统的维度比较理论"

G3W

85,;3),-.E)8

>

-+3;),V15)+

=

$

GEV

#

+

!!

,

&维度比较

是指个体将自身某领域的能力与自身另外某一领域

的能力相比较的过程$如某学生将自己的语文能力与

数学能力相比较&同时$从内*外参照模型的内涵可

以看出$该模型的外部比较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比

较&因此$内*外参照模型实际上在理论上同时考虑

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

中的作用$表明学业自我概念具有学科特异性$个体

具体学科自我概念不仅受到其他同学该学科学业能

力的影响$同时受到自身另一学科学业能力的影响&

#四$整合模型

最近$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交互影响模型)大鱼

小池效应还是内*外参照模型$任何单一模型或理论

都不能完全解释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于是$

研究者开始试图对上述几种模型进行整合$以期能

够更加合理地解释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目

前$这些模型的整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交互

影响模型和内*外参照模型的整合$二是大鱼小池效

应和内*外参照模型的整合&

#A

交互影响模型和内/外参照模型的整合

虽然内*外参照模型和交互影响模型得到了大

量研究的验证$但近年来研究者发现这两个模型也

各自有其局限性&内*外参照模型虽然考虑了学科

间学业能力对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影响$但大多数

为横向研究&交互影响模型虽然采用纵向追踪研究

的方式考察了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但却忽略

了学科间学业能力对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影响+

!&

,

&

为了充分利用这两个模型的优势$弥补其局限性$研

究者开始尝试将这两个模型整合起来$以期更为深

入地考察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

_j..5+

等人首次将内*外参照模型和交互影响

模型整合成一个模型$即交互内*外参照模型"

\5W

P3

>

+)P-.R,<5+,-.

*

2̀<5+,-. N+-85 )/ \5/5+5,P5

_)Q5.

#$并通过对德国
D

$

$

年级学生进行三次追

踪研究$验证了该模型&该模型预测在学科领域内

先前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及其学业自我概念对后来的

数学和语文成绩及其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在学科领域间先前的数学和语文成绩对后来的

语文和数学学业自我概念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反过

来$先前的数学和语文自我概念也会对后来的语文

和数学成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

,

&后来在其它学

科领域及采用不同学业成绩指标的研究均支持了该

模型+

!'B!D

,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交互内*外参

照模型实际上从纵向追踪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维度

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A

内/外参照模型和大鱼小池效应的整合

随着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的深入$研究者

逐步发现$虽然内*外参照模型同时考虑了维度比较

和社会比较两种比较方式$但长期以来对内*外参照

模型的实证研究只是验证了维度比较的作用$而仅仅

把社会比较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来对待+

!IB!$

,

&而大鱼

小池效应恰恰是以社会比较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

弥补这一研究缺陷$研究者试图将内*外参照模型和

大鱼小池效应进行整合$以期从实证的角度同时考察

维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对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影响&

E13*

首次使用
VR_00!""&

数据库中
!C

个国

家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数据$将内*外参照模型

和大鱼小池效应整合成一个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分

析结果发现$内*外参照模型)大鱼小池效应及二者

整合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数据拟合度$且整合模型比

任何单一模型都具有更好的数据拟合度&当在内*

外参照模型中加入大鱼小池效应后$内*外参照模型

保持不变$内*外参照模型证明了维度比较的作用$

大鱼小池效应证明了社会比较的作用$因此$二者的

整合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表明维度比较和社会比

较在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中起着明显不同的作

用+

!I

,

&后来$对德国中学生及荷兰小学生的研究同

样支持了这一整合模型+

!CB!$

,

&内*外参照模型和大

鱼小池效应的整合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学业自

我概念的建构可能是以学业成绩为基础$多种比较

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已有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交互影响模型)内*外

参照模型)大鱼小池效应及其整合模型对我们理解

!$



!

总
&&

卷 李振兴$赵小云$郭
!

成%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述评
'

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表明学业自我

概念的建构并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学业成绩$多种

比较信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通过对上述

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加强对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跨文化研究

尽管上述模型在许多国家及文化背景下得到了

验证$但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西方文化或教育制

度下的学生为被试$而以我国大陆地区学生为被试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已有少量研究也大都没有得出

与国外研究一致的结论&比如$对于交互影响模型$

以我国大陆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无论在小学五

年级还是初二)高二年级中$均没有支持该模型+

!%

,

&

对于大鱼小池效应$目前还没有研究以我国大陆学

生为被试对其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而已有以韩国

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却并没有支持大鱼小池效应+

&"

,

&

在传统上$我国和韩国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但

最近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大陆人群越来越多地

呈现出个体主义文化倾向+

&#B&!

,

&那么$处于快速社

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我国大陆青少年是否会呈现出

大鱼小池效应$目前还不得而知&事实上$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文化)民族及教育制

度的特异性+

&&B&D

,

$国外甚至港澳台的研究结果可能

并不能代表我国大陆学生的实际状况&因此$未来

应该加强对我国大陆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

究$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我国大陆学生的学业自

我概念水平$促进其学业发展&

#二$加强不同比较方式之间的整合研究

对上述三种模型及其相关整合模型的研究表明$

比较方式对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上述三种模型及其相关整合模型主要考

察了维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对构建学业自我概念的影

响&然而$比较方式不仅仅包括社会比较和维度比

较$还有时间比较+

&I

,

$如果学生将其当前学业成绩和

以往成绩相比$其对自身学业能力的认知)体验和评

价是否会发生变化$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时间比

较是否在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社

会比较)维度比较)时间比较的各自作用如何$在不同

的学龄段这三种比较方式是否有不同的作用$这些都

是未来研究者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改善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范式

虽然上述三种模型及其相关整合模型说明了维

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通过间接

推断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不能计算出不同比较方式

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效应量$所以并不能说明那种

比较方式的作用更大&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

必要改善已有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或许可以通

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借鉴已

有关于不同比较方式对一般自我概念影响的研

究+

&CB&$

,

$通过实验方式操纵不同的比较信息来进行

研究!二是通过编制同时包含社会比较)维度比较)

时间比较的学业比较方式问卷$借助回归分析或结

构方程模型$通过比较这些比较方式的效应量来判

断不同比较方式在学业自我概念建构中的不同作

用&另外$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具的丰富和完

善$采用
\̀M

)

/_\R

等工具探讨学业自我概念的认

知神经基础也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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