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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取一般拖延量表对1
 

127位中学生进行测量调查研究,
 

并对其拖延进行潜在类别分析.
 

结果表明中学生拖

延存在显著类别特征,
 

命名为“高拖延组”
 

“混合组”和“低拖延组”.
 

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与“低拖延组”

相比,
 

在其余两组中,
 

男生人数较多,
 

初中生人数较多,
 

性别和学段效应显著.
 

同时,
 

心理素质对拖延的影响显著,
 

低心理素质的学生在“高拖延组”和“混合组”中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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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越来越重要.
 

拖延作为当代中学生典型的负性行为之

一,
 

如何减少其发生越来越受到教育的重视.
 

拖延是指决策提出与执行之间的差别[1].
 

当中学生拖延出现

的频次逐渐升高演变成习惯化行为时,
 

它会严重危害到个体的认知、
 

个性、
 

行为等各个方面,
 

不仅仅影响

学生的时间管理,
 

降低学习效率,
 

导致学业成绩下降,
 

还会对自尊和情绪产生负面影响等,
 

危害其身心健

康,
 

影响其全面发展,
 

甚至纵向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2-4].
 

因此,
 

中学生拖延需要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
 

以寻找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干预.
心理素质包括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特征,
 

与心理健康、
 

心理韧性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5-7].
 

研

究显示,
 

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越高,
 

其表现出的攻击、
 

任务偏移等问题行为越少,
 

而独立自主、
 

乐于助人等

良好行为习惯越多,
 

因此,
 

高心理素质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多的积极行为倾向[8-11].
 

而拖延作为中学生消

极社会行为之一,
 

本研究推测心理素质对其也存在显著影响.
 

在认知品质上,
 

元认知与拖延存在密切相关,
 

中学生的拖延程度受到自我认知与自我监控等能力的影响[12];
 

在个性品质上,
 

通过内在动机的驱动,
 

高成

就动机的人群较少受到任务难易程度的影响,
 

产生拖延行为的可能性也较低.
 

但低成就动机人群受畏难情

绪的影响,
 

缺乏上进心和拼搏精神,
 

更容易产生拖延行为[13];
 

在适应性品质上,
 

人际关系适应与拖延密切

相关,
 

良好的家庭氛围、
 

和谐的师生互动和高质量的友谊能够减少学生的拖延行为[4,
 

14-15].
 

因此,
 

本研究推

测心理素质可以负向预测中学生的拖延,
 

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其拖延行为的发生.
 

西南大学

张大均团队已有一整套成熟有效的心理素质干预方案,
 

本研究通过证明心理素质与拖延的关系,
 

为中学生

拖延行为的干预提供有效措施与方案[16-17].
在以往的研究中,

 

通过拖延总分虽能简单判断个体拖延水平,
 

却不能较好区分研究群体中不同群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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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群组间的质性差异[15].
 

目前,
 

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心理学研

究[18].
 

此方法能够准确对群体的心理、
 

行为特征进行分类,
 

得到潜在类别的外在特征,
 

在此基础上揭示不

同特征的类别群组[19].
 

本研究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探究中学生拖延行为的潜在类别特征,
 

并揭示心理素质对

其的影响,
 

为后续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被 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选取重庆市五所中学的中学生进行调查,
 

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1
 

127份有

效问卷,
 

有效率为97.5%,
 

其中:
 

男生652人(57.9%),
 

女生475人(42.1%);
 

初一290(19.0%),
 

初二

281人(17.1%),
 

高一282人(19.0%),
 

高二
 

274人(17.3%);
 

初中生571人(50.7%),
 

高中生556人

(49.3%).
 

被试年龄跨度为11~19(M=14.66,
 

SD=1.68)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拖延量表

一般拖延量表能够很好反映出中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拖延情况,
 

问卷共有20个题目,
 

采用1~

5级计分,
 

总分越高代表个体拖延行为或倾向越多[20].
 

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

1.2.2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由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维度构成[21].
 

问卷共有24个题目,
 

采用1~5级

计分,
 

个体总分越高,
 

代表心理素质水平越高[22].
 

本研究中,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1.

1.3 统计及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数据分析分为以下两步:
 

首先,
 

运用 Mplus对中学生拖延进行潜在类别分析,
 

确定拟合最优模

型,
 

得出中学生拖延的潜在类别,
 

分析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23-24];
 

其次,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
 

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

 

从而揭示性别和学段效应及心理素质对中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25].

2 结 果

2.1 中学生拖延的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表1汇总了5个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数.
 

在表1中,
 

从1-Class模型至5-Class模型,
 

拟合指数AIC,
 

BIC和aBIC均单调递减.
 

5个潜在类别模型的Entropy值都大于0.85,
 

但3-Class模型的Entropy值最大.
 

3-Class模型的LMR值达到显著水平(p<0.01),
 

而4-Class模型的LMR值未达到显著水平,
 

代表3-Class
模型在LMR指标上为最优模型.

 

此外,
 

BLRT的数值同样显示从1-Class模型至5-Class模型拟合程度均

显著.
 

同时,
 

3-Class模型的轮廓清晰且符合模型适宜性标准,
 

因此3-Class模型为最优模型.
从应答概率图(图1)可知,

 

C1类别与其余两组相比的得分概率较高,
 

占总样本的10.5%,
 

将其命名为

“高拖延组”.
 

占全体样本人数40.2%的C2类别的得分概率介于其余两类别之间,
 

命名为“混合组”.
 

占总

样本人数49.3%的C3类别的得分概率整体偏低,
 

命名为“低拖延组”.
表1 中学生拖延的潜在类别分析(LCA)的各项指标比较

Model K Log(L) AIC BIC aBIC LMR BLRT Entropy 类别概率

1-Class 80 -32
 

753.236 65
 

666.471 66
 

068.657 65
 

814.554

2-Class 161 -30
 

671.471 61
 

664.941 62
 

474.339 61
 

962.958 *** ** 0.893 0.34/0.66

3-Class 242 -30
 

183.591 60
 

851.183 62
 

067.793 61
 

299.133 ** ** 0.906 0.11/0.40/0.49
 

4-Class
 

323 -29
 

821.344 60
 

288.689 61
 

912.511 60
 

886.573 0.787 ** 0.862 0.13/0.25/0.23/0.39

5-Class 404 -29
 

507.701 59
 

823.402 61
 

854.437 60
 

571.219 0.415 ** 0.874 0.15/0.36/0.18/0.1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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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学生拖延的3个潜在类别在20个条目上的得分概率

2.2 性别、
 

学段和心理素质对中学生拖延潜在类别的影响

确定了中学生拖延的潜在类别之后,
 

进行性别、
 

学段及心理素质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其中,
 

因变

量为潜在类别的分类结果,
 

自变量为性别和学段,
 

协变量为心理素质,
 

基准的比较参考类别为“低拖延组”,
 

并设置相应的哑变量[26-27].
 

通过回归分析,
 

得出反映性别效应、
 

学段效应及心理素质影响效应的 OR值,
 

见表2.
根据OR值可知,

 

相较于“低拖延组”,
 

其余两组中:
 

男生占的比例更大;
 

初中生占的比例更大;
 

低心理

素质的学生占的比例更大.
表2 性别、

 

学段和心理素质对潜在类别的logistic回归

置信

区间

性别(男-女)

0R CI(95%) P
学段(初中-高中)

0R CI(95%) P
心理素质

0R CI(95%) P

C1 1.14 0.76~1.71 *** 2.05 1.36~3.09 *** 0.29 0.21~0.42 ***

C2 1.20 0.93~1.54 *** 1.51 1.18~1.94 *** 0.24 0.17~0.34 ***

  注:
 

***表示p<0.001.

3 讨 论

3.1 中学生拖延的潜在类别特征

本研究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发现中学生拖延存在显著的潜在类别.
 

结果证明各拖延的潜在类别之间存在

水平差异,
 

拖延并不是“非全即无”的,
 

而是存在群组异质性,
 

不同组别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3-Class模型中,

 

“高拖延组”在所有指标上都有较高的条件概率,
 

拖延现象表现最为严重.
 

此类学生

在任务中出现拖延行为的频率较高,
 

已形成习惯化行为,
 

做事拖延,
 

缺乏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
 

甚至经常

无法准时完成任务,
 

是最需要得到改善和干预的一类学生.
 

对于这一群组,
 

应该找出导致其拖延严重的原

因,
 

从根源抓起,
 

帮助其有效地提高时间利用率,
 

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减少拖延行为.
 

“混合组”介于“高
拖延组”和“低拖延组”之间.

 

该组学生需要积极的正向引导,
 

鼓励其往“低拖延组”转变,
 

防止其转变为“高
拖延组”,

 

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低拖延组”的条件概率较低,
 

此类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存在较少

的拖延行为,
 

能够很好管理时间,
 

有较强的行动力,
 

是其余两组学生的榜样,
 

找到该组学生控制拖延行为

的有效方法,
 

鼓励其余学生向该组学生学习,
 

减少全体中学生的拖延行为.
3.2 性别和学段对中学生拖延潜在类别的影响

相比“低拖延组”,
 

在“高拖延组”和“混合组”中男生较多,
 

显示出男生的拖延行为更多,
 

这也证实了前

人的研究[2].
 

已有研究表明,
 

自我控制力较好的学生能够合理利用资源,
 

行动力较强,
 

而自我控制较差的

个体难以自我约束,
 

会表现出较多的拖延行为[28].
 

在中学阶段,
 

男生的自我控制力要比女生低,
 

因此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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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更容易拖延[29].
 

同时,
 

相比“低拖延组”而言,
 

“高拖延组”和“混合组”中初中生占的比例更大.
 

这

一结果表明初中生的拖延要多于高中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学生能够做到越来越好的自我约束,
 

抑制自

己的懒惰倾向,
 

自控能力的提升促使拖延水平随之下降[30].
 

其次,
 

高中生正面临着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即高考[31].
 

在中国,
 

高考的压力对于高中生来说是相对较大的,
 

在这一阶段,
 

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
 

对于大学的向往加之父母和老师的督促,
 

学生更加自律,
 

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
 

争分夺秒的进行学习,
 

朝

着目标努力的坚定感和意志力使得拖延行为减少.
 

因此,
 

对于中学生拖延的干预,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初中

的男生,
 

找到适合的方法,
 

做到“对症下药”.
3.3 心理素质对中学生拖延潜在类别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对中学生拖延有显著的预测力.
 

心理素质较高的学生更可能属于“混合组”和
“低拖延组”.

 

首先,
 

高心理素质的学生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资源,
 

如较多的父母关爱,
 

较好的同伴关系和

较多的教师关注等等,
 

这些积极的社会支持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勇气和信心,
 

促使其能够努力追寻自己的生

活和学习目标,
 

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
 

合理利用有限的时间,
 

有计划地进行学习,
 

减少拖延行为[32-33].
 

其

次,
 

高心理素质的学生更愿意积极应对生活事件,
 

即使面对负性生活事件,
 

也能够运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

节情绪,
 

增加战胜困难的自信心和意志力,
 

采取积极的行动对负性生活事件做出正确处置,
 

而不是通过拖

延的方式进行逃避问题,
 

甚至是放弃完成任务[34-35].
 

最后,
 

在面对学习或社交等压力时,
 

高心理素质的学

生有较好的认知水平和个性特点,
 

适应环境的能力也较强,
 

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更愿意采用积极的应

对策略,
 

例如寻求他人帮助或指导、
 

合理化自己失败的原因并重新进行挑战等;
 

但对于低心理素质的学生,
 

他们对失败的恐惧促使他们所选择的应对方式往往更加消极,
 

如选择逃避、
 

防御式攻击等,
 

而拖延也是此

类学生进行消极逃避的一种形式[36-37].

4 结 论

1)
 

中学生拖延可划分为3个潜在类别群组,
 

即“高拖延组”
 

“混合组”和“低拖延组”.
2)

 

中学生拖延的性别和学段效应显著.
 

男生更易产生拖延行为,
 

初中生的拖延行为比高中生更多.
3)

 

心理素质显著影响中学生拖延,
 

提升心理素质可以减少中学生的拖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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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uzhi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FANG
 

Li-yan1,2, ZHANG
 

Da-jun1, LIU
 

Guang-zeng1,
LI

 

Shu-fen3, CHEN
 

He-w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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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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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430030,
 

Chin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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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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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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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crastination
 

and
 

to
 

under-
stan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zhi
 

on
 

procrastination,
 

the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was
 

ad-
ministered

 

to
 

1
 

127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3-class
 

model
 

and
 

classified
 

the
 

mas
 

“Severe
 

procrastination
 

group”
 

(10.5%),
 

“Mixture
 

procrastination
 

group”
 

(40.2%),
 

and
 

“Mild
 

pro-
crastination

 

group”
 

(49.3%).
 

A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ild
 

procrastination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male
 

students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and
 

students
 

with
 

inferior
 

psychological
 

suzhi
 

had
 

greater
 

proportion
 

in
 

the
 

two
 

groups,
 

suggesting
 

that
 

psychological
 

sushi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crastination.
Key

 

words:
 

procrastination;
 

psychological
 

sushi;
 

latent
 

class
 

analysi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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