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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调查研究
王 慧 1 宫朝铭 2

（1.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2.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 要】 本研究从习得性无助视角调查目前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通过组织1722名大学生参与问卷反馈，
100名学生的深度访谈，探索原因，为改善倦怠从实证角度构建路径。结果表明：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
怠整体情况男生严重，文科生严重，居住在县（或县级市）的学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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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特 5级记分制，三个维度得到总分越高表明倦怠程
度越严重。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65，分半信度为 0.880，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 访谈
设计题目，邀请专家评价，进行预测试。

1.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9.0软件统计分析和处理数据。

2  研究结果

表 1所示，不同性别学生情绪衰竭、去个性化、成
就感低差异显著，男生高；学习倦怠总分差异显著，女

生高。不同专业学生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差异显著，理

科生高；学习倦怠总分差异显著，文科生高。不同年级

学生情绪衰竭差异显著，大四最严重；学习倦怠总分差

异显著，大二最严重。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成就感低差异

显著，县（或县级市）最高，农村最低。方差分析主体

间效应检验发现，年级主效应极其显著，F（1，1722）
=2.681，P＜ 0.05，Eta2=0.005，四个年级学生的情绪
衰竭得分、去个性化、学习倦怠总分差异显著。情绪衰

竭得分高低分别是：大四 >大二 >大三 >大一。去个性
化得分高低分别是：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性别
和专业交互作用显著，F（1，1722）=9.205，P＜ 0.05，
Eta2=0.006；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交互作用显著，
F（1，1722）=1.946，P＜ 0.05，Eta2=0.010。学习倦怠
总分得分高低分别是：大二 >大四 >大三 >大一；专业
和生源地交互作用显著F（1，1722）=2.6806，P＜0.05，
Eta2=0.005。年级和生源地交互作用显著 F（1，1722）
=1.929，P＜ 0.05，Eta2=0.010。

独立学院的发展对国家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提升有

着重要的意义。独立学院的发展则必须紧紧围绕着“教”

和“学”，让学生忙起来，促进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的

提升。倦怠现象的发生正在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学”的

质量，已有研究表明，学习倦怠是指长时间学习压力等

因素导致学生分配到学习的精力比例下降、减弱，对学

校活动丧失兴趣，淡漠师生关系，消极应对学习的一种

现象。研究者认为学习倦怠包括三个维度，即情感衰

竭、去个性化、成就感丧失，学习压力、社会支持、学

习策略等因素引发倦怠，与学生的自我效能、习得无助

等内因素有关。已有研究考查学生尤其是消极的、低效

的心理动因，来衡量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研究对象多

集中在普通高校，尤其是医护专业，鲜有对独立学院大

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因此，以习得性无助的视角探

索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及对策，为因材施

教，帮助学生改善倦怠现状提高学习效果，提供科学 
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调查江苏省独立学院大学生 1722，女 51.68%，

大一 551，大二 331，大三 495，大四 345，文科 945，
生源农村 576，镇（非农业）294，县（或县级市）412，
县以上 440。100名学生参与访谈调查，男女各半。

1.2 研究工具
1.2.1 问卷调查
使用连榕老师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共

20题，成就感低、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三个维度，采用

表 1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居住地被试各维度得分情况

因素 情绪低落 去个性化 成就感低 学习倦怠

F P F P F P F P

性别 男女 9.932 0.002 14.195 0.000 5.974 0.015 9.427 0.002

专业 文理 18.660 0.000 17.960 0.000 3.473 0.063 30.985 0.000

年级 1/2/3/4 5.815 0.001 2.470 0.000 1.140 0.332 4.322 0.005

居住地
农村 /镇（非农业）/县
（或县级市）/县以上 0.671 0.570 0.273 0.845 7.429 0.000 1.702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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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独立学院大学生倦怠整体情况男生严重，文科生严

重，居住在县（或县级市），大二学生严重。理科生中居

住地在镇（非农业）的倦怠情况最严重，农村的最低。

居住地在镇（非农业）的大一、县（或县级市）大二、

县（或县级市）大三、农村大四学生倦怠情况最严重；

居住地在农村大一、县以上大二、镇（非农业）大三、

县以上大四学生倦怠情况最轻。

3.2 独立学院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心理原因分析
中国的传统思想导致男生成就感强，习得无助感就

容易产生导致倦怠，与以往部分研究一致。文科生的学

习倦怠严重，可能与学习内容趣味性、操作性弱有关。

学习过程的成就感体验差，习得性无助感强，学习适应

性相对较差，易出现身心疲惫、学习态度不端正等情感

衰竭和不当行为。农村的学生倦怠情况较轻，可能与寒

门子弟强烈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有关。大二学生的倦

怠可能出现在专业课的学习。

3.3 改善倦怠的探索
已经产生倦怠的学生，通过重建认知框架，引导增

加学习投入，改善环境支持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改

善习得性无助感。基于学生过度使用网络的现状，把从

网络获得的虚拟成就感转化为实际学习学有所获的成就

感体验，减缓学习倦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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