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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职医学生自尊水平、学业成绩
与学业诚信的关系

窦温暖，古仕明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 目的了解四川省高职医学生的自尊水平、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学业成绩在自尊与学业诚

信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学生的学业诚信提供参考。方法采取整群随机取样方法抽取四川省两所高职医学院校的I 152名

高职医学生，采用自尊量表(SES)、自编学业诚信问卷进行调查，收集被试上学期期末考试各科成绩标准z分之和的平均数作

为被试学业成绩的度量标准。结果①高职医学生SES评分为(26。38±3．87)分，学业诚信评分为(3．51 4-0．41)分；②自尊水

平与学业成绩(r=0．062，P<0．05)、学业诚信(r=0．295，P<0．01)呈正相关，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r=0．229，P<0．01)呈正相

关；③自尊水平可预测学业诚信(P<0．01)，当学业成绩进入方程后，整个方程的解释仍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高职

医学生自尊水平、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两两之间相关，学业成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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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integr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in Sichuan

Dou Wennuan，Gu Shiming

(Sichnan College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integr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in Sichuan，meanwhile to explor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n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integrity，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ir academic integrity．Methods 1 1 52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who were recruited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ere assessed with Rosenberg Serf—esteem Scale(SES)and self—

made Academic Integrity Questionnaire，the average of all subjects Z score in the final exam last term was used as a measur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Results①The SES of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was(26．38±3．87)and academic integrity was

(3．5l±0．41)．@)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r=0．062，P<0．05)

and academic integrity(r=0．295，P<0．01)．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integrity(r=0．229，P<0．01)．③Self—esteem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integrity(P<0．01)，and when

academic achievement entered the equation。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equation Was still significant(P<O．01)．Condusion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self—esteem，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integr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plays a partial mediatory role between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integrity．

【Keywords】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Self—esteem；Academic achievement；Academic integrity

我国高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内容渗

透到社会公共领域的各个方面，且从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多角度

来研究诚信问题。现有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对自己

诚信学习的要求不高’1 o，学习生活是高职学生诚信

危机爆发的重灾区。2J，考试作弊是高职学生诚信缺

失最为突出的表现旧J，并从大学生自身、学校和社

会等方面提出了对策。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整

体判断，青少年的自尊一直受到国内外心理学研究

项目基金：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思想政治

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研究成果(SZQ201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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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关注。近年来，较多研究聚焦于学习、人际关系

等因素对自尊的影响。有研究显示H‘5J，学生的学

业成绩与自尊水平呈正相关，陶建刚。6o的研究表

明，自尊对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即自尊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阶段的

学习。已有研究表明，自尊是一种道德变量一J，自

尊的人不做寡廉鲜耻、违反道德的事情，对不道德行

为具有抑制功能旧o，在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

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一o。这说明自尊水平、学业成

绩与学业诚信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鉴于此，

本研究以高职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三者之间的关

系进行深入探讨。

万方数据



四刖植益里生兰Q!Z生筮!Q鲞笠鱼塑 丛巳；』』塑型：巳!埋蛳坐：望堕：塑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取样，抽取四川省两所高职医学

院校，按照年级分类，从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中各选

取5个专业(临床医学专业、护理专业、针灸推拿专

业、医学检验专业、中医专业)共20个班级，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1 300份，剔除无

法统计学业成绩(学号错误或未写学号)等无效问

卷后，回收有效问卷l 15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8．6％。其中男生235人(20．4％)，女生917人

(79．6％)；平均年龄(19．71±1．15)岁。

1．2工具

1．2．1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101

SES采用l一4分4级评分，评分越高，表明个

体自尊水平越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研究

者¨‘‘121认为第8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

尊重”存在文化适用性问题，在使用中将其删除，本

研究也采用此做法。计算删除第8题后其他9个项

目的评分之和。以量表总评分23分为分界点进行

分组，即SES评分≤23分为低自尊组，>23分为高

自尊组。在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a=0．84。

1．2．2学业诚信问卷

学业诚信问卷为自制问卷，包括“我经常上课

迟到”等9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

量表采用1～4分4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

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合”，4表示“很不符合”。

评分越高，表明个体学业诚信水平越高。

1．2．3学业成绩

收集被试上学期期末考试各科成绩，在各专业

和年级内部将分数转化为相应的标准Z分，以各科

标准z分之和的平均数作为被试学业成绩的度量

标准。按照成绩从高到低对整体进行排序，取整体

的前27％作为高分组，后27％作为低分组。

1．3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每班配备2名主试、1名课题组

成员、1名接受过心理学培训的班级心理委员。调

查前，统一培训主试，在调查过程中，统一时间，统一

指导语，严格遵守保密原则，确保被试明确问卷调查

目的和注意事项，认真如实答题。问卷填写完成后

当场回收。

1．4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处理。对高职医学生

的学业诚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不同自尊水平

的高职医学生学业成绩及学业诚信、不同学业成绩

高职医学生自尊及学业诚信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自尊、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的相关分析采

用Pearson相关分析，学业成绩对自尊与学业诚信

之间的作用采用中介效应分析。

2 结 果

2．1 高职医学生自尊、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的总体

情况

高职医学生SES评分为(26．38±3．87)分，男

生和女生SE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6．76±4．36)分vs．(26．28±3。73)分，t=1．566，

P>0．05]；男生和女生学业成绩评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一0．62±0．10)分VS．(0．16-t-O．09)

分，t=一1 1．119，P<0．01]；高职医学生学业诚信均

分为(3．5l-t-O．41)分，女生学业诚信评分高于男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55±O．38)分VS．(3．38-t-

O．45)分，t=5．426，P<0．01]。

2．2不同自尊水平的高职医学生学业成绩及学业

诚信比较

高自尊水平的高职医学生与低自尊水平者学业

成绩和学业诚信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见表1。

表1 两组学业成绩、学业诚信评分比较(x土s。分J

2．3不同学业成绩的高职医学生SES评分与学业

诚信评分比较

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SE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高分组学生学业诚信评分高

于低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SES评分与学业成绩、学业诚信的相关分析

非参数检验的单样本K—s检验显示，高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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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SES评分、学业成绩及学业诚信评分均呈近似正态

分布(z=0．765，P=0．487；Z=0．838，P=0．671；

Z=0．688，P=0．396)。相关分析显示，高职医学

生自尊水平、学业成绩与学业诚信三者两两之间均

呈正相关。见图1、图2、图3、表3。

表2两组SES、学业诚信评分比较(i±s，分)

注：SES，自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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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业诚信与学业成绩散点图

表3相关分析(r)

注：aP<O．05，6P<0．叭

2．5学业成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之间的中介作用

学业成绩、自尊水平与学业诚信间均显著相关，

符合做中介变量分析的条件‘1 3。。将所有变量进行

中心化处理，依据中介作用依次检验程序，对学业成

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

果显示自尊可预测学业诚信，方程为Y=0．031X+

0．003，M=0．016X+0．386，Y=0．093M+0．004。

当学业成绩进入方程后，整个方程的解释仍有统计

学意义(P<0．01)，学业成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4、图4。

3讨 论

本研究表明，高职医学生的学业诚信处于中上

等水平，说明大部分高职医学生能够比较认真地对

待学习，这可能与他们的专业特点有关。作为未来

的医学工作者，他们的学习状况将直接决定能否胜

任未来职业的要求，而且医学工作关系着人的性命，

责任重大。这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会促

使学生在学习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得到更好

的学习结果，进而影响学业诚信。女生比男生学业

诚信水平更高，可能是因为当今大学生就业仍存在

性别歧视¨4。，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女生需要通过努

力学习来谋求职业的发展，同时证明女生可以跟男

生做得一样好。

自尊与学业成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尊能

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与逢宇等H1的研究结果一

致。自尊作为一种深层的人格核心因素，对个体产

生着稳定而深刻的影响。高自尊水平者往往具有较

高的自我评价和积极的自我情感体验，具备清晰、明

确的目标，自我导向学习也较好，从而具有较好的学

习效果，取得较高的学业成绩。而低自尊者往往具

有较低的自我评价和消极的自我情感体验，在学习

行为中忙于应付、缺乏足够的信心，更容易产生学习

倦怠¨卜怕o，从而影响学业成绩。高自尊水平能引发

高学业成绩，但学业成绩高分组和低分组自尊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已有研究不一致’1 7|，这可能

与特定的学生群体有关。本研究的对象是高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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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学业成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8P<0．叭．6P<0．05

图4学业成绩的中介模型

注：8P<O．05．6P<0．Ol

生，与初高中生相比，学习成绩不再是他们追求的唯

一目标，他们的成败体验除了源自学习，还有其他很

多方面，比如社会活动、人际关系等，学习成绩良好

所带来的优越感已经有所降低。因此，对于高职生

而言，学业成绩对自尊的影响力有所降低。

自尊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诚信，即学生自尊水

平越高，对自己的学业要求也越高，他们不仅追求高

学业成绩，也追求整个学业过程中优秀的个人表现，

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了积极的自我价值评价的方

式，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学业过程中的诚信行为。

提示高职医学生自尊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他们以更好

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减少学业不诚信行为。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高职医学生的学业成

绩在自尊与学业诚信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即自尊不仅直接影响学业诚信，而且通过学业成绩

影响学业诚信。很多学生由于想取得更好的学业成

绩，在学业过程中采取作弊、抄袭等不诚信行为。同

时，学校对学业不诚信行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这意味着学业不诫信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对于高自

尊、高学业成绩的学生而言，不需要冒此风险。这提

示教师在备课时除了精心准备教学内容，还应更多

地考虑学生的特点，通过多种方式增加课堂的吸引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其学业成绩，这

对于学校整体学习氛围的营造非常重要。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影响因素研

究不够全面。本研究只选择了自尊和学业成绩两个

因素对学业诚信的影响，而且关注的也是外显自尊，

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入更多的因素，比如入格特质、择

业取向、应对方式等多种因素，且可以同时探讨外显

自尊和内隐自尊与学业诚信的关系；其二，本研究以

高职医学生为研究对象，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本研

究仅对四川省两所高职医学院校进行取样，样本的

代表性不够高，未来研究可以拓展取样渠道和领域，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业诚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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