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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刘姜倩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 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以 143位高校学生为被试，探讨其现阶段高校学生的学业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状况。结果

表明：高校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有显著负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能明显负向预测学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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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143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burnou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can negatively predict academic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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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国外学者 Schaufeli[1]认为，学习倦怠是因为学生过度学习，

而产生对学习态度消极、热情消减和成就感不高的现象。国内

学者杨丽娴[2]将学习倦怠视为学生缺乏学习内在动力，又必须

被迫学习所导致的消极态度。

本研究认为，学业倦怠是指学生因长期学业压力，不堪重

负，感到精力枯竭的一种负面心理现象，对学业的热情减退，

疏远和冷漠同伴，因为学业压力和学习动机的降低，他们变得

不愿意学习。

本研究中采用国内学者王凯荣[3]等人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

定义。它指个体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与自信评价。它包括两部

分：一是学习能力，二是学习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前者评价个

体在学业失败时完成学业、获得好成绩的情况，后者评价个体

有无学习能力，它主要评价个体的学习行为与结果。

2 研究设计

2.1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当前高校学生学业倦怠

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和关系，并采用回归分析法，检验学

业自我效能感是否能预测学业倦怠。从而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和建议，降低高校学生的学习倦怠感。

2.2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不同高校的学生进行研究和调查，发放问卷共

143份，有效问卷 129份，问卷有效率为 90.2%。

2.3研究工具

（1）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本研究选用梁宇颂[4]

编写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有两个因子：学习能力和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问卷总分越高，说明学生自我效能感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a系数分别为 0.936

和 0.831，说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

（2）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本研究采用连榕[5]编制的大学

生学业倦怠量表。该量表共 20题，包括情绪低落、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3个因子，采用 Likert scale 5点计分法。其中，题目

6、7、10、12、17、19、22为反向计分。该量表得分越高，表

明学习倦怠水平就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三个因子

Cronbacha系数依次为 0.824，0.724和 0.752，说明该问卷的信

效度良好。

2.4研究方法

本研究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采用

SPSS22.0和相关统计图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结果及分析

3.1当前高校学生学业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状况

表 1是对当前高校学生学业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及其各维

度得分的描述统计。

从总体上看，高校学生学业倦怠均值为 58.54，低于理论

中值 58.92，说明当前高校学生总体的学习倦怠程度处在中间

水平。在接受调查的 129人中，53.4%的大学生学习倦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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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46.6%的学生学习倦怠程度高。高校学生学业效能感总分

为 70.50，较理论均值 69.77有提高，表明当前高校学生整体学

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

3.2当前高校学生学业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对高校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倦怠的各维度

分别进行了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从上表可知，当前高校学生的学业倦怠与学业效能感呈显

著负相关，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倦怠程度越低。此

外，高校学生学业倦怠总分，以及所对应的三个因子，均与学

业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3.3当前高校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把学业自我效能感视为自变量，

因变量为学业倦怠，检验前者对后者是否具有预测作用，结果

如表 3、4、5所示。

根据上述表可知，所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y=90.072-0.447×

学业效能感。回归系数显著（p＜0.001），表明该回归方程有

效的。容差 TOL和 VIF方差膨胀因子的数据均符合统计学要

求。所以，该方程无共线性问题。本研究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对

学业倦怠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即学业自我效能感能预测学习

倦怠。

4 分析与讨论

4.1本研究结论如下：

（1）当前高校学生总体学习倦怠程度，学业自我效能感

均处于中等水平；

（2）当前高校学生的学业倦怠与学业效能感呈显著负相

关，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学业倦怠水平就越低。此外，

高校学生学业倦怠总分和所对应的三个因子，均与学业效能感

呈显著负相关；

（3）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回归效应显著，即学

业自我效能感能预测学习倦怠。

5 讨论

Bandura[6]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某个领域，为了实现

目标所具有的能力和信心，是一种个体对自身的主观评价。自

我效能感有以下四方面的影响：

（1）影响个体对任务的选择和对执行这些任务的坚持。

对自我效能的评估可以成为个人选择活动和社会环境的决定

因素。在学习过程中，有许多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的学习做出

决定，例如使用哪种学习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在学习

过程中，人们倾向避免似乎超出其能力的任务和情况，并试图

执行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任务。

（2）影响个体执行任务时的情绪，影响新行为的获得和

现有行为的表现。自我效能感差的学生遇到有难度的任务或者

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常会联想到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可能觉得

潜在困难远比现实中更为严重。这样就会造成心理压力，原因

在于他们考虑到了潜在的失败及其消极后果，并未考虑到怎样

有效利用自己的能力达到学习目的。

（3）影响个体面对完成任务中出现的困难的态度。学业

自我效能感越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并能坚持下来。学

习中遇到难题时，对自身能力有疑虑的学生可能面临学习上的

困难而感到焦虑，退缩或者放弃。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自我效

能感较强的学生，能用更加努力，更加积极的心态去迎难而上，

解决学习问题。

（4）影响学生对学习的思考和情绪反应能力。效能感低

的学生在应对困难的任务或学习问题时，更容易想到自己的不

足之处，并想象未知的困难比现实更严重。从而使得学生感到

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们考虑潜在的失败和负面结果，而不是

发挥个人能力，更好的实现他们的学习目标。另一方面，在学

习中拥有足够自我效能感的学习者，可以更加专注于学习任务

的要求，并激发内在动力以成功完成任务。

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减少他们对学习的

倦怠感。需要教师和学生个人的共同努力。对教师而言，教师

要深化学科知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利用户外课堂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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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移动学习、线上线下结合教学、MOOC 等丰富多彩的教学

活动，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提

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他们需要有效地评

估学生的学习，以减少倦怠感。教师也可以通过学习心理学和

行为改变来帮助学生。对学生而言，要想提高个人的自我效能

感，有效预防和处理学习倦怠，他们需要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和目标，表现出积极的动机，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促

进自我导向的学习，自我评估学习成果，并在教师的指导下有

积极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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