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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与学业倦怠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①

朱政光1,2, 张大均1,2, 吴佳禾1,2, 刘广增1,2, 张李斌1,2

1.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重庆400715;2. 西南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为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自尊在心理素质和学业倦怠之间所起的作用,采

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自尊量表以及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对1071名在校中学生进行了测量.研究发

现:① 心理素质与自尊显著正相关,与学业倦怠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学业倦怠显著负相关.② 心理素质可以直接

影响学业倦怠,同时也能够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学业倦怠.③ 自尊到学业倦怠的路径受到学段的调节,相

对于初中生,高中生的自尊对于学业倦怠的预测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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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倦怠是指学生因为课程压力、学业负担或其他心理因素导致无法胜任学业需求而呈现的一种消极

应对方式,主要包括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以及低成就感3个方面内容[1-2].一方面,学生的学业倦怠会对学

业成绩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学业倦怠又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一旦学生出现

学业倦怠现象,就会引发抑郁、焦虑、躁狂等心理问题,并伴随一系列不良行为反应的产生[3-5].有研究表

明[6],我国不少中学生都存在学习倦怠现象,具体表现为对学习缺乏兴趣、学习目的不明确、提及学习就

变得烦躁,严重者有睡眠障碍、社交焦虑,甚至行为失调.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以及作用机制做进一步研究,为消除中学生的学业倦怠现象提供干预和指导.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探讨影响学生学业倦怠形成的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层面,绝大部分研究都围绕自我

意识、学习动机、归因方式、应对方式等方面展开,从心理品质方面来探讨学业倦怠的研究相对较少.同
时,前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对中学生学业倦怠现象的关注度不够[1].因此,本研究将从心理素质的

角度来探讨中学生的学业倦怠现象,并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
心理素质就其概念来看,它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的刺激作用内化成基本的、稳定的、衍生性

的一种心理品质.它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紧密联系,涵盖了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具

体维度[7-8].从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来看,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都是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二者紧密联

系,相互依存.心理素质位于核心层,心理健康则作为状态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素质的高低[9].也就

是说,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的人,心理问题相对较少,心理健康状况呈现良好状态;相对应的,心理素质水平

较低的人则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常处于心理不健康状态[10-11].已有研究表明[12],中学生的心理弹性和学习

压力均能有效预测学习倦怠,其中,学习压力中的任务要求压力、挫折压力和发展压力3个维度对学习倦

怠有极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中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人际协助与积极认知等4个维度对学习

倦怠存在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还有研究表明[13],学习倦怠总体及各维度与自我效能、社会关系和时间

管理的总体及各维度间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上述多个影响因素如压力应对、情绪控制、人际关系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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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包含于心理素质的结构中,因此我们推测心理素质与学业倦怠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前文提及学业

倦怠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心理健康又是心理素质功能性作用的外在体现,其水平高

低会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因此,我们推测心理素质会对学业倦怠产生重要影响.
在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中,自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态

度[14],有研究发现[15]自尊与众多心理学变量存在关联,并对心理健康和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关于学业倦怠

与自尊的研究表明[16-18],自尊与学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有学者[19]在研究工作倦怠中发现,自尊既可

以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直接影响倦怠,也会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在工作特征和倦怠之间起作用.由此可见,自

尊与学业倦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学校教育情境中,学生自尊的发展与培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自尊作为个体自我系统的核心成

分之一,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恐惧管理理论认为[20],自尊对心理健康的维持具有决定性影响,
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其焦虑和恐惧水平会受自尊的调节显著降低.同时,自尊常作为起中介作用的人格

变量,对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21].有研究表明[22],心理素质、自尊和同伴关系

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且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同伴关系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心理素质和自我概

念,在家庭亲密度和学校归属感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即心理素质影响自我概念从而对学校归属感产生

影响[23].也就是说,心理素质能够对自尊起一定的预测作用.因此,我们推测自尊可能在心理素质与学业倦

怠间起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关于学业倦怠现象还是自尊的研究中,中学生的学段差异问题都是发展心理学

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表明[24],学生的自尊水平以初三为界,两端呈现出不同发展态势:初三前发

展较为缓慢且有下降趋势,初三下降至整个研究年级序列的最低值;初三以后发展加速,到高二阶段已远

远高于初中水平,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自尊发展趋势呈“U”字形特点[25-26].然而,国外学者对青少年自尊发

展趋势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试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尊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高中段自尊水

平显著高于初中段[27-28].也就是说,学段因素会对自尊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究竟是怎样的影响还存

在一定的分歧.对于学业倦怠,有研究表明[29]学业倦怠的形成具有时间性和阶段性,中学阶段,高年级的

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学业倦怠水平更高[30-31].由此可见,中学生的学段差异不仅会影响自尊的发展,也会

对学业倦怠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推测,学段因素可能会在自尊与学业倦怠水平间起调节作用.之所

以不考虑学段因素对于心理素质中介的前半段以及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是因为心理素质是个体相对稳定

的、内在的基本特质和心理品质[32],短时间内受其它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较小,故本研究不再对

心理素质做调节分析.
综上可知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倦怠水平之间关系密切,但从现有文献来看,还没有研究系统探讨过

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明晰三者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无论是对深化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研

究,还是加强学生学业发展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提出如下

假设:① 心理素质会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负向预测学业倦怠;② 自尊会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③ 自尊在

心理素质和学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④ 学段在自尊与学业倦怠间起调节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3所中学的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经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知

情同意,共有1168名学生参与调查,剔除作答不完整、不认真的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共计1071份.
其中,男生531人(49.6%),女生540人(50.4%);初中480人(44.8%),高中591人(55.2%).年龄跨度

为11~18岁,平均年龄14.0岁(SD=1.49).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胡天强等人[33]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问卷共计24道题目,涵盖认知特性、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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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每一维度均为8个题项,均采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1-5级评分.
总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发展越理想.本研究中,该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82,0.80和

0.79,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0.91.
1.2.2 自尊量表

自尊量表由Rosenberg[14]在1965年编制,广泛应用于儿童与青少年自尊水平的测量,共计10道题目.
采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1-4级评分,其中3,5,8,9,10题为反向记分题.该量表总分越高,

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

1.2.3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由吴艳和戴晓阳[34]编制,是一个自评量表,包括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

3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1-5级评分,其中1,4,7,14,15,16题为反

向记分题.该量表总分越高,表明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

分别为0.74,0.78和0.61,整体Cronbachsα系数为0.81.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及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分析,选取PROCESS的模型14进行后半段调节

的中介效应检验.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获得稳健标准误

以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CI),若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示效应显著[35].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8个因子的特征根

大于1,其中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48%,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以推测本研究出现共同方

法偏差的概率较小.

2 研究结果

2.1 中学生心理素质、自尊和学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显示,心理素质、自尊和学业倦怠两两之间呈现显著相关.具体见表1.
表1 中学生心理素质、自尊和学业倦怠的相关矩阵(N=1071)

变量 M SD 心理素质 自尊 学业倦怠水平

心理素质 85.01 13.32 -

自尊 26.44 4.40 0.21*** -

学业倦怠水平 39.73 8.41 -0.26*** -0.567*** -

  注:*p<0.05;**p<0.01;***p<0.001.

2.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心理素质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学段作为第二阶段的调节变量,学业倦怠为因变量进行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图1,表2所示.
表2 中学生心理素质、自尊和学段预测学业倦怠的回归分析(N=1071)

预测变量 B SE t 95%CI R2 F

心理素质X -0.15 0.03 -5.92*** 【-0.20,-0.10】 0.36 153.95***

自尊 M -0.36 0.09 -4.22*** 【-0.53,-0.19】

学段V 0.28 0.05 5.71*** 【0.18,0.38】

自尊×学段 M×V -0.12 0.05 -2.36** 【-0.22,-0.02】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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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学生的心理素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自尊又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水平.心理素质通

过自尊对学业倦怠水平的预测作用同样显著(Bsimple=-0.15,SE=0.03,95%CI=-0.20~-0.10),表明自

尊在心理素质和学业倦怠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此外,模型加入学段这个调节变量后,自尊与学段的交互

项对学业倦怠水平的预测作用显著,同时其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显著(Bsimple=-0.03,SE=0.01,95%
CI=-0.05~-0.01),说明学段在中介效应中的调节效应成立.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自尊与学段交互效应

的实质,本研究考察了不同学段自尊对学业倦怠的影响,效应分析图见图2.检验发现,高中阶段,自尊对

学业倦怠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13,SE=0.02,95%CI=-0.17~-0.09);初中阶段,自尊

对学业倦怠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Bsimple=-0.10,SE=0.02,95%CI=-0.14~-0.07).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2 中学生学段对自尊与学业倦怠的调节作用

3 讨 论

3.1 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倦怠的关系

中学生心理素质与自尊、学业倦怠水平两两之间均呈现显著相关,心理素质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显著

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水平,自尊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水平.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心理素质作为心理结构的核心层,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心理素质的认知特

性和个性品质也能够借助适应能力的功能要素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36-37],也就是说心理素质对心理

健康起支配作用.而自尊作为个体心理品质之一,能够缓解负性情绪带来的消极体验,从而保持积极的生

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御了社会生活对个体的伤害,增强其抗压能力,促进了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20].
即心理素质与自尊本身都能够正向预测心理健康.同时,心理素质的认知维度包含了自我意识.自尊其本身

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心理素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
从心理素质与学业倦怠水平的关系来看,学业倦怠水平受到内部如人格特质、自我、应对策略等和外

部如学业压力、个体对家校情境的适应等因素的影响[13].而心理素质是一个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内在

的心理品质,已有研究表明[12-13,22-23],心理素质与上述的诸多内外部因素存在显著的相关,能够对这些因

素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心理素质较好的个体,其自我意识较高,应对方式较为恰当,对压力和环境

的适应性较好,其学业倦怠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心理素质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水平.
从自尊与学业倦怠水平的关系来看,已有研究表明[6],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其自我效能感较高,应

对压力的能力较强,由此表现出的学业倦怠水平较低.因此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水平.
3.2 自尊在心理素质影响学业倦怠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的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倦怠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50.4%.也就是说,心理素质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学业倦怠,还会通过自尊对学业倦怠产生间接的

影响.中学阶段是童年期向青年期的过渡阶段,受到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方面都处于剧烈的

发展变化中.现实中,有研究者[13]发现,存在学业倦怠的中学生,对待学习任务时表现出较低的自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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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在学业上也经常拖拖拉拉,并且感觉不被他人理解支持,周围的人际关系疏离甚至紧张对立.
一方面,心理素质较高的个体,通常会拥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而根据以往的研究,自尊水平较高,个体的自

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体验也较好,个体的学业倦怠水平降低;另一方面,心理素质本身就是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的内在的心理品质,其中认知层面包括了一般认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通常认知水平高的个

体,学习能力也较强,相应的学习倦怠水平也较低;而个性品质中的抱负水平、自信心、自制力等因素,适

应性维度中的情绪适应、学习适应和挫折耐受力等因素[6-7,13],都是学业倦怠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自尊的中介作用启示我们,既可以通过完善心理素质教育,提升中学生心理素质,降低其学业倦怠水平,

还可以从培养中学生的自尊意识、提高其自尊水平入手,降低其学业倦怠水平.这对预防潜在的学业倦怠

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3.3 学段在自尊影响学业倦怠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学段因素在自尊影响学业倦怠水平中的调节作用显著.相较于初中生,高中生的自

尊水平对于学业倦怠影响更大.一方面,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八阶段理论,青少年期是自我同一性发展

的关键时期,自我同一性反映个体能力、目标、价值观等因素的整合,年级越高,自我同一性发展的

越好,对于个体的学业表现影响越显著;而自尊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是自我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相应的对于学业倦怠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根据归因理论,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内部归因逐渐

增强,外部归因逐渐减弱,表现出由外控向内控转化的趋势,如果学业成绩不佳,归因于个人能力较

低的可能性更大[38],产生更低的自尊水平,从而导致更强烈的学业倦怠现象;反之,学业成绩优异,

归因于个人能力较高,自尊水平相应提升,学业倦怠现象降低.因此,学段的调节作用启示我们,在

实际教学中,应当注重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特别是高中生的自尊意识的培养,给予他们更多的鼓

励,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学业倦怠现象.

3.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一方面,本研究只考察了个体因素对于学业倦怠水

平的影响,未来可以综合探究环境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业倦怠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研究设计来

说,学业倦怠水平在本研究中是作为一种结果变量,但学业倦怠水平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自尊和心理素

质,这需要通过更好的实验设计来推论因果关系.

4 结 论

1)心理素质与自尊显著正相关,与学业倦怠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学业倦怠显著负相关.

2)心理素质对学业倦怠具有直接影响,同时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学业倦怠.

3)自尊到学业倦怠的路径受学段因素的调节,相较于初中生,高中生的自尊对于学业倦怠的预测作用

更大.综上,心理素质与学业倦怠水平之间既有间接效应,又存在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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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logicalSuzhiand
AcademicBurnout:theMediatingRoleofSelf-Esteem

ZHUZheng-guang1,2, ZHANGDa-jun1,2, WUJia-he1,2,
LIUGuang-zeng1,2, ZHANGLi-bin1,2

1.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isstudyaimedtoexploretherelationshipofmiddleschoolstudentspsychologicalsushiwith

theirself-esteemandacademicburnoutandtheroleofself-esteeminpsychologicalqualityandacademic

burnout.Atotalof1071middleschoolstudentsweremeasuredusingtheMiddleSchoolStudentsPsycho-

logicalSuzhiScale(SimplifiedVersion),theSelf-EsteemScaleandtheAdolescentsLearningBurnout

Scale.Psychologicalsushiwasshowntobein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self-esteemandina

significantnegativecorrelationwithacademicburnout,andself-esteemwasinasignificantnegativecorre-

lationwithacademicburnout.Psychologicalsuzhicouldexertadirectimpactonacademicburnoutoranin-

directeffectonacademicburnoutthroughthemediatingroleofself-esteem.Thepathofself-esteemtoaca-

demicburnoutwasregulatedbygradefactors.Comparedwiththatofjuniorhighschoolstudents,theself-

esteemofhighschoolstudentshadagreaterpredictiveeffectonacademicburnout.

Keywords:psychologicalsuzhi;self-esteem;academicburnout;middleschool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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