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2l世纪是一个“学习化”的时代，“终生学习”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也是个体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理念。在这种形势下教育自身也提出要求：要培养学生

“学会学习”、“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在实际教学中应从减轻

学生负担、提高学习效率方面来着眼提高教学质量。因此，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新课改理

念的引导下开始探索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概念早在1956年布鲁纳(J．Bruner)就提

出了，我国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学科学习策略尤其是化学学习策略的发

展要更晚些。

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出本研究的论题。第二部分界定了化学学习策略的概念，分析了

化学学习策略的结构，并对影响化学学习相关因素的概念、结构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

对国内外已有的学习策略、化学学习策略的前期研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综述。第四部

分以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化学学习策略问卷和自我效能感量表对重点中学、普通

中学、职业中学(306名)高一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和自我效能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

运用教育统计方法进行了数据处理。第五部分通过研究得到结论：(1)不同类型学校学

生化学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是有差别的。在总体上，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女生

略比男生使用水平高些；重点中学要比普通中学的使用水平要高，普通中学要比职业中

学的使用水平要高；学生的元认知水平普遍偏低；不同学业成绩学生的学习策略存在显

著差异，学业优的好于学业良的，学业良的好于学业差的。(2)不同学生的效能感存在

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效能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的平

均分显著的高出女生的平均分；不同学校学生的效能感在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上达到

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职中的好于重点的，重点的好于普通学校的；不同成绩的学生的效

能感在效能感的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3)效能感与化学学习策略显著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效能感能预测化学学习策略使用水平。第六部分提出了通过提高学生元认

知水平和自我效能感促进学习策略水平提高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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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a times of learning，and learning in one’S lifetim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trend of thought in today’S world，it also is a kind of idea that must be

possessed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I．n this condition，a requirement also is put forward for

the education：it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the way of learning,make them the

independent and efficient learners，and should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with the way

of reducing students’burden and increasing learning efficiency in teaching practice．Therefore，

guided by the new idea of courses reform，some of teaching staff began to explore the study

strategy．The concept of study strategy has ever been brought forward in 1956 by J．Bruner,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 began in 1980s．However,the subject study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is quite late to be develop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sis of this research in the first section．It identifies the

concept of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 in the second section，analyzes its structure，and also

expatiates on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factors tha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chemistry．In the

third section，it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strategy and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and In the fourth section，regarding the 1st grade students of high

school as the investigated objects，it makes questionnaires on the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 and

self-efficacy on 306 students from the key middle school，middle school and technical school，

and processes the data with the method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In the fifth section，

conclusions are drawn by studied：(1)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 is

different i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In general，there is not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but female students’application level is a little higher than

male’s；the key middle school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middle school，and the middle school

higher than the technical school；the students’metacognitive ability is on the low side

generally；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of the study strategy in students who got different scores

of school work，student who is excellent at school work is better in the study strategy than

who is good，and who is good is better than who is worse．(2)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of

self-efficacy in different students：the self-efficacy in school work exists obviou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male students i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the general level of self-efficacy in different schools’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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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s a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at of the technical schoo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key

middle school，and the key middle school better than the middle school；all the three aspects

of self-efficacy show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cores．(3)There is

all obviou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efficacy and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and

in a certain extent，the self-efficacy can estimat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chemistry study

strategy．The sixth section provides the teaching advice on advancing the level of study

strategy by the way of enhancing students’metacoginitive level and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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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学习成为一个人终身都要

面临的任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过：“21世纪的文盲不是那些没有知识

的人，而是那些不会学习的人。"在我国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

也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每一位教

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究这个问题。

(一) 研究的现实意义

1． 帮助学生成为有效的学习者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新思想，很快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在教育和心理学界i就如何培养高素质

创新人才的探索，有了一些重要共识，其中之一是：教育要培养学生“学会学习"In][z3，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培养其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代认知心理学家也指出：没有任何

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重要。教会学生学习，传

授有效的学习策略，使学生学到终身受用的东西，目前已被视为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

习效率与教学质量的有效举措；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对其迅速适应未来社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我国新一轮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倡导学生主

动参与、自主学习，培养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化学教学与学习都倡导科学探究、合作学

习等教与学的方式；化学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也在探索：如何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

方法和思维习惯、用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如何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高效地获得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i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如何深入挖掘

学生的学习潜能、教给其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略，从真正意义上转变教和学的观念。这

就需要教师从教研的角度去研究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特点，研究有效的学习策略，在教学

的过程中实现学生学习潜能的自我开发。

(二) 研究的理论意义

1． 丰富教育心理学学习策略的研究内涵．



学习策略是近些年来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者们自上世纪50年

代关注学习策略的研究开始，历经了早期探究学生自发使用的策略，直到今天的以构建

理论为指导的科学学习策略，在理论上开始了关于学习策略本质的探讨。综观国内外学

习策略研究的现状，有一点值得提出：通用学科学习策略研究较多，学科学习策略研究

较少；定性研究多，实验、应用研究少等。而化学学习策略的研究是结合具体学科策略

的研究，是对学习策略内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其研究深度的展开与完善。

2． 丰富化学学习策略教学内涵

教师如何在教学中系统的、全面的进行策略教学，帮助学生获得有效的、终身受用

的学习策略，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理论。对于化学学习策略教学的研究更是比较笼统，

缺乏对教师教学进行系统的指导。而作为一线的化学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探讨教学过程与

结果的最优化，实现化学学习策略教学的日臻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学习策略的研

究，对化学学习策略教学理论系统化、全面化发展起到推进的作用。

针对以上，本文在有关学习策略理论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

确定了中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结构和影响因素；利用《化学学习策略问卷》和《自我

效能感综合量表》对高一年级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和效能感进行了调查研究；比较其化

学学习策略的差异、在学习中的使用情况，研究学生的学习策略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

怎样的关系，在学习中影响化学学习策略因素有哪些；提出有较强针对性的建议和可行

的策略，以便对今后的教学实践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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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习策略的涵义

有关定义的界定

1． 学习策略的概念

策略就是计策方法，我国的《辞海》将其解释“为达到战略目标并适应形势的变化

而采取的手段"。它最早用于军事上，用于学习上即学习策略。学习策略作为一个概念

是布鲁纳(J．Bruner)1956年首次的∞’。

关于学习策略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1。Kail和Bisan(1982)认为，学习策略是一

系列学习活动过程。Sternberg(1983)认为(他称智力技能)学习策略是由执行的技

能和非执行的技能整合而成，前者指学习的调控技能，后者指一般的学法技能。

Danserean(1985)认为学习策略是能够促进知识的获得和贮存，以及信息利用的一系

列过程。Jone．Amiran和Katims(1985)认为学习策略是被用于编码、分析、和提取信

息的智力活动或思维步骤。Weinstein(1985)认为学习策略在广义上指由研究工作者

和实践工作者所假设的，对有效的学习和保持信息有帮助的，并且是必要的各种不同能

力。Skuchsmith(1986)和Nisbet(1986)认为学习策略是选择、整合、应用学习技巧

的一套操作过程。Derry(1986)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完成学习目标而制定的复

杂计划，它可以被看作是对一个学习过程应用一个或几个学习术。Mayor(1988)认为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有目的影响自我信息加工的活动，包括记忆术、作笔记、在书上评述、

画线等学习活动。

国外学术界的各种观点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观点∞3：①把学习策略看作是

内隐的学习规则系统，如Duffy(1982)；②把学习策略看作是具体的学习方法或技能，

如Mayor(1988)；③把学习策略看作是学习的程序与步骤，如Rigney(1978)；④把学

习策略看作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如Ni sbet(1986)。

我国对学习策略的研究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提出一些有代表性

的观点旧忉。例如，史耀芳认为，学习策略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的学习目

标，有意识地调控学习环节的操作过程，是认知策略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体现形式，它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学习的方法和技巧；魏声汉(1992)提出，学习策略就是在元认知

的作用下，根据学习情境的各种变量、变量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调控学习活动和学习方

法的选择与使用的学习方式或过程：刘儒德(1997)以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对学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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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质进行阐述，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有目的有意识制

定的有关学习过程的复杂方案，其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控制学习的信息加工系统，以便

更好的存贮和提取信息。胡斌武(1995)对学习策略定义为，“学习者为达到一定的学

习目的，在元认知的作用下，根据学习情境的特点，调节和控制学习方法选择与使用学

习方法的过程"。黄旭等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的内部规划系统，是主动的学习者在对

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及其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为了达到一定的学习目的，对学习活动

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蒯超英等认为，“学习策略是指在学习情境中，学

习者对学习任务的认识、对学习方法的调用和对学习过程调控。

这些研究开拓了我国学术界对学习策略本质的探讨，但比较片面，一方面没有提出

对其外延的说明和对其特征的描述；另一方面只侧重学习策略的某一方面(如认知策略，

学习方式等)，未对学习策略作系统全面的把握。本论文引用刘电芝(1997)提出的学

习策略的定义，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规则、方法、技巧及调控

阳1。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而积极进行的认知操作，具有主动性；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制定的综合性学习计划，是学习者根据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自己的

认知风格制定的，具有主体性；学习策略既有内隐、外显之分，又有水平、层次的差别，

学习策略既可能是外显的也可能是内隐的，具有差异性；学习策略对学习产生一定的影

响，具有效能性；同时学习策略会因学习任务，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的不同而发挥不同的

作用，具有特定性。

(二) 化学学习策略的涵义

1． 化学学习策略的概念

学科学习策略是近年来从学习策略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而化学学习策略相对于其

它学科学习策略(如英语学习策略)的发展要更晚些。在我国对其研究大约出现于上世

纪80年代中后期。

关于化学学习策略的概念，根据已有的文献有以下几种：①指化学学习中的认知策

略嘲；②指学习者在化学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规则、方法、技巧及其调控n们；③认为

化学学习策略通常表现为化学学习基本活动的组织方式㈨。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论文中也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定义。杜敏指出，化学学习策略

是在元认知的作用下，对影响化学学习的各种因素及其关系的认知基础上，为了达到一

定的学习目的，调控学习活动和学习方法的选择与使用的化学学习方式或过程n21。张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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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将其与化学学科相结合，认为化学学习策略是学习情境中，学习者在化学活动中进

行有效学习的程序、规则、方法、技巧及其进行选择，使用及调控的方式，是学习者在

化学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策略n引。

笔者认为，化学学习策略作为学习策略的一种，与其它学科通用的学习策略相比有

其特殊的地方，其特殊地方有以下两方面决定的：

①化学学科的一般规律决定的

首先，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化学学科本身的形成、发展是以试验

为基础的，化学实验是构成化学知识结构体系的基础，学习化学知识，总是和实验联系

在一起。化学实验不仅是化学学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主要的是，化学学习作为一

种认知活动和过程，必须遵循认知活动的基本规律：由感知到理解、由感性到理性、由

浅到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等，化学实验提供的生动直观的感知，是实现上

述认知转化和升华的基础和关键。另外化学实验的现象鲜明、形态多变，容易引发学生

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思维，这正符合青少年的年龄特征以及他们的思维和心理发展特

点，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他们的能力。 ’。

其次，化学的学习是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思维活动方式。学生所学的化学知识

可以分为两类：实验事实与概括类知识。对元素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宏观水

平的描述、元素化合物的制法、存在和用途等知识，可以凭借实验现象或日常生活现象

直接进行表征，属于实验事实类知识，基本概念、定律、原理、规律等，是凭借对宏观

现象进行抽象思维而概括得出的知识，可以成为概括类知识。学生的化学学习，通常都

要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进行学习与思考，才能真正完成“意义建构”。例如，元素及

化合物的性质、元素周期率、周期表与结构之间的“构一位—性"关系，物质的结构、

性质、制法、用途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方式等，都具有这种学习特点。

再有，化学的学习要运用独特的词汇系统。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原子

结构示意图、电子式、电子排布式、离子方程式、结构式以及化学特殊符号等组成独特

的化学词汇系统，简称化学用语。无论是哪一类化学知识的学习，或者在学习过程中的

哪一类现象，都需要运用化学用语进行表达或交流。可以说，离开了化学用语，就根本

无法进行化学学习。

②化学教学新观念决定的

其一，新课程观关注“学生”的化学教学，而不是关注“学科’’的化学教学。反映

的是学生本位的化学教学价值观。主张教师“教”要服务于学生t·学”，以促进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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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化学教学的根本宗旨。

其二，新课程的学生观，化学教学应该应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为本，而且是促进每

一位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其三，新课程观认为科学素养由三个维度的目标要求构成，即通过教学使学生获得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协调发展；还强调学生主动、

自主的发展，强调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此，新课程十分注重学生化学

方式的转变，倡导科学探究学习，在教师帮助下学生必须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找到有效

的化学学习策略，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成为一个独立的、全面发展的、有终身受益的

学习方法的人。

为此，在新的学习条件下，化学学习策略也应有时代特征，应该有学习者的情感的

成分。在综合前人定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化学学习策略，是学习者结合化学学科特点，

在化学学习活动中，为提高化学学习效率和质量所采取的学习的程序、规则、方法、技

巧及对其进行选择、使用及调控的方式，是学习者在化学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

的总和。它既包括学习者的认知策略，也包括学习者的元认知策略、辅助性策略和情感

策略，它既包含一些学科通用的学习策略，也包含化学学科独有的学习策略。化学学习

策略既然是建立在学习策略之上的，必然有通用学习策略的特点，又具有化学学科本身

策略的特点，化学学习策略随着学习策略理论的发展会逐步完善，在特定时期具有特定

的策略形式。

2． 化学学习策略的分类

根据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化学学习策略由一般学习策略和学科学习策略组成。

(1)一般学习策略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情感策略等四个层

面

①认知策略是加工信息的一些方法和技术。包括注意策略、复述策略、精加工策略、

组织策略、记忆策略、提取策略等。

②元认知策略是指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过程的有效的监视和控制。元认知策略包括计

划策略、监控策略、反馈调节策略等。

③辅助性策略是学习者为了维持学习活动的正常进行而采取的诸如学习时间的计

划与安排、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学习伙伴的寻求与合作等的策略。它包括时间管理

策略、资源管理策略、环境管理策略、合作支持策略等。

④情感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克服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负面情绪，建立良好情绪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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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感控制策略。包括激发动机策略、调节情绪策略等。(详细见表1)

表1．一般学习策略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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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学习策略

学科学习策略【“J是结合化学知识进行分类的，包括化学事实性知识学习策略、理论

性知识学习策略、技能性知识学习策略、化学问题解决策略f15l等。

表2．化学学科学习策略构成要素

①事实性知识学习策略。事实性知识主要是指对元素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的宏观水平的描述，元素化合物的制法，存在和用途等知识以及化学与社会生产、生活

实际相联系的知识，事实性知识是整个中学化学知识构成的基础。包括：多种感官参与

记忆；抓住事实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归纳，使事实性知识网络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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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理论性知识学习策略。理论性知识是指反映物质及其变化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

的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理论性知识是中学化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理论

性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物质之问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包括：“概念形成"策略、“概念图”策略、分类比较策略，归纳演绎学习策略等。

③技能性知识学习策略。技能性知识是指与事实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相关的化学用

语、化学实验技能等形成和发展的知识。化学实验技能是学生完成化学实验的过程中所

需要的各种技能、技巧。既包括基本的化学实验操作技能，也包括设计方案、收集数据、

处理实验结构等思维技能。包括：多重联系策略、练习一反馈策略等。

④化学问题解决策略。问题解决是学习的最高形式，而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和

策略也不尽相同。心理学家将化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分四步n6I：理解与表征问题、选择策

略或方法、执行方案、评估结果。

总之，对于化学学习策略来讲，它是一个系统，并不是由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辅助性策略、情感策略等简单的堆砌而成，也不是一般学习策略和学科学习策略的简单

加合，而是由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

3． 影响化学学习策略获得的因素

许多学者认为，学习策略的获得和使用不是孤立的，受到了主客观方面多种因素的

影响“力“町n¨。如J．Biggs(1984)的研究认为影响学习策略的因素可综合为人格、情景

和情感方面，其中人格因素主要涉及能力、认知风格和相关的先行知识，这些方面对个

体而言是稳定的，情景因素包括作业的特征、内容、难度以及呈现作业评价的背景与有

关作业教学的背景，这些因素具有可变性；情感因素主要涉及动机例。化学学习策略的

获得同样受很多因素影响瞳妇乜幻∞’。

第一，学习者的智力

根据弗拉维尔(1970)的研究，学习策略的掌握存在两种缺陷：一是具备性缺陷，

即学生不具备相应的学习策略；，二是应用性策略，即学生已具备相应的策略，但是不会

应用这些策略来改进学习。他还认为，对于智力发展水平中等的学生主要存在具备性缺

陷，而智力发展水平较差的学生既存在具备性缺陷，也存在应用性缺陷。

第二，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学习者对自己能否胜任某一任务的自信程度。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坚持性、努力程度、认知方式和认知策略的运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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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能够引起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动力因素，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

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动因。比格斯研究表明，具有外部动机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和使用

机械学习策略；具有内部动机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和使用有意义的学习策略；动机强烈的

学生倾向于经常使用他们已掌握的学习策略蹦1。我国学者王振宏等研究表明，内在动机

与学习策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对学习策略有显著的回归效应乜51。

第四，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

对学习者的元认知发展水平对化学学习策略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有很大的影响。从

学习策略理论来看，认知因素，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者所使用的具体的方法和技术；

元认知因素，是学习者在使用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之前思考的何时、何地、为什么使用这

种方法，也就是关于认知过程的认知。由此可见，学习者的认知水平不仅关系到学习策

略的选择、使用情况，而且在学习者学习效率的高效与否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学习者的背景知识

学生的背景知识分为策略性知识和非策略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对于学生学习策略的

掌握和应用都起着重要作用。学生原有的策略性知识有助于新的学习策略的获得，丰富

的化学知识背景可以为化学学习策略的形成提供基础，并且促进化学学习策略的应用。

第六，学习者的化学认知活动经验

化学学习策略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化学的实践。化学认知活动实践不但可以使学习

者通过比较，找到有效的化学认知策略，获得对化学认知策略的体验，而且有助于学习

者较好地掌握化学学习策略。

第七，教师的认知策略素养和施教过程

教师是否具有本学科领域丰富知识背景，是否掌握解决化学问题的方法、策略和经

验；能不能把自己解决化学问题以及学习化学的经验升华到一定高度；教师传授化学学

习策略的意识强不强，以及在施教过程中传授化学学习策略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

有效等等，都会给学习者的化学学习策略形成、选择和使用带来很大的影响。

此外，影响学习策略掌握和运用的因素还有：学习者的年龄特征、智力水平、意志；

学习策略的训练方法、学习材料的难易和可读性、学习时间的长短、教学信息的反馈调

节、学校和班级的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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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效能感

1． 自我效能感的提出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Bandura．A．1977年提出的，是人们对自

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达到某一行为结果的行为的判断啪1。

2． 自我效能感的结构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结构，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两种成分构成：个人行为效能感和个人

能力效能感瞳71。认为效能感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能否达到目标的

期待；一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具有达到预定目标所需能力的期待。另一些研究者认为自我

效能感是一维结构：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嘲。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

的差异，个体在不同领域中的自我效能感是不同的。

本文采用的自我效能感的综合结构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业自

我学习效能感、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三部分。

一般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

种总体性的自信心，是人们对自己通常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的总体评价，而并不针对特

定领域。学业自我学习效能感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

进行具体学习活动的判断和信心，可以看作是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估计和期望。自我

调节学习效能感是个体对各种自我调节的学习行为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学习指个体

对自己的学习活动所进行的自我监控、调节与控制行为，包括制定学习目标、安排学习

步骤、调节学习努力程度、选择学习方法、利用学习时间、检查与分析学习效果、采取

补救措施等。

3． 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

首先，影响人对行为过程的选择。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目标的选择和个体的行为

方式。当个体面对一个新的任务时，他首先会对该任务的价值进行估计，一般都会选择

最有成功可能性的方式。

其次，影响个体面对困难时的意志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在行动的过程中，总会遇

到困难，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到人克服困难的决心，影响人行为的坚持性。

最后，影响人的情绪状态。当我们认为做某件事成功的可能性大时，往往会有一个

乐观积极的心态，主动性很强，往往也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晒M制反之亦然。



三、国内外有关学习策略的研究

(一) 有关学习策略的研究

1． 影响学习策略获得因素的研究

第一，学习策略与高效率学习关系的研究

谷生华等人(1998)考察了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关系口¨；周国韬等人(2001)

探讨了初中生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学业成就的关系b21：Pokay和Blumanfield

(1990)认为成就动机通过影响学习策略的运用而间接影响学习成绩。刘志华、郭占基

(1993)等探讨了成就动机、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中做了成就动机、学习

策略对学业成绩的二元回归分析，结果认为成就动机、学习策略在同等程度上影响学业

成绩㈣。通过以上的研究回顾，都得出了比较统一的结论：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是高度

相关的，拥有高水平学习策略的学生通常会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第二，自我效能感和学习策略的关系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成果有瞰1：Pintrieh和De Groot(1990)发现在一般学习自我效能感和

认知策略运用、自我调节之间有显著的相关，自我效能感可以增进策略的运用，提高学

业成就b副。Pintrich和Garcia(1991)研究证实高效能的学生会运用更多的认知和元

认知策略，更能坚持学习。Zimmerman，Bandura和Martinez—Pons(1992)用路径分析

自我效能和自我调节的学习变量相关联啪3。Pintrich和Schrauben(1992)证实：学习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比低者更多的使用认知策略，更好地管理时间和学习环境，更密

切地监控和调节自己的学习。Schunk(1994)在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调控学习的研究

中，发现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控制学习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我国代表性的研究有：周勇(1994)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与学生的自我监控学习

行为各方面存在显著的相关㈨。周国韬和张平(1997)等人研究学习自我效能感高的学

生，往往具有较高的学习策略运用水平，而学习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学习策略运用

水平也比较低。王振宏等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学习策略、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

效应∞引。张林，张向葵(2003)证实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主要来自直接影

响，学习策略的运用对学业成绩有直接的影响，学习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影响学习策略

来影响学业成绩㈨。胡桂英和许百华(2002)研究行为自我效能感和能力自我效能感与

四种学习策略(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动机策略、社会策略)都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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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H引。周勇、董奇和张娅铃、杨善禄发现学习者的思维品质、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

归因等个体变量与学习策略显著相关，这些个体变量可能是影响学习策略的重要内部因

素H¨[421。李荟(1998)证实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及学习策略都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

的线性关系，自我效能感通过学习策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H引。

以上研究可见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自我效能感和学习策略之间显著正相关。

2． 学生的学习策略的比较研究

纵观几年的研究，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性别、学校类型、年级阶段、学业成

绩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了差异比较。

辛涛、李茵等对年级、学业成绩与学习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m1，结果发现就学习

策略总体水平来看，初、高中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学习策略水平，初中阶段不同成绩组的

学习策略存在显著差异，高、中、低成绩组学生的学习策略水平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变化

趋势，并且中等成绩组与低分组之间差别要大于中等成绩与高分组之间的差剐；高中阶

段，不同成绩组的学习策略水平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余欣欣研究初高中阶段，优生学习策略水平显著高于中等生、学差生，而中等生和

差生之间学习策略水平差异不显著H钉；牛卫华、张梅林(1998)的研究发现，优秀生的

元认知策略数量上比困难生多，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两种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使用

的元认知策略有着本质的区别m1。余欣欣还发现：初中男女生学习策略水平无显著差异，

高中女生学习策略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藩颖秋等研究：不同性别在学习策略使用方面非

常显著，与男生相比，女生学习动机水平较高且更积极，更善于使用学习辅助和自我测

试策略，在信息加工方面不如男生，说明女生在思维理解方面较男生弱H引；而姚梅林等

人认为学习者的主体特征差异性(不同的年级、性别、学习水平)决定了其所采取的学

习策略的种类及水平的差异，对学习策略的需要、理解、掌握和水平是不同的H引。

卜连英的结论H们：高中生学习策略使用水平上存在学校类别差异：重点高中学生的

水平高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不同类别的高中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上有各自的特

点；高中生在学习策略运用的年级水平上存在显着的差异；总体男生的学习策略水平高

于女生；学习成绩优秀组比学习成绩中等、后进组在学习策略使用上更具有优势。

大量的研究还表明不同水平的学生在拥有和使用策略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具体表现

为：①学习困难的学习者缺乏策略，他们不能抑制不必要的信息输入，不能有效选择线

索，不能适当地利用编码策略以及不能自发地产生问题解决的策略和评价使用策略的效

果；②低水平的学习者由于缺少丰富的相关经验，难以获得及使用高级的、复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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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或高等水平的学习者容易获得并容易从高水平的策略受益；③不同水平的学习者不

仅在学习策略的使用数量与频率上有差异，而且在质量上也存在差异。④不同水平学习

者使用策略的根本差异在于使用策略的恰当性，即善于学习者懂得何时何地完成何种任

务，使用何种策略最合适。

3． 有关化学学习策略论文的比较研究

尹福军对高中化学学习策略应用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唧1，表明：高中生的学习策略

掌握上性别差异不显著；高中生的学习成绩与学习策略具有显著相关性；目前高中生侧

重于知识掌握的运用，而有助于发展创新能力的策略运用较少；对中学生进行化学学习

策略的教学效果是明显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通用学习策略与学科学习策略结合进行

教学与训练。

张苗苗对不同性别、授课语言、成绩、地区的学生使用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进行了

问卷调查啼¨，结论：总体女生化学学习策略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蒙语语言授课的学生其

学习策略水平略高于汉语语言授课的学生；高分组、中等组和低分组的学生在态度动机、

焦虑、选择要点、时间管理、信息加工、学习辅助、考试和意志力上都存在非常显著的

差异；不同两地(呼和浩特市与曲阜市)学生在态度动机、选择要点与时间管理上存在

显著差异，在选择要点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李进研究了中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体系及初高中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畸引，结论为：

男、女学生在化学学习策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化学学习策略水平高于女生，

但女生的资源管理策略水平高于男生；不同性质的学校与城乡有别的学校的学生，其化

学学习策略水平都存在差异，重点学校学生要高于非重点学校学生，城市学校学生要高

于农村学校学生等。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1． 学习策略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

学习策略研究局限于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相对忽略了资源管理策略和情感策略

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学习策略的发展过程、特点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全面、不深入。

相关研究对影响学习策略的个体因素研究较多，而对外部因素研究很少。

2． 研究深度不够

关于学习策略的实验研究主要针对一些低级的策略，如记忆策略。对高级的思维策

略、问题解决策略、元认知策略的研究不够。深入了解高级学习策略的发展特点以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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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3． 对不同年龄学生的学习策略的结构、层次缺乏探索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学习策略的结构，目前很少结合不同年龄学生的学

习活动和学习特点来探究学习策略的结构和特点。佑3¨541

总之，有关通用学习策略的研究很多，化学学习策略研究起步较晚，而与之相关的

研究都比较零散，大多数是经验性的，缺乏比较系统的、科学的、定量的调查和实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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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 研究目的

在有关化学学习策略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得出对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具体目的如下：通过比较重点中学、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高一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找出异同，发现各学校的不足之处，借以帮

助每所代表性学校的中学教师在教学中对症下药，帮助不同学习环境下学生更好的发展

化学学科的学习策略，对学生进行较优化的学业指导；通过比较男女生的化学学习策略

的差异，针对在教学中不同性别的学生进行指导；通过比较不同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

的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探讨自我效能感是怎样影响化学学习策略的，以及自我

效能感、学业成绩、化学学习策略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二)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研究目的，具体假设如下：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重点中学与职业中学高

一学生化学学习策略有显著的差异，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高一学生化学学习策略无显著

差异；男女生化学学习策略在高一阶段无显著差异；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的化学学习

策略差异显著；学业成绩不同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差异显著；化学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

相关，与自我效能感相关：学业成绩与自我效能感相关。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根据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选取河北省某地高一学生，分别是：重点中学、普通中

学、职业中学，共计有效问卷306份(剔除无效问卷22份，总有效率为93．29％)。详细

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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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工具

(1)化学学习策略问卷

本论文采用李进所编的《中学生化学学习策略问卷》[55]o该问卷是在参考LASSI问

卷的基础上结合化学学科的特点，编制而成的。问卷由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学习资

源管理策略、情绪策略、学科学习策略等分量表构成，共59个项目包括两部分。第一

部分是进行学习策略水平区分的，共44个题目，评定分五个等级：①总是这样②经常

这样③有时这样④很少这样⑤从不这样，各等级分别记1-5分，最高为①一5分，最低为

⑤一1分，总分为44—220分，第二部分调查的是化学学习策略选择时的倾向性，共15

个题目，无分值高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别如下表：

表4化学学习策略问卷的信度

名称 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学习辅助策略 情感策略
。 ’化学学习

策略

信度系数
．7416 ．7685 ．8098 ．8389 ．8005

a

注：i1>O．7为可信

由表4可知问卷各要素的信度较高，都大于0．7，总量表的信度达到0．8，根据Cooper

(1998)的界定，Q>0．7为很可信，因此该量表可作为一个合格的测量工具。

表5化学学习策略问卷的效度

注：“p<O．01

由表5可知各要素之间的相关系数(除情感策略外)均低于各要素与总量表的相关

系数，说明各要素对总量表做出贡献，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说明本量表有一定的

结构效度。

(2)自我效能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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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综合闯卷》(英文名SEIS)采用的是北京大学(2003)《心理测评工具

箱中学版V2．0》中的问卷。适用于11—20岁人群，共31个项目。采用五点积分分别是：

①非常不符合、②有些符合、③不能确定、④有些符合、⑤非常符合，得分分别为①一1

分、②一2分、③一3分、④一4分、⑤一5分。测查个体的不同层次的自我效能感，尤其是

对学生的信心，适用于在校学生的大中学生。综合量表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的自我效

能感的量表分别是：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

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简称GSES)中文版的GSES有

10个项目测量非特定领域的最广泛的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有12个项目，

测量关于学业领域中关于一般学习能力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量表有9个

项目，测量个体对学习中的各种自我调节行为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综合问卷》

同时测量不同层次的自我效能感将可以更好地预测学生的行为。

(3)学业成绩

本研究采用的是近一学期内两次化学成绩的平均分(百分制)，由于考虑到学生刚

升入高中不久，没有统考成绩，以中考成绩为准由学生填写，将其分成以下等级：85

以上；85-70之间；70一60之间：60一50之间； 50一40之间；40以下。根据学生实际，

最后将85分以上定为成绩优(包括85分)，85—60之间的成绩定为良(包括60分)，60

分以下定为差。

(四) 研究程序

首先，确定研究变量。自变量：性别、学校、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因变量：根

据学习策略的有关理论，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学校类别，将化学学习策略的

差异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将化学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的、自我效能感它们之间的关系作

为研究的内容。

其次，研究工具的选择。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有两个，分别是：《中学生化学学习策

略问卷》和《自我效能感量表》。

第三，施测。本研究所用被试的施测，均由研究者本人亲自完成。在施测时，研究

者向被试口述统一的指导语以及有关的注意事项，以保证所有被试都能理解问卷的内容

与要求，并向被试保证本研究所有资料仅供研究之用，除了研究者之外，其他任何人都

不会知道被试的回答情况，尽量减少被试的顾虑，尽可能获得真实的数据。本研究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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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施测后由研究者当场收回。

第四，数据分析。对所有问卷进行筛选后，将有效问卷的数据录入计算机，用

SPSSl3．0进行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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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高一学生化学学习策略的总体特点

表6．学生化学学习策略的各维度的平均分

表6的M：计算结果是由全体学生化学学习策略量表中每个维度的得分的平均分，再

除以每个维度题的数目得到的。从表的每个纬度的M。可知，学生在化学学习策略中，认

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情感策略运用得相对要高一些，而元认知策略运用的频率显得

最低。这说明，学生在化学学习策略中对元认知策略的认识和使用都是不足的，在教学

中教师应该在这一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另一方面也说明影响化学学习策略选择

和使用的重要一点是：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

(二) 不同性别学生化学学习策略差异的比较

表7．学生化学学习策略不同性别的各维度的比较表

从表7的结果来看，男女生在各个维度的学习策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Sig)O．0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李进采用的量表一致，但结论却不相同。学习策略的各个纬度相比，



女生的各个学习策略维度水平的使用水平比男生的都要高些，这说明在整体上男生与女

生相比策略的应用水平更低些。在高一阶段，男生的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比女生的要低

一些，～般认为原因可能是男女学生不同的心理造成的。学生经过中考之后，男女生在

学习动机、态度方面差别不大，只是在新的环境里女生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调整自己

的心态，尽快投入到新的学习氛围中去，男生则相反。可以间接得出一个结论：学生的

心态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一个因素。

(三) 不同学校学生化学学习策略差异的比较

表8．不同学校学生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差异比较表

通过表8的统计结果，可见：

第一，在元认知策略(Sig=O．009<0．01)、学习辅助策略(Sig=O．02<0．05)两

方面，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存在显著差异，而其它方面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Sig>

0．05)。从学习策略的角度可以说明，重点中学在教学中明显占优势的就是：学生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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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策略和学习辅助策略使用水平比较高，这可能是在平时教师的教学或学生在学习中

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和教学，这一点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吸取的经验。也许从这

个角度还可以说明一点：在学生和学校主客观不能选择的前提下，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过程中，学生策略的培养和养成意识是学生成绩提高的关键。一个优秀的学生一方面知

道什么时候选择策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怎样调整自己的策略；另一方面知道有计划

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利用周围的环境和资源、能清楚有效的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合理

的管理。即使普通学校的学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教师先看到这一点，在日常的教

学中逐步实现这些的渗透，对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可见，学校教

师策略的教学意识和学生策略的学习意识是造成学校教学质量差异、学生成绩好坏的一

个重要因素。

第二，重点中学与职业中学在认知策略(Sig=O．026<0．05)、学习辅助策略

(Sig=O．016<0．05)和情感策略(Sig=O．001<0．01)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略(Sig=O．005

<0．05)均存在显著差异；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也只在认知策略(Sig=O．046<0．05)

和情感策略(Sig=O．035<0．05)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重点中学化学学习策略的使

用水平都高于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的使用水平，这与卜连英嘞1、李进∞71的研究结果基本

是一致的。

本文认为，重点中学与职业中学、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的认知策略的差异主要是由

于学生的学业情况造成的。学生化学学科的成绩差，自然对这门学科知识策略的认知水

平、使用水平就相对低些。而职中学生的学业成绩虽然差，但不等于元认知水平与重点

中学的必须有显著的差异。相反的是，在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的比

较上，在元认知策略的方面，普通中学的使用水平反比职业中学略显得低一些。经过与

职中学生的座谈了解到：该学生的动手实习非常多，毕业时就业率也非常高，从这里可

见职业中学的学生在化学学科学习上虽显得弱一些，但在其他方面不见得就示弱，这在

我们的经验中都能找到答案。重点中学与职业中学、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的情感策略相

比得分要高，并且有显著的差异。由于学生在经过中考的淘汰之后，经过各级的筛选分

别落入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与重点中学的学生比学生在心理上肯定有一定的失望感，

难免不影响学生的自信心、意志力，也许有的学生甚至会焦虑、灰心，消极对待自己的

学业，对前途渺茫的认识造成学习上的倦怠。这也是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共同面对的困

难：如何让学生在普通的环境里身心健康的成长。



(四) 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化学学习策略差异的比较

通过表9可见，学业成绩优与良、良与差的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在各维度上的得分

均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成绩优的学生有更高的学习策略的得分，再依次是学业成绩良的、

差的学生的策略得分，这一结果与卜连英嘲3、尹福军畸9|、张苗苗呦1的一致，与辛涛和李

茵№订的结果不一致。可见学生的学业成绩的情况与学习策略的运用程度有直接的影响。

表9．不同学业成绩学生化学学习策略差异比较表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不同性质的各个学校的优、良、差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作表10。通过表10统计结果可见，总体上，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是按照学校的性质

分层的，即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好于普通中学的优等生，好于职业中学的优等生，学业成

绩良的、差的也这样排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认知策略的得分上，重点中学学业成绩

良和差的学生的得分，反而比普通中学学业成绩良和差的学生的得分低，也就是说重点

中学的学业成绩良的和差的学生注意策略、复述策略、精加工策略、组织策略、记忆策



表10．不同学校的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的各策略纬度差异的比较



略、提取应用策略使用的比普通中学的要少一些。这可能是学生的元认知策略、学习辅

助策略、情感策略较其它策略使用的水平要高导致的。在情感策略的得分上，重点中学

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比普通中学学业成绩差的学生的得分要低一些，可以推测在重点中学

学业成绩差的学生的心理压力更大，学生的目标定向、自信心、自发培养毅力、克服焦

虑的学习心理更弱些，在教学中一线的教师更应注意到这一点。

(五) 不同自我效能感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差异的比较

1． 不同—般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通过表1l可见，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比较低，大多在低等、中等水平，处于高等

表1 1．不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的各策略维度差异的比较

水平仅占12人。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低等、中等水平的学生，其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学习辅助策略、情感策略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而一般自我效



能感等级在低等、高等水平学生，只在元认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

略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一般自我效能感等级在中等、高等水平学生，只在学习辅助

策略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2． 不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表12．不同学业自我效能感学生学习策略各策略维度差异比较表

通过表12可见，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比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还要低，等级几

乎全在中等和低等的水平，处于高等水平的仅为2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低、中等的学



生，其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情感策略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

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等级在低、高等的水平的学生，在元认知策略、

学习辅助策略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差异达到极其显著水平，而其它均达到显著水

平。

3． 不同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的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表13．不同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的学生的各策略维度差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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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13可见，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要好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自我效

能感的水平，处于高等水平的学生大约占总人数的15．03％，并且等级在低、中、高的学

生，其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得分以及总的策略的得分的差异均达极其显著水平。

总之，从综合效能感三方面可见，无论是学生的综合自我效能感中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学业自我效能感，还是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都是影响学生化学学习策略选择和使用

的一个重要因素。

4． 不同性别、学校、成绩的学生的效能感的比较

表14．不同性别、学校、成绩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比较

通过不同性别、学校、成绩的学生的效能感的比较，发现：①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效

能感只在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再进一步分析可见男生的平均分比女生

的高出大约0．29(见表15)。

表15．男女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分

值得注意的是：男生的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女生，而女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得分要

高于男生。这说明男生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进行具体学习活动的判断和信心比女生要

稍好，而在现实中女生会更加努力反而取得的成绩好于男生。②不同学校学生的效能感

的比较发现在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上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其它两方面没有显著



差异。迸一步比较可见：职业中学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是最高的，其次是重点中

学，最后是普通中学。并且职业中学与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的差异分别达到了显著水平

和非常显著的水平(见表16)。

这说明：职业中学学生对自己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种总体

性的自信心最好，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是一致的。③不同成绩的学生效能感的比较结果

(表略)，在三方面都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这很明显学业成绩好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综合水平自然就高。

表16．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分比较

由此可见，男女生之间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女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

的估计有可能比男生更低些，面对困难的坚持性、持久性更短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给女学生更多一些的学业指导和关心，高中阶段的女同学自信心会比初中增强，但也

更脆弱，比男同学的心理更容易受伤害。所以，在困难面前给女生的应该是更多的鼓励，

而给男同学应该是激励。学校之间的差异只是在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对

于学校的学生的整体精神状态来看，职中的学生表现的最好，其次是重点中学，而普通

中学的表现最差，其原因可能是：职业中学学生的就业前景尚佳，并且学业成绩不是就

业的唯一条件，还有其他的方面，如动手操作能力，社交能力等，这样学生自然不会对

自己的学业与前途焦虑，效能感自然会增强；重点中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是最好的，他们

中有从小就是佼佼者的学生，但他们也担心，那就是考试成绩必须理想，否则前途也是

渺茫的，这样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处理各种事件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心理负担，一般

自我效能感相对就会低些；而普通中学的学生恰恰是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学生，由于中

考“落地”成绩不如重点中学的学生，考学再努力可能也无望，动手操作能力、社交能

力又不是那么强，而又把自己想得特别“高”，一旦受挫折就把“不如意"归结到客观



原因，如学校不好等等，整天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做任何事情也就是马马虎虎。在教学

中应该对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做到因“校"而异。

(六) 化学学习策略的各维度与效能感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表17．化学学习策略的各维度与效能感各维度的相关分析表

认知

策略

元认知

策略

学习辅

助策略

情感

策略

化学学

习策略

一般自

．630** 1

．536**．662** 1

．555**．599**．534** 1

．834**．891．*．807**．783** l

我效能．169．*．283**．331．*．240**．303** l

感

学业自

我效能．259**．357**．434**．256**．390**．438** 1

感

自我调

节学习．401．*．521．*．584**．447**．582**．302**．473** 1

效能感

注：料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一tailed)．

通过表17可知，学习策略各维度与效能感各维度有显著的相关性，都达到了0．0l的

水平，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旧m1。也就是说，不仅学生效能感的高低与学生选择和使

调习感我学能自节效

自能

业效感

学我自能

般效感

一

我
．学略学策化习感略情策．辅略习策学助知子谳潞酩策知略认策



用学习策略的程度有关，而且显著相关。

(七) 化学学习策略和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表18．化学学习策略和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表

从表18中可知，以自我效能感三个维度的变量来预测化学学习策略的变量，进入

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两个：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多元相关系数

为．597，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357，即表中能联合预测化学学习策略35．7％的变异量，

以“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33．9％，其次是“一般自我效

能感"其解释量为1．8％，二者联合的预测力为35．7％。本研究中的结果表明：效能感的

三个维度对化学学习策略的预见性相对弱一些，这与已有的研究嘲1略有区别，这可能是

测试过程中采用的量表不同造成的。但可肯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策略有回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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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一) 调查研究的结论

1． 元认知策略水平最低 j

学生的元认知水平直接反应学生学习策略的水平，学生的元认知策略选择和使用的

程度较低说明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要想提高学生的化学

学习策略水平首要的是提高学生的元认知策略水平。

2． 性别不影响化学学习策略水平

虽然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不存在男女性别的差异，但相对来说女生的化学学习策

略水平比男生的使用水平高些。

3． 学校类型影响化学学习策略水平

不同学校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存在差异。总体上重点中学的好于普通中学的、普通

中学的好于职业中学的策略水平，并且在元认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两方面，重点中学

与普通中学存在显著差异；重点中学与职业中学在认知策略、学习辅助策略和情感策略

以及总的化学学习策略均存在显著差异；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也只在认知策略和情感策

略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4． 学业成绩影响化学学习策略水平

学业成绩优与良、良与差的学生，其化学学习策略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

异。总体上，成绩优的好于成绩良的，成绩良的好于成绩差的学习策略的水平。

5． 自我效能感影响化学学习策略水平

不同水平效能感的学生，其化学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综合自

我效能感各量表及总的得分与化学学习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比较效能感在不同条

件时的得分，发现：男生的学业效能感显著的高于女生的学业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

按职业中学、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并且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学业成绩优、良、差学生在效能感的三方面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别；学生的综合效能感

水平普遍偏低，大体处于中、低等水平，三分量的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自我调节

学习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见，学生的效能感是影响学生学习

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6． 自我效能感对化学学习策略有回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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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的变量预测化学学习策略，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是

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其预测力比较低，联合预测力为35．7％。

(二) 建议

1． 化学学习策略选择和使用中重视元认知策略的培养

通过以上的研究和讨论发现，学生的元认知水平相对与其它的学习策略水平的使用

是最低的，并且学校以及学生的差异重点也在元认知方面。因此，元认知的培养晒1是提

高学习策略水平的重点，建议从这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生应具备的知识与条件

学生原有认知结构的知识基础，认知结构的可利用性、清晰性和辨别性，直接影响

着化学问题的解决。有效的认知策略和学习策略可促使学生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是问

题解决中的元认知的重要成分。

首先，学生应具备相关的化学知识

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是多样的，但面对高中化学知识点多而杂、层次繁而多的特

点，在教学过程中可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来实现其认知结构的优化，进而较快的同化或

顺应为认知结构的知识。例如，帮助学生理清每单元知识系统的整体结构，纵横联系，

理清概念原理间的规律，分清知识的主干与分支；引导学生独立发展认知结构，积极思

维：启发学生归纳、总结，学会一题多解和一法多用达到举一反三，对相似知识点要同

中求异、异中求同等。

其次，教给学生一些问题解决知识的具体策略

①简化策略：所谓简化策略是指对于某些信息密集的化学问题进行简化加工，略去

无关情节，消去冗余信息，从而显现问题主干，快速形成解题思路的策略。

例如：在酸性条件中不稳定，可发生自身氧化还原反应生成Cu”和Cu。现有浓硫酸、浓硝酸、

稀硫酸、氯化铁稀溶液及pH试纸而没有其它试剂。简述如何用简便的方法来检验CuO经氢气还原

的红色产物中是否含有碱性氧化物Cu：0。

分析：题目所给信息中的可用信息是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而浓硝酸、浓硫酸、稀硫酸、氯化

铁稀溶液全是无用的干扰信息，因为它们会和Cu起反应。碱性氧化物Cu。0中的铜是+1价，而稀硫

酸可使它发生自身氧化反应生成Cu计和Cu。这样一来，题目的主干线索就非常简单了：

Cu20 溶于 厂Cu”(使溶液呈蓝色)

．—一弋
(红色) 稀硫酸 Cu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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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的思路也就非常明显了。

②图解策略：是指用简明的图形或图表或图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抽象问题直观

化，从而帮助思考，快速解答的策略。

例如：图1用数轴表示烷烃在常温下的状态：

图2表示c02和Ca(OH)z反应规律：

碳原子数

2 rl(CO。)／n(Ca(oH)2)

③假设策略：是指在问题解决中使用假设的方法，在不违背原题条件的情况下人为

的加入某些条件，使问题得以方便快捷的策略。

例如：在(a)硫酸(b)芒硝(c)三氧化硫(d)硫酸亚铁四种硫化物种，硫的百分含量由高

到低的顺序是——

分析：如果按质量分数的概念求得四种物质中硫的质量分数后再去比较，繁琐费时。如果将四

种物质的化学式分别作以等效的变换，再作比较，就容易做出判断：将a、b、C三种物质的化学式

变换为：a：H2S04—◆S03·H20；b：Na2SO,·IOH20—◆S03·Na20·IOH20；d：FeS04—◆S03·FeO。

很容易看出四种物质中硫的质量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C>a>d>b。

④发散思维策略：发散思维又称辐散思维或求异思维、创新思维，是相对于思维定

势而言的，是指能够从多角度看问题从多种途径寻求答案的一种思维方法。

例如：已知二氯苯的同分异构体有三种，从而可以推知四氯苯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是——

分析：按常规解法，要写出四氯苯的各种同分异构体后才知道答案。但可以这样想无论是二氯

苯还是四氯苯，确定同分异构体，都是在寻找苯环上所连接的H和C1原子的不同排列方式。将C。H4C12

(--氯苯化学式)和C。H。C14．(四氯苯化学式)作以比较，将C6H2Clt看成GHtClz，很快就可推知四

氯苯的同分异构体数目和二氯苯的同分异构体数目一样，都为3。‘

⑤双向推理策略：理解把握住题意之后，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时往往有两种思考方

向：一种是常说的从已知指向未知的顺向推理；一种是由未知指向已知的推理。解题思

路过程往往是包括了这两种推理的双向推理。只习惯单向思维，解决问题时会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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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写出以乙烯、食盐和水为原料制备乙二醇的各步反应方程式。

分析：逆向推理：从分析生成乙二醇的条件入手开始推至所需的原料：

需要 需要

CH2_一CH2一CH2-吒H2一 CH2=CH2

l l I l 和 需要

OH 伽 C1 C1 C12 一NaCI+H：0

电解 加成 电解

然后反顺序，从电解NaCl溶液开始，写出各步的反应方程式。

以上是以化学问题的学习策略晰1为例来说明具体学习策略的培养。在新课改理念的

指导下我们在课堂上多采用探究式教学方式。在探究式教学中，由于每个学生是不同，

他们原有的知识经验、认知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解决同一问

题的策略有可能也不同，所以，教师应提倡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不要追求相同的、

千篇一律的思维策略，应鼓励学生大胆尝试、积极思维。

再有，学生元认知的意识是应该培养的

在平时教学中，教师要提高学生对元认知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元认知学习的观

念，强化学生五方面的意识性：①清晰了解化学问题，要求学生准确、全面把握问题的

任务，明确问题的特点、要求以及达到的程度。②掌握化学问题的特点，把握化学问题

的特点，认真分析每个问题的结构、难度、突破口和关键，拟订计划。③使用策略的意

识性，不同的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题策略，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求学生考虑有哪些策

略可供使用，哪些策略解决当前问题最好，要有意识地选择并运用有效的解题策略。④

对解题过程进行自我调节，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敏锐判断出现的困难、障碍，准

确分析出现的原因，并能适时地进行调整。⑤把握自己学习的特点，引导学生认识、分

析自己的认知特点，扬长避短。‘

(2)提高教师指导学生运用学习策略的意识

第一，应提高教师的元认知意识和水平。教师“会教"是学生“会学’’的前提，要

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必须提高教师的元认知水平拍71。元认知包括对策略的计划、监

控、反馈调节等，而元认知监控是元认知的核心。教师的元认知监控是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不断评价教学的过程，并能适时地调整计划，选用最优化的方法，以保证任务有效

完成的。可见教师对教学过程有效的监控，能促成学生对信息有效的建构，因此学生元

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依赖于教师元认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有较高元认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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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中会有意识地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和教学过程的教学、注重教给学生解决问

题的策略、引导学生有效的学习活动、完善学习方法和策略的优化选择运用过程；另一

方面教师元认知能力在教学中也会起到“榜样”的作用，学生不仅会效仿，还会潜移默

化的影响学生元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改善。

第二，加强知识发生过程的启发和教学。在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淡化“过程”、

偏重“结果"的现象，死套公式，死记解题方法，机械模仿，用简单重复过程代替丰富

多样的知识发生过程，结果不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教师工作并非只是传授信息，甚

至也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以陈述问题的方式介绍这些知识，把它们置于其未来情景中，

从而使学生能在其答案中和更广泛的问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根据启发式教学法建议程

序是：①确定传授的化学方法和技能；②分析这一方法和技能的思维过程；③将思维过

程分几个阶段；④分析每个阶段所需的思维策略；⑤针对不同策略创设问题情境；⑥让

学生在问题情境中反思自己和他人的思维过程；⑦训练学生通过自我反思启发自己。这

一教学法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采用合适的学习技能和思维方法(分析、综合、抽象、概括、

比较、归纳、演绎等)，使“静’’态知识内化到“动"态的思维中去思考和认识，从而

实现自觉地选择使用。 ．

(3)具体的步骤

第一，方法训练

①自我提问法。由美国的波利亚(G．Polya)提出的，目的是训练学生进行自我提

问。模式为：教学中向学生提出一系列在问题解决的各个阶段供自我观察、自我借鉴、

自我评价的启发式问题，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依据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提问，并对思维进

行监控和调节。

例如，化学解题的自我提问单㈣：

分析题意阶段：i我理解题意了吗?再读一遍题的关键部分。ii我把握了题的整体

结构了吗?要理清题的数量关系或化学过程，用简单的图示进行标出。iii这个题目考察

哪方面的知识点?应该注意什么?不要急于写出答案。

解题阶段：i我充分理解了已知条件了吗?没有充分利用的已知条件特别是隐含信

息优先考虑。ii我充分发散思维寻找新的视角了吗?

反思总结阶段：i本题是怎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做?ii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还有

无别的方法，哪个方法最好?iii该题未作对，做不对的原因是知识欠缺，还是解题方法

错误，还是能力缺陷，或是别的错误?



②出声思维法。也称大声思维法，是德国心理学家邓克尔(Duncker，1945)最早使

用的。运用到化学教学中，具体做法是：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边想边说或者在解

决问题之后把解题过程描述出来。这样全班的同学在倾听叙述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思路

与之比较，吸取较优的技巧、方法，调整改进自己的策略和方法，弥补不足。在此过程

中全体同学的元认知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外，教师在此过程中应给学生提

供一个和谐民主的环境，让学生自由的评价他人的解题方法，轻松的交流自己的学习心

得和体会。

第二，加强记笔记的指导

在学习中的记笔记策略包括：学生对化学课堂内外学习材料的摘抄、加评注和归纳

总结；对知识技能和思维的对比；对重点、难点的提示等。而为了更好的促进学生元认

知水平的发展，对笔记即时删补、修改、反思等整理活动相当重要。这些活动不仅有助

于发现新旧知识、技能的内在联系，促进知识的优化，而且还有助于学生调整自己的认

知结构，促进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因此，提出修改笔记技能的方法：①笔记本划分

区域：把笔记本用竖线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记录上课讲的内容，另一部分作为修改及

以后反思用。②记好课前导语和结束语：教师的“导语”一般是本节课的学习目的、要

求及中心问题，而“结束语"往往是对自己学习的归纳、反思。做好这方面的记录有助

于学生把握学习的重点、难点，明确学习任务，提高学习的计划性、反思性。③及时做

好修改整理：讲课结束时，对于简略处作必要的补充，对重点、难点知识点的解题技巧、

方法进行标注。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后，要对学习策略和方法的适用条件进行细致的总

结和归纳，以达到认知的最优选择，实现阶段性的元认知能力的升华。

第三，加强反思的指导

学生反思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教师更应注重指导学生做好三方面的反思：①对整

节课的反思。在每节课要结束时，给学生留下几分钟的时间，让其对这节课进行小结，

目的是让学生清楚这节课的重点、难点和知识点，进一步清楚自己的学习任务，查漏补

缺，对学习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管理，是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②对每一章的反思。在学

完某一章节后，可指导学生列出本章的知识网络图，针对知识点归纳题型，把相关的错

题、相似的题和重点的题进行小结，对错题分析当时情况下出错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

施；同时试着制定章的测试题及进一步复习的计划。这样的方式能积极的调动学生元认

知监控和调节系统，间接的提高学生元认知能力。③对某一阶段进行反思。进行阶段总

结，主要是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学情，优化方案。大概包括以下几方面：学习计划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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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习方式和策略是否有效?学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用什么方式解决的，还有其

它方法吗，哪个是最有效的方法?时间安排的合理吗?在哪些问题中更应吸取教训?对

自己的学习有信心吗?结果达到计划目标了?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这样的反思是比

较全面的，实际中应考虑到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选择。

第四，加强学生不同方位和视角的评价

评价是学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在学生元认知能力形成过程中同样有重要

的作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注重这样的评价：总结性评价应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学

生自评应与他评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民主和谐的学习环境。教师不但应指导

学生对自己解决问题过程的学习结果进行总结性评价，还应指导学生将解决问题的过程
●

进行形成性评价，对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进行评价；教师还应让学生与

学生之间学会倾听、交流与合作，促进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完成学习方法和策略的自评

与他评；教师还应在参与的过程中对不同性质的学生给与不同的评价，做到评价中的“因

材施教"。

除此之外，教师在策略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策略学习兴趣的培养，承认他们在学

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与保持学生良好的注意、情绪和动机状态，发挥学生在学习

活动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应注重在策略教学中作好必要的示范，提供必要的练习机会，

精心组织练习实践，及时疏导和鼓励，使学生学会思维并对结果及时总结。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科学习策略水平和谐、有效、全面的改善和提高。

2． 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以促进学生化学学习策略的掌握

在教育教学中要想解决学生的学习策略问题，教师必须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是否处

于最佳的状态。前文已述：综合效能感分三个方面，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以及考试焦虑呈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坚持性、能力程度、

认知投入与学习策略的运用；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成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并且多项调查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心理健康呈正相

关，并与学生进入社会后的生活状态、成就业绩紧密相关拍射。这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习

能力及使用学习策略能力的评价，会影响学习策略的学习和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

为学生即使学会了学习策略的知识，知道这些知识在什么场合使用，但是如果他认为自

己没有成功运用这种策略的能力，就不会有运用这种策略的愿望；反之，如果他认为自

己能够很好的运用这种策略，就会在各种情况下积极地运用策略，调整策略。另外，拥

有不同效能感水平的学习者通过影响自己的行为、自信心和意志力、面对问题的态度而



间接影响自己的学业成绩。因此，教师要首先发现学生学习的特点与当前存在的状态，

做好教学的调整，努力使学生的效能感处在最佳的积极状态n01，使学生学习的潜能完全

释放出来。对于效能感的改善和提高建议以下的措施。

(1)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概念，获得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1981年研究指出，成功经验会提高自我效能感，这是学习者的亲身经验。不

断的成功学习会使学生建立其稳固的自我效能感，成功的愉悦感会不断激发内在的学习

动力，而且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降低，并且会泛化到其它类似情境中去。因此可创造条

件，使学生获得成功经验，为学生树立成功的榜样，来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①成功经验

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是建立在过去学习经验基础上的，当学生成功地完成了一些

自认为有一定困难的学习任务后，学生就会认识到自己的能方，会对未来学习变得更加

自信，自我效能感会增强。由此；教师应让学生在学习中更多地获得成功的体验。

首先，帮助学生设置合理的学习目标。合理的学习目标口订应能使学生不断感受到进

步和成功。学习目标的设置与学生能否取得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

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具体性；例如目标：今天我要做会两道题。这个目标就

是一个具体、明确的。具体的目标能使学生容易评价自我。第二，具有渐进性；例如，

把本学期学好化学的目标，从内容上划分成单元目标和每节课的目标，这样有利于每个

目标的实现以至长期目标的完成，还可以给学生多次成功的体验。第三，难度要适中，

要个体化；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合理的学习目标应使不同能力的学生都能达成，同时

也要有一定的挑战性，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最后，最好能让学生自己考虑自身

条件设立目标，比如，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设立一个目标，这样有益于调动其参与的

积极性和树立信心；同时教师应将目标设立和奖励、效果反馈结合起来，经常鼓励和表

扬学生，为其提供说服信息，这样更有益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还有，帮助学生安排合适的学习任务。合适的任务H21也就是难度适中的任务，既不

是太难的、学生屡次失败的任务，也不是不经过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任务，而是那些经

过学生一定的努力能够完成的学习任务。可以称作让学生“跳一跳”的方法。而且在学

习的不同阶段应设置循序渐进的目标，这样才能让其正确、合理的掌握成功的经验。如

在科学学科的探究活动教学中，探究之初，教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事物出发，设计学生喜

爱的活动，用自制教具和“随手取材”的实验等进行探究活动，激发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在探究过程中，多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让其参与进来，增强学生对活动的信心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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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而随着学生探究能力及其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逐步提高，再增加

探究活动的难度和开放程度，使学生不断取得阶段性成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②榜样经验

当一个人对自己某方面的努力不能肯定时，个体自我效能感更容易受到替代性经验

的影响。在学校一个大集体中，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教师要利用这一资源有利的一面，

比如树立进步典型，以点带面，激发学生，以此作为榜样；也可以强化班级荣誉感，增

强学生的班组整体效能，强化班组成绩的取得归属每一成员，使参与的学生体验到成功

的喜悦，这样学生既可以从榜样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同时又为他们发展良好

的认知打下基础。还可以让学生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的学习进步进行自我和他人的比

较，这样的比较使学生能看到自己学习能力的优点和提高，从而促进学生自我效能感的

提高。在进行与他人比较时要注意：引导学生与自己能力相近的学生做正确的比较；对

于差生，可引导和较低水平的学生进行比较；当学生遇到失败时避免与能力相似的做比

较，当取得好成绩时，鼓励他们向更好的学生看齐。

(2)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归因和成绩反馈

①归因训练

归因方式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教师首先应该诊断学生的

归因倾向，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归因训练。如让学生每天写学习记录，尽量使学生去领悟

自己学习进步的程度，并对自己的成败进行归因，学生做出的正确归因应给与及时的表

扬；或让师生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交流学习归因的成功体会，使学生学习正确的归因方

法。归因训练目的是让学生将学业成功归因于能力、努力和有效策略，这样他们就会产

生较高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并保持学习动机，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以及学习策略不当，

以促进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调整学习策略以提高学业成绩。

②归因反馈

一般来说，对学生进步做能力上的归因，可以使学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这一科，

对学生的学习做努力上的归因，可以使学生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进步，进而增

强学生自我效能感。因此，在学生完成某一相学习任务后，教师应给予能力或努力方面

的归因反馈，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效能感。如能力归因：你很善于做这个；努力归因：

你学习很努力等。还有就是一些成功的经验，教师也要给予及时的表扬，这也能对学生

信心的确立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这些措施能在改善学生效能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



情况适时调整方法，同时对学生应充满耐心、信心，积极期待和引导，以积极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学生教育工作中去，这样学生在正确的引导和自己的努力下一定能改善提高自

己的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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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课题在学习策略、化学学习策略、自我效能感术语界定的基础上，利用《化学学

习策略问卷》和《自我效能感综合量表》对高一学生的化学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①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化学学习策略的使用

水平是有差别的。在总体上，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略比男生使用水平高些；

重点中学要比普通中学的使用水平要高，普通中学要比职业中学的使用水平要高；学生

的元认知水平普遍偏低；不同学业成绩学生的学习策略存在显著差异，学业优的好于学

业良的，学业良的好于学业差的。②不同学生的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学生

的效能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的平均分显著的高出女生的平均

分；不同学校学生的效能感在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上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职中的

好于重点的，重点的好于普通学校的；不同成绩的学生的效能感在效能感的三方面都达

到了非常显著水平。③效能感与化学学习策略显著相关，效能感是预测化学学习策略使

用水平的一方面。

通过研究得到启示：影响一个学生学习质量和一个学校学科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科学习策略的掌握、使用程度。本着这个问题，提出

了培养元认知和自我效能感的一些建议。

由于条件和时间限制，论文中存在一些局限性：①只对本县的三所高中进行了调查，

结论只能代表本县的情况，也只能对本县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不具有广泛性；②选取

的样本，只包括高一的学生，并且调查是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时进行的，如果能包括

高中的三个年级、并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和时期都有调查，也许更具有比较性，对研究的

价值就会更大；③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的成绩是被试自我评价法，因此存在学生答

题时不够统一，标准：④化学调查问卷对于比较重要的策略—化学问题解决策略，考察

得相对少些；⑤对于提高学习策略水平的办法，只针对调查的结果在元认知和效能感两

方面提出了的建议，如果能配以实验研究，那么结论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这些问题尚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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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中学生化学学习策略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

在学习化学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您总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学习策略。为了

解和提高中学生化学学习策略的水平，我们组织了这次调查。请将您的实际做法、想法与题目所说

的做法、想法相对照，然后选择最符合您情况的答案。本问卷仅供科学研究之用，不评价您学习的

好坏，答案也无对错之分，认真回答将会使您更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更有利于您今后的学习。

最后衷心感谢您的帮助与合作!

你的基本情况：性别——年级——学校

二00七年十月

在本学期化学测验中近两次平均分(百分制)在85分以上⋯一70’85分一60’70分⋯一60～
50分一一一50～40分⋯一40分以下⋯一(在合适的选项里打”√”)

一．单项选择(请选择最符合你实际情况的选项．在选项上打”√”)

1．上化学课时，我会及时记笔记()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在阅读化学教材时，我会将重点内容用笔划出(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上化学课时，我会根据预习情况有重点地倾听不会的内容(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我能通过制订学习计划来安排化学学习(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5．在化学考试之前我会预测考试的重点和难点(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6．每学期或每个月我都会设置自己的化学学习目标(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7．即使有好电视，没有完成学习计划，我也不会去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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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8．我在阅读化学教材或其他学习参考书时，会努力提出一些问题(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9．在化学学习过程中，我能清楚地了解自己学得好和自己学得不好的地方(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0．在学完化学的一章内容之后，我会整理笔记(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1．对解过的化学习题我会反思为什么用这种解法求解，不这样做行不行(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2．当化学学习成绩下降时我会反思学习方法是否得当(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3．月考或学期结束后，我都会对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做个评价(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4．为了能在化学学习上有所进步，我会坚持不懈的努力(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5．做化学实验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会通过一定的方法消除自己的害怕心理(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6．上课时，我头脑里往往会想到别的事情，以至老师讲解的许多内容，我似乎没有听到(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7．在考试时，我常常会想考试失败可能引起的后果(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8．如果有时间，我会提前预习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19．老师呈示的挂图、模型、标本或进行的演示实验，我并不很在意(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0．学过的知识我倒记住不少，只是在我头脑里显得比较乱，以至要用时，一下子想不起来(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1．学习某一部分化学内容时，我不仅能够弄清各个部分、各个要点的意思，而且能较快的弄清各

个部分、各个要点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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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上课时，我尽力想象老师所讲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把老师所讲的内

容变成形象在头脑中显现出来(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3．我一般是没有复习功课就动手做作业(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4．上课时，老师所讲的许多具体事例，我似乎也能听懂，记住，但是，要用简单的几句话加以概

括，我又到困难()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5．我重在平时复习，考试前夕倒不怎么紧张，有时反而去玩一玩，让头脑休息休息(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6．听老师讲解一种化学知识时，我自已往往还联想起与此有关的一些其他知识或事例(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7．听课时，我往往把不理解的问题或联想起来的问题记下，以便课后进一步思考弄懂(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8．在回答问题时，我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去回答，很少硬背课本上的字句(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29．做化学实验时，我总是将仪器药品整理得整整齐齐，并放在固定的位置(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0．我喜欢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或解释)生活上或课外活动中碰到的问题(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⑨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1．考试时，我总是先把考题看一遍，把容易做的或得分多的题目先做了，把难做的题目留到最后

去想(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2．在准备考试时，我常常先提一些问题考自己，看看准备是否充分了(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3．学习一种新知识或新事物时，我很少想到要把它和已有的知识或其它事物进行比较(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4．复习功课时，我常常把学过的知识列成表或画成图，借以揭露各种知识(如各种概念、定理、

公式、事物的特征等)的区别和联系(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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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般说来，考试时能得个。良’’或“80”分的成绩，我就很满意了(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6．我重视学习经验的总结，并时常和同学交流学习经验(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⑧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7．学习时，我喜欢思考，即使很难理解的内容，我也总是想法把它弄懂(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8．我会将作业、考试中出错的题抄在错题本上，写出正确答案并分析原因，经常翻看，避免再错

( )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39．发现其他同学有好的学习方法、或学习习惯，我会借鉴过来为自己所用(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0．我把学习看作是获得知识充实自已的有意义的活动，而不是一件每天必须完成的令人不愉快的

任务(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1．在默写一些化学方程式时，我的头脑中会出现这个反应的实验现象，甚至老师的表情、上课的

场景(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2．我知道什么时候学习效率最高，并善于利用这个时间学习(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3．如果学习环境影响我学习，我会采取措施使之不影响(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44．我经常想象自己将来的美好前程，这样学习起来更有动力( )

①表示总是这样②表示经常这样③表示有时这样④表示很少这样⑤表示从不这样

二．单选题(请选择最符合你实际的情况的选项。添入括号内)

45．在观察化学实验时，我注意观察( )

①实验操作②实验现象最明显的反应瞬间③反应物和生成物④实验装置⑤实验过程中的所有操

作、装置和现象

46．老师讲到抽象的物质结构知识时，我会通过F列方法加以理解( )

①联想到与此相关的日常生活现象②阅读教材中的相关解释③观察老师展示的模型或品味老师举

的生动形象的事例④在脑海中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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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在学习元素符号、化合价等知识时，我喜欢( )

①把它们编成顺口溜来帮助记忆②将众多内容分散下来，分多次记忆③把它们的符号与实物或与

该事物具有的性质结合起来记忆④通过多练习来记忆

48．在学习化学概念时，我喜欢通过以下方式帮助理解( )

①抓住关键的字、词②利用先前已学的相近概念◎利用一些具体的事例④通过实验⑤通过制作

化学概念网络图⑥死记

49．在学习化学基础理论时，我喜欢( )

①在一系列事实基础上归纳出相应的化学原理知识②从已知事物的特征或原理来推理得到新的化

学原理知识③对表述化学原理内容的文字进行反复的推敲和思考④用图、表的形式将化学原理知

识表达出来⑤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理解⑥死记

50．在学习氧气等物质及化合物知识时，我喜欢( )

①逐个记忆它们的组成、性质和用途②抓住物质的典型性质来帮助学习其他性质和用途③把握物

质的通性与个性来帮助学习④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中的现象来帮助学习

51．做化学实验时，我喜欢( )

①没有顾忌，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动手做②做实验前，认真分析实验的关键，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

再做实验③自己做的同时，也观察其他同学做的实验，以寻求好的实验方案或方法④按照实验方

案认真做实验

52．学习化学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会( )

①自己独立解决②和同学进行讨论交流③请教老师④通过家教进行课后辅导

53．我最喜欢用如下方法帮助理解课本内容( )

①上网②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阅⑨看教材④看课外资料⑤做各种习题

54．当实验失败后，我会( )

①照其他同学的成功实验报告写一份交给老师②与同学交流，找出原因③找老师帮助解决问题④

找老师，请求再傲一遍⑤自己迅速思考失败的原因，并尽快找出解决的办法

55．学习环境嘈杂时，我会( )

①立刻换一个地方学习②暂时停止学习，等环境安静下来再说③戴上耳机继续学习④努力让环境

安静下来再学习⑤不去理睬

56．为了培养自己对化学学科的兴趣，我会( )

①多看和多做化学实验②了解化学家伟大的成就③告诉自己化学学科很重要④提醒自己化学课

程与中考或高考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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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遇到考试就紧张或因为成绩不理想导致心情不好时，我会( )

①有意识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那些心烦的事情②与知心好友交谈，从他(她)那里得到安

慰③与父母或老师交谈，他们会使我高兴起来④把不好的心情写进口记本⑤休息一下或睡上一

觉，之后会好些⑥深深呼吸，放松自己的情绪⑦自己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你能行的，一定能成功l”

58．当我还没完成学习任务，由于受了外界的吸引想去玩的时候，我会( )

①停止学习，玩完后再学习②请同学或家长监视自己③自己克制，哪怕今天学习不成也不去玩④

放弃学习，先去玩了再说⑤停下来休息一下，再继续学习

59．对于化学上的定义、定理、公式、结论等，我会( )

①偏重于理解，不大重视记忆②努力死记住、熟记③想法弄清他们是怎么得出的④在做习题或解

决实际问题时自然而然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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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自我效能感综合量表

下面的句子描述的是学生对学习任务的一些感受，以及在学习时的想法和行为，请你判断句子

中的描述是否符合你的情况。请选择：“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表示不能

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难题的(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⑨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办法取得我想要的(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3．无论什么事在我身上发生，我都能够应付自如(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4．面对一个难题时，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办法(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5．对我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6．我自信能有效地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7．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难题(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8．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因为我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9．以我的才智，我定能应付意料之外的情况(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0．有麻烦的时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办法(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1．即使功课很难，我也会学习(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2．我肯定我能掌握今年在课堂上教的知识内容(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③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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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完成即使最难的功课(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4．我能够解决通常学习上遇到的绝大多数难题(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5．只要我不放弃，我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功课要求(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6．我一定能学好今年的功课(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7．只要我全力以赴，没有什么功课能难倒我(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8．我觉得我能够学好几乎所有的课程(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19．我完全有把握完成今年的学习要求(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0．有几门功课，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也学不好(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1．我肯定我能想出办法来完成最困难的功课(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2．我几乎没有遇到过自己难以完成的学习任务(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3．我能很好地安排一个地方学习而不受人打扰(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4．我能很好地按时完成作业(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5．即使有其它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我也能认真地学习(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6．我能很好地计划我的学习(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7．我能很好地激励自己做功课()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仓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8．我能很好地参加课堂上的发言和讨论(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29．我能很好地记住课堂上和书本上的知识(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tP常符合

30．我能做好课堂笔记()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③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31．我能很好地做到专心听讲( )

①表示非常不符合②表示有些不符合⑧表示不能确定④表示有些符合⑤表示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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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在踏上工作岗位六年后，于2006年7月，又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

学原理专业的研究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为了满足我的教学需求，我抓紧一切时间来

获取教学的理论知识；两年里我收获很多，感触也很多：

两年里我不仅学到了在原来教学生涯中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论知识，还耳闻

目睹了各位教师的敬业精神。虽然他们有的年纪已非常大，接近退休年龄，但他们丝毫

没有懈怠的表现，指导时仍是严格要求，，孜孜不倦，虽然他们年轻，事业上已是前途无

量，但他们没有骄傲的情绪，对我们来自一线教师的问题是百问不厌、有问必答⋯在这

里首先我感谢我的指导教师刘毅玮教授，她在我非常迷惘的时候给我不少的指导和建

议，是她的态度让我对自己的能力倍感信心，更加努力地完成自己的论文；其次是苏州

大学的吕琳副教授，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她却给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还有院里非

常热心的弭老师和冯老师，在数据处理上也给了很大的帮助；舍友和同学们的热心支持；

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爱人和婆婆，他们对孩子的照顾就是对我的无声的支持；最后，

本文参考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在这里我都要表示感

谢，我的成功与你们是分不开的!

短暂的研究生学习就要结束了，而知识的学习永无止境，我一定把所学的理论知识

结合教学实践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往前推进，让其在高中教学阶段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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