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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学生们所受到的来自社会、家庭、同伴、朋友、老师

等社会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社会关系可以转化为社会支持，其对学生学业的

影响又极易通过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水平反映出来。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山西省

两所学校的 480 名初中生进行学业拖延行为、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问卷调

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学业拖延在

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在学业拖延总分以及学习计划缺乏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男生的得分要高，他们缺乏计划，出现拖延现象较多。

（2）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学业自

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3）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负向预测学业拖延。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

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拖延和社会支持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

用。

关键词：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II

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tudents are more and more
influenced by social relations such as society, family, peers, friends, teachers,
etc. these social relation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tudents' studies can be easily reflected by students' learning
state and learning level. In this study, 48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abou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gender and grade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de,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the score of lacking dimension of learning plan.

(2) Social support,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hile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3)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can negatively predict
academic delay.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Academic
self-efficacy;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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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站在初一新同学的角度来看，变了的不仅仅是新的同学、新的老师和新的校园

等物理环境，更在于所学课程和在校时间的变化。相对于小学来说，初中的课程不

仅增加了许多，而且也正规、复杂了许多，一些课程如思想政治、历史等科目，由

原来的“副课”、“小科目”成为了现在的“主课”、“中考必考科目”。随着所

学课程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学生们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有的学生刚开始可能

还不太适应这种高强度、学习时间长、作业量大的学习生活，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影

响，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上课不想听讲、课后作业不想做的现象，久而久之，落下

的作业逐渐堆积、上课走神、小动作成习，慢慢的演变为学业拖延，对学习失去了

兴趣。

众所周知，不管处于哪个学习阶段，一个好学生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

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的，好成绩是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换来的，而促使学生努力学

习的动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其自身的自我效能感，它是一种人格方面的特质，

学生在完成某项任务前会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分析，而且这种预估会对行为发挥相应

的作用，如：对这件事情能坚持下去吗？能坚持多久？自己够不够努力？同时，它

还会通过对某件事情的定向思维来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
[1]
。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提出，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作用体现在：自我效能感

影响到个体对环境及行为活动方式的选择，影响如目标设置、归因方式等认知过程，

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影响个体在面临压力事件时的情绪状

态。具体来说，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通常为自己设置较高的目标，为之不断付出努

力，面临困难时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耐力，更为乐观。因此，当学生具有高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时，他们会将自己取得好成绩归因为自

己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例如，自己能够听懂老师所讲内容，因此他们会立刻行动
[2]
，

较少出现学业拖延现象，其完成作业的速度和效果也会优于学业效能较低、学习成

绩靠后的学生。

依据社会支持理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他越能有效应对各种来自环

境的挑战。一般来说，当一个人的社交范围越广，其所获得的正向社会支持力也就

会越多。对于初中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研究发

现，个体的焦虑烦躁、忧郁和其行为上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会受社会支持力的影响。



初中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2

当学生在学习上显出很好的状态，更容易解决所遇到的困难时，说明他感受到了较

多的社会支持力；而当他们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不良影响、老师或朋友方面鼓励的

缺乏或不满时，他们便无心学习，开始拖拉应付
[3][4][5]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

们的重要他人，逐渐由家长转变为同伴、教师等，这些重要他人对青少年在学习、

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当青少年获得的社会支持感越多时，他们在

学习以及问题应对上会表现出更多的自信，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6]
，并可进一步降

低他们因自我效能感低而不得不拖延完成各类任务的现象。如果学生的学业得到更

多来自亲人或老师的关怀、支持与帮助，则会表现出积极的学习状态，取得较好的

学业效果。研究表明：较高的社会支持对学习适应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 而且更多

地体现在直接作用上
[7]

。

因此，明确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的作用对于教育实践中有效改善

学生的学业拖延状况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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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学业拖延

1.1.1学业拖延的概念界定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关于学业拖延的定义有两种观点：首先，Solomon认为

学业拖延具有消极性质，它会让学生带来一种消沉的状态，表现出在学习上对任务

一拖再拖而出现负性情绪及不良的学习结果
[8]
。其次，Ferrari发现：对学习任务出现

逃避型拖延，多是为了维护自身价值；而如果是促醒拖延，则是希望感受在最后期

限搏击的快乐与刺激
[9]
。

综合以上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学业拖延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1）学习者的意向和实际行动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性。

（2）学习任务完成的不好。

（3）常伴有恐慌、后悔、自责等不良的情感反应
[10]
。

本研究将学习拖延定义为: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对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的非理性

的延迟，一般会有不良的情绪体验。

1.1.2学业拖延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学习拖延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对现状的描述、对影响因素

的分析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进行干预。

第一，描述性研究。这类研究一般使用量表等工具来识别个人的拖延情况,检查

有多少学生存在拖延,拖延到什么程度,以及在性别和年级上是否存在差异等。

第二，关于学业拖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学业拖延受学习任务本身、

消极的情绪、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及个体的学习动机等因素的影响
[11]
。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特征。艾森克的研究表明神经质对学业拖延会有影响，它能够促使或

者避免个体的学业拖延行为
[12]
。Judith I，Johnson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责任感会对学

业拖延产生一定的影响
[13]
。

（2）动机因素。Senecal发现：有着很强的内在动机的这些学生，他们能够很快

的完成学习任务，从不拖延，他们更喜欢去享受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刺激与喜悦；

而有些同学很轻易就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他们通常是当自己感到压力的时候，也

就是任务快截止的最后期限才开始行动，比较散漫，所以经常出现延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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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学生形成的那些好的行为习惯，离不开校园环境，特别是教师对学

生所表现出来的期望会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如果教师对学生持有较高的期望，

那么学生在学习上很少会出现任务延误现象。来自家庭方面的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个

体是否出现拖延现象，如 Norman Milgram的研究发现，母亲是否能参与到孩子的学

习过程中，以及参与程度与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拖延行为呈中等负相关关系，所以，

母亲及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拖延行为有很大关系
[14]
。

这些来自学生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因素会单独作用于个体的行为，影响任务

的完成情况，也有可能会发生综合作用。

第三，干预研究。其一般过程是：干预训练和效果评价。Van Eerde发现，减少

拖延行为的有效方法是对个体进行时间合理分配、利用的培训
[15]

。王觅等人的研究

表明:为减少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懒散拖拉，可以将团体干预应用起来，通过提高个

体的效能感来改善其拖延行为及不良后果，但是这种干预方式并不能降低个体的拖

延倾向，可能需要更长时程的干预
[16]
。

我国当前对学业拖延的研究存在方法和研究主体（多为大学生）单一的问题，

需要不断在探索中改进，并丰富相关理论
[10]
。

1.2社会支持

1.2.1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

国外学者在研究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背景下提出社会支持的概念后，就

十分关注其与个体身心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17] [18]

。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但

是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学者们公认的定义。Samson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认知层面的

概念，指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所有外部帮助的认识与感受。Cobb则将社会支持界定

为让人们确信自己处于一个自我尊重、互相关爱和互相承担责任的社交网中的信号。

国内学者张文宏、阮丹青认为社会支持就是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

帮助。程红娟则从社会互动行为和社会资源本身的功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规定。

总体而言，学者认为，凡是能对自身起到帮助作用的外在力量都属于社会支持，

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前者是从精神、情感方面对个体的支持；后者主要指物质上

的支持和帮助
[19]
。这两类支持的性质不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观上的支持对个体发

展的帮助更大。个体的实际行动会因其内心的所思所想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主观上

的支持可能有更好的预测作用
[20]
。

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个体所得到或者感知到的外界对自己的关怀、帮助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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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1.2.2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

（1）社会支持的基本特征

已有研究主要从数量、来源和种类上来研究社会支持的基本特征。

数量：社会网络的规模影响着个体所得到的社会支持的多少及强弱。当个体的

社交网越广阔，他得到的支持力度就越大。Wellman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交网络范

围越广，提供的各类支持就会越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员也会更多。

来源：陶沙研究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自己受到支持来源的依赖比例不一样，

由最初来自家人的支持，随着年级的变化转变为更大范围的来自朋友的支持
[21]
。Wong

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向老师和家人寻求帮助的很少，有近九成的人会寻求来

自朋友的帮助
[22]
。刘广珠、陈文莉等也发现:大学生的支持主要来源于朋友、家人中

[23][24]
。程虹娟的调查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其研究表明来自亲人和朋友的帮助和支

持对大学生的帮助最大
[25]
。

种类：Winer研究发现，个体所提供的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力度与其所扮演的角

色有关，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在两种支持上基本持平，父亲不同于母亲的细腻，他们

一般是对孩子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而同伴则主要给予主观上的支持与鼓励。

Wong的研究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学生获得的家人方面的支持主要是客观支

持，而从朋友、伙伴出得到的支持则多为情感上的依赖
[26]
。

（2）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社会支持的影响

性别：Henderson认为，男生主要在朋友身上寻求帮助，女生则更信任亲人，习

惯于求助家人。Hobfol发现，男女生在对所得到的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上有明显的

差异性，男生相对来说比较自立，对社会支持的依赖程度低。程虹娟和丁锦红研究

发现，较之于男生，女生获得的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更高。但李艺敏的研究则发现

男生获得的主观支持多于女生，但是在支持的利用度上较女生更低
[27]
。郑照顺的研

究主要探讨了社会支持的消极后果，其研究表明，在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女生

会产生消极情绪，而男生可能会表现出不良的行为习惯
[28]
。

年级：李慧民等人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高年级大学生获得的客观支持更多，

但是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
[29]
。刘洋等人以高中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高年级的学生会得到更多的客观支持。

家庭：家庭结构对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力度有很大影响。李越美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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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得到的家庭方面的支持较少
[30]
。另一些研究则

分析了家庭所在地对学生社会支持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来自于城市的学生感

知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

性格：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性格内向的人不善于从生活中，或者身边的人那里

寻求帮助。Mclennan, Omodei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度的大小与性格有关，喜欢

和别人相处的人更愿意寻求他人帮助，也更容易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年级、性别、居住地（城乡区别）、家庭结构及性格中的内外倾因

素，以及适时的社会支持与否，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在对被

试进行社会支持的施测之前有必要了解被试的相关人口学变量因素和性格因素。

1.3学业自我效能感

1.3.1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界定

班杜拉最早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个体对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

主观评价。在不同的领域，这一概念可以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他将学业自我效能

感定义为学生在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时常常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进行的一定的考量与

评估
[31]

。梁宇颂将其解释为个体对完成一项任务时的自信程度，包括对自己在学习

能力和学习行为两方面的评估
[32]
。

本研究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时，对自身水平进行的

一种感觉与评估。

1.3.2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现状

（1）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个体的经验、认知水平以及具体情境等有关
[33]
。具体如下:

成败经验：当一项复杂的学习任务被自己攻克之后，自身的效能感就会增强。

而如果个体经历的失败体验较多时，那么个体的自信心会受挫，相应的，就会削弱

其效能感。

替代经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般会把和自己能力水平相似的同学当作自己的

榜样或者竞争对手，当榜样在某一学习任务中取得成功时，也会对自己的效能感产

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当榜样遭遇失败后，也会削弱自身的效能感。

言语劝说：劝说者的已有经验以及被劝说者本人是否无条件相信劝说者影响自

我效能感的改变程度。当学生被所尊敬的人来劝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且最后成功

时，一般会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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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的认知评价：学生对各方面的信息，要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正确判断，

同时还需要考量某项任务对自己的重要性，综合各个方面来形成自己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

（2）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Pajares, &Kranzler 等人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水平与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相关

性
[34][35]

。张巧明等人研究发现，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效能感最低
[36]

。陈秀丽等人的研

究表明：一个人所具有的效能感，会影响个体的学习动机和思维方式等心理活动
[37]
。

岑萃则进一步指出，自我效能感会引发一系列学习上的行为变化
[38]

。所以，高自我

效能感的学生，他们很少在学业上出现懒散拖拉的现象。

综上所述，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能影响学生应对学业任务的方式。

1.4社会支持、学业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1.4.1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已有研究显示，当学生在克服困难时，如果能够得到一些有力的支持，问题就

迎刃而解了。家是学生的依靠，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会对学生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而在学校或平时的生活中最愿意在一起的是自己的朋友，所以来自朋友的支持对个

体来说很重要。当学生得到较多的（正向）社会支持时，会帮助自己更高效的完成

学习任务
[2][3][4]

，降低学业拖延。

1.4.2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由水平(level)、广度(generality)和强

度(strength)三个部分组成，依据这一理论，个体对自己的学习活动、学习结果的期

待受到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效能感越高，他越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越会为自己做出合理的目标规划，所以学业效能感与学业拖延之间具有高相关性，

学生会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完成效果来调节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39]

及学业拖延。学生

表现出来的沓拉现象，与其效能感有很大关系
[40]

，在学习中出现多次拖拉现象的学

生，一般其效能感不会高
[41][42]

。

1.4.3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及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

的影响作用已经证实。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关注。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中提出，情绪唤醒、言语劝说与个体的直接经验、间接经

验都是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重要来源。在班杜拉 1997 年的研究中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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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来自父母的支持越多，给孩子的成功机会越多时，孩子能够形成的自我效能感

程度越高
[43]

。楚啸原等人在 2019年一项最新的研究中发现，家庭支持与自我效能感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家庭支持中介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

系，对于女生而言，这一中介作用则更为显著
[44]

。另一项研究结论中指出，学业自

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并且部分中介社会支持和学习倦怠的关系
[45]

。

但是国内目前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少。以往研究已发现，个体内心负向情感（如

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负相关
[46]

，社会支持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学

习心理、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通过自我效能感而起作用的
[47][48][49]

。但是关于学业自我

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则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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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2.1.1已有研究的不足

基于以上论述，目前国内关于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及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的

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支持；同时，对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

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的探讨尚不够深入。而基于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自我

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心理、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

社会支持（包括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个体对自身能力的

评估）的间接作用影响学业拖延（完成学习任务时间上的延迟）。

2.1.2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包括：

（1）考察初中生的学业拖延现象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2）探讨社会支持与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3）分析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

2.1.3研究假设

H1：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两个变量与学业拖延之间有显著负相关。

H2：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负向预测学业拖延。

H3：学业自我效能感中介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2.1.4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深入探究了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及学业拖延三者之间的

关系，可以弥补国内该领域在研究内容上的不足，为自我效能感理论提供更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支持。同时也为以后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通过本研究可以探明影响初中生学业拖延的情境因素及个体因素，并明确这些

因素的综合作用机制，可以为在教育实践中着力改善学生的社会支持氛围，提高学

生在学习能力和学习行为上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以及有效降低学业拖延现象提供有

针对性的教育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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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

2.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山西省太原市和长治市的两所中学对初中生进

行问卷施测。本次调查中，一共发出 480份问卷，回收 30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285

份，有效率有 95%。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 人口学变量统计表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男

女

148

137

51.93

48.07

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120

80

85

42.11

28.07

29.82

是否独生 独生

非独生

53

232

18.59

81.4

是否住校 住校

走读

168

117

58.95

41.05

2.2.2 研究工具

（1）学业拖延量表

采用郑素瑾 2009年编制的《中学生学习拖延调查问卷》
[50]
调查被试的学业拖延

状况。该问卷中包括学习计划缺乏、学习行为迟滞、学习状态不佳和学习执行不足

四个维度，共 17道题目。从“完全肯定”到“完全否定”，分别计 5分—1分。得

分越高则表示学生越容易出现学习拖延现象。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其中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接近 0.79。

（2）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51]
进行社会支持的测量。该量表共十个题目，

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四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这

个学生越容易在生活中获得支持。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约为 0.9，其它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接近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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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梁宇颂，周宗奎修订的 Pintrich等人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52]
进行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本问卷分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

个维度，共 22题，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五点计分，分数较高则表示被试的

自我效能感良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其它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均接近 0.7。

2.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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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公因子的

方差解释率为 21.15%，小于 30%的临界值，所以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

果的影响。

3.2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拖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基本描述统计

全样本在社会支持、学业拖延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三个变量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如

下表所示：

表 2 所有被试在三个变量上总分的描述性统计（N=285）

变量 M SD

学业拖延 40.25 15.36

社会支持 37.25 6.76

学业自我效能感 69.84 15.37

由表 2可知，学业拖延平均分为 40.25，说明初中生存在一定的学业拖延现象；

社会支持平均分为 37.25，说明初中生群体能够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学业自

我效能感平均分为 69.84，说明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较高。

3.3初中生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3.3.1. 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检验

为了解在社会支持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在社

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见表 3：

表 3 初中生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男生（n=148） 女生（n=137） t

客观支持 9.91±2.56 9.56±2.32 1.21

主观支持 19.11±3.08 19.12±2.88 -0.03

对支持的利用 8.72±5.10 8.03±2.75 1.43

社会支持总分 37.74±7.56 36.72±5.78 0.20

3.3.2 社会支持的年级差异检验

为了解在社会支持上的年级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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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4：

表 4 初中生社会支持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七年级（n=121） 八年级（n=80） 九年级（n=84） F

客观支持 9.32±2.20 10.22±2.36 9.92±2.79 2.38

主观支持 18.92±2.84 19.04±2.83 19.48±3.31 0.63

对支持的利用 8.06±3.29 9.33±6.28 7.98±2.20 1.93

社会支持总分 36.3±5.56 38.55±8.28 37.38±6.60 2.72

3.4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3.4.1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检验

t检验的结果表明，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结果见表 5：

表 5 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性别总分差异检验（M±SD）

男生（n=148） 女生（n=137） t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7.03±9.44 35.50±10.72 1.28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3.82±7.14 33.26±6.98 0.68

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70.85±15.07 68.75±15.68 0.25

3.4.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检验

为了探讨不同年级的初中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状况，进行了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6：

表 6 初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七年级（n=121） 八年级（n=80） 九年级（n=84） F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4.99±10.64 38.03±8.97 36.5±10.15 1.49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2.67±6.87 34.37±5.57 34.02±8.42 1.13

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67.66±15.19 72.43±13.19 70.52±17.18 2.46

由上表可知，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不显

著。

3.5初中生学业拖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3.5.1 学业拖延的性别差异检验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被试的学业拖延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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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初中生学业拖延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男生（n=148） 女生（n=137） t

学习计划缺乏 12.60±4.98 11.37±4.49 2.19*

学习状态不佳 9.88±3.90 9.04±3.56 1.91

学习行为迟滞 11.89±4.84 10.88±4.21 1.87

学习执行不足 7.79±3.33 6.91±4.65 1.86

学业拖延总分 42.17±15.57 38.18±14.93 0.03*

注：*p<0.05

从上表可知：在学习计划缺乏得分和学业拖延总分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

生，而在其他三个维度上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3.5.2 初中生学业拖延的年级差异

本文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业拖延状况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8 初中生学业拖延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七年级（n=121） 八年级（n=80） 九年级（n=84） F

学习计划缺乏 11.98±4.75 12.42±5.11 11.67±4.56 0.34

学习状态不佳 9.55±3.74 9.51±4.14 9.29±3.44 0.56

学习行为迟滞 11.39±4.36 11.62±5.15 11.18±4.32 0.33

学习执行不足 7.48±4.98 7.51±3.47 7.07±2.92 0.21

学业拖延总分 40.39±15.64 41.14±16.51 39.21±13.88 0.33

由表 8可知，不同年级的初中生的学业拖延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

3.6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拖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表 9 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拖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1社会支持 37.25 6.77 1

2学业自我效能感 69.84 15.37 0.35** 1

3学业拖延 40.25 15.36 -0.21** -0.25** 1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二者显著正相关，即当学生能

够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时，包括来自他人情感上的支持以及物质上的支持，且学生

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支持的话，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在学习方面的自信心，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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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习能力以及学习结果都有更积极的主观评价。社会支持和学业拖延二者显著

负向相关，初中生自身如果有较多的社会支持，那么他在学习当中越会减少拖延现

象的出现。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显著负相关，即学生对自己的学习

有积极的评价，表现出的自信心越强时，他越少做出学业拖延行为，会主动地制定

学习计划，积极地完成学习任务，表现出良好的学习状态。

3.7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53]

，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中的

Model4[54]
，考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见下

表：

表 10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N=285）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B t

学业拖延 0.25 0.06 6.71**

性别 0.12 -2.56*

年级 0.07 -0.36

社会支持 0.58 -3.83**

学业自我效能感 0.35 0.12 13.53**

性别 0.71 -0.68

年级 0.07 1.04

社会支持 0.05 6.07**

学业拖延 0.32 0.10 8.07**

性别 1.74 -2.74**

年级 0.11 -0.16

学业自我效能感 0.06 -3.38**

社会支持 0.0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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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22 0.13 -0.7 -0.2

直接效应 -0.16 0.06 -0.18 -0.05 72.72%

学业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效应
-0.06 0.02 -0.13 -0.02 27.27%

由表 10可知，在控制性别及年级之后，社会支持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

β=0.58，t=-3.83，p<0.01，社会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5，

t=6.07，p<0.01；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社会支持对学业拖

延的负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06，t=-2.5，p<0.05，学业自我效能感也显著负向预

测学业拖延β=0.06，t=-3.38，p<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

社会支持对学业拖延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的 95%置信

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学业拖延行为，而且能

够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预测学业拖延行为。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7.27%。中介效应值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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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的现状

通过对全样本在社会支持、学业拖延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三个变量上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发现：

学业拖延变量的平均值接近中值，说明初中生存在一定的学业拖延现象。这一

结果与潘利若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其研究结果发现有超过九成的初中学生存在着

学业行为迟滞的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们对学习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55]

，内

部学习动机不足，学习目标不清晰，因而对自己的学习行为采取拖延的态度。被试

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均分较高，说明大部分初中生对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有较高的自我

评价，这一结果支持了刘海波的研究结论
[56]

。随着学生进入到初中阶段，随着学生

自我意识的逐渐提高，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会更加积极自觉，会主动对自己的学习

结果进行客观评估，也会积极寻求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因此对于自己学习行为和能

力会形成更积极的主观评价。本研究也发现了初中生在社会支持上的得分较高，说

明：总体来看初中生能够获得来自他人的较多的支持，不仅包括情感上的温暖，也

包括实际的物质上的帮助，并且初中生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支持力量来帮助自己应

对学习中的问题。

从以上三个变量在初中生群体中的现状来看，如果初中生能够对自己充满信心、

对学习充满兴趣和探索新知的欲望，拥有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且能得到更多的

社会支持（家长的关心体贴和老师的关爱关注），则会对其学习行为产生积极的影

响。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可以利用影响学生的效能感

或支持度这一点，来改善学生的学业拖延状况。

4.2初中生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的差异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得知，初中生的社会支持在性别和年级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57]
。本研究认为，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对于

同伴的支持都有着更高的需求，同时也仍然与家长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不

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不论是低年级学生还是高年级学生，在获得的主观与客观支持

都会比较多。

本研究中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雷家萍对高中生的研

究结论中指出，男生的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
[58]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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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在学习的科目以及课程难度上与高中有着较大区别，这可能是本研究与其

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当代学生身处物质财富比较丰富的时代，无差别的享

受着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满足自己的成功需要，所以在性别上

表现出的差异不太明显。在年级差异方面，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不同年级学生在学业

自我效能感上的显著差异。这与陈秋颜的结论不一致，其研究发现初一学生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分数最高
[43]
。而本研究中七年级被试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分数最低。这也

许与本研究中各年级被试的分布不够均衡有一定关系。另外，我们认为，七年级学

生刚从小学升入初中，面临着学习方法、学习行为上的诸多变化与挑战，因此，可

能使得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行为与能力产生较低的评价，但是随着年级增高，学生

对于初中的学习任务更加熟悉，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因此会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心。

在学业拖延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男生在学习计划缺乏得分和学业拖延总分

上显著高于女生，这说明女生在学习上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学习目标，

较少出现学业拖延。而在其他三个维度上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说明这些现象在

男女生当中都会出现。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59]
。该研究在

解释原因时指出，男生更早进入叛逆期，因此在学习上更加逃避，从而表现出更多

的拖延。本研究认为，处于这个发展时期的男同学渴望独立，会借各种机会表现自

己已经是“大人”了，最明显的行为标志就是经常和父母、老师的要求反着来，所

以他们经常表现出拖沓、不耐烦、不准时完成作业的现象。而大多女生都相信“努

力就会成功”的真理，在学习当中会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和目标，并为之持续努力。

胥兴春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在学习过程中，男同学的学习态度要差点，经常出现拖

拉状态
[60]
。Prohaska[61]在研究大学生群体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与杨雨萌、韩杨

等人
[62]
的研究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年级上的显著差异。本研究认为，虽然

不同年级的学生面临的学习任务和学业压力有所不同，但是在学校规章制度下，不

同年级的教师对于学生在学习行为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在学业拖延方面并不会

出现年级差异。即使是一个班级内的学生，在老师的统一要求下，仍会有几位学生

出现学业拖沓、作业拖拉的现象。

4.3初中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存在负相关关系。在进一步的

回归分析中，社会支持对学业拖延的负向预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说

明获得社会支持多的学生，其在学习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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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问题时就会更容易，任务的成功率增高，因而会更及时地完成学习任务，而

较少表现出学业拖延现象。已有研究也提出，在面对困难时，社会支持较缺乏的个

体通常会以消极回避的态度来面对，而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则会以积极的态度

去应对，且会调动更多感官系统如学习情绪，来告诉自己“我可以的！”
[63]
。这一

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已有研究
[64]
。

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作业完成情况与家长对其的付出、投入

和支持密切相关，在家长放任管理下的学生其学业成绩一般较落后，家庭作业完成

情况较差，且经常出现延迟交作业或不交作业的现象。

4.4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社会支持与学

业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正向预测学业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负向预测学业拖延；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

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中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社会支持可以直接作用于学业拖延，

也可以通过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学业拖延。

首先，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初中生，因获得更多的帮助与支持，使他们在面临

即使是困难的复杂的任务时，也有信心可以完成，从而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行为倾

向于进行积极的评价，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梁九庆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

得出了与本文相同的结论
[65]
。其次，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初中生较少表现出学业拖

延。面对一项任务，越是喜欢拖拉的人，一般来说，他所具有的效能感水平会越低；

反过来的这一关系也成立
[66]
。因为学业自我效能高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坚韧性，

即便遇到困难，也坚信自己有能力去解决，所以接到学习任务时会去着手解决，因

此他们在学习上的拖延程度较低；但是那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缺乏自信的学生则会

对学习任务产生更多的畏难情绪，更多地采取逃避策略，有意或无意地去拖延学习

任务的完成。第三，社会支持对学业拖延的影响作用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路径而实现。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已有的研究结果
[67]
。当教师给予学生更多的学

业指导以及对学生的学习结果提出较高的期望，或进行积极肯定的评价时，学生的

学业自我效能感会逐渐增高，自然就会为了实现教师的期望而减少学业拖延，表现

出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及行为。另外，通过同伴直接提供的学习上的帮助，学生可

以更轻松地解决问题，增强自我效能感，或者通过观察有能力的同伴如何解决问题，

学生获得了替代经验，从而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去应对难题，因此增强了学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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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而随着学生在学习上的效能感的不断增强，他们有能力去及时解决学习

中的各种问题，因此会较少表现出学业拖延。

这一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在缓解初中生的学业拖延问题时，既要关注如何增加

学生积极的社会支持，也要同时关注如何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来提高初中生的学业自

我效能感。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23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学业拖延在

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在学业拖延总分以及学习计划缺乏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男生的得分较高。

（2）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学业自

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3）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负向预测学业拖延。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

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拖延和社会支持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

用。

5.2教育对策与建议

5.2.1提高初中生的社会支持感

当学生遇到一些事情需要解决时，亲人、朋友的支持与鼓励对于学生来说是很

重要的力量
[68]
。本研究结果也说明，如果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将有助

于其表现出良好的学习行为，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减少学业拖延。因此在教育

实践中，学校、教师、家长应该采取有效途径提高学生的社会支持感。

（1）学生要善于将自己的同伴关系（朋友和同学）转换成有利的同伴支持。这

就要求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找到自身的薄弱点，在与人相处中，坦诚沟通，找到与

自己意气相投的同伴或榜样，在一些问题上，当自己解决不了时，要学会寻求和利

用自己的伙伴关系，得到他们的帮助，在这样的状况下，学生能够体会到别人的关

怀，学习劲头也会很足，拖拉散漫的现象会大大减少。

（2）学生应该将家庭成员对自己的鼓励，转化为学习过程中有利于自己的家庭

支持力量。叶月婵等人发现，强势型家长会对孩子进行干涉和控制，在这样的环境

下，学生背负的压力过大，通常会出现不良的情绪体验，甚至辍学
[69]
。所以，家长

们要适当“放权”，有些事情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做出判断的，一定要相信孩子有这

个能力，当孩子的决定明显错误时，家长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最后的结果由孩

子自己决定，不管有什么样的后果，孩子要对其负责。这样，孩子既学会了对自己

负责，也能体会到家人的这份爱，也就是来自亲人的支持，这种感觉会泛化到自己

的学业上，成为学习中的动力，降低学业拖延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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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多途径引导学生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

根据本研究中“效能感与行为负向相关”的结果可知：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可以有效缓解学生学业拖延现象。

（1）增加学生的成功体验

首先，学生在学习上的已有成败经验会对其自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如

果想提升学生在学习上的效能感，那么可以多帮他制造一些胜利的机会。例如，可

以将学习目标进行细分，并做好相应的时间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对应的小目标

完成了，这样每当实现其中的一个小目标都能代表着自己的成功，都可以适当的奖

励自己一下，或者可以将自己现在取得的成果与以往经验相比较，只要有进步，那

就说明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小步。通过这样不断地肯定自己，不断地体会到这种成功

的喜悦，将会对学生自身效能感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其次，教师要善于发现和

发挥学生的长处。学生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能力上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不同的

学生喜欢且擅长的领域并不一样。这就要求老师一定要对学生进行特别充分的了解，

这样才能够根据每一位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因材

施教，鼓励学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培养学生相信自己的意识，

这样也会对效能感的提高大有帮助。

（2）增多同伴互助的机会

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同一组内组员学习成绩好坏搭配、每组间的水平大概

相同的方法分组，鼓励这类学生在组内找到自己的榜样，在借助榜样力量的同时，

大家形成一种既帮助又竞争的良好氛围，通过获得同伴的直接帮助以及通过替代学

习都能间接的提升自己的效能感。

（3）帮助学生正确归因

个体在总结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结果时会使用不同的归因方式。一般来说会有以

下几种情况：有的同学对自己的成功进行回忆时，会强调这是自己应该取得的结果，

因为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一种存在于个体内部且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因素；当

他们遇到失败时，也能够乐观看待，这件失败的任务本身没有问题，只不过是自己

没有努力，没有认真对待罢了，如果稍加重视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还有一部分同学，

还没开始着手干就设想好了所有失败的后果，这项任务太难了、到时候自己的运气

会不会不好……即便是自己成功了，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这样的归因方式

会极大地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所以，家长或教师在平时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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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学生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去了解自己，不要轻易否定自己；对待自己所

做的事情时，不管是胜利还是会出现不好的结果时，要去客观分析，这样可以帮助

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效能感。

5.2.3提高学习效率，缓解学业拖延

（1）分解学习任务，逐步实现学习目标

初中开设的科目较多，学生的学习任务比较艰巨，各科都会布置相应的作业，

学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作业，这就要求学生学会按照学习任务的重要

性、紧急性来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小任务，有针对性的着手去完成，每一个分目

标的完成都会增加自己的成就感，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效率，也减少了学业拖延。

（2）强化学生的时间管理意识

教师要帮助初中生树立正确的时间管理意识。现如今有很多初中生在学习过程

中有着迟滞现象，他们经常对学习任务时拖着不做，快截止时，草率应付。所以，

对学生在时间上的认识，教师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来进行培养，鼓励他们把时间

合理的分配到各项学习任务中，还可以通过限时来逼迫自己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

这样在约束自己的同时，也缓解了自己的拖延行为。

（3）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力

对于意志不坚定、学业拖沓频发的学生，教师可以教育他们做事情一定要坚持

下去，不要轻言放弃，要有耐心，让他们做出符合自己情况的计划，并监督学生努

力克服困难、持之以恒。这不仅仅需要口头教育，更需要老师、家长起到示范作用，

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明坚持的意义。

（4）增强团队合作，互帮互助

组内异质的小组学习方式和组内明确的分工，一方面可以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

作用，使组内成员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减少拖延
[70]
。另一方

面可以防止责任推脱，增强小组成员的责任意识，从而避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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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尚有不足之处：

（1）被试的选取：本次调查选取的被试主要来源于太原市和长治市的两所中学

的部分学生，被试的选取范围、数量有限。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应该扩大样

本量以及被试分布范围，采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取样方法，以确保所获取的问卷信息

更有效，研究结果更可靠。

（2）研究方法的运用：本研究选用的测量工具都是自评问卷，学生在填写问卷

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情绪状态、时间关系充足与否、对题目的理解程度与方式、自信

心程度、对自己评价不客观、对自己认知不足、环境适应性不一等因素的影响，影

响问卷的填写质量，从而影响到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适当结合他评问卷

的方法进行测量，以提高数据的有效性。

（3）本研究只探讨了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三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在以后的研究当中，三者之间更深入的作用机制及关系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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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为一名老师的真正责任和意义。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接受我调查的那些

学弟学妹们，在寒冷的冬天停下匆忙的脚步，为我填写问卷，是他们为我论文的写

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所以，对那些帮助我、鼓励我、陪伴我的同学、朋友们表示

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相对我的家人们道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期望、支持与鼓励给了我

坚持的勇气和力量，让我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你们是我精神上的极大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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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一、个人简况：

姓名：李晶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长治市

二、个人简历：

2018.09-今 山西太原小店中心校 语文教研组 语文老师（班主任）

三、联系方式： 电话：18636165824

电子信箱：1404953092@qq.com

mailto:14049530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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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

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

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

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20年5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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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

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

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

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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