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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时期是儿童可塑性最强的一个阶段，好习惯最容易

在儿童时期培养。因此，家庭与学校应该更加关注儿童时期儿

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培养，从而使儿童对未来的学业生活充

满信心。

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班杜拉提出来的。自我效

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能成功完成和达到特定目标所具备

的能力的判断或信念。以此为基础，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

理论。学业自我效能感属于自我效能感理论的一部分，此概念

和学生的学业表现有关，因此也称之为学习自我效能感。学者

王凯荣等人(1999)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由学习行为和学习能

力两方面构成。学习能力是指个体提前对自己学习表现的一

种判断，比如，在学习过程中是否能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如何避免学业上的挫折等; 学习行为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的努

力，采取合适的学习方法去完成学业任务。学者边玉芳(2004)
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学业的一种主观判断，

是学习者是否有能力去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评价。

3 影响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因素

根据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学生自我效能感的

形成与发展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直

接获取的经验、通过观察间接获得的经验、他人的言语劝说与

引导、情绪所导致生理状态的改变。此外，其他因素如个体内

在的学习动机，老师的授课方式是否有趣，师生的交流互动方

式是否平等，所学学科的兴趣程度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效

能感（郭炫汝,刘博扬,王佳星,董雯婷,张应浪, 2016）。有研究表
明，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林杰,刘衍玲,彭文波, 2020）。但是，学业自我效能感

和学习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直接负向

预测学习倦怠。由此可以看出，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加学生在学业上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还

避免了学习倦怠现象的出现。

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学习是儿童在学龄期的

主要任务，该阶段的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如果他

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学习能力，那么他们将会获

得勤奋感，使其更容易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建立自信心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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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因此了解儿童学业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影响

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

部因素是指学生自身存在的因素，包括学生学习上的成败经

验、归因方式、自身的性格特征等。其中归因方式会对儿童的

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重要的影响（朱雨雁,方双虎, 2017）。归

因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结果的解释，个体在完成某一件事情

之前，总是会产生追求成功、避免失败的动机。儿童在学业生

涯中既会获得成功的经验，也会遭遇失败的经验，但是不同的

归因风格会影响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当儿童在学业

上取得成功时，比如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如果他将学习成绩的

提高归因于自身因素，那么其自身的学业效能感会有所提高；

倘若他将其归因于偶然因素，则会降低儿童的学业效能感。

外部因素即学校和家庭的因素。学校是儿童学习的主要

场所，儿童大部分时间都是与老师在相处。因此，师生关系在

儿童学校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师生关系是指在学生在

学校进行学习活动时，教师和学生持有不同的态度通过互动

交流所建立起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它对学生的上课表现，课后

完成功课情况，甚至是学生参加考试等一系列学生相关的学

业活动情绪体验具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儿童的学业自我

效能感。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会产生积极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而且对学业情绪起到调节作用

家庭是孩子接触的第一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密切的

影响孩子自我效能感的建立。父母教养方式指的是在父母在

养育子女的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一种对待子女的行为和态

度。通常来说，如果父母是以积极的教养方式来养育孩子，那

么孩子更有可能会对学业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完成

学业任务。比如，孩子在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父母

善于倾听孩子想法和意见，对于孩子的学业给予支持而不是

一味地打击和责骂，这样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遭遇

到学业挫折的时候更有可能向自己的父母求助以此来解决

问题，从而提高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但是，如果父母在日

常生活中冷漠自私，对待孩子的学业不管不问，只拿学习成

绩作为评判孩子的唯一标准，或者过度干涉子女的日常生活

都会对孩子的学业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孩子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

4 提高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策略

4.1 父母正确引导儿童看待成败经验

成败经验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儿童在

学习过程中必然有会成功的体验和失败的体验，但是如何去

看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对于学业效能感的培养是至关重要

的。如果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屡屡遭受挫折，久而久之就会产生

习得性无助。父母这时候应该引导孩子降低学习的难度，使孩

子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并且让孩子明白几次的失败经验

并不能代表学习能力，从而增加孩子对学习的信心。

4.2 树立正确的归因方式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儿童将自己学习上的成功，比如考试

考了满分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那么他将对自己未来的

学业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下次考试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

取得优异的成绩。因此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会有较高的水

平。但是，如果儿童将自己学习上的成功认为是运气好或者归

因于环境因素，那么儿童在未来的学业中就会对自己是否会

成功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儿童经常遭遇到失败的体验，就会

使儿童对质疑自己的学业能力，久而久之，会极大地打击儿童

学业上的积极性，进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会降低。

4.3 父母树立榜样

班杜拉曾经提出儿童进行最早的学习是观察学习。儿童

早期大部分时间是和父母生活一起。因此父母在平时生活中

的一言一行和对成功的态度都会对儿童产生巨大的影响。儿

童通过观察父母的成功间接的获取经验，并期望自己以后在

相似的场景中也可以获得成功。如果父母营造的环境是一个

负面消极不具有成功体验的环境，那么孩子通过观察学习也

会认为自己未来都不会成功。

4.4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儿童在进入小学阶段以后，大部分时间是与老师和同学

的相处。老师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一个孩子的学业表现。作为教

师，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这也就是说教师在教书的同时，还

要学会如何培养孩子健全的品格，不论学习成绩的好坏成为

一个不危害社会的人。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一部分教

师评判孩子的学业表现标准过于单一，仅仅以成绩作为学生

学业表现的唯一标准。当学生成绩不好时，教师在课程上立马

会对学生一次成绩的下降进行严厉的批评，而不能宽容和平

的帮助学生发现学习的问题并解决，更有甚者会对学生进行

辱骂性的言语攻击。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言语上的都会打击

学生对学业的信心，降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根据著名的

皮格马利翁效应，学生的学业表现会受到教师直接或者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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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暗示。这些行为都会使学生对老师产生惧怕的心理，不利于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总之，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既受到自身性格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家庭与学校环境的影响。作为与孩子接触时间最长的

家长来说，家庭是孩子直接处于观察学习的主要场所。因此，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于孩子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建立有着十分积

极的正面作用。父母应该充分利用榜样的积极作用来影响孩

子。作为教师，应该发挥教师的正面作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为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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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论文联盟 www.LWlm.coM管理（佝偻病专案管理、贫血

专案管理、营养不良专案管理、反复感染专案管理、专家建

议）等实施全面管理，方便多多。

4 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教育教学期间内，信息技术的教学应

用及发展，对幼儿的成长及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更好

满足幼儿教学活动开展实施需求，幼儿教师应当努力提高信

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进行信息技术的合理选择和恰当应用，

在更加符合幼儿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幼儿教学活动。现代信

息化，对教师而言犹如“鸟儿添翅、鱼儿得水”，给教师提供了

学习的多维度，创造了收获的多层面，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基石；现代信息化，对幼儿而言犹如“五彩世界、绚丽斑斓”，

丰富了孩子们的知识经验，还优化了的教学活动，它是幼儿

教育教学的得力帮手。

参考文献

[1] 谭璐 .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D].华
中师范大学 ,2019.

[2] 黄美丽 .信息技术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J].中国校外教

育,2018(13):160+165.
[3] 刘桂红 .现代信息技术在幼儿园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J].中国教

育技术装备，2018（3）：50-51+56.

（上接第 60 页）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