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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踏入新征程，中等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中职生作为企业

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队伍，其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水平需要被格外注意，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

密切关联。由此，本文将对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两个因素展开讨论，并对中职生学习投入的研究

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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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our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epping into a new journey, the statu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s the reserve team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e level of study invest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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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discuss the two factors of time insight and learning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research on learning invest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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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的重视地位并不高。2019 年 1 月，国家政

府针对这类教育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以提升教育质量作为最终目标，力求使中职教育成为连接企业

与技术人才之间的重要桥梁，进一步提高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而技能的掌握离不开较高的学习投

入水平。在国内某市的调查中，中职生学习投入及各个维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普通高中学生相比，

中职生缺少科学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较强的学习意识，在情感因素上也缺乏坚持动力，使其无法投入较多

时间在学习上。学习投入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学生在学业上的成绩表现，而且还是职业教育水平的重要体

现，所以该怎样刺激中职生的兴趣动力、增强学习投入强度并进而提高教学成效变得尤为急迫。未来时

间洞察力反映的是学习者对于自身未来发展的态度和认知水平，且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学习的能动性和学

业成就，学生对以后的时间抱着积极心态且认同自身所选择的专业，才能够以此为目标开展主动持续性

的学习活动。 

2. 概念界定 

2.1.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概念 

时间洞察力(time perspective, TP)是个体特质的一种表现。其主要反映自身对过去、现在以及以后时

间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态度。而且由此可以根据时间段划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黄希庭，2004) [1]。其中未

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spective，简称 FTP)体现的则是个体对将来的认知体验和选择倾向。Héfer 
(2012)指出，未来时间洞察力是行为主体在时间角度上对发展目标的感知，而且可以转化为目的实现的一

种动机[2]。该变量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 对未来的理解和期望水平，以及自身对现状的认识程度。2) 
个体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情感态度，包括积极、消极、迷茫等。3) 个体有目的、有计划地迈进自身所要达

到的成长目标。 
综上可知，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要体现了个体针对未来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认知倾向。同时可以刺

激其行为动机，使其能够长久坚持自身计划以此实现所定目标。 

2.2. 学习投入的概念 

国外对该变量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过由于所运用的方法、数据搜集途径、样本选择等

各方面的不同，使其关于学习投入的概念并无一个统一说法。最早提出定义的学者为 Schaufeli，他通过

类比法认为，其在学习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积极行为就是学习投入[3]。学者 Tyler 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指

出个体学习在时间上的耗费程度与学习成就呈正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学业成就越高[4]。Sh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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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per 等认为该变量主要由情感(feeling)和认知(sense-making)和行为(behavior)三个因素构成[5]。乔晓熔

将学习投入概念划分为态度和行为两个维度。其中行为主要表现为个体在学习当中展现的积极和激情，

态度则是指坚持长期学习所付出的感情[6]。 
本文在结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学习投入主要包含情感和行为两个方面内容，而且表现出来的

是主动积极的，并不是被动且无价值的。 

3.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 

3.1. 中职生学习投入的研究 

在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蒋春玲(2022)在研究中指出，中职学生拥有中等的学习投入水平，且中职

学生的师生关系可以预测其学习投入度，对于中职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来说，教师是重中之重[7]。在学生

个人方面，张颖(2022)在研究中发现，中职生专业认同会对学习投入产生正向影响[8]。刘月琴，王笑(2018)
在对高职护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9]。说明中职生专业认同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可以

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究影响中职生学习投入的机制。另外，刘璐(2019)在中职生学习投入影响因

素的研究中发现，中职生学习投入的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10]。学习投入水平与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11]；还有研究表明，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能够改善其学习积极性，且不同的班级环境氛

围在学生的学习状态表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等[12]。韩宝平则指出后天成长情况对学生学习水平的影响相

对较大，其中学习经验、主动学习能力、课业困难程度为最主要因素[13]。说明外界因素也会对中职生学

习投入产生影响，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在国外的研究中，Fredricks Blumenfeld、Fridel 和 Paris 指出，人际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作用因素，

同学之间相处融洽可以提升学生的适应水平，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在学习当中更加放松，提升其专注力[14]。
Lee 和 Smith 以美国中学生为对象开展分析时发现，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与校园规模呈负相关，而与学生

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15]。也就是说，学生在规模较小以及可以较多参与到校园管理制度

制定当中时能够投入较多的精力进行学习。 

3.2.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研究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研究方面，李丽凤(2021)指出，中职生在性别方面，男生的 FTP 得分相比

女生要更高一些[16]，这可能是与不同性别之间的思维差异有关。在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侯述娟(2014)
发现，与普通中学生相比，中职生的 FTP 水平相对较低，且中职生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概念会正向影响 FTP 
[17]。李文(2020)的研究表明，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与成就动机与职业成熟度两

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18]。另外有学者指出，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延迟满足呈正相关

[16]。此外，在年龄因素对 FTP 的影响关系分析中发现，青年时期个体对未来的认知、思考最为频繁[19]。
学生个体在 FTP 的实践落实方面也存在着性别上的区别[20]，主要表现为女性则会想尽各种方式来实现

自身目标，尤其是对于未来职业方面的规划[21]。关于结果变量的研究，时间洞察力与学业表现有一定关

系，Lessing 等人(2014)的研究认为，学业成绩、成就动机与时间洞察力呈现出两两正相关，学生对未来

时间的态度越积极、越清晰，其学习成绩也就会越高，成就动机也会随之越强[22]。同时还有研究指出，

FTP 水平与个体对未来的期待程度、学习动机强度呈显著正相关，FTP 各个维度均可以显著预测学习能

力[23]。 

3.3.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关系研究 

目前在对于中职生的研究中，关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但我们依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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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分成果中侧面了解两变量的关系。 

3.3.1. 国内相关研究 
林美玲(2017)在对于中职护生的未来取向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中职护生未来取向以及学习

投入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三年级得分最低，且两者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通过对中职生未来

取向的干预可以间接的提高学生学习投入的水平[24]，这意味着学校教育方面要加强对毕业班学生未来意

识的培养以及学习投入度的关注。王丹(2018) [23]、张弘(2016)等人[25]均证实了未来取向对学习投入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可以推测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与林美玲(2017)的研

究结论相同。同时从内涵角度来看，未来取向的结构含义与未来时间洞察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

以此为基础猜测双方关系具有其合理性[25]。另外，在庄妍，张典兵(2015)的研究中也提到，未来时间洞

察力能够显著的预测其学习投入[26]，这与朱琳，沐林林，许华山(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27]。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两者的相关性。有学者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负向影

响学业倦怠，个体对未来发展规划越清晰，那么在学习上的消极表现就会越弱[28]，也就是说未来时间洞

察力会正向影响中学生的学习积极度与投入度，对未来越具有清晰目标的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度就会

越高。还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情感和行为展现会影响到将来的发展，在学业上

的持续投入会增强其对以后职业规划的能力，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学生就会进一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学

习任务上[29]，这表明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会正向的影响其未来时间洞察力，而未来时间洞察力又会反过

来促进学习投入的提高。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学业目标设定，他们在学业目标

设定过程中便具有了更高水平的情感投入。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影响的内在机制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孙颖，成洁等(2020)提出，个体的

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改变其选择未来目标的方向，如果个体认为当前的目标是有价值的，那么就可以更

好地控制自自己，明显减少无关紧要的活动，让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以最终未来目标为导向，使自己可

以更加投入的进行学习活动。由此可知，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通过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来提高其学

习投入水平[30]。另有学者发现，如果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目标设定的更加高标准，则在目标设定的过程中

他们的情感投入水平就会更高[31]。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密切联系。 

3.3.2. 国外相关研究 
关于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以及学习投入，一直都是国外教育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早在 1994 年，

Peetsma 就在研究中指出，拥有积极未来取向的学生会在学习上投入更多时间[32]。此外还有多位相关领

域的学者指出，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让个体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加清晰的结果预测，并使其投

入更多时间到学习里[32] [33] [34]，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好，越能够良好调节自身情感与行为，倾向

于延迟满足以达到未来目标，越能对学习产生乐趣，拥有越高的学习投入[35]。另外，Barnett (2020)在对

五种不同时间观的研究中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的预测学术参与[36]，这与 King (2016)研究中

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的结果有相似之处[37]。Zaleski (2001)曾提出，能够制定长期未来

目标的学生，其学习坚持性更高，消极情绪会更少[38]，可以以此推测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

关系。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的方面，Labar 和 Tepordei (2019)在研究中指出，从互联网

使用与手机多任务的角度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就越可以延迟其即时满足的

特点，并拥有越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越少的享乐主义，从而使其更加集中于课堂学习，减少手机多任

务处理，拥有更高的学习投入[39]。 
综上所述，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且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对学习投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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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40]。后续可以更加深入的探讨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其中的

影响机制。 

4. 研究展望 

首先，在前人的研究中，针对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普通教育的学生，

关于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也较多的针对高职、本科等大学生，针对中职生的研究很少。中职生作为当前

市场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对于其学习投入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 
其次，以往针对中职生学习投入、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研究，多数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干预训

练的实验研究较少。可以通过对中职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训练，切入点小，并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对中职

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分析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的现状，通过调查以及干预研究了解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

可以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供理论支持，为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干预训练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帮助中职生进一步改善其学习投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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