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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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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的影响ꎬ为预防和干预初中生学习适应问题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从河南省周口市和项城市的 ３ 所初级中学抽取 １ ６７７ 名学生ꎬ使用«青春发育量表中

译版»和«学习适应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女生在学习任务、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 ３ 个维度的得分高于男生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３４ꎬ－２.１４ꎬ－５.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七年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成绩、人际环境得分高于九年级ꎬ
学习适应总分高于八年级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９５ꎬ１.８７ꎬ２.２４ꎬ１.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偏相关分析表明ꎬ初中

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学习任务和学习适应总分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５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青春发育时相较早组学

习任务、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成绩的得分均低于较晚组ꎬ较早组学习态度得分低于适中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

为 ４.７６ꎬ１.９７ꎬ３.２３ꎬ３.８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线性回归分析表明ꎬ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任务均有负向预测作用

(β 值分别为－０.１２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学习适应密切相关ꎬ青春发动时相提前会导致初

中生学习适应问题的风险增加ꎮ 学校应开展相应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ꎬ提升青春发动时相提前学生的学习适应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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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个体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时期ꎬ青春

发动时相(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是指个体与常模相比较时ꎬ
其青春发育进程开始的早晚状态ꎬ常被分为早熟、适
中和晚熟三个阶段[１] ꎮ 近年来研究显示ꎬ在全球范围

内ꎬ人类出现了青春发育提前以及青春发育期完成的

缩短化倾向[２] ꎮ 在临床上也表现为早熟的儿童越来

越多[３] ꎮ 青春期心理和生理发展的不同步ꎬ会导致青

少年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ꎬ如有研究提示ꎬ青春发育

异常不利于女生自我概念的发展[４] ꎮ 青春发育提前

与青少年抽烟喝酒等外化行为有关[５] ꎬ是青少年攻击

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之一[６] ꎻ同时也与中小学生的肥

６２４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胖、超重[７]及青少年焦虑和抑郁[８] 等问题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是导致青少年各种心理生理

问题的危险因素ꎮ
教育部印发了多条关于减轻学生学业压力的通

知ꎬ然而ꎬ目前中小学生的学业适应问题依旧不容乐

观ꎮ 一项研究表示ꎬ在中小学ꎬ学习适应不良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９] ꎬ而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是青少年学业适

应问题的危险因素ꎮ 陶芳标[１０]指出ꎬ与青春发育提前

相关的不良结局涉及许多方面ꎬ其中学业适应不良就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ꎮ 本研究试图探讨青春发动

时相与初中生学习适应之间的关系ꎬ为初中生学业适

应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ꎬ也为青少年青春发动

时相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ꎬ在河南省周口市和项城市选取 ３ 所初级中学ꎬ根据

年级分层ꎬ每所学校每个年级分别抽取 ２ ~ ３ 个班级ꎬ
共发放问卷 １ ９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１ ８００ 份ꎬ剔除无效问

卷 １２３ 份ꎬ有效问卷为 １ ６７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３. １７％ꎮ
其中男生 ８６７ 名ꎬ女生 ８１０ 名ꎻ七年级学生 ５７０ 名ꎬ八
年级 ５９０ 名ꎬ九年级 ５１７ 名ꎮ 平均年龄为 ( １１. ８６ ±
０.９８)岁ꎮ 本研究获得了校方的审批许可和学生家长

的知情同意ꎬ并且所有被试自愿参与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青春期发育量表中译版[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Ｃ－ＰＤＳ] 　 由朱琳等[１１]编制ꎬ
包括男生和女生 ２ 个分量表ꎮ 每个分量表均包括 ５ 个

题目ꎬ其中身高、体毛和皮肤的变化为 ２ 个分量表的共

同题目ꎮ 量表的评分中除有无月经为 ２ 级评分(“没

有”为 １ 分ꎬ“有”为 ４ 分)外ꎬ其余题目均为 ４ 级评分

(“尚未开始”为 １ 分ꎬ“刚刚开始”为 ２ 分ꎬ“已经很明

显”为 ３ 分ꎬ“基本完成”为 ４ 分)ꎮ 除去身高增长和皮

肤变化 ２ 个不计分的题目ꎬ将所有得分相加即为量表

的得分ꎮ 男生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３ꎬ女生

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２ꎻ男、女生量表与骨

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１ 和 ０.８０(Ｐ 值均<０.０１)ꎬ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１] ꎮ 根据学生的青春发动时相

得分计算出平均分ꎬ并将得分标准化ꎬ将标准化得分

大于 １ 个标准差界定为青春发动时相较早组ꎬ将标准

化得分小于 １ 个标准差界定为青春发动时相较晚组ꎬ
其余的界定为适中组ꎮ
１.２.２　 学习适应性量表 　 由丁君[９] 编制而成ꎬ共 １６
道题ꎬ包括学习任务、学习方法、人际环境和学习态度

４ 个分量表ꎬ采用 ５ 点计分法ꎬ选择“完全不符合”计 １
分至“非常符合”计 ５ 分ꎬ把所有得分相加即为量表总

得分ꎬ得分越高说明学习适应越好ꎮ 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ꎻ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ꎬ各拟合

指标良好ꎬ具有较好的效度ꎮ
１.２.３　 学习成绩 　 在问卷中加入了学习成绩参考维

度ꎬ由学生填写最近一次考试的语数英三科总成绩ꎬ
由于学生分别属于不同学校和年级ꎬ因此将学生的成

绩按年级转换为标准分数(Ｚ)ꎬ再转换为 Ｔ 分数ꎬ即:Ｔ
＝ ５０＋１０Ｚ[１２]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ꎬ对调研人员进

行集中统一培训ꎬ规范指导用语ꎮ 由培训过的调研人

员进行施测ꎬ发放问卷前ꎬ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注意

事项ꎬ强调认真答题ꎬ测试时调研人员认真巡视ꎬ及时

解答疑惑ꎬ测试后当场回收问卷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主要

方法包括独立样本 ｔ 检验、偏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多

层线性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的分布　 多数学生青春发

育状态处于适中水平ꎬ少数处于较早或较晚组ꎬ其中

男生处于较早、适中、较晚组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５％(２３０
名)ꎬ５０. ７％ ( ４４０ 名)ꎬ２２. ８％ ( １９７ 名)ꎻ女生分别为

２０.０％( １６２ 名)ꎬ ５５. ３％ ( ４４８ 名)ꎬ ２４. ７％ ( ２００ 名)ꎮ
七、八、九年级学生处于较早、适中、较晚组的比例分

别为 １９. １％ ( １０９ 名)ꎬ ５０. ７％ ( ２８９ 名)ꎬ ３０. ２％ ( １７２
名)ꎻ２４. ７％ ( １４６ 名)ꎬ ４９. ２％ ( ２９０ 名)ꎬ ２６. １％ ( １５４
名)ꎻ２８.８％(１４９ 名)ꎬ５５.１％(２８５ 名)ꎬ１６.１％(８３ 名)ꎮ
２.２　 不同性别和年级初中生学习适应学习成绩得分

比较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ꎬ女生在学习任务、学
习态度和学习成绩 ３ 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男生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年级学生学习

态度、适应总分、学习成绩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ꎬ多重比较进一步表明ꎬ七年级学生学

习态度、学习成绩、人际环境得分高于九年级ꎬ学习适

应总分高于八年级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学习适应的偏相关分析

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后ꎬ对青春发动时相与学习适应进

行偏相关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与学

习任务呈负相关( ｒ ＝ －０.１５ꎬＰ<０.０１)ꎬ与学习适应总分

也呈负相关( ｒ ＝ －０.１３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不同青春发动时相初中生学习适应得分比较　
不同青春发动时相的初中生在学习任务、学习态度、
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成绩 ４ 个维度间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事后多重比较进一步发现ꎬ
青春发育时相较早组学习任务、适应总分和学习成绩

得分均低于较晚组ꎬ较早组学习态度得分低于适中

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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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性别与年级初中生学习适应学习成绩得分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ｘ±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学习任务 学习方法 人际环境 学习态度 适应总分 学习成绩
性别 男 ８６７ １１.５０±２.６８ １５.５０±３.２７ ９.１７±２.３７ １１.６１±２.７３ ３６.３９±５.１９ ４８.８４±１０.４１

女 ８１０ １２.５９±２.６２ １５.６３±３.１５ ９.３８±２.２３ １２.６６±２.８２ ３６.９６±５.１０ ５１.６９±９.０９
ｔ 值 －２.３４ －０.８２ －０.１５ －２.１４ －１.６５ －５.８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年级 七 ５７０ １１.９１±２.３３ １５.５６±３.３０ ９.６５±２.１８ １２.７７±２.９０ ３７.１２±５.２３ ４６.３１±７.７４
八 ５９０ １１.７５±２.７０ １５.６０±３.２１ ９.３６±２.３３ １２.６５±２.７４ ３６.７１±５.０７ ４３.５６±６.９８
九 ５１７ １０.７７±２.６７ １５.１２±３.２８ ９.００±２.６２ １２.０６±２.９２ ３５.９６±６.３６ ４２.７８±７.６５

Ｆ 值 ０.２９ ０.８６ ２.２４ １.９５ １.３７ １.８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２　 不同青春发动时相的初中生学习适应学习成绩得分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ｔ ｂｉｒｔ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ｘ±ｓ)

发育时相 人数 学习任务 学习方法 人际环境 学习态度 适应总分 学习成绩
较晚 ３９７ １２.９９±２.７１ １６.５４±３.１４ １０.３５±２.３２ １３.７５±２.８１ ３８.８８±５.２３ ４７.０７±５.３０
适中 ８８８ １１.８０±２.６４ １５.６１±３.２３ ９.９８±２.３０ １２.７１±２.７３ ３７.８０±５.１５ ４６.９４±５.１５
较早 ３９２ １１.３０±２.６６ １５.４５±３.３２ ９.３５±２.４８ １１.２４±２.８５ ３６.１０±５.０８ ４４.０４±４.８５
Ｆ 值 ４.７６ ０.２８ ０.０４ ３.８０ １.９７ ３.２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５　 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的多层线性回

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

的独立预测作用ꎬ分别以学习适应总分及各维度为因

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ꎮ 第 １ 步ꎬ将学生性别和年级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模型 １)ꎻ第 ２ 步ꎬ将自变量青

春发动时相纳入方程(模型 ２)ꎬ结果表明ꎬ控制性别和

年级之后ꎬ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任务

均有负向预测作用(β 值分别为－０.１２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初中生青春发动时相对学习适应的多层回归线性分析(β 值ꎬｎ＝ １ ６７７)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βꎬ ｎ＝ １ ６７７)

自变量　
学习任务

模型 １ 模型 ２
学习方法

模型 １ 模型 ２
人际环境

模型 １ 模型 ２
学习态度

模型 １ 模型 ２
总分

模型 １ 模型 ２
性别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年级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青春发动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１２∗

Ｒ２ 值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１∗

ΔＲ２ 值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１０∗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女生在学习任务、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成绩维度的
平均分均高于男生ꎬ与丁君等[９ꎬ１３]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ꎬ原因可能在于女生的身体发育和心智发育相对早

于男生ꎬ心理认知能力发展更早ꎬ语言表达能力更强ꎬ
而相比男生ꎬ女生在学习方面更为认真、仔细ꎬ遵守学

校的纪律和规范ꎬ自觉性较高ꎬ学习态度更为积极和

端正ꎬ因此更能适应中学学习的要求ꎬ在学业任务方

面表现得较为突出ꎮ Ｌｉｎ 等[１４] 也提出了“男孩危机”
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ꎬ所谓“男孩危机”是指与同年龄

阶段的女孩相比ꎬ男孩在学业、体质、社会适应以及心

理健康方面相对处于劣势ꎬ遭遇到发展危机的现象ꎮ
不同年级初中生在学习适应上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七年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成

绩维度得分高于高年级ꎬ总体上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升

高ꎬ学习适应呈现出下降趋势ꎬ与王淑英[１５] 研究基本

吻合ꎮ 原因可能在于刚升入初中的学生对新的学习

环境充满新奇感ꎬ求知欲较强ꎬ而且七年级的学习内

容相对比较简单ꎬ因此学习适应性较强ꎬ学习成绩也

相对较好ꎮ 但随着年级的升高ꎬ学习内容难度加大ꎬ
繁重的课业负担和中考的压力ꎬ以及青春期情绪的波

动和各种烦恼困扰ꎬ均强化了学生的迷茫ꎬ降低了学

习适应性ꎬ因此ꎬ如何解决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适应

性反而下降这一矛盾现象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ꎮ
控制年级和性别因素之后ꎬ初中生青春发育时相

与学习任务和学习适应总分呈负相关ꎬ青春发动时相

对学习适应总分和学习任务均有负向预测作用ꎬ说明

初中生青春发育提前者学习适应能力较差ꎬ与唐俊

超[１６]研究相吻合ꎮ 另外ꎬ研究显示ꎬ青春发动时相较
早组的学习适应总分、学习任务和学习态度低于其他

组ꎬ原因可能在于:(１)较早组的学生与同龄人相比ꎬ
身体发育较早ꎬ生理功能的成熟所带来的性困惑和性

压力使其焦虑不安ꎬ难以集中精力在学业上ꎬ学习态

度欠佳影响了学习适应ꎻ(２)对于发育较早的学生ꎬ父
母和教师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和关注ꎬ反而带给学生沉

重的心理压力ꎬ从而导致其学习适应不良ꎻ(３)发育较

早的学生为了排解心理压力ꎬ可能会出现旷课、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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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等行为ꎬ从而影响了学业ꎬ导致学习适应不良ꎮ
本研究进一步印证了“时相提前假说” ( ｅａｒｌｙ￣ｔｉｍ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１７] ꎬ该假说认为青春发动提前的学生虽然

第二性征提前发育ꎬ但其在情感和认知方面还没有准

备充分ꎬ生理和心理的偏差导致学生出现一系列心理

行为问题ꎬ引发许多不良结局ꎮ
综上所述ꎬ青春发动时相与青少年学习适应问题

密切相关ꎬ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是导致青少年学业适应

不良的危险因素ꎮ 因此ꎬ研究提示教育工作者要重视

和加强初中生青春期教育ꎬ尤其需要重点关注青春发

动时相提前的学生学校应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体系ꎬ
为青春期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ꎬ解答其青春

期成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种烦恼和疑问ꎬ让学生了解青

春发育的特点和个体差异ꎬ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

作ꎬ帮助其顺利渡过这一特殊时期ꎮ 其次ꎬ学校需要

关注他们的学业适应问题ꎬ改变学校不合理的、僵化

的管理模式ꎬ建立灵活多样的学生评价标准ꎬ切实减

轻学生的学业负担ꎬ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ꎬ促进

学生全面健康发展ꎮ 最后ꎬ还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学

习生活中的各种压力ꎬ掌握积极的应对压力的策略ꎬ
加强对学业适应困难学生的关注和心理辅导ꎬ倾听他

们的烦恼和困惑ꎬ做好心理疏导工作ꎬ帮助学生努力

克服困难ꎬ为学生营造温暖、理解、激励的环境ꎬ提升

学生的学习适应和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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