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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关系

——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

邓怡娟

成都天立学校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本研究探讨了高中生学习兴趣、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学习兴趣对创新能力的

直接影响及其通过学习策略的间接作用。结果表明，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深层学习策略具有中介作用，而浅

层学习策略作用不显著。研究为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兴趣与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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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世界，创新是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是构建未来竞争优势

的核心途径，因此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教育的关键

任务。高中阶段是学生创造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创新能力的

培养对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赫尔巴特的兴趣学说指出，兴趣能够激发主动性，并

在创造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1] 研究表明，浓厚的学习兴趣

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发展。同时，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

与创新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知识，增强创造力。

1.	 文献综述

1.1.	 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研究表明，学习兴趣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也是

维持创造活动的动力，创造型学生倾向于花更多时间在感兴

趣的事物上，从而增强创新潜力。[2] 周治金和李瑞菊（2009）

强调，激发学习兴趣是创新教育的关键。[3] 研究还表明，兴

趣能够通过促进创造性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1.2.	 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学习策略在创新能力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创造力

的培养离不开策略的使用和学习环境的优化。Liu等人（2012）

发现，通过制定策略并调整任务评估，能够有效维持创造性

活动。[4] 国内研究也表明，元认知策略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孙冬颖，2014）。[5]

1.3.	 学习兴趣与学习策略的关系

学习兴趣直接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Nolen（1988）发现，

兴趣高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精细加工策略，即使对任务缺乏

兴趣，特定策略仍能调动兴趣。[6] 国内研究同样发现，学科

兴趣浓厚的学生更常使用深加工与元认知策略，而不是浅表

策略（张爽，2006）[7]。学习兴趣也对学习策略的运用和学

习成绩有积极影响（杨海波等，2015）。[8]

2.	问题提出

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高中生的学习兴趣、浅层和

深层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作用机制，旨

在为研究高中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提供实证支持。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综合考虑了学习兴趣、学习策略和创新能力的

关系，构建中介模型，首次将学习策略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学

习兴趣与创新能力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

1.2.2.	 实践意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培养创新能力是教育的重要目

标。本研究探讨了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旨在为

教师提供指导，帮助学生通过不同的学习策略提升创新能

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1.3.	 模型建立与研究假设

学习兴趣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已

有文献表明，学习策略受学习兴趣影响，并对创新能力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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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因此，假设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之间起

中介作用。模型假设如下：

1.3.1. 学习兴趣正向预测深层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学

习兴趣负向预测浅层学习策略；

1.3.2. 深层学习策略正向预测创新能力，浅层学习策略

负向预测创新能力；

1.3.3. 深层与浅层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之间

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四川省某普通高中招募了部分高一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由于高二和高三年级的学生课程繁重，本次研究

仅限高一学生参与。在教师协助下，学生通过计算机完成问

卷。共发放 818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 688 份

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4.1%。参与者平均年龄为 15.4 岁，

其中男生 320 人（46.5%），女生 368 人（53.5%）。

3.2.	研究工具

3.2.1. 学习兴趣量表

本研究依据 Dan 等人编制的《历史兴趣量表》，修订

形成《学习兴趣量表》，仅保留“积极情感”维度。量表共

5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总分越高表示学习兴趣

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效度为 0.90。

3.2.2. 学习策略量表

依据 Biggs 的《学习策略量表》修订后，形成《学习策

略量表》，包含浅层和深层学习策略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5 项，信度 α 均为 0.81。

3.2.3. 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

本研究采用修订后的《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量

表包含 23 个项目，涉及冒险性、想象力、好奇心和挑战性

四个维度，总体信度 α 系数为 0.89。

3.3.	 数据统计

对 688 份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后录入 SPSS 数据库。数据

处理分两步：首先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修订；其次，以学习

兴趣为自变量，创新能力为因变量，浅层和深层学习策略为

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4.	 结果分析

4.1.	高中生学习兴趣、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分析

从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单个变量的各维度中，浅

层学习策略和深层学习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

创造力的四个分维度之间，以及各分维度与整体创新能力之

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及其各

分维度显著正相关；学习兴趣与浅层策略呈负相关，而与深

层策略呈正相关。浅层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及其冒险性、好

奇心、挑战性这三个维度显著负相关，而与想象力的相关性

不显著；深层学习策略则与创新能力及其四个分维度显著正

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兴趣、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

之间的关系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表 1	高中生学习兴趣、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的平均数（M）、标准差（SD）以及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学习兴趣 1

浅层策略 -0.32** 1

深层策略 0.53** -0.20** 1

冒险性 0.43** -0.09** 0.43** 1

好奇心 0.51** -0.25* 0.51** 0.68** 1

想象力 0.16** 0.06 0.13** 0.40** 0.22** 1

挑战性 0.51** -0.26** 0.49** 0.73** 0.73** 0.34** 1

创新能力 0.51** -0.17** 0.50** 0.91** 0.83** 0.57** 0.88** 1

M 18.78 11.85 18.48 30.10 19.30 16.85 19.96 86.22

SD 4.32 4.29 3.84 4.82 3.64 3.03 3.37 12.1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4.1.	 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利用 Amos	17.0 建立了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将

学习兴趣作为自变量，浅层和深层学习策略作为中介变量，

创新能力作为因变量，构建了学习兴趣、学习策略和创新能

力的完整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的 SEM 模型

对各因子的表现进行了检测。根据表 2 的结果显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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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和创新能力与其各自公因子的因子载荷系数均高于

0.35 的临界值，表明三者与各自公因子之间关系紧密，模型

表现良好。

SEM 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兴趣能够显著预测学习策略

的两个维度。如图 1 所示，学习兴趣正向预测深层学习策略

（d=0.64，p<0.001），并负向预测浅层学习策略（d=-0.38，

p<0.001）。此外，学习兴趣对创新能力也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d=0.32，p<0.001）。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深层

和浅层学习策略的作用差异显著。具体来说，深层学习策略

对创新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d=0.41，p<0.001），而浅层

学习策略则无法显著预测创新能力（d=-0.03，p>0.05）。

表 2		矫正后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

Indicator
Loading

冒险性 好奇心 想象力 挑战性

创新能力 0.82 0.83 0.36 0.89

为了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四个常用

的拟合指数：x²，CFI，IFI 和 RMSEA。对于 x²值，不显著

则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若显著，则需参考卡方与自由度之

比，值在 5 以下表示拟合可以接受，3 以下则表示模型拟合

理想。通常情况下，当 CFI 和 IFI 的数值大于 0.90 时，模型

拟合是可接受的，若超过 0.95 则表明拟合较好。RMSEA 值

低于 0.08 表示模型可以接受，若小于 0.05 则说明模型拟合

度良好。本研究的拟合指数结果为：x²=495.69，p<0.001，

x²/df=3.37，RMSEA=0.06，CFI=0.95，IFI=0.95。这些指标表

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符合标准。

图 1		学习兴趣对学习策略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根据图 1 的中介模型，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学

习策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深层学习

策略的 95% 置信区间为 [0.17，0.38]，表明深层学习策略在

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相反，浅层学

习策略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2，0.05]，说明其中介作用

不显著。学习兴趣可以直接预测创新能力，其直接效应为

d=0.32，同时也可以通过深层学习策略间接正向影响高中生

的创新能力，间接效应为 d=0.26。总中介效应为 0.27，95%

的置信区间为 [0.18，0.38]，中介效应（0.27）占总效应（0.59）

的 45.76%。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深层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

与创新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学习兴趣既可以直接影响

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深层学习策略间接影响创新能力。

表 3		基于 Bootstrap 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相对效应量 Bootstrap（95%CI）

学习兴趣→浅层学习策略→创新能力 0.01 1.69% [-0.02，0.05]

学习兴趣→深层学习策略→创新能力 0.26 44.07% [0.17，0.38]

总中介效应 0.27 45.76% [0.18，0.38]

直接效应 0.32 54.24% [0.19，0.44]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高中生学习兴趣、学

习策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学习策略的中介作

用。结果显示，学习兴趣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创新能力，还通

过深层学习策略间接提升创新能力。深层学习策略在学习兴

趣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而浅层学习策略的中介

作用不显著。

研究表明，学习兴趣与深层学习策略显著正相关，且

深层学习策略对创新能力有正向作用。相反，浅层学习策略

与学习兴趣负相关，对创新能力无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深层学习策略在学习兴趣与

创新能力间的中介作用，突出了学习兴趣和有效学习策略对

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为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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