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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对中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英两种教育模式的比较∗

于斌斌

摘　 要　 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作为信息主体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是否受教育模式影响，教育模式发挥作用的

机理如何？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根据相关理论提出如下假设：教育模式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信息主体特征，教
育模式还会通过好奇心和批判思维间接产生影响。 研究选取中英两种模式培养的 ２ ９７３ 名初高中生作为样本，
以个人信息世界相关量表作为揭示学生信息主体特征的工具，以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的个人信息世界、好奇心和

批判思维状况，以 ｔ 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设。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 ＬＩＳ 领域对学

生作为信息主体的考察，也丰富了教育学领域对教育模式作用的考察；而教育模式还会通过哪些变量作用于学生

的个人信息世界，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图 １。 参考文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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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特征存在诸多差异，
在过往几十年的研究中，这种差异多归于信息

行为和信息素养的研究领域。 在该领域，很多

研究者考察了学生之间具体的信息行为和信息

素养特征的差异，并且探索了差异的部分解释

因素。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发现，不同学校、种
族或地区的学生之间 （无论中学生还是大学

生），图书馆的利用频率和内容、信息检索技能

和水平、信息分析和利用能力等均存在显著差

异［１－３］ ；而学生所在学校的经济因素、教师的信

息素养因素、学生自身的人口学因素等是大部

分研究确认的解释因素，教育模式则被少量研

究提及。 根据《教育大词典》的阐释，教育模式

是指教育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体式样，
可以解释为某种教育和教学过程的组织方式，
反映活动过程的程序和方法［４］ 。 教育模式依其

教育目标的不同可大致分为知识传授型教育、
能力培养型教育、应对考试型教育等；依其教育

实践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教师中心型教育、学
生中心型教育、混合型教育等［５］ 。 １９９０ 年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模

式能否影响学生的信息主体特征，这一问题得

到了 ＬＩＳ 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 相关研究显示，
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其信息行为和信息

素养明显存在不同特征，能力培养型教育因其

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鼓励研究性学习

等特点，塑造了学生相对更优的信息行为和信

息素养状况［６－９］ 。 然而深入来看，当前研究既未

从实证层面将教育模式作为独立的观测变量，
来考察它能否显著影响学生的信息主体特征，
也未从该层面探索教育模式的作用机理；本研

究旨在为这一主题贡献新的知识发现，具体来

说，它涉及以下问题：两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

生，其信息主体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

式能否显著解释这一差异；教育模式是否直接

造就了差异；教育模式是否通过影响学生的其

他特征而间接造就这一差异？
为测度学生的信息主体特征，本文拟引入

个人信息世界概念作为工具。 相较于以往的信

息行为和信息素养概念，个人信息世界能够更

完整地揭示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综合表现。 具

体来说，它认为，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存在一

个无形却实在的领域———信息世界，在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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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个人作为信息主体（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

者）的经历和体验得以展开，并不断充实、积累。
个人信息世界由三个要素组成：内容、边界和动

力，个体在这三个要素上的综合情况反映了他

们作为信息主体的整体状况［１０］ 。 由于这一概念

涉及了个体在信息获取、信息技术采纳、信息技

术技能、信息吸收、信息利用等多重维度的不

同，反映了个体在信息领域存在的机会、能力、
获取、利用、受益等多重差距［１１］ ，因此远远超越

了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研究所涵盖的范畴，更
适合用来揭示学生相对完整的信息主体特征。

１　 教育模式影响学生信息主体特征的
文献综述

有关教育模式与学生信息主体特征的关联

研究，大多是 ＰＢ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课程改革的研究成果。 ＰＢＬ 是一种以学生

为中心的、合作性的、非传统的教学方法，由 Ｂａｒ⁃
ｒｏｗｓ 于 １９６５ 年提出，９０ 年代后从医学教育领域

盛行开来［１２－１３］ 。 这一模式旨在改善传统教育因

教师传输知识式的教学带来的诸多弊端，例如

学生所学的知识缺乏关联、无法学以致用，不同

学科的相关主题之间缺乏整合等［１４－１５］ 。 ＰＢＬ 课

程确立的教学目标包括：训练学生的问题解决

技能、将基本科学知识与专业知识整合起来、培
养终身学习的学生。 以此目标为导向，该课程

多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小组学习方式；学生要

反复经历确认问题和学习目标、收集信息、小组

讨论、解决问题等过程来完成课程；教师提供一

定的指导，鼓励学生使用多种资源来学习，如使

用文 献 资 源、 在 实 验 室 工 作、 与 专 家 交 流

等［６，１６］ 。 ＰＢＬ 在实践领域的实施，引发了学术界

对其教学效果的研究，尤其是对比 ＰＢＬ 模式与

传统模式对学生有何不同塑造。 在 ＬＩＳ 关注的

领域，相关研究发现：ＰＢＬ 模式培养的学生对图

书馆的利用频率更高、利用时间更长；对图书馆

的电子书和数据库的利用更多；他们会更广泛

地使用图书馆的多样资源，如数据库、期刊、外

借资料、音像资料；他们在信息检索方面更独

立；更认同信息资源对独立学习的支持价值；在
大学阶段能更早地掌握信息搜寻技能；整体信

息素养更高等等［８，１７－２１］ 。
除上述直接考察不同教育模式对学生信息

主体特征的不同塑造之外，各个国家那些发表

在不同教育模式主宰时期的、描述学生信息行

为或信息素养特征的研究成果，也能够为二者

的关联提供间接证据。 以英国为例，《１９８８ 年教

育改革法》被认为是英国教育模式的最大转折

点［２２］ ，这次改革统一了课程和考试，注重学生的

知识培养和能力训练，鼓励教学中采用基于问

题或项目的教学、合作教学等方式，更关注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研究素养。 基于此，可以将

英国 １９８８ 年之前和之后粗略地视为两种教育模

式主宰期。 而梳理两个时期内 ＬＩＳ 领域发表的

研究成果可以发现，１９８８ 年之前的学生信息行

为集中表现为图书馆利用行为，其特征主要是

利用人数不多、利用不充分。 例如，一项针对

３２３ 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人的高中学校

都有图书馆，６９．７％的学生接受过有组织的图书

馆使用指导，但指导效果却差强人意，大多数学

生并未意识到图书馆指导的重要性，也未发现

它与学业或其他任何活动的关系［２３］ ；对大学生

的调查同样显示，他们存在对参考资料和咨询

馆员利用不充分的问题［２４－２５］ 。 １９８８ 年之后，学
生的信息行为明显更为丰富，对图书馆的利用

率一直维持在很高比例［２６－２７］ ；学校课程作业激

发了学生大量的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领域的

研究指出，作业需求是青少年使用公共图书馆

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８］ ，他们咨询的问题很多都与

学校作业有关［２９］ ；不仅如此，学生还会利用多种

多样的信息源来获取信息，包括人、ＣＤ⁃ＲＯＭｓ、
互联网、图书馆和家中的纸质文献［３０－３１］ ，约 １ ／ ４
的学生在完成课业任务时会选择同时使用两种

类型的信息源［２８］ 。 对比来看不难发现，英国两

个教育模式主宰的时期里，学生作为信息主体

的特征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在

多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模式的差异造成的，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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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分析获得答案，这正是本研究要解决

的问题。
综合以上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我们可以

确定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会呈现不同的信

息主体特征，而教育模式的不同有可能导致了

这一差异。 这为本研究接下来要探索的教育模

式能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学生的个人信息

世界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前提。

２　 教育模式作用于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
理论模型

如前所述，不同的教育模式因其不同的教

育目标和实践，可能会造就学生不同的个人信

息世界，而这种“造就”必然会通过某些作用机

理来完成。 来自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学和心理

学等领域的概念及理论，为解释这一作用机理

提供了若干理论基础。 通过考察，本研究提出，
教育模式一方面会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息

世界；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其他中间变量间接发

挥作用。 鉴于研究能力和可获取文献的限制，
研究者考察了好奇心和批判思维两个变量。

２．１　 教育模式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

２．１．１　 教育模式影响个人信息世界的智识能力

皮亚杰的图式理论认为，图式（ Ｓｃｈｅｍａ） 是

个体用来组织、处理知觉和经验的认知结构，其
形成和发展与后天经历紧密相关［３２］ 。 根据图式

理论，个体的认知结构会以同化和顺应两种方

式处理各种新信息（也称“刺激”）：当新信息能

够与原有图式发生关联时，会被吸纳进图式并

扩展其容量（称为“同化”）；当新信息无法被纳

入原有图式，那么有可能被丢弃、或者个体主动

改变原有图式从而接纳新信息（称为“顺应”）。
这意味着，如果个体原有的图式更复杂、容量更

大，那么他 ／ 她能够同化的新信息将越多；换言

之，图式状况影响个体处理和吸收新信息的

能力。
对学生而言，学校教育是提供新信息 ／ 刺激

的主要来源，而不同教育模式提供的刺激并不

相同。 在以知识传授或应对考试为目标的教育

中，学生接触的主要是教师灌输课本知识、分科

学习各门知识、反复做练习题，他们对各科知识

之间的关联、书本知识与生活的关联等知之甚

浅；而在能力培养型教育中，学生接触的不仅包

括内容相互关联的书本知识，还有各种现实情

境、问题、项目，以及为完成作业而接触的其他

参考资料等。 两种模式下学生所接触的刺激数

量、所了解的知识之间以及知识与生活的关联

程度等都存在差异，这使同龄或同一教育阶段

的学生，因其所受教育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

质量的图式，进而形成不同的分析、处理、吸收

和利用新信息的可能性和能力，这些能力正是

个人信息世界概念中的智识能力所包含的（智

识能力由信息检索能力、加工信息的思维能力、
语言理解能力等组成）。

来自学生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领域的研究

成果直接证实了教育模式对智识能力的影响。
例如，对比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和传统教师讲

授模式的研究发现，前者培养的学生整合知识

的能力更强，在学习中能够获得更优秀的推理

和逻辑思考技能［３３］ ；能更早地掌握信息搜寻技

能、更快地学会使用信息技能；在信息素养方面

能构建更高超的检索式，拥有更强的信息搜寻

能力和更好的搜寻结果［１８］ ；此外，该模式培养的

学生不仅更能识别和使用较多的信息源，还能

将所发现的信息整合到知识建构中［３４］ 。 上述逻

辑链条和研究证据表明，不同教育模式下，学生

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处理的思维水平等智识

能力明显不同。
２．１．２　 教育模式影响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产

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外

界信息被学生感知，进而在短时记忆系统和长

时记忆系统中加工、处理和存储的过程。 大部

分知觉到的信息先存储在短时记忆系统，经过

加工后一部分被遗忘，一部分进入长时记忆系

统；进入长时记忆系统的信息将保留很长时间，
有的甚至可能被永远记住［３５］ 。 这些进入长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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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系统存储下来的知识与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

资产有诸多重叠之处，信息资产是指个人利用

信息和信息源后积累下的知识、技能、见解等认

知结果。 从个人信息世界的角度来看，留存在

个体长时记忆系统的知识量构成了他 ／ 她个人

信息资产的组成部分。
而学生所接受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会影响他

们长时保持信息的能力。 已有研究显示，通过

合作或小组方式学习的学生会比单独学习的学

生保持信息的时间更长［３６－３７］ ；让学生积极参与

到课程之中的教学模式，会使学生遗忘的信息

量更少，例如设计了田野学习并让学生参与处

理相关信息的模式培养的学生，其信息遗忘量

比教师灌输知识模式的学生少 ３０％ ［３８］ ；采用角

色扮演这一方法来学习的学生，其信息遗忘量

比传统授课法的学生少 ４０％以上［３９］ 。 由此可

见，即使提供同样内容的课程信息，不同的教育

方法依然会影响学生将信息加工进长时记忆系

统的量，进而影响学生存储的信息资产量。
２．１．３　 教育模式影响个人信息世界的其他要素

除智识能力和信息资产外，教育模式还会

影响个人信息世界的很多其他要素。 ９０ 年代以

来，受建构主义教育心理学启发，很多学校探索

了丰富的教学活动，主要采用基于项目、问题或

案例的方式，由学生主导学习过程，通过独立或

小组方式开展分析问题、调查研究、搜寻资料、
反复探索答案、组织研究结果等学习过程［４０］ 。
不难推理，相较于传统模式（教师传递大量的课

本知识、学生理解并记忆知识），新模式更能促

使学生为完成课业任务而利用更多的信息和信

息源、从事更长时间的信息活动、开展更频繁的

目的性信息实践。 相关研究同样为此提供了证

据：对比 ＰＢＬ 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学生利用图书

馆的研究显示， ＰＢＬ 学生一次利用图书馆的时

长平均为 １５７ 分钟，每月平均利用 ５４ 次；非

ＰＢＬ 学生仅为 ７１ 分钟和 １２ 次［６］ 。
以上所有分析意味着，不同教育模式以其

引导的教学过程，会使学生开展信息活动的时

间、空间、智识能力、动力和已拥有的信息资产

形成诸多差异，也就造就了学生不同的个人信

息世界。

２．２　 教育模式通过好奇心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

息世界

　 　 好奇心作为心理学概念，是指“渴望了解、
寻求或获得新的信息、体验或事情” ［４１－４２］ ，也被

称作“对知识的渴望” ［４３］ ，它常与兴趣、求知欲

等术语交叉使用。 根据相关研究，学生好奇心

的发展会受到教育模式的影响，在鼓励探究的

氛围中，如果新事物 ／ 刺激带给学生适度的陌生

或不确定感，会强烈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

欲［４４－４５］ ；如果学生对事物拥有新奇感并且通过

衡量自己的技能、知识和资源发现有可能处理

新事物时，他们的兴趣会被激发出来［４６］ 。 此外，
还有很多研究证实好奇心和求知欲会在鼓励探

究而不是单纯供应知识的教育环境［４７］ 、让学生

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的环境［４８］ 、鼓励多种观点并

存的环境［４９］ 、允许不确定性存在的环境［５０］ 、鼓
励学生与同伴合作学习的环境［５１］ ，以及让学生

在探索新领域时感觉安全的环境［５２］ 中得到发

展。 因此，与传统的知识教育相比，注重能力培

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更能激发并促进

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基于以上证据和逻辑，本
研究提出， 教育模式不同， 学生的好奇心将

不同。
而好奇心将会影响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状

态，这是由于，好奇心、兴趣、求知欲作为人内在

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产生的都是探索的渴望；这
种渴望意味着人们需要通过获取知识、扩展理

解来使原有的、无法处理新事物的认知空白得

到满足［５３］ ，因此好奇心会驱动学生产生更多的

信息获取和利用行为。 相关研究也表明，当学

生对某事感兴趣时，他们会花费更长的时间、阅
读得更深入、坚持得更久、记住更多他们所读的

内容，并在课堂上得到更好的分数［５４］ 。 可以说，
学生的好奇心越高，他们主动开展的信息实践

将越多，利用的信息和信息源将越多，积累的信

息资产也将更丰富。 由此本研究假设，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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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不同，其个人信息世界也不同。 结合教

育模式与好奇心的关系，本研究提出，教育模式

会通过影响学生的好奇心进而影响其个人信息

世界。

２．３　 教育模式通过批判思维作用于学生的个人

信息世界

　 　 批判性思考意味着“人们做出的所有评判，
都要以相关概念标准为基础，要能自主评判、有
目的地评判；批判性思考将引导人们（对信息）
进行解释、分析、评估和推论” ［５５］ 。 不同教育模

式对学生批判分析能力的观照程度并不相同，
在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教育中，批判分析能力

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例如英美澳等国从

很早就明确要求课程学习要融入批判思维技能

的培养［５６－５９］ ；相比之下，中国迄今为止发布的所

有教育改革政策却从未将它归于培养目标之

列。 观照程度的不同将直接导致学校对学生批

判思维的训练程度不同，从而使学生实际获得

的能力存在差异。 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推论：
课堂如果设置了专门的批判思维练习，那么学

生的批判思维技能会明显增强［６０］ 。 除观照程度

之外，不同教育模式所引导的教学活动，也会塑

造学生不同的批判思维。 教育学领域的比较研

究发现，传统教师主导的、知识传递性的教学模

式与学生主导的、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相

比，学生的批判思维倾向存在显著差异［６１－６４］ ，总
的来看，后者表现更好。 这些分析显示出，教育

模式不同，学生的批判思维也将不同，教育模式

影响这一认知能力。
而不同的批判思维会将学生导向丰富程度

不同的个人信息世界。 批判性思考的过程模型

显示，一个拥有批判思维倾向的学生，他 ／ 她在

识别出问题后，紧随的步骤是获取尽可能多的、
充足可靠的信息或数据作为证据，以支持其理

性评估和推论过程［６５］ 。 要获得这样的证据，学
生需要从尽可能多的信息源（图书馆、互联网、
专家等）查询尽可能多的信息、判断信息价值并

应用；根据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这意味着他们

的可获取信息源比不具备批判思维、较少寻求

证据的学生更丰富。 考察大学生信息查询行为

的研究证明，由于批判思维的缺乏及其他原因，
很多大学生面对信息查询任务时，更在意少花

时间和努力去获取信息，较少在意所获信息是

否更准确可靠［６６］ ；有关图书馆焦虑的研究也证

明，批判思维不足的学生，其图书馆焦虑程度更

高［６７］ ，而图书馆焦虑无疑将影响图书馆能否成

为学生的惯用信息源、能否成为他们开展信息

活动的场所（即成为个人信息世界的空间）。 这

些由批判思维差异带来的学生可获取信息源、
惯用信息源、空间边界的差异，还将带来另一个

结果———信息资产的差异。 一个拥有批判思维

的学生，如果他 ／ 她更频繁地开展信息实践解决

问题、从更多的渠道获取信息、能够对信息的质

量和准确性进行评估，那么自然他 ／ 她利用过的

信息数量更多、积累的知识和见识更丰富、熟悉

的检索渠道更多样、信息检索技能更强，而这一

切属于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产范畴。 以上分

析说明，学生的批判思维不同，他们的个人信息

世界也将不同。
结合教育模式与批判思维的关系，本研究

假设，教育模式会通过影响学生的批判思维而

影响其个人信息世界。 而汇总第 ２ 节的所有分

析结果，本研究对教育模式的作用机理提出了

如下假设：教育模式会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

信息世界，教育模式还会通过好奇心和批判思

维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

３　 研究设计

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设，本研究首先选择了

代表不同教育模式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英

国，采用问卷调查法向两国初高中生实施跨国

问卷调研；然后以学生群体为分析单元，采用独

立样本 ｔ 检验、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验证

假设模型。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考察两国中学生

的个人信息世界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

能否直接解释这一差异（验证教育模式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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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世界的直接关系）；两国中学生的好奇心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能否解释好奇心的

差异；好奇心能否解释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差

异（验证教育模式通过好奇心影响个人信息世

界的关系）；两国中学生的批判思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教育模式能否解释批判思维的差异；批
判思维能否解释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差异（验

证教育模式通过批判思维影响个人信息世界的

关系）。
之所以说中英当前的基础教育代表两种不

同模式，是由中英教育改革史、教育模式分类理

论以及直观判断确认的。 中国基础教育的普遍

特征归纳来说包括：以应对升学考试作为最主

要的教学目标；以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反复记忆

知识、反复练习答题技巧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以
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表现的最主要标准；教
师更关注整个班级的教学进度和成绩水平，而
非学生个人的兴趣和发展需求。 英国基础教育

则以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综合能力（包含问

题解决能力、批判分析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创
造力等）为目标；采用基于问题或项目的学习、
自主学习等教学方法；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关注

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和成长需求。 因此，两国教

育无论是教育目标还是具体教学方法，都存在

明显差别。

３．１　 问卷简介

本研究所用的中英文问卷包含三个量表，
分别测度两国中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好奇心

和批判思维。 其中，测度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

量表是根据于良芝等编制的测度成年人的量表

修订而来［６８］ ；测度好奇心的量表是根据国外影

响较广泛的、由 Ｋａｓｈｄａｎ 等人编制的《好奇心与

探索量表 第二版》译制而来［６９］ ；测度批判思维

的量表是根据国内外使用最频繁的《加利福尼

亚批判思维倾向量表》 （ 简称 ＣＣＴＤＩ） 修订而

来［７０］ ；除此之外，问卷还包含对学生人口学因素

及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 对父母因素的

调查是由于 ＬＩＳ 领域的研究显示，父母的职业、

学历、收入显著影响学生的信息行为和信息素

养，因此为明确教育模式对学生个人信息世界

的独立影响，本研究还需收集父母社会经济地

位数据，以便在数据分析阶段实施控制。

３．２　 问卷发放

本研究的样本由英国中学生和中国城市中

学生组成。 对英国学生的问卷调研因研究者未

能亲赴英国，故委托“问卷猴”（Ｓｕｒｖｅｙｍｏｎｋｅｙ）调
查公司通过网络随机发放，最终回收问卷１ ０００
份，每份花费 ６．４５ 美元。 其中填写完整并有效

的问卷共 ７６７ 份，因超过三分之二的题项乱填而

作为废卷的有 ３１ 份，其余 ２０２ 份是某个量表乱

填而其余部分填写有效。
为获得与英国样本对应的中国样本，研究

者选择了中国城市中学生这一群体，以控制因

学校经济因素和地区经济因素的差异带来的影

响。 根据 ＬＩＳ 相关理论，上述因素能够解释学生

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影响

教育模式的作用辨析，需要在样本选择阶段加

以控制。 因调研困难，研究者无法实现随机发

放，仅能采用分层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

式，在东北部、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选取

了 １０ 个城市进行。 这 １０ 个城市除涵盖四大区

域外，也涵盖了南方和北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和经济水平较弱的城市；具体到调研学校，既有

位于繁华市区的学校，也有位于较偏远市区的

学校；既有初中，也有高中；既有重点中学，也有

普通中学。 如此形成的样本虽然无法在统计学

上与随机样本等同，但由于涵盖面广、能较好地

代表中国城市中学生的状况，因而与随机发放

的英国样本具备可比性。 最终研究者在 １８ 个班

级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共 １ ９７３ 份，其中填写完

整且有效的问卷共 １ ６０９ 份，有效率为 ８１ ５％，
废卷 ４６ 份，其余 ３１８ 份是某个量表未填或乱填

而其余部分填写有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英国样本以网络

发放的方式天然确认了他们为网络用户的属

性，而中国样本无法在取样阶段确定，这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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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

者考察了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中网络

使用题项的填写情况，数据显示两组样本在上

网人数方面并不存在系统化差异。 各类网站内

容中（故事类、知识类、实用类、新闻类），中国学

生没有使用过的比例与英国全都相差很小，因
此，两组样本在“是否会上网”方面实际差异不

大，也就无所谓干扰研究结论。

３．３　 人口学描述

《个人信息世界量表》，中国样本填写有效

的共 １ ９２１ 份，有效率为 ９７ ４％。 其中，男生占

４７ ３％，女生占 ５２ ７％；初中生占 ５５ ６％，高中生

占 ４４ ４％；１５ 岁及以下的学生占 ６２ ７％，１５ 岁

以上的占 ３７ ３％。 英国样本填写有效的共 ９５６
份，有效率为 ９５ ６％。 其中，男生占 ４９ １％，女
生占 ５０ ９％ ；初中学习阶段的占 ５２ ５％，高中学

习阶段的占 ４７ ５％（英国教育体系里，１１ 年级所

有毕业生需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考试 ＧＣＳＥ”，相
当于国内的初中毕业会考，因此这之前的教育

阶段约等同于我国初中）； １５ 岁及以下的占

４１ ５％，１５ 岁以上的占 ５８ ５％。 虽然与英国相

比，中国样本在年龄分布上偏小（１５ 岁及以下的

学生比例，中英分别为 ６３ ７％和 ４１ ５％），但考

察年龄与个人信息世界的相关性却显示，英国

样本没有相关性，中国样本有非常弱的相关性

（ｒ ＝ ０ ０７７，ｐ＜０ ０１），这说明，中英样本年龄分布

的不一致并不会对它们个人信息世界的差异造

成影响，不会干扰教育模式的作用辨析。
《好奇心与探索量表》中国样本填写有效的

共 １ ８６０ 份，有效率为 ９４ ３％；英国样本填写有

效的共 ７７９ 份，有效率为 ７７ ９％。 《批判思维倾

向量表》中国样本填写有效的共 １ ６７６ 份，有效

率为 ８４ ９％；英国样本填写有效的共 ７３５ 份，有
效率为 ７３ ５％。 这两个量表同样存在中国样本

的年龄相对偏小的情况，而将两组样本的年龄

分别与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分数进行相关性检

验，结果显示中国样本的年龄与好奇心、批判思

维均没有相关性，英国样本的年龄与好奇心没

有相关性、与批判思维有非常弱的相关性（ ｒ ＝
０ ０８９，ｐ＜０ ０５）。 这表明虽然填写这两个量表

的中英样本在年龄方面分布不一致，但并不会

对相关结果构成干扰。

４　 教育模式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息
世界

教育模式与个人信息世界的直接关系涉及

如下假设：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的个人信

息世界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与个人信息世

界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教育模式能够显著解释

两国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量；检验方法包

括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中包含

相关性检验）。

４．１　 不同教育模式的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 ｔ
检验

　 　 中国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最低分为 ５４ ４６，
最高分为 ５２４ ２５，平均分为 ３００ ５７；英国学生的

最低分为 ８３ ３６，最高分为 ５４４ ８１，平均分为

３１９ ０２。 中英平均分之差为 １８ ４５，英国学生高

于中国学生。
采用 ｔ 检验考察两组样本平均分差异的显

著性水平，结果显示， ｔ ＝ ５ ９２２， ｐ ＜ ０ ００１； Ｆ ＝
９ ７８４，ｐ＜０ ００１，这表明中英中学生的个人信息

世界存在显著差异，英国学生的平均分显著高

于中国学生。 换言之，这意味着不同教育模式

培养的学生，其个人信息世界在统计意义上差

异显著。

４．２　 教育模式与个人信息世界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教育模式作为自变量、将个人信

息世界作为因变量纳入线性回归模型。 由于教

育模式是定类变量，需要先将它转换为虚拟变

量（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才能在模型中使用（个人信

息世界仍保留连续变量的属性）；由于虚拟变量

的分析还需要两组样本的个数相差不大［７１］４０５ ，
因此研究者先将中国样本随机选取一半然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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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中国样本数为 ９８２，英国

为 ９５６）。
根据相关理论，在考察教育模式与个人信

息世界的回归关系之前，需先排除父母社会经

济地位因素的干扰。 将父母的职业、学历和收

入一道纳入回归模型后，结果显示三者解释了

个人信息世界 ２．９％的变异量，回归模型和回归

系数均显著。 排除后，教育模式作为自变量对

个人信息世界的解释变异量为 ０． ７％ （即 ｒ２ ＝
０ ００７），Ｆ ＝ ２ １８２ （ ｐ ＜ ０ ００１）， ｔ ＝ ３ ６６８， （ ｐ ＜
０ ００１），这一结果表明，排除其他因素后，教育

模式与个人信息世界显著相关，并且能显著解

释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量。 虽然按照

本研究的测度方式，教育模式提供的解释力较

低，但是回归模型和回归系数呈显著性水平这

一结果仍然证明它是个人信息世界的显著解释

变量。
综合 ｔ 检验和回归分析的结果，本研究验证

了不同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存

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与个人信息世界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教育模式显著解释了两国学生个

人信息世界的差异。 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可

以判断，教育模式不同，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也

不同，教育模式能够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人信

息世界，将他们塑造成不同水平的信息主体。

５　 教育模式通过好奇心间接作用于学生的
个人信息世界

“教育模式能否通过影响学生的好奇心而

间接影响其个人信息世界”，这一问题包含教育

模式与好奇心、好奇心与个人信息世界两部分

关系，前者涉及的假设有：中英模式的学生的好

奇心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与好奇心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教育模式能显著解释两国学生好

奇心的变异量；后者涉及的假设有：无论中国样

本还是英国样本，好奇心与个人信息世界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好奇心能显著解释本国学生之

间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量。 检验方法同样包括

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回归分析。

５．１　 不同教育模式的学生好奇心的 ｔ 检验

中国样本的好奇心最低分为 １２，最高分为

４８，平均分为 ３４ ８８；英国样本的最低分为 １５，最
高分为 ５０，平均分为 ３１ ５０。 对中英学生的好奇

心分数实施独立样本 ｔ 检验， 结果显示， ｔ ＝
－１１ ３８８，ｐ＜０ ００１，表明中英学生的好奇心存在

显著差异，中国学生的平均分显著高于英国学

生。 “中英学生的好奇心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

果与理论预期相符，但“中国学生平均分更高”
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理论上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即本研究的英国），由于在

教学中鼓励学生探究和尝试，因而更可能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对这一相悖现象，来
自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有可能提供解释，详见“讨

论”一节。

５．２　 教育模式与好奇心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同样先将教育模式转换为虚拟变

量，然后与好奇心一道纳入回归模型。 回归分

析显示，ｒ２ ＝ ０ ０４１，表示教育模式能解释好奇心

４ １％的变异量；Ｆ ＝ １０３ ９６８，ｐ＜０ ００１，回归模型

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回归系数 ｔ ＝
－１０ １９６，ｐ＜０ ００１，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

一结果意味着，教育模式与好奇心显著相关、教
育模式能够显著解释中英学生好奇心的差异。

结合上文的 ｔ 检验结果，本研究验证了：教
育模式不同，学生的好奇心也不同，教育模式能

够显著影响好奇心。

５．３　 好奇心与个人信息世界的回归分析

由于好奇心与个人信息世界均为连续变

量，可直接采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本研究使用

的变量选取方法为最常用的强迫进入变量法。
中国样本中，好奇心和个人信息世界量表

均填写有效的共 １ ７５３ 份，即该模型的有效样本

数为 １ ７５３。 根据理论基础和相关性分析，父母

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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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先排除然后再确认好奇心对个人信息世界

的解释力。 将父母的职业、学历和收入作为自

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后，结果显示，父母因素共同

解释了个人信息世界 ３％的变异量，回归模型和

回归系数均显著。 排除这一因素后，好奇心对

个人信息世界提供的解释力为 １９ ０％， Ｆ ＝
９１ ５２９，ｐ＜０ ００１，表明回归模型显著；回归系数

ｔ ＝ １９ ３５１， ｐ ＜ ０ ００１，表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
英国样本中，个人信息世界和好奇心量表

均填写有效的共 ６９９ 份，采用同上的分析过程，
结果显示，排除父母因素后，英国样本的好奇心

对个人信息世界的解释力为 ２０ ５％，Ｆ ＝ ４４ ３３０，
ｐ＜０ ００１，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量仍然达到显

著水平；回归系数 ｔ ＝ １３ ３６７，ｐ＜０ ００１，仍然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
上述数据结果共同说明，控制其他因素后，

无论中国样本还是英国样本，好奇心都与个人

信息世界显著相关，都能够显著解释本国学生

之间个人信息世界的差异。
综合教育模式与好奇心、好奇心与个人信

息世界的所有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①中英两

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好奇心存在显著差异；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教育模式与好奇心

显著相关，并且能显著解释好奇心的变异，这表

明教育模式能够作用于学生的好奇心。 ②控制

其他变量后，无论中国还是英国，学生的好奇心

均与其个人信息世界显著相关，并显著影响他

们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这表明好奇心能够作

用于个人信息世界。 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我们可以判断，教育模式会通过激发学生不同

的好奇心而作用于个人信息世界，导致他们的

个人信息世界呈现差距。

６　 教育模式通过批判思维间接作用于
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

与上节类似，这一问题包含两部分假设，分
别是：中英模式的学生的批判思维存在显著差

异、教育模式与批判思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教
育模式能显著解释两国学生批判思维的变异

量；以及无论中国样本还是英国样本，批判思维

与个人信息世界显著相关、批判思维能显著解

释本国学生之间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量。 数据

检验方法为 ｔ 检验和回归分析。

６．１　 不同教育模式的学生批判思维的 ｔ 检验

中国学生的批判思维最低分为 ６１，最高分

为 １５５，平均分为 １１７ ０５；英国学生最低分为 ７４，
最高分为 １５６，平均分为 １０６ ８２。 ｔ 检验结果显

示，ｔ ＝ －１７ ３３６，ｐ＜０ ００１，表明中英学生的批判

思维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生的平均分显著更

高。 与好奇心相关小节的结果类似，两国样本

差异显著这一结果符合理论预期，而中国学生

分数更高这一结果则需在“讨论”中运用社会心

理学相关理论予以解释。

６．２　 教育模式与批判思维的回归分析

将教育模式转换为虚拟变量后，与因变量

“批判思维”一道纳入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ｒ２ ＝
０ １２４，表示教育模式能解释批判思维 １２ ４％的

变异量，Ｆ ＝ ３３１ １０９，ｐ＜０ ００１，说明回归模型整

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性水平；回归系数 ｔ ＝
－１８ １９６，ｐ＜０ ００１，表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回

归结果证明了教育模式与学生的批判思维显著

相关，并且是批判思维的显著解释变量。
结合二者的 ｔ 检验结果，本研究发现：教育

模式不同，学生的批判思维也不同，教育模式显

著影响批判思维。

６．３　 批判思维与个人信息世界的回归分析

中国样本，批判思维与个人信息世界量表

均填写有效的共 １ ６３３ 份。 简单直线回归分析

显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解释个人信

息世界 ６．３％的变异量；排除这一因素后，批判思

维对个人信息世界的解释力为 ２１ ８％； Ｆ ＝
１０３ ４３４，ｐ ＜ ０ ００１，回归模型整体达到显著水

平；回归系数 ｔ ＝ ２０ ４１２，ｐ＜０ ００１，二者呈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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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
英国样本，两个量表均填写有效的共 ７０９

份，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提供 ２ ９％的显著解

释变异量。 排除后，批判思维对个人信息世界

的解释量为 １４ ８％；Ｆ ＝ ２９ ７１５，ｐ＜０ ００１，回归模

型达到显著性水平；ｔ ＝ １１ ０４４，ｐ＜０ ００１，二者同

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中英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共同说明，控制

其他因素后，批判思维与个人信息世界显著相

关、批判思维能够显著解释学生个人信息世界

的差异。 结合教育模式与批判思维的 ｔ 检验和

回归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中英两种教育模式

培养的学生，批判思维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

与批判思维显著相关、并能显著影响学生的批

判思维；而学生的批判思维又与个人信息世界

显著相关、并能显著解释他们个人信息世界的

差异。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逻辑链条

意味着，教育模式可以通过激发学生不同的批

判思维而导致其个人信息世界的差异。

７　 讨论

本研究致力于考察中学生群体个人信息世

界差异的影响因素之一———教育模式，这既包

括探索教育模式能否解释不同模式培养的学生

之间的个人信息世界差异，也包括探索教育模

式发挥作用的机理。 对中英两国中学生的调查

和分析显示，中英学生的个人信息世界在统计

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能够有效解释

这一差异，其作用机理包括直接作用和借助好

奇心及批判思维间接发挥作用两部分。 “直接

作用”来自以下证据和逻辑：对中英学生的个人

信息世界实施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发现两组样本的

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对教育模式和个人信息

世界的回归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并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模式能够

显著解释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量。 因此可以

说，不同的教育模式会直接造就两国学生个人

信息世界的差异。 “间接作用”则来自以下证据

和逻辑：①对中英两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的

好奇心和批判思维进行 ｔ 检验发现，中英学生的

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分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对教

育模式和好奇心、教育模式和批判思维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排除其他因素后，教育模式与二者

均显著相关，并且能显著解释好奇心和批判思

维的变异。 这些结果共同表明，不同的教育模

式会塑造中英学生不同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水

平。 ②对好奇心和个人信息世界、批判思维和

个人信息世界的回归分析显示，无论中国样本

还是英国样本，控制父母因素后，好奇心、批判

思维均与个人信息世界显著相关，并且均能显

著解释个人信息世界的变异。 这些结果共同表

明，学生不同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水平会导致

他们的个人信息世界呈现差异。 ①和②的证据

则一道说明，不同的教育模式会通过影响学生

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借此间接造成他们之间

的个人信息世界差异。
学生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领域的现有研究

显示，除教育模式外，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不同

国家或学校的学生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状况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经济状况以及信息

基础设施状况、授课教师自身的信息素养以及

对培养学生信息能力的重视程度和业务水平、
学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文化差异等）。
因此为了明确教育模式对学生的信息主体特征

的影响，本研究对上述因素做了如下控制：①学

校相关因素。 研究者在样本选择阶段通过选取

英国中学生和中国城市中学生，实际上获得了

两组学校经济状况、信息设施状况类似的样本，
从而控制了两国学生所处学校状况相差较大带

来的影响。 ②教师相关因素。 事实上它与教育

模式因素不可分割，这是由于不同的教育模式

在具体实践中对信息的价值、信息利用活动有

不同偏重，自然将引导教师形成不同的信息素

养，也使教师对学生的信息能力培养给予不同

关注，因此很难将教师相关因素从教育模式中

剥离出来，也就无需单独实施控制。 ③学生父

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本研究在数据分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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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此实施了控制，主要是在回归模型中排除

父母因素的解释变异量，获得教育模式、好奇

心、批判思维作为单独自变量时对个人信息世

界的回归结果。 ④社会文化因素。 本研究并不

排除文化差异可能对中英学生个人信息世界的

差异造成影响，但是教育模式与个人信息世界

的所有数据分析结果（ｔ 检验、回归分析）能够相

互佐证， 佐证后的结果意味着即使社会文化因

素有影响，教育模式也依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总结来说，通过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控制上述影

响因素，本研究确认了：不同的教育模式以其本

身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实践特征，通过直接和间接

的作用机理，造就了所培养学生不同的个人信息

世界；由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反映了个人作为信

息主体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教育模式会

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塑造不同的信息主体。
另外，本研究在考察中英学生的好奇心和

批判思维分数时发现，尽管不同教育模式培养

的学生，其好奇心和批判思维的确如理论预期

的那样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中国模式的学生平

均分显著高于英国学生却与理论假设相反。 对

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在于：首先，本研究使用的

好奇心和批判思维都是心理学变量，需要让调

研对象自我评估，由此测度的结果事实上是意

识的产物。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类很难

直接获得有关自我的信息，个体对自我的知觉

和评价是通过与周围参照框架（如他人）相比较

而获得的［７２－７３］ ；因而，本研究的中英学生进行自

我好奇心和批判思维评价时，其实都在以身边

人作为参照（而非对方国家的学生水平），如此

形成的分数也就不具备国与国之间的可比性，
无论 ｔ 检验结果显示哪国学生的平均分更高，实
际上都不是对教育模式理论的有效检验。 其

次，心理学量表应用于两个国家时，也常会遇到

结果没有可比性的状况，这正是跨文化心理学

承认的研究缺陷。 该领域的研究者在以同一心

理学量表考察两种文化背景的研究对象时，常
常被量表等值问题困扰，这主要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对同一问题的反应是否表现了相同的心

理功能、对同一概念是否有共同的理解、两种语

言表达的概念是否完全相符、测量的结果是否

具有可比性等［７４－７５］ 。 对本研究而言，测度中英

学生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同样存在跨文化等值

问题，而研究者在使用量表时并未特别观照中

英版本是否等值（因为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对比

两国学生的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分数高低），因此

从研究数据来看，两种教育模式的学生好奇心

和批判思维确实存在差异，好奇心和批判思维

也确实影响个人信息世界，但两国中学生是否

存在好奇心和批判思维的自评倒置现象，有待

未来研究进一步确定。
综合上述所有数据分析结果和讨论分析结

果，本研究提出了教育模式对中学生个人信息

世界的作用机理模型（见图 １），即控制其他因素

后，教育模式自身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个

人信息世界，还会通过影响学生的好奇心和批

判思维而间接作用于他们的个人信息世界。

��	

���	��


�	�

��	

图 １　 教育模式作用于个人信息世界的机理模型

８　 结语

如前所述，在 ＬＩＳ 领域，以往的研究者多以

信息行为或信息素养来考察学生作为信息主体

的部分特征，并且部分性地探索了解释学生之

间信息主体特征差异的因素，常见的如人口学

因素、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等，这些考察存在

若干不足，一方面缺乏对学生信息主体特征的

全面揭示，另一方面也缺乏对教育模式因素及

其作用机理的深入探究。 而在教育学领域，以
往的很多研究者着力剖析了教育模式对学生作

为学习主体和认知主体的不同塑造，例如学业

成绩、认知策略、兴趣、好奇心、创造力、学习动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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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学习策略、元认知等等，较少观照到教育模

式对学生作为信息主体的影响。 本研究以个人

信息世界概念为工具，以心理学领域的好奇心

和批判思维作为解释教育模式作用机理的中间

变量，发现不同的教育模式会直接和间接地发

挥塑造作用、培育出不同的信息主体。 这一研

究发现，无论对 ＬＩＳ 领域有关学生群体的研究而

言，还是对教育学领域有关教育模式的研究而

言，都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对前者来说，它能

够弥补现有研究仅从信息行为或信息素养等少

数维度揭示学生信息主体特征的不足，也能够

弥补对教育模式这一变量研究的不足，尤其是

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对后者来说，它扩大了既

有研究的视野，更完整地揭示了教育模式对学

生的多重影响。
理解不同教育模式的作用及其机理，对教

育改革和实践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我国的教育

改革应如何调整教育目标，如何配备与目标相

符的教学方法，如何理解信息和信息技术对教

学过程的意义，如何将培育富裕的信息主体（而

不仅仅是具有信息技能的认知主体）纳入具体

教学，如何看待批判分析能力对学生的价值，都
需要研究者层层剖析不同教育模式的具体特

征，剖析不同教育模式对学生各方面的塑造机

制，本研究对此贡献了来自图书馆情报学领域

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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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９，４３（６）：９８７－９９８．

［７０］ Ｆａｃｉｏｎｅ Ｐ Ａ， 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 Ｃ Ａ， Ｆａｃｉｏｎｅ Ｎ Ｃ，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４４ （１）：１－２５．

［７１］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 操作与应用［Ｍ］． 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０５．（Ｗｕ Ｍｉｎｇｌｏｎｇ．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Ｐ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 ］．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４０５．）

［７２］ Ｓｕｌｓ Ｊ Ｍ ，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７３］ 邢淑芬，俞国良．社会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Ｊ］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１３（１）： ７８－８４． （Ｘｉ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

Ｙｕ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１３（１）： ７８－８４．）

［７４］ 高兵．中国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述评［Ｊ］ ． 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１１，２２（ ４）：８－ １２．（ Ｇａｏ Ｂ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１，２２（４）：

８－１２．）

［７５］ 解晓莉，张杰．跨文化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Ｊ］ ． 社会心理科学， ２００５，２０（５－６）： ３８－４２． （Ｘｉｅ Ｘｉａｏ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２０ （ ５ － ６）：

３８－４２．）

于斌斌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３；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０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