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卷第2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9,No.2
2012年3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ch,2012

策略在成就目标影响学生
考试焦虑中的中介作用

王宽明,夏小刚
(贵州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贵阳550001)

  摘要:学生在学习以及准备考试时所使用的认知及元认知策略是影响其考试焦虑的重要因素,而学生的策略

选用又会反作用于学生的考试焦虑。以前的研究表明:掌握、表现目标和认知策略的运用存在正相关。若以成就

目标的“四分法”作为预测变量,则认知与元认知策略具有中介作用,即趋向取向的目标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存在

正相关,而避免取向的目标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呈现负相关;影响学生考试焦虑的关键因素是元认知策略;成就目

标理论区分和细化与学习策略的使用存在功能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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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len认为,学生在学习以及准备考试时所使用的认知以及元认知策略是影响其考试焦虑的重要因素,
而学习者的成就目标取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学生的策略选用又会反作用于

学生的考试焦虑[1]。只有那些能够运用有效的认知策略来调节学习过程的学生才不会或者不至于产生比较

严重的考试焦虑,而无法使用有效策略来准备考试的人则容易在考试的过程中感到焦虑。

Ames的研究表明,当把表现目标区分为趋向和避免两种情况时,掌握目标与认知及元认知策略的使用

间存在着正相关[2],但是趋向的表现目标和策略运用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Greene、Miller、Harackieicz等

人的研究都证实了,趋向的表现目标与浅层的处理策略有正相关,而与深层的信息处理过程则没有显著相

关[3-4]。比如类似背诵这类浅层的处理策略使用与表现目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而避免的表现目标

含有自我保护的考试焦虑,这也导致学生常会运用一些自我阻碍策略,例如不够刻苦,或是对学业不重视,当
他们学业表现不够理想的时候,就例举一些和他们能力无关的理由。

近年来,Pintrich研究发现,掌握目标也具有趋向-避免的区分,从而提出了成就目标理论“四分

法”[5]451-502。根据掌握-表现区分和趋向-避免倾向的完全结合,将成就目标分为:掌握-表现目标、掌握-回避

目标、表现-趋向目标、表现-回避目标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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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初三、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成就目标“四分法”理论的基础上,认知与元认知

策略的使用在成就目标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之间是否扮演着中介的角色。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深圳、武汉、贵阳等地分别随机抽取初三、高三

各两个班级,共计16个毕业班级的学生为研究样本。选择毕业班,是因为学生考试频繁,而且面临升学压

力,对成就目标和考试焦虑以及策略运用的体验相对深刻。共计发放问卷986份,收回有效问卷973份,有
效问卷98.69%。样本包括男生538人(55.01%),女生435人(44.99%)。

(二)研究工具

1.认知与元认知策略量表

认知与元认知策略量表以PintrichandDeGroot所编制的量表[6]为基础,经多位专家讨论修订的。主

要测量被试学生策略应用情形;认知策略分量表共有10题,测量学生使用精致化策略(例如“我会采用‘一题

多解’来找出不同模块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复习策略(例如“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会把错误的

试题反复的复习,以便于理解,下次遇到类似的试题不会出错”)的状况,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元认知分量表则包括10题,题型如“当我解题时,我常会反思和验证”,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采用

Likert五级计分。

2.考试焦虑量表

考试焦虑量表是以PintrichandDeGroot所设计的量表为基础,并在多位专家指导下改编而成,主要用

于测量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学生对考试的忧虑以及认知干扰的情形。本量表包括10题,采用Likert五级

计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3.成就目标量表

该量表主要在Elliot和Church编制的成就目标量表基础上改编而成,主要用于测量学生的成就目标取

向。而改编后的量表可测量四种不同的目标类型,每一类型有5题,共20题;趋向的掌握目标的题型,如“我
喜欢‘高密度、大容量、快节奏’类型的课”,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避免的掌握目标的题型,如
“我要求自己能够把试卷中的压轴题解答出来”,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趋向的表现目标的题

型,如“我希望每次考试在班级排名中都能取得较好的名次”,该分量表测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避免

的表现目标的题型,如“我害怕考试没有考出好成绩”,该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本量表采用Lik-
ert五级计分,1代表“我一点也不是这样”,5则是“我一直都是这样”,每一分量表加总后求得之平均数为受

试学生在该类型目标之分数。
(三)统计工具

采用SPSS13.0forWindows对数据进行整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 结果与分析

(一)成就目标、认知与元认知策略以及考试焦虑三者的相关分析

表1.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偏差以及积差相关分析(N=973)

研究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趋向的掌握目标 22.36 7.24 -

避免的掌握目标 24.13 8.25 0.42** -

趋向的表现目标 20.12 7.02 0.67** 0.73** -

避免的表现目标 18.52 6.24 0.47** 0.61** 0.73** -

认知策略 40.21 12.32 0.78** 0.59** 0.36** 0.72** -

元认知策略 31.25 7.68 0.71** 0.53** 0.24** 0.71** 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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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焦虑 24.67 4.01 -0.24** 0.13* -0.28** 0.42** -0.38** -0.39** -

    说明:*p<0.05;**p<0.01;***p<0.001(下同)。

由表1可知,考试焦虑与避免取向的目标存在正相关,而与趋向取向的目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所有研

究变量均与考试焦虑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元认知策略的使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β=-0.41,p<0.001),而认

知策略与考试焦虑之间则没有显著关系。避免取向的目标和学生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存在负相关(避免的

掌握目标:β=-0.13,p<0.05;避免的表现目标:β=-0.12,p<0.05)。
至于在元认知策略方面,逐步回归分析的第一步(调整后的R2=0.51,p<0.001),结果也类似对认知策

略的预测:趋向取向的目标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成正相关(趋向的掌握目标:β=0.27,p<0.001;趋向的表现

目标:β=0.31,p<0.005);而避免取向的目标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避免的掌握目

标:β=-0.12,p<0.05;避免的表现目标:β=-0.19,p<0.001)。
(二)认知与元认知策略的中介作用分析

要得出成就目标是否和考试焦虑以及认知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的相关性,首先需要输入认知策略于回

归公式中作为预测变量,然后再加入元认知策略,以便得到控制住元认知策略的影响后,成就目标、考试焦虑

与认知策略使用之间的关系,见表2。
表2.考试焦虑的预测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考试焦虑 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

趋向的掌握目标 -0.21** 0.67*** 0.63***

避免的掌握目标 0.42*** 0.53*** 0.51***

趋向的表现目标 -0.31** 0.26** 0.22**

避免的表现目标 0.57*** 0.44*** 0.49***

  要确定直线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可根据Judd和Kenny的判断,即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预测

变量与结果之间必须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第二,预测变量与中介因素间必须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存在;第
三,在控制住预测变量后,中介因素与预测结果间必须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7]。当中介因素加入回归公式

后,原有的预测变量与所预测的结果间的相关性会降低。由表2可以看出,上述有关直线关系的分析显示,
符合Judd和Kenny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另外,有两个预测变量(避免的表现目标与避免的掌握目

标)还与中介因素(认知与元认知策略)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
为了检测第三个条件是否也符合,将中介变量与原有的预测变量同时输入回归公式中,根据它们与考试

焦虑间相关程度的降低以及标准化回归系数减少的程度,即可判断这些变量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表3.加入策略后的回归分析表

策略因素 成就目标的β值变化 β R2

认知策略
加入前β 0.46

加入后β 0.43
-0.22** 0.31

元认知策略
加入前β 0.41

加入后β 0.29
-0.26*** 0.33

  由表3可知,认知策略的运用对避免取向的目标在考试焦虑上存在较小的中介作用,而元认知策略的运

用较大程度地中介了成就目标与考试焦虑间的关系。
四 结论与讨论

(一)认知与元认知策略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在避免的表现目标和避免的掌握目标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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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即策略的应用对于抑制考试焦虑应该具有明显的效果。而持避免取向的目标的学生在从事学习

活动时,由于不会应用有效的学习策略来帮助学习和对待考试的态度,而产生高度的焦虑情绪,进而干扰了

应试时的信息处理过程,其成绩表现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
(二)元认知策略较认知策略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更大

表2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对考试焦虑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元认知策略较认

知策略与考试焦虑具有更大的相关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认知策略主要是指“那些个体

实际用来帮助其记忆和理解所学的内容的策略,例如复诵、精致化或是组织策略”[8]315-327;而“元认知策略主

要在帮助学生有效地规划、监督以及调整其认知过程”[9],即元认知策略还包括使学生得以调节包括考试忧

虑在内的认知过程。所以,元认知能力高的学习者懂得如何为准备考试做计划并选用适当的学习策略,能有

效地避免考试焦虑。
(三)成就目标理论区分和细化与学习策略的使用存在功能性一致

Elliot曾指出,历来有关成就目标与学习策略的研究多半未将不同性质的策略再加以区分[10]。本研究

在加以区分后,发现避免取向的目标虽然和学生使用的学习策略相关,而与考试焦虑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原

因有可能是避免取向的目标作用在策略应用上的效果并未强到足以降低考试焦虑的发生,而学生对策略的

娴熟运用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果。所以将策略依其属性加以细分确有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和必要,
这种“区分”不但在成就目标的研究中有必要,而且在学习策略的研究上也应同样如此,否则会导致它们功能

的混淆。
总之,本研究揭示了成就目标与学习策略的结合对考试焦虑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策略应用可以抑

制考试焦虑,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可据此采取措施以减轻学生的考试焦虑,进而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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