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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发展力度的加大$越来越

多的男生选择了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准备投身于学

前教育事业&但是$由于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开设

的课程对男生来说会有一定的挑战性&本研究的对

象是指参加高考$进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习

学前教育专业$修满三年年限$可以获得大专学历的

男性幼师生&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

关注的焦点$一些大学生因为心理健康问题休学'退

学甚至自杀'凶杀等出现恶性事件&男性幼师生在

内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不

同$更多的是与学业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男幼师

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他的学习和生活$更关系

到今后他们的工作适应和教育对象幼儿的心理

健康&+

,

#

-

学业焦虑感对绝大多数男性幼师生来说都是普

遍存在的负面体验$主要是指男性幼师生由于专业

课程的学习效能感低$或者是学习者本身的抱负水

平超过其本身的实际能力$存在正常水平'轻度焦

虑'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而男性幼师生的学业态

度'学业兴趣'学习方式'考试压力'学习能力'学习

习惯'学业抱负水平'择业期等方面都有可能造成他

们的情绪焦虑与不安&

到
!"#$

年
%

月$根据0中国知网1的相关检索$

研究大学生学业焦虑感等心理健康方面的成果比较

多$但是$基于*大学生学业焦虑+的针对性研究不是

很多$有
$

篇相关研究成果$基于*男幼师生心理健

康+研究有
%

篇$其中个别内容涉及学业焦虑问题&

所以$对三年制男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体验和来源

进行现状研究与分析$探寻二者的相关性因素$能够

更好的促进学业发展$维护三年制男性幼师生的心

理健康$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样

本研究采取整群取样法$对江苏省
3

市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共三个年级的全部三年制男性幼师

生
#BF

名取样$发放问卷数
#BF

份$回收有效问卷

#&A

份&

#二$研究工具

课题组根据0心理压力测量量表"

eg[

#1和世

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目前在精神

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使用最广泛的检查量表0症状

自评量表
/X̀ @F"

1两部量表编制测量问卷$共
%B

题$采取李立特式
B

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计

分$总分从
"

分至
#&"

分$焦虑等级分为四级%得分

"@CF

分为学业体验正常"

6]

#!

A"@$F

分为轻度不

良"

/̀

#!

F"@##F

分为中度不良"

Z̀

#!

#!"@#&"

分

为重度不良"

/S

#&问卷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目

的是了解男幼师生常态焦虑情绪感体验水平及等级

状态!第二部分问卷目的是了解男性幼师生的学业

焦虑感来源$包括学业态度'学业兴趣'学习方式'考

试压力'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业抱负水平'择业期

望等方面的测试项目$多个维度来了解三年制男性

幼师生的学业心理健康程度$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匿

名根据实际情况逐一填写问卷$信度良好"

X*(+̂

=,L0

"

\"?A&

#&

本研究主要使用
/G///RERS/RSX/#A?"

版

作为数据分析工具&

三"现状描述

从受调查样本的整体情况来看$三年制男性幼

师生问卷得分介于
"@CF

分的男幼师生有
##A

人$

处于学业体验正常水平"

6]

#$占有效男幼师生总数

的
AF?BFW

!得分介于
A"@$F

分的男幼师生有
#F

人$处于轻度不良水平"

/̀

#$占有效样本总数的

#!?F%W

!得分
F"@##F

分的男幼师生
A

人$处于中

度不良水平"

Z̀

#$占有效男幼师生总数的
&?AAW

!

得分
#!"@#&"

分的男幼师生有
&

人$处于重度不良

水平"

/S

#$占有效男幼师生总数的
!?A!W

&"数据

保留两位小数点&#

图
#

!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

!!

情况调查得分分布图

#一$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的现状描述

从心境体验调查情况来看$包括*因学习而心情

压抑和不快+*感到有时很急躁+*我的情绪低落+*常

常为如何完成学习任务而忧心忡忡+等测试项$

C?

A$W

的三年制男性幼师生感到情绪时常低落$心境

较长时间处于忧郁状态$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从思想负担体验调查情况来看$包括*常常有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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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紧迫感+*感到精神和思想负担很重+*对学习的热

情已渐渐消失+等测试项$

%?B#W

的三年制男性幼师

生选择紧迫感强烈'思想负担重等的分值$接近或达

到于
/S

级别&

从学业效能体验调查情况来看$包括*有效地处

理学习中出现的任何难题体验+*自信能有效地完成

每项学习任务+*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我会感到非

常愉快+等测试项$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

&?B#W

的

三年制男幼师生选择效能体验差的选项接近或达到

于
/S

级别$

$?!!W

的三年制男幼师生选择学业效能

偶尔差的分值接近或达到于
Z̀

级别&

#二$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来源的现状

描述

从学业态度方面的调查情况来看$有
F?&CW

的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在*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项目上

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A%W

的男幼师生在*所学

专业的就业前景不好$所学专业与自己的不感兴趣+

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B?C%W

的男幼师生在

*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失去方向+项目上接近或达到

于
/S

级别&这些测试项目既是其学业态度不正确

的表现$同时$也是其学业态度不正确$引起学业焦

虑的原因&

从学业抱负水平高低调查情况来看$是有

$?$&W

的三年制男幼师生在*对自己的学业抱负水

平低于自己能力+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有

&?&W

的三年制男幼师生在*对自己的学业抱负水平

超过自己能力+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从学习能力自评水平调查情况来看$

%?%$W

的

三年制男幼师生*上课听不懂+'测试项目上接近或

达到于
/S

级别!

%?A%W

的男幼师生在*不适应大学

的学习方式+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C?C!W

的男幼师生在*想好好学$但学不进去+项目上接近

或达到于
/S

级别!

&?AW

的男幼师生在*学习任务繁

重$经常开夜车+项目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从家庭状况的调查情况来看$

%?%$W

的三年制

男幼师生在*交纳的学费和住宿费很高+*家庭经济

困难影响了学习+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W

的男幼师生在*家庭突发事件影响学习"如家

人患病'离异'死亡等#+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

别!

!?C$W

的男幼师生在*与父母关系紧张+项目上

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从人际关系调查情况来看$

!?"%W

的三年制男

性幼师生在*与老师关系不和谐+项目上接近或达

到于
/S

级别!

!?AW

三年制男幼师生在*与男幼师生

关系处理不好+项目上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

&Y"BW

的男幼师生在*恋爱关系烦恼+项目上接近

或达到于
/S

级别&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前面的调查数据显示$三年制男性幼师生

学业焦虑感程度不同$绝大多数男幼师生处于正常

水平$处于轻度学业焦虑感的一般情况不需要特别

关注或者干预$但是$有
&?AAW

的中度不良水平

"

Z̀

#和
!?A!W

的男幼师生处于重度不良水平

"

/S

#&这就需要分析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

来源的相关性&

#一$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态

度的关系

从学业态度方面的数据来看$课题组把三年制

男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标志为
Ò

$*缺乏明确的

学习目标+因素标志为
DE

!把*所学专业的就业前

景不好$所学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符合+因素标志为

S6R

!*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失去方向+标志为
Z/

&

从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态度关

系来看$本研究假设%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学业态度的几个因素存在显著相关&运用
/G//

/RERS/RSX/#A?"

统计工具分析$通过
G4,*:(+

相

关性统计$双侧相关性
J

值是
"?"&C

$

"?"B

$

"?"!A

$

都低于
"?"B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研究假

设是有依据的$可以看出三年制男幼师生的*学业情

绪低落+与*目标缺乏+因素'*兴趣缺失+因素及*感

到自己前途渺茫$失去方向+因素等方面存在相互影

响的相关性$学业焦虑感与学业态度呈现相关性&

表
#

!

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学业态度因素相关性分析

Ò DE S6R Z/

Ò

G4,*:(+

相关性
#

"?$$C

#

"?FA%

##

"?F!#

#

显著性"双侧#

"?"&C "?""B "?"!A

6 & & & &

!!

#在
"?"B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抱

负水平的关系

本研究假设%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

学业抱负水平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课题组把三

年制男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标志为
Ò

!*学业抱

负水平+标准为
È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级处理$

通过
/G//#A?"

进行
G4,*:(+

相关性分析$

J

值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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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低于
"?"B

的统计学意义$证明三年制男

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抱负水平+因素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过高或者过低设置了超过自身水平的

学业抱负要求$导致其出现学业体验焦虑感趋重的

情况$研究假设成立&

表
!

!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学业抱负水平因素相关性分析

Ò È

Ò

G4,*:(+

相关性
#

"?FFF

#

显著性"双侧#

"?"!$

6 & &

!!

#在
"?"B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三$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学

习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假设%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

学业学习能力个别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课题组

把三年制男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标志为
Ò

!把*上

课听不懂+*想好好学$但学不进去+项目标志为

/8

$把*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项目标志为
/H

$通

过
G4,*:(+

相关性统计$双侧相关性
J

值是
"?"&F

和
"?"!A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研究假设是

有依据的$可以看出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学业学习能力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

/8

与

/H

之间的比较
J

\"?#&"

$说明*上课听不懂+*想好

好学$但学不进去+和*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之间

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
%

!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

学业学习能力因素相关性分析

Ò /8 /H

Ò

G4,*:(+

相关性
#

"?FB#

#

"?FA%

#

显著性"双侧#

"?"&F "?"!A

6 & & &

#在
"?"B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家庭状

况的关系

研究假设%三年制男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家

庭情况的个别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把三

年制男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标志为
Ò

$把*家庭经

济情况+因素标志为
IO

$把*家庭突发事件+因素标

志为
IOZ

$把*与父母关系紧张+标志为
I/

$通过

G4,*:(+

相关性统计$

Ò

和
IO

'

IOZ

双侧相关性
J

值是
"?"&#

'

"?"B

$都低于
"?"B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

意义$说明研究假设是有依据的$可以看出三年制男

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家庭经济情况'突发事件'与

父母关系等因素存在相关性$这些方面的因素会导

致他们精神压力很大$产生焦虑感包括学业焦虑感&

表
&

!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家庭状况相关性分析

Ò IO IOZ

Ò

G4,*:(+

相关性
#

"?$F&

#

"?$A$

显著性"双侧#

"?"&# "?"B"

6 & & &

#在
"?"B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

#五$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其人际关

系的关系

本研究假设%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在校人际关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把三年

制男性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标志为
Ò

!把*与老师

关系不和谐+因素标志为
R86

!把*与男性幼师生关

系处理不好+因素标志为
/86

$通过
G4,*:(+

相关

性统计分析$发现
Ò

和
R86

'

/86

双侧相关性
J

值是
"?&F

'

"?&$

$都低于
"?"B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说明研究假设是有依据的$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同

学交往关系和谐与否容易引起焦虑感&但是$根据

分析$三年制男性幼师生的学业焦虑感与其*为恋爱

关系烦恼+因素没有发现明显的相关性&

表
B

!

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焦虑感与

其人际关系相关性分析

Ò R86 /86

Ò

G4,*:(+

相关性
#

"?$$"

#

"?$$#

#

显著性"双侧#

"?"&F "?"&$

6 & & &

!!

#在
"?"B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五"对策与建议

#一$营造舆论氛围*提高职业认同感

从学业焦虑感程度趋重的男性幼师生的学业学

习态度调查情况来看$其学业焦虑感和他们的学业

学习态度是否正确'端正'目标明确等呈现显著相

关&从问卷数据来看$极少数的三年制男性幼师生

学习态度端正$从刚入学时候的积极进取'雄心勃

勃$慢慢的受到外界*诱惑+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变成

*缺乏兴趣'缺乏目标'缺乏动力+的*三无+学生$得

过且过$越是临近考试和毕业$其学业焦虑感越

趋重&

对于这个问题$课题组认为$解决的最佳方法是

!C



!

总
%&

卷 嵇
!

辉%三年制男性幼师生学业心理健康现状探析%学业焦虑感及其来源

重在预防$如$网络'纸媒'电视媒体等应广泛的传播

男幼儿教师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提高社会各界对男

幼儿教师的认同'尊重'理解和支持$激发男性幼师

生的职业向往感$营造社会性的大氛围$形成积极的

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环境,

!

-

$同时$各幼师学校应营

造好校园职业认同环境$运用校园报刊'网络'多样

化活动$经常性地引导他们做好职业规划$树立职业

愿景$明确职业目标$端正好职业态度$才能有效的

降低其学业焦虑感$维护心理健康&

#二$科学设置抱负水平*提高职业成就感

从学业焦虑感程度趋重的男性幼师生的学业抱

负水平调查情况来看$其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抱负

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极少数的学生过高设置了

超过自身水平的*远大+学业抱负要求$例如$有的同

学超过自身能力$把考取大城市幼儿园的事业单位

编制作为唯一抱负!有的同学超过自身条件把钢琴'

舞蹈等技能目标定得过高$使其处于长时间的学业

体验焦虑状态$心理健康状态不佳&反之$极少数学

生的抱负水平极低$每次考试来临$处于极度焦虑

状态&

对此问题$课题组认为$针对这种类型的男性幼

师生$可以了解其实际情况$班主任'辅导员和心理

咨询老师开设沙龙'讲座'团体辅导等帮助他们获得

相关知识$树立适合于不同年级能力水平的抱负理

想$把他们的*宏大+目标能根据自身情况$分割成具

体小步骤目标$从而降低焦虑感&

#三$指导学习方式转变*提高专业学习能力

从学业焦虑感程度趋重的男性幼师生的学业能

力调查情况来看$其学业焦虑感与其学业学习能力

因素呈现显著相关&研究中发现$有的学生适应高

中的被灌输式学习方式$对于大学学习方式自主性

更强的变化不能适应$对于学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

各类资格考试的能力考核无法适应$导致学业焦虑

感趋重&因此$可以通过对他们学习能力'学习方式

的详细了解$进行有针对性地学习方法指导讲座$辅

导等$或者开展学习互助社团组织$转变他们的专业

学习方式$提高专业学习的能力$同时$在各类考试

前$进行考试复习策略辅导和心理焦虑情绪疏导$降

低焦虑感&有研究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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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做好奖助学贷和突发预警*解决后顾之忧

从学业焦虑感程度趋重的男性幼师生的家庭情

况调查来看$其学业焦虑感与其家庭情况呈现显著

相关性&本研究发现$学业焦虑感接近或达到于
/S

级别的男性幼师生在家庭经济情况项目选择上呈现

特困$有的学生家庭突发性变故'与父母关系紧张$

家庭关系不和睦都把学生的焦虑感放大到了学业方

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学生$需要做好细致的摸排工

作$了解'跟踪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各种突发性事件的

发生情况$一方面$要做好对贫困男性幼师生的奖助

学贷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还要根

据不同的突发性事件$做好突发性心理危机的预警

和辅导工作$及时疏通不良情绪&

#五$降低人际障碍*疏通人际关系

从学业焦虑感程度趋重的男性幼师生的在校人

际关系调查情况来看$其人际关系问题与学业焦虑

感存在显著相关性&男性幼师生厌恶个别老师$或

者师生关系不和谐$或者与其他男性幼师生关系处

理不好$造成了他们学业情绪不稳定$出现学业焦虑

状态&经过调查发现$这个群体的男性幼师生$排除

一些客观原因外$个体本人可能存在一些人际交往

方面的障碍$幼师学校可以具体了解学生的人际交

往情况$对他们存在的困难进行个体辅导和集体讲

座相结合$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降低人际焦虑感$从

而降低他们的学业焦虑感$维护三年制男性幼师生

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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