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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 
与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归因的关系研究 

 
胡象岭 1，黄友忠 2，吴靖媛 1 

(1.曲阜师范大学 物理学系，山东 曲阜 273165；2.兖州市第一中学，山东 兖州 272100） 

 

摘要：以 679 名高中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

定向、归因的关系。结果表明：（1）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存在较高的正相关；（2）高

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掌握目标定向存在较高的正相关，与成绩目标定向存在微弱正相关；（3）高中生

物理学习自我评价成功者的自我监控与内部可控归因存在显著的较高正相关，与内部不可控归因无显著相

关，与外部归因存在微弱正相关；物理学习自我评价失败者的自我监控与内部可控归因、内部不可控归因、

外部归因均无显著相关。（4）自我效能感、目标定向和学习成败归因是影响自我监控的重要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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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是指学生为了保证学习的成功、提高学习的效果、达到学习的目

标，而在进行学习活动的全过程中，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

其进行的积极、自觉的计划、监察、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过程[1]。已有研究表

明，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是影响其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2-7]。因此，研究学生学习的自我监

控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教育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探明影响学生学习自我监控

的因素，弄清其影响机制，有助于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自我监控训练，提高学生学

习的自我监控能力，进而提高其学习成绩。 
我国学者已就学生学习自我监控的影响因素作了初步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8

－11]
。但纵观以往的研究发现，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多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在高中阶

段仅在一个年级中抽取样本；针对物理学习这一具体学习领域的研究很少见到；另外，研究

的深度有待提高，例如，学习成败归因对自我监控的影响与归因的类型有关，研究中应深入

考察各种归因模式与自我监控的关系。为此，在本研究中，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在高中三

个年级中均抽取样本，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目标定向、

归因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分类整群抽样法选取兖州一中高一、高二、高三各两个班，兖州实验高中高一、高

二、高三各一个班、兖州六中高一、高二、高三各两个班，共 707 人作为被试。剔除无效问

卷后剩 679 人，其中高一 233 人（男 106 人，女 127 人），高二 232 人（男 143 人，女 89

人），高三 214 人（男 114 人，女 100 人）。 

2.2 研究工具 

（1）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量表。该量表共有 60 个项目，用以测量高中生在物理学

习中的准备、计划、监察、调节、控制、检验、补救和反思等 8 个方面的自我监控水平。采

用 5 点记分法，学生得分越高，表明其自我监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测量学指标均比较理想，

量表结构的失拟指数（RMSEA）为 0.088，拟合指数(GFI)0.66、（NNFI）0.94、(CFI)0.95、

（IFI）0.95，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67，重测信度系数为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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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卷共 39 个项目构成，采用 5 点记分法，该

问卷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0.833，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634，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效

标关联效度系数为 0.660。 

（3）成就目标定向问卷。在章凯编制的学习成就目标定向问卷
[12]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

项目，形成了学习成就目标定向问卷。该问卷包括两个分问卷：掌握目标（也称学习目标）

定向问卷和成绩目标定向问卷。每个分问卷由 10 个项目构成，共 20 个项目，采用 5点计分

法。掌握目标定向问卷的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9，重测信度系数为 0.71；成绩目标定

向问卷的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2，重测信度系数为 0.77。  

（4）高中生物理学习成败归因问卷。该问卷要求被试首先对自己的物理考试作“成功”

（对物理考试成绩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或“失败”（对物理考试成绩感到不满意或很不满

意）的判断，然后根据以上判断选做 A 组或 B 组测题，两组测题提供有关考试成败的备选原

因，让被试逐个评定等级。A 组调查学生在取得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成绩即学习成功时主要归

因于哪些因素，B 组调查学生在取得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成绩即学习失败时主要归因于哪些

因素。各组均由 8 个项目组成，内容相同，分别为：1.持久努力，2.学习兴趣，3.学习方法，

4.能力，5.临时努力，6.教师教学质量，7.班级学习风气，8.运气。要求被试对每一因素进

行五点评定，分数越高表明这一因素被学生认为对学习成败的影响越重要。 

2.3 施测 

以班为单位，分次进行团体测试，每班主试均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事先得到指

导掌握了相关施测事项。所有问卷均为纸笔自陈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一次完成，测试

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2.4 数据处理 

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后，应用 SPSS1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 

为了考察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对两者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1。 

表 1 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准备 计划 监察 调节 控制 检验 补救 反思 

自我 

监控 

自我

效能 
0.529*** 0.647*** 0.669*** 0.622*** 0.616*** 0.665*** 0.576*** 0.648*** 0.705***

注：***表示 p<0.001 

从表 1 可以看出，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及其各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之间都存在较高的

正相关，且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 

周勇、董奇研究表明
[8]
：中小学生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r=0.532，P<0.01），本研究发现高中生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较高正相关

（r=0.705，P<0.001）。由此看来，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可能比小

学生、初中生学习自我监控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更为密切。 

3.2 自我监控与成就目标定向 

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掌握目标定向、成绩目标定向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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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我监控与成就目标定向的相关 

 
准备 计划 监察 调节 控制 检验 补救 反思 

自我 

监控 

掌握

目标 
0.516*** 0.555*** 0.574*** 0.626*** 0.626*** 0.641*** 0.613*** 0.575*** 0.672***

成绩

目标 
0.171*** 0.149*** 0.170*** 0.155*** 0.186*** 0.165*** 0.176*** 0.206*** 0.190***

注：***表示 p<0.001 

由表 2 可见：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及其各维度与掌握目标定向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

关，与成绩目标定向之间存在微弱正相关，且均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周勇、董奇对中小学生学习动机与自我监控关系的研究发现
[8]
：中小学生自我监控学习

行为与深层型学习动机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r=0.552，P<0.01)，与成就型学习动机无显著

相关(r=0.047，P>0.05)。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掌握目标定向有极其显

著的较高正相关(r=0.672，P<0.001)，与成绩目标定向存在微弱正相关(r=0.190，P<0.001)。

从本研究结果与周勇、董奇研究结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略有差异，这是否意味着高中

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动机的关系比小学生、初中生学习自我监控与动机的关系更为密切，

有待进一步证实。 

3.3 自我监控与归因 

为了考察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与归因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类型的物理学习成败归因

与自我监控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中的“内部可控”表示对内部可控因素的归因，分数高表示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持

久努力、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临时努力等内部可控因素的程度高；“内部不可控”表示对

内部不可控因素的归因，分数高表示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能力这一内部不可控因素的程度

高；“外部”表示对外部因素的归因，分数高表示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教师教学水平、班级

学习风气、运气等外部因素的程度高。 

表 3 自我监控与归因的相关 

   准备 计划 监察 调节 控制 检验 补救 反思 
自我 

监控 

成

功 

内 

部 

可  

控 
0.350*** 0.364*** 0.290*** 0.462*** 0.510*** 0.390*** 0.473*** 0.273*** 0.437***

不

可

控 

0.005 0.101 0.100 0.090 0.086 0.126* 0.013 0.138* 0.106 

外    

部 
0.125* 0.074 0.153** 0.155** 0.171** 0.149** 0.202*** 0.137* 0.157**

失

败 

内

部 

可  

控 
0.098 0.037 0.022 0.042 0.010 -0.010 -0.026 -0.037 -0.007 

不

可

控 

0.077 0.006 -0.038 -0.045 -0.100 -0.038 0.017 -0.062 -0.048 

外    

部 
-0.041 -0.016 -0.031 -0.082 -0.135* -0.004 -0.087 -0.003 -0.091 

注：***表示 P <0.001 ，**表示 P<0.01，*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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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总得看来，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评价成功者的自我监控与内部可控归因有

显著的较高正相关，与内部不可控归因无显著相关，与外部归因存在微弱正相关；物理学习

自我评价失败者的自我监控与其内部可控归因、内部不可控归因、外部归因均无显著相关。 

关于自我监控与归因的关系，周勇、董奇仅考察了自我监控与内部归因的关系
[8]
。本研

究深入考察了自我监控分别与内部可控、内部不可控和外部归因的关系，是对已有研究的补

充与深化。本研究还发现了能力、临时努力这两种归因与自我监控的有趣关系（见表 4）：

无论在成功情境下还是失败情境下，归因于临时努力均有利于自我监控的发展，而归因于能

力对自我监控则均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董奇、周勇等的观点
[13]

不尽相同。 

表 4 自我监控与能力归因、临时努力归因的相关 

 准备 计划 监察 调节 控制 检验 补救 反思 自我监控

能

力 

成功 0.005 0.101 0.100 0.090 0.086 0.126* 0.013 0.138* 0.106 

失败 0.077 0.006 -0.038 -0.045 -.0100 -0.038 0.017 -0.062 -0.048 

临

时

努

力 

成功 0.177** 0.164** 0.062 0.272*** 0.278*** 0.178** 0.288*** 0.080 0.201***

失败 0.258*** 0.191*** 0.221*** 0.218*** 0.188** 0.172** 0.162** 0.176** 0.213***

注：***表示 P <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 

3.4 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成功时的内部可控归因对自我监控的影响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以及成功时的内部可控归因对自

我监控均有极其显著的影响，为了比较他们的影响程度，做自我监控对自我效能感、掌握目

标定向和学习成功的内部可控归因的回归分析，如表 5 所示。 

回归分析表明，这三种因素对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都有极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

有所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和成功时的内部可控归因。它们对

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的决定系数 R
2
为 0.605。 

表 5 自我监控对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和成功内部可控归因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

系数(Beta)
t p 

回归方程检验 

F     P 

自我 

监控 

自我效能感 0.519 10.528 *** 

161.646 *** 掌握目标定向 0.248 4.964 *** 

成功内部可控归因 0.129 3.287 ** 

注：***表示 P <0.001，**表示 P<0.01。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1）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及其各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之间都存在较高的正相关，且

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 

（2）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及其各维度与掌握目标定向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与

成绩目标定向之间存在微弱正相关，且均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3）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评价成功者的自我监控与其内部可控归因有显著的较高正相

关，与内部不可控归因无显著相关，与外部归因存在微弱正相关；物理学习自我评价失败者

的自我监控与其内部可控归因、内部不可控归因、外部归因均无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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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和成功时的内部可控归因对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

均有极显著的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和成功时的内部

可控归因。 

总之，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成败归因是影响其自我监控的

重要内部因素。 

学习自我效能感，即个体的学业能力信念，是指学习者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

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的评价，是个体对控制自己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能力的一种主观判

断。本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及其各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着极其显著的较

高正相关，这说明自我效能感越强，越容易采取积极的自我监控行为。这是因为，物理学习

自我效能感比较强的学生，对自己的物理学习能力充满信心，在实际进行物理学习时也往往

精神饱满，积极主动，对学什么怎样学心中有数，遇到困难时敢于正视他们，并通过自己的

努力，克服不适当行为，采取各种方法进行调节和控制，以保证物理学习的成功和高效。而

物理学习自我效能感比较低的学生，对物理学习有一种惧怕心理，信心不足，认为自己不能

控制自己的物理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因此在进行物理学习时，往往精神紧张或萎靡不振，

消极被动、缺乏计划性，不愿也不去努力，遇到困难时往往回避或放弃，表现出自我监控意

识和行为的缺乏。 

成就目标定向是促进学生努力学习，取得学业成就的动力和心理因素。本研究中将成就

目标定向分为掌握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监控及其各

维度与掌握目标定向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与成绩目标定向之间存在微弱正相关。这是因

为掌握目标定向的物理学习动机是指对所学的物理知识有内在兴趣、为弄懂和掌握知识而进

行学习的动机，在它的作用下，学生则更可能采取一些钻研性的、探索性的、积极主动的学

习方式，其自我监控学习行为较多，水平较高；而成绩目标定向的物理学习动机则是为了获

取高分或是为应付检查和考试及格而进行学习的动机，在这类动机驱动下，学生可能采取一

些应付性的、肤浅性的、消极被动的学习方式，其自我监控学习行为较少，水平较低。 

归因是个体对影响和决定自己行为和活动的原因进行的解释和推论。本研究发现：物理

学习自我评价成功者的自我监控与内部可控归因有显著的较高正相关，与外部归因存在微弱

正相关。这表明如果学生倾向于把学习的成功看作是自己努力、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等内部

可控因素的作用结果，则会增强自尊、自信之类的情绪情感体验，有利于强化学习动机，增

强对成功的期望，推动学生在新的学习活动中更多地调动主观能动性，不断努力，进而有利

于自我监控的发展；而若把成功归因于教师教学质量、班级学习风气、运气等外部因素时，

则不会提高、甚至还会降低自尊、自信之类的情绪情感体验，不会强化学习动机，很少增强

对成功的期望，就不会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调整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对自我监控的发展没有

太明显的促进。 

本研究发现：物理学习自我评价失败者的自我监控与其内部可控归因、外部归因均无显

著相关。这表明如果学生倾向于把失败看作是自己努力、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

素的结果，既可能促使学生增大努力程度、改善学习方法、调整学习行为以避免失败，促进

其自我监控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很可能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降低自己对学习活动调控的积

极性，进而妨碍自我监控的发展；如果将失败归因于教师教学质量、班级学习风气、运气等

外部因素，一方面可以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不影响其自我监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

可能使学生懒于澄清自己学习过程中的错误，存在侥幸心理，养成推托责任的不良习惯，而

不利于自我监控水平的提高。 

人们通常认为，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强是积极的归因模式，而将失败归因于缺乏能力是消

极的归因模式。然而，本研究发现：无论在成功情境下还是失败情境下，高中生物理学习自

我监控与内部不可控归因（即能力归因）均无显著相关，即归因于能力对自我监控均无显著

影响。这表明如果学生将学习成败结果归因于能力这一内部稳定不可控因素时，在成功情境

下，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自信心，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学生骄傲自满，疏于努力；在失败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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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方面可能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自暴自弃，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激发有些学生的

斗志，信奉勤能补拙的学生会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 

各种归因模式对不同个体的自我监控所具有的影响存在着极大的多样性，有必要开展更

为深入的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物理学习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成败归因对自我监控有显著

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自我效能感、掌握目标定向和成功时的内部可控归因，对自我监控发展

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结果提示我们，有效激发学生掌握目标定向的学习动机，引导学

生积极归因，提高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对于学生学习自我监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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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monitoring and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t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s learning, 679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1) There is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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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monitoring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physics learning 
and their perceived self-efficacy. (2) There is relatively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monitoring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physics learning and their mastery goal orientation, while there i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3) The 
self-monitoring of those students with self-satisfied in physics learning has significant highe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l and 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l and 
un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and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xternal attribution. The self-monitoring of 
those students with self-unsatisfied in physics learning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l and 
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internal and uncontrollable attribution or external attribution. (4) All of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attribution are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on self-monitoring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physics learning. 

 

Keywords: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monitoring;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t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