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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大学生参与云自习(Study
 

with
 

Me)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通过学习动机、
 

学习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

效应,
 

采用参与云自习时间、
 

考试焦虑量表、
 

学习动机量表、
 

学习投入量表,
 

对338名参与过云自习的大学生进行

网络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①
 

参与云自习、
 

内在动机、
 

学习投入与考试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
 

与外在动机呈显著的

正相关.
 

②
 

参与云自习能够负向预测考试焦虑.
 

③
 

学习动机中内外动机的中介作用不同,
 

外在动机在参与云自习

与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内在动机无显著中介作用;
 

学习投入在参与云自习与大学生考试焦虑

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启示教育者,
 

引导大学生参与云自习可以缓解考试焦虑,
 

还可以通过提高外在动

机和学习投入降低考试焦虑.
关 键 词:考试焦虑;

 

云自习;
 

大学生;
 

多重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1673 9868(2023)12 0044 12

The
 

Effects
 

of
 

Study
 

with
 

Me
 

on
 

University
 

Students
 

Test
 

Anxiety: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Models

HOU
 

Rui1,2, JIN
 

Ling2, HE
 

Jian3
1.

 

Boya
 

College,
 

Ningxia
 

University,
 

Zhongwei
 

Ningxia
 

750021,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Jeonju
 

54907,
 

South
 

Korea;

3.
 

Qinxue
 

College,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sing
 

the
 

“study
 

with
 

me”
 

method
 

on
 

exam
 

anxie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A
 

sample
 

of
 

338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ad
 

utilized
 

the
 

“study
 

with
 

me”
 

method
 

were
 

surveyed
 

using
 

onlin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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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res.
 

The
 

measures
 

included
 

the
 

duration
 

of
 

using
 

“study
 

with
 

me”,
 

exam
 

anxiety
 

scale,
 

learning
 

moti-
vation

 

scal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①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study
 

with
 

me”
 

intrinsic
 

motivati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exam
 

anxiety,
 

while
 

extrinsic
 

motivation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②
 

The
 

use
 

of
 

“study
 

with
 

me”
 

was
 

found
 

to
 

negatively
 

predict
 

exam
 

anxiety.
 

③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were
 

observed
 

to
 

dif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ing
 

“study
 

with
 

me”
 

and
 

univer-
sity

 

students
 

exam
 

anxiety.
 

Extrinsic
 

motivation
 

acted
 

as
 

a
 

mediator,
 

whereas
 

intrinsic
 

motivation
 

did
 

not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Furthermore,
 

learning
 

engagement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ing
 

“study
 

with
 

m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xam
 

anxiety.
 

Gui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tudy
 

with
 

me”
 

can
 

relieve
 

test
 

anxiety,
 

and
 

it
 

can
 

also
 

reduce
 

test
 

anxiety
 

by
 

improving
 

their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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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发展和学生成长环境变化,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愈加显著[1-2].
 

2023年,
 

教育部等17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再次要求以

智慧心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2].
 

学生心理健康和考试焦虑密切相关[3],
 

近15年来,
 

中国学生考试焦虑发

生率平均达到
 

22.32%[4].
 

考试焦虑是一种情境特异性人格特质,
 

在面临考试或评价情境时部分学生会表

现出过度担忧、
 

心理混乱、
 

紧张及相应的生理唤醒.
 

考试焦虑不仅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5]、
 

学业成绩[6],
 

过

度的考试焦虑还会影响学生的心肺功能[7]、
 

免疫系统[8]、
 

甚至引起抑郁[9],
 

产生自杀倾向[10].
 

当前,
 

考试

焦虑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中小学生,
 

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研究不足[11-13],
 

而各类考试充斥着大学生的生

活[14],
 

学术和职业考试对大学生的个人目标和职业选择意义重大[3],
 

考试焦虑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身心健康[12-13],
 

因此探讨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包括学习策略[15]、

 

学习动机[16]、
 

学习投入[17]等.
 

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帮

助学习者战胜考试焦虑,
 

提升学习效率[18],
 

进而帮助大学生实现学术理想和人生目标.
 

近年来,
 

随着教育

信息化持续深入推进,
 

在线学习成为变革教与学模式的重要教育实践形态[19],
 

大规模在线教育引发了教育

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20].
 

当前,
 

在线学习已经成为当代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

的一种学习方式.
 

其中,
 

云自习[21](Study
 

with
 

Me)作为一种新兴的自主在线学习方式[22],
 

受到全球学习

者和教育研究者的关注.
 

云自习又译为学习直播[23]、
 

直播自习[24]、
 

网络陪伴式学习[25]等.
云自习的兴起可以追溯到“Study

 

Account”在社交媒体的兴起[24]和直播技术的迅猛发展[26].
 

学界目前

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本研究参考焦建利[21]、
 

李海峰等[25]
 

、
 

Kim等[27]的观点,
 

将云自习定义为学习者以学

习为目的,
 

进入网络虚拟学习环境中进行自主学习的方式.
 

以“云自习”为标签的视频在B站上播放次数超

过14亿次[28],
 

B站每天开启10
 

293个云自习直播间供云自习学习者参与,
 

其中超过半数的学习者是大学

生[29].
 

有研究表明,
 

参与云自习与考试焦虑相关[30],
 

学习者在云自习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陪伴和学习效率

提升[22,24-25],
 

缓解了考试焦虑.
 

探寻云自习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内在作用机制,
 

不仅为缓解大

学生考试焦虑提供有效的对策,
 

也为创新在线教育实践提供支持,
 

通过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
 

假设1:
 

参

与云自习对大学生考试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
学习动机是激发、

 

维持和完成特殊学习目标行为的内在过程,
 

大致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31].
 

有研

究表明,
 

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考试焦虑密切相关[32],
 

内在动机和考试焦虑呈负相关[33],
 

外在动机和考试焦虑

呈正相关[34].
 

过度关心考试成绩会让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产生偏差,
 

致使学习者容易出现考试焦虑[35].
 

在在

线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缺乏学习动机容易出现注意力游离、
 

欠缺坚持性的现象,
 

因此学习动机显得尤为重

要[36].
 

云自习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密切相关[37],
 

大学生在参与云自习的过程中,
 

通过自我规训、
 

同侪陪

伴、
 

群像激励等方式增强学习动机[37-38],
 

借助线上监督,
 

改善学习状态,
 

从情感能量中驱动学习力,
 

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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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率,
 

从而应对考试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由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2:
 

学习动机在云自习对大学生考试焦虑

之间起中介作用.
学习投入是一种与学习相关,

 

积极、
 

充实的精神状态[39],
 

包涵活力、
 

奉献和专注3个维度,
 

亦是评价

学习过程、
 

衡量学习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40].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
 

学习投入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41].
 

考试带给大学生的压力是普遍的,
 

对一部分学生来讲这种压力还很大[42],
 

严重的考试焦虑会导致学生逃避

学习,
 

致使学生的学习时间减少,
 

无法掌握需要学习的内容[37],
 

因而产生更强的考试焦虑,
 

最终形成恶性

循环.
 

学生增加学习投入,
 

收获更好的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提升,
 

考试焦虑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42],
 

使大

学生身心健康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因此有必要提升大学生应对考试焦虑的方法.
 

已有研究发现,
 

参与云自

习和学习投入有一定关系[43].
 

云自习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22-25],
 

可以点燃学习者的学习热情,
 

提高学

习专注度[22],
 

延长学习时间,
 

增加学习投入[27].
 

由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学习投入在云自习对大学生考

试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研究中,

 

因为研究情境复杂,
 

需要多个中介变量才能更加清晰地说明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效应[44],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多重中介(Multiple
 

Mediation)模型开展研究.
 

在本研究中,
 

学

习动机和学习投入均对云自习和考试焦虑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研究云自习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及多重

中介效应,
 

本研究提出一个多重中介模型(图1).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法,
 

选取参与过云自习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通过在云自习直播间和

学习社群发放问卷,
 

累计回收问卷372份.
 

剔除不认真作答问卷34份,
 

有效问卷338份,
 

有效率为

90.8%.
 

其中,
 

男 生 166 人(49.11%)、
 

女 生 172 人(50.89%);
 

大 一 66 人(19.53%)、
 

大 二 87 人

(25.74%)、
 

大三81人(23.96%)、
 

大四104人(30.77%);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224人(66.27%)、
 

自然

科学专业学生114人(33.73%).
1.2 工具

1.2.1 参与云自习时间

调查大学生平均每日参与云自习的学习时间,
 

旨在以时间维度的客观数据反映大学生在在线自主学习

模式下的学习情况.
 

选项赋值为:
 

1<1小时,
 

1小时≤2<3小时,
 

3小时≤3<6小时,
 

4≥6小时以上.
1.2.2 学习动机

采用Amabile等[45]开发,
 

池丽萍等[46]修订,
 

于倩等[47]再次修订的学习动机量表,
 

量表包涵内在动机

和外在动机2个维度共17个问题.
 

内在动机是指因学习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引起的动机,
 

比如学生努

力学习是因为他们感兴趣、
 

好奇,
 

在学习中获得了乐趣.
 

外在动机是指因学习活动之外的诱因而引起的学

习动机,
 

比如学习努力是想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得到奖励、
 

取悦家长或者逃避惩罚等[47].
 

问卷采用1~4
计分方式(1=“完全不符合”、

 

4=“完全符合”),
 

分数越高个人的学习动机越强.
 

本研究内在动机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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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α系数为0.875,
 

外在动机Cronbach的α系数为0.873.
1.2.3 学习投入

采用Schaufeli等[48]开发,
 

方来坛等[49]翻译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
 

量表包涵奉献、
 

活力和专注3个维

度共17个问题.
 

其中,
 

奉献是指个人对学习的热爱和自豪感,
 

并愿意作为一名开拓者致力于学习的决心;
 

活力是指个人在学习中的意志力,
 

表示个人愿意把精力投入学习,
 

不畏困难地坚持下去;
 

专注意味着个人

全神贯注于学习,
 

并愿意为之投入大量时间[48].
 

问卷采用1~4计分方式(1=“完全不符合”、
 

4=“完全符

合”),
 

分数越高表示学习投入越多.
 

本研究Cronbach的α系数为0.952.
1.2.4 考试焦虑

采用Pintrich等[50]开发,
 

王宽明等[51]翻译并修订的考试焦虑量表,
 

量表一共4个问题:
 

①
 

考试时如

果不能回忆起所学的内容,
 

我会感到很紧张;
 

②
 

考试时我会感到紧张、
 

不适;
 

③
 

对于考试,
 

我极为担

心;
 

④
 

考试时我担心自己会考得很糟糕[51].
 

问卷采用1~4计分方式(1=“完全不同意”、
 

4=“完全同

意”),
 

分数越高,
 

表示考试焦虑程度越高.
 

本研究Cronbach的α系数为0.843.
1.3 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并通过

AMOS
 

26.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多重中介作用.
 

数据分析主要包括4个方面:
 

①
 

进行人口统计学

特征差异分析.
 

运用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与t检验和One-Way
 

ANOVA检验,
 

分析性别,
 

专

业,
 

年级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②
 

基本统计信息描述与判断.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别对大学生参与云自习、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和考试焦虑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描述,
 

并判断是否满足进一步进行

测量模型分析的条件.
 

③
 

测量模型分析.
 

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判断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和考试焦虑的信效度是否达到学者所建议的一般水平,
 

为进一步进行结构

模型分析做铺垫.
 

④
 

结构模型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云自习对考试焦虑的直接影响作用,
 

以及通过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作用.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52]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检验的具体做法是对所有题目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
 

查看析出的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是否低于临界值40%.
 

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

共有7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339%(表1),
 

小于临界值,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
表1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

成分

总方差解释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9.919 28.339 28.339 9.919 28.339 28.339

2 3.772 10.777 39.116 3.772 10.777 39.116

3 2.848 8.136 47.252 2.848 8.136 47.252

4 1.598 4.567 51.819 1.598 4.567 51.819

5 1.311 3.745 55.565 1.311 3.745 55.565

6 1.197 3.421 58.986 1.197 3.421 58.986

7 1.109 3.170 62.155 1.109 3.170 62.155

8 0.913 2.608 64.763

2 结果分析

2.1 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参与云自习的个体差异,
 

以性别、
 

专业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以年级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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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One-Way
 

ANOVA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
 

①
 

性别方面,
 

大学生在云自习时间内动机和学习投入不

存在显著差异,
 

外在动机和考试焦虑存在显著差异,
 

女生在外在动机和考试焦虑上均高于男生;
 

②
 

年级方

面,
 

大学生在云自习时间内在动机和学习投入不存在显著差异,
 

外在动机和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大一年级在学习投入上高于大二、
 

大三、
 

大四年级,
 

大三年级的考试焦虑高于大一、
 

大二、
 

大四年级;
 

③
 

专

业方面,
 

大学生的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和学习投入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云自习时间和考试焦虑存在显著差

异,
 

自然科学专业学生上自习时间长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考试焦虑程度高于

自然科学专业学生.
表2 不同性别,

 

年级,
 

专业云自习各维度平均分差异比较(N=338)

云自习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 考试焦虑

总体 2.08±0.85 2.88±0.41 2.61±0.45 2.68±0.44 2.53±0.63

男生(166) 1.58±0.65 2.89±0.44 2.54±0.46 2.71±0.46 2.32±0.60

女生(172) 1.58±0.58 2.87±0.37 2.67±0.43 2.65±0.43 2.73±0.58

t 1.30 0.52 -2.76** 1.23 -6.358***

大一(66) 2.30±0.89 2.89±0.53 2.50±0.52 2.76±0.43 2.25±0.65

大二(87) 2.21±0.81 2.91±0.36 2.58±0.38 2.76±0.40 2.41±0.53

大三(81) 1.84±0.87 2.87±0.36 2.71±0.40 2.54±0.45 2.75±0.49

大四(104) 2.21±0.81 2.86±0.39 2.62±0.47 2.68±0.44 2.63±0.70

F 4.546 0.23 3.03* 4.66** 10.53

人文学科(224) 1.52±0.59 2.88±0.38 2.64±0.44 2.65±0.45 2.66±0.60

自然科学(114) 1.70±0.65 2.88±0.44 2.55±0.46 2.74±0.41 2.27±0.58

t -2.61** -0.053 1.63 -1.79 5.63***

  注:
 

*p<0.05,
 

**p<0.01,
 

***p<0.001分别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3给出了云自习、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
 

考试焦虑的平均值(M)、
 

标准差(SD)以及各变

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统计结果显示,
 

云自习与内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r=0.327,
 

p<0.001);
 

参与

云自习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r=0.525,
 

p<0.001);
 

内在动机与学习投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
0.523,

 

p<0.001);
 

外在动机与考试焦虑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0.511,
 

p<0.001);
 

参与云自习与外在动

机呈显著负相关(r=-0.254,
 

p<0.001);
 

参与云自习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0.488,
 

p<
0.001);

 

内在动机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0.126,
 

p<0.01);
 

学习投入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r=-0.308,
 

p<0.001).
 

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
 

学习投入与外在动机相关均不显著(表3).
表3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云自习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 考试焦虑

云自习 1

内在动机 0.327*** 1

外在动机 -0.254*** 0.098 1

学习投入 0.525*** 0.523*** 0.011 1

考试焦虑 -0.488*** -0.126** 0.511*** -0.308*** 1

M 2.08 2.880 2.068 2.683 2.530

SD 0.854 0.406 0.449 0.438 0.627

  注:
 

*p<0.05,
 

**p<0.01,
 

***p<0.001分别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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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
 

考试焦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Std.)范围分别为0.764~0.837,

0.727~0.785,0.816~0.928,0.673~0.805,
 

分 别 均 在0.6以 上;
 

组 成 信 度(CR)分 别 为
 

0.835,

0.793,0.913,0.840,
 

大于0.7,
 

均达到学者建议的水平,
 

说明4个潜变量的信度均较优.
 

平均变异数

萃取量(AVE)分别为0.628,0.561,0.778,0.569,
 

均大于0.5[52],
 

说明4个潜变量均有较好的收敛

度(表4).
 

测量模型拟合指数(x2/df)=130.78/59,
 

Tucker-Lewis指数(TLI)=0.958,
 

标准拟合指

数(NFI)=0.944,
 

相对拟合指数(RFI)=0.926,
 

增值拟合指数(IFI)=0.968,
 

比较拟合指数(CFI)=
0.968,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0,
 

综合各项指标证明本研究分析测量模型良好[53](表5).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参数显著性估计

Unstd. S.E. Z-value p Std.

题目信度

SMC

组成信度

CR

收敛效度

AVE
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1 1.000 0.776 0.583 0.835 0.628

内在动机2 1.090 0.076 14.272 *** 0.837 0.701

内在动机3 1.021 0.076 13.466 *** 0.764 0.603

外在动机 外在动机1 1.000 0.734 0.616 0.793 0.561

外在动机2 1.134 0.098 11.553 *** 0.727 0.529

外在动机3 1.263 0.105 12.070 *** 0.785 0.539

学习投入 奉献 1.000 0.899 0.665 0.913 0.778

精力 0.991 0.040 24.629 *** 0.928 0.861

专注 0.933 0.047 19.924 *** 0.816 0.808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1 1.000 0.762 0.453 0.840 0.569

考试焦虑2 1.076 0.079 13.628 *** 0.772 0.647

考试焦虑3 1.110 0.078 14.155 *** 0.805 0.595

考试焦虑4 0.908 0.077 11.848 *** 0.673 0.580

  注:
 

*p<0.05,
 

**p<0.01,
 

***p<0.001分别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非标准化(Unstd.),
 

标准误(S.E.),
 

Z 值(Z-value),
 

平方复相关系数(SMC).
表5 测量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拟合结果

项目 x2/df TLI NFI RFI IFI CFI RMSEA

结果 130.78/59 0.958 0.944 0.926 0.968 0.968 0.060

拟合标准 <5.00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2.4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和学习投入在云自习中对考试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AMOS.26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以云自习时间为自变量,
 

以考试焦虑为因变量,
 

以学习动机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和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为x2/df=151.206/68,
 

TLI=
0.954,

 

NFI=0.940,
 

RFI=0.919,
 

IFI=0.966,
 

CFI=0.966,
 

RMSEA=0.060[53],
 

综合各项指标证明

本研究分析模型良好(表6).
表6 结构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拟合结果

项目 x2/df TLI NFI RFI IFI CFI RMSEA

结果 151.206/68 0.954 0.940 0.919 0.966 0.966 0.060

拟合标准 <5.00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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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β)如表7所示,
 

云自习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β=-0.256,
 

SE=
0.043,

 

p<0.001);
 

云自习显著正向预测内在动机(β=0.345,
 

SE=0.025,
 

p<0.001)、
 

学习投入(β=
0.526,

 

SE=0.025,
 

p<0.001),
 

云 自 习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外 在 动 机(β=-0.283,
 

SE=0.032,
 

p<
0.001);

 

外在动机显著正向预测考试焦虑(β=0.564,
 

SE=0.092,
 

p<0.001);
 

学习投入显著负向预测

考试焦虑(β=-0.215,
 

SE=0.106,
 

p<0.01);
 

内在动机(β=0.003,
 

SE=0.109,
 

p>0.05)则不能预

测考试焦虑(图2).
表7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 β B S.E. C.R. p

云自习→内在动机 0.345 0.148 0.025 5.888 ***

云自习→外在动机 -0.283 -0.148 0.032 -4.707 ***

云自习→学习投入 0.526 0.248 0.025 10.011 ***

云自习→考试焦虑 -0.256 -0.179 0.043 -4.159 ***

内在动机→考试焦虑 -0.003 -0.005 0.109 -0.048 0.962

外在动机→考试焦虑 0.564 0.756 0.092 8.244 ***

学习投入→考试焦虑 -0.215 -0.319 0.106 -3.016 0.003

  注:
 

*p<0.05,
 

**p<0.01,
 

***p<0.001分别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标准化系数(β),
 

非标准化系数(B),
 

标准误(S.E.),
 

检验统计量的临界比值(C.R.),
 

路径的显著性(p).

图2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
 

云自习和考试焦虑的机构方程式模型图

进一步通过AMOS
 

2.60软件的Bootstrap程序重复取样1
 

000次,
 

并通过95%置信区间(CI)检验

本研究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及效应量.
 

结果显示,
 

云自习到考试焦虑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CI)

均不包括0,
 

且平均间接效应在置信区间范围内,
 

说明多重中介效应显著.
 

以内在动机为中介变量的路

径间接效应为-0.001(95%CI=[-0.035,
 

0.035]),
 

以外在动机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112
(95%CI=[-0.186,

 

-0.061]);
 

以 学 习 投 入 为 中 介 变 量 的 路 径 间 接 效 应 为-0.079(95%CI=
[-0.141,

 

-0.028]);
 

线上自习的直接效应为-0.179(95%CI=[-0.272,
 

-0.086]),
 

总的间接

效应为-0.192(95%CI=[-0.278,
 

-0.105])(表8),
 

表明云自习与考试焦虑的直接路径和2条间

接路径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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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路径关系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参与云自习→内在动机→考试焦虑 -0.001 0.017 -0.035 0.035

参与云自习→外在动机→考试焦虑 -0.112** 0.030 -0.186 -0.061

参与云自习→学习投入→考试焦虑 -0.079** 0.029 -0.141 -0.028

直接效应→参与云自习→考试焦虑 -0.179** 0.048 -0.272 -0.086

总间接效应→参与云自习→考试焦虑 -0.192** 0.042 -0.278 -0.105

  注:
 

*p<0.05,
 

**p<0.01,
 

***p<0.001分别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讨论

男生和女生参与云自习,
 

其内在动机和学习投入差异并不明显,
 

而外在动机和考试焦虑存在显著差

异,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关于考试焦虑的性别差异研究比较多,
 

以往的学者认为存在性别差异且女生显著

高于男生[55-56],
 

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但是,
 

也有研究认为考试焦虑不存在性别差异[57].
 

已有研究认为,
 

社会期望和文化规范会影响女生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发展,
 

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于寻求外部认可来确认自

己的能力和成就.
 

特别是在面对考试这种评价情境时,
 

女生更加重视成绩,
 

关注教师和同伴的反馈,
 

这种

对外部认可的依赖增加了她们的焦虑[54-57],
 

因而提示我们要更加关注女生的心理状态[56],
 

多沟通、
 

早发

现、
 

早干预,
 

多给女生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避免焦虑情绪持续升级.
不同年级参与云自习时间、

 

内在动机和考试焦虑差异并不显著.
 

但在外在动机上,
 

大三学生显著高于

其他年级学生;
 

在学习投入上,
 

大三学生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学生.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55,58].
 

已有

研究认为,
 

大三是大学阶段的转折点,
 

经过两年的大学学习生活,
 

学生对世界、
 

社会及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开始更多关注外界及他人的要求,
 

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59-60],
 

特别是在实训实习期间,
 

面临着学习成绩之

外更多社会尺度的评价,
 

导致其对学习的投入明显减少,
 

外部动机明显增强.
 

这一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要

更多关注大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大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
人文社会科学学生和自然科学学生在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学习投入上差异不显著.
 

在参与云自习时

间方面,
 

自然科学学生显著高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生.
 

在考试焦虑方面,
 

人文社会科学学生显著高于自然科

学学生[61],
 

这种状态可能是因为学科特点不同所致.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以具体的、
 

境遇性的实践知识为

主,
 

侧重于分析和总结,
 

考前需要大量记忆与理解,
 

相比平时学习备考压力更大,
 

考试焦虑程度聚增;
 

自然

科学专业的课程紧、
 

任务重,
 

需要完成学习任务时间较长[62],
 

参与线上自习时间也相对较长,
 

考前突击效

果不明显,
 

考前复习任务与压力相对较少,
 

考试焦虑程度相对较低[58-60].
 

研究结果表明,
 

在对大学生考试

焦虑的预防和干预中,
 

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需要做好考前心理疏导,
 

对自然科学专业学生则需要注重

平时课业生活中的心理辅导.

3.2 云自习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证实参与云自习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与假设1相同.
 

大学生参与云自习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舒缓心理压力,
 

从而缓解学生考试焦虑,
 

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4].
 

5G时代,
 

时空一

体的沉浸式体验将人们惯性化生活场域发展成为泛化的社会文化仪式[63],
 

媒介技术提供的资源及环境促

成了新的学习氛围,
 

云自习为学习者创造出的“虚拟在场”和“数字共在”[64],
 

满足了新时代大学生表达自

我、
 

构建自我认同,
 

形成新的人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需求[63].
 

在参与云自习过程中,
 

大学生们通过网络学

习空间组成了预想中的学习共同体[66].
 

在学习共同体中,
 

有着相似学习目标和情感需求的学习者聚集到一

起,
 

同伴氛围形成自我激励,
 

同境遇激发深层共情,
 

同情性理解促进自我治愈,
 

有效地缓解了备考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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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安和孤独感[37].
 

这种局面可以帮助学习者调整心态,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重建自我认同.
 

通过这种方

式,
 

学习者能够调整和优化学习状态,
 

从而缓解考试焦虑.
 

参与云自习不仅是大学生寻求自我实现的手段,
 

也是他们寻求社会认同的心理慰藉.

3.3 学习投入和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

在学习动机中,
 

外在动机在云自习和大学生考试焦虑间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以往多

项研究发现,
 

考试焦虑与外部动机呈显著正相关,
 

内在动机和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67],
 

与本研究部分一

致.
 

在本研究中,
 

外在动机在云自习与大学生考试焦虑之间作为中介时,
 

为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内在动机

无显著预测作用,
 

说明参与云自习对大学生外在动机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4].
 

参与云

自习,
 

大学生主动展露自己的学习过程并分享学习记录,
 

这种将个人学习状态公开的方式,
 

有助于大学生

将学习过程中的焦虑具象化,
 

使他们能够量化学习时间.
 

通过对学习过程和时间量化的视觉展示,
 

可以深

入了解自身的学习习惯和效率.
 

在此过程中,
 

大学生因担心与他人相比不够努力而产生强烈的外在驱动

力,
 

这种双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他们完成学习任务,
 

因而获得了来自于自己和其他学习者的积极评

价,
 

缓和了考试焦虑.
学习投入在参与云自习与大学生考试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得到验证.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网

络空间成为当代大学生主要活动场所,
 

大学生们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源并开展学习活动[68].
 

参与

云自习作为这一趋势的体现方式,
 

利用交互式媒体构建了虚拟学习空间,
 

通过诸如番茄钟、
 

白噪音、
 

摄像

头、
 

学习目标打卡、
 

视觉场景构建[24]等学习工具和学习策略帮助大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保持专注和延

长学习时间,
 

从而增加学习投入.
 

当学习者在学习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知识的熟练程度就越高,
 

心态就更加积极,
 

从而对学业的担忧减少,
 

对考试的焦虑程度降低.
本研究还发现,

 

参与云自习对内在动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与已有研究一致[37].
 

内在动机对考试

焦虑无显著预测作用,
 

这种结果与部分研究报道不一致[69].
 

此外,
 

内在动机作为中介变量时对云自习与大学

生考试焦虑之间也无显著预测作用,
 

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
 

这种状态可能源于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
 

长期以

应试教育方式筛选人才有关.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观念,
 

使得考试成为贯穿中国学生从幼年到成年最重要的

竞争方式[70].
 

高中阶段以考上大学为唯一目标,
 

考入大学后因没有及时树立进一步的学习目标,
 

从而因“动机

落差”导致动机水平在不同维度上产生差异,
 

大多数学生表示自己为了通过期末考试或获得学分而学习,
 

努力

程度低、
 

缺乏学习自主性,
 

因此这部分学生往往内在动机水平较低而外在动机水平较高[71].

3.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讨论大学生参与云自习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机制,
 

分析学习投入和学习动机对大学生参与云

自习和考试焦虑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既为通过新兴学习策略缓解大学生考试焦虑提供理论依据,
 

也为考

试焦虑探索提供更丰富的思路,
 

有助于丰富云自习、
 

考试焦虑、
 

学习投入、
 

学习动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

验,
 

并为将来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佐证和支持.
 

改善考试焦虑,
 

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需要学生、
 

学校、
 

社会3个方面共同努力.
 

在学生方面,
 

设定合理的学习目标,
 

理性看待考试竞争,
 

参与云自习提升自主学

习效率,
 

避免不必要的焦虑和内耗;
 

在学校方面,
 

通过校园公众号、
 

视频号等平台推送云自习相关文章和

视频,
 

引导大学生了解并尝试参与到云自习活动,
 

在校内创建形式丰富的主题自习室,
 

组建云自习学习小

组,
 

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去探索和体验新的学习方法;
 

在社会方面,
 

鼓励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加强非娱乐

性云自习学习平台建设,
 

为学生提供更具多样性的学习体验和安全的网络学习空间.
 

这种努力不仅为缓解

考试焦虑提供了有效的措施,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理解当代大学生在线学习

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数字时代开展个性化教育实践,
 

构建“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

会[72]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前,
 

对于参与云自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均较少,
 

需

要进一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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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云自习时间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考试焦虑;

(2)
 

外在动机在云自习与大学生考试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内在动机无显著作用;

(3)
 

学习投入在云自习与大学生考试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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