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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School Climate on student burnout,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student burnout. Methods: 258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in Guangzhou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ree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ventory, the Adolescent Student Burnout Invento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cale. Result: Student Burnou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School Climate on 
Student were significan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wa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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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初中生的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氛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初中生学习倦怠的

影响因素。方法：使用学习倦怠问卷、学校气氛问卷以及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问卷对广州市某初中的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与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生所感受到的学校气

氛都成显著负相关；自我导向倾向性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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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倦怠是当前我国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负面现象，是影响学生学习动力，学业发展和身心

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学习倦怠是从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发展过来的，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综合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魏珍，2007；Slivar，2001；杨惠贞，HuiJen Yang，2009；连榕等，2006)，可以

认为学习倦怠有以下几个特征：① 学生个体因为长期受到课业压力和负担而产生精神疲劳和厌恶感；② 
对学校的课业活动失去热情，对同学老师态度冷漠和疏远；③ 因成绩未如预期或学习目标没有达成，而

造成个人的低成就感，动力缺失等负面态度。 
自我导向学习的关键在于能使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业负起责任，在学习过程中要掌握基本的学习策

略、学习方法，学会独立自主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目前并无统一定义，使用较多的是

杨丽娴等人提出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是指学习者“能自行引发学习，具有自我训练的能力，有强烈的

学习欲望和信心，能应用基本的学习技巧，安排学习步骤，并利用时间完成学习计划(杨丽娴，连榕，2005)”。
学校气氛的含义是“学校整体心理-社会环境的总和(江光荣，林孟平，2005)”。在校的学生无时无刻不

处于学校气氛之中，学校气氛对学生产生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是学校教育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的外部影响因素。但目前国内关于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学校气氛的研究尚属起步，存在较多空白。 
目前，从已有学者的研究中(阎春梅等，2001；李敏，甘怡群，2011；张利霞，梁青青，2014；徐丽丽等，

2015；鄢梦茹，郭成，2017)均可以看出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和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并且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都是关于学习倦怠以及学习倦怠和其他因素联系比对的文献研究，而关于学习倦

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和学校气氛方面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更多局限在大学生和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付
京瑞，2013)，较少将初中阶段的学生作为研究的主体。并且，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或

学校气氛中的某一因素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很少涉及对学习倦怠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这两者整

体关系的研究。 

但是，初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过渡时期，生理、情绪和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环境等因素对其心

理健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我国初中生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倦怠(何艳，

2012；李连玲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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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以广州市某学校初中部的部分学生作为研究被试，探究初中阶段学生学习倦怠与自我

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之间的关系。旨在丰富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学者提供新的视

角和理论帮助。并且给初中在学习倦怠干预方面提供可操作的切入点，使学校教育者更加科学有效的对

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提高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入全面推行。 

2. 研究过程 

2.1. 被试 

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广州某初中七到九年级共 8 个班共计 325 名学生。回收 285 问卷份，剔除无

效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 258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5%。其中，七年级男生 35 人，女生 43 人；八年级男

生 31 人，女生 34 人；九年级男生 64 人，女生 51 人。 

2.2. 研究工具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的测量：选用由黄水、陈文锋、傅小兰编写的《中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

表(SDLrS)》(黄水等，2007)。量表内容由“主动学习、消极学习、有效学习、喜爱学习、开放学习和终

身学习”6 个因子组成，共 55 个条目。量表采用五点评分方法。 
学校气氛的测量：选用由葛明贵和余益兵编制的《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问卷(PSCI-M)》(余益兵，

2006)。本问卷从学生对学校气氛感知的角度，对中学生沉浸其中的学校气氛进行评价。问卷由“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秩序与纪律、学业压力和发展的多样性”5 个因子构成，共 38 个条目，采用四点评分方法。 
学习倦怠的测量：选用由吴艳和戴晓阳编制的《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吴艳等，2010)。问卷由“身

心耗竭、学业疏离、低成就感”3 个因子构成，共 16 个条目，采用五点评分方法。 

2.3. 数据分析 

用 SPSS17.0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以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学习倦怠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温忠麟等，2005)。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1 和表 2 分别呈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 1 可以看出，七年级和八年级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而九年级的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低，且年级越大，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平均得分越小；

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而九年级的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

分低，且年级越大，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越小；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

低，而九年级的学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且年级越大，学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越大。 
从表 2 可以看出，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与学校气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258) = 0.323**, P < 0.01，说

明两个变量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与学习倦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258) = −0.355**, P < 
0.01，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是显著中度负相关。学习倦怠与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258) 
= −0.525**, P < 0.01，说明两个变量之间也是显著中度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一致。 

3.2. 中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用 

以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学习倦怠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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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具体数据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以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学习倦怠作为因变量建立

起来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F(258) = 58.436, P < 0.01, r2 = 0.314，解析了学习倦怠得分变异性的 31.4%。

而预测变量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β = −0.084, t(258) = −3.772, P < 0.01)和学校气氛(β = −0.223, t(258) = 
−8.367, P < 0.01)都是显著的预测变量。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得出，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校气氛可以联合预测学习倦怠 31.4%的变异量。 

3.3. 中小学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作用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以学校气氛为自变量 x，以学习倦

怠为因变量 y，以自我学习导向倾向性作为中介变量 z，进行中介作用的检验。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4。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表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 学校气氛 学习倦怠 

 M SD M SD M SD 

总体 184.95 20.48 114.71 17.22 39.96 8.36 

七年级 189.82 19.12 126.79 12.14 36.79 7.19 

八年级 185.40 18.90 116.35 14.79 37.42 7.04 

九年级 181.39 21.66 105.58 16.14 43.55 8.44 

 
Table 2. Related analysis table 
表 2. 相关分析表 

变量 1. 2. 3 

1.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 1   

2.学校气氛 0.323** 1  

3.学习倦怠 −0.355** −0.525** 1 

注：**表示 P < 0.01。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 

 F Sig r2 β t Sig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 
58.436          0.000a         0.314 

−0.084 −3.772 0.000 

学校气氛 −0.223 −8.367 0.000 

 
Table 4. Related analysis table 
表 4. 相关分析表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525x t = −9.879*** 

第二步 z = 0.323x t = 5.469*** 
第三步 y = −0.459x t = −8.367*** 

 −0.207z t = −3.772*** 

注：***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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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来的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第一步检验 y = cx + e1，从表格可以看出方程 y = cx 
+ e1 的回归效应显著，回归系数 c = −0.525, P < 0.001；第二步进行方程 z = ax + e2 的显著性检验；第三步

进行方程 y = c’x + bz + e3 的显著性检验。从表格可以看出方程 z = ax + e2 的回归效应显著，回归系数 a = 
0.323, P < 0.001；方程 y = c’x + bz + e3 的回归效应也非常显著，回归系数 c’ = −0.459, P < 0.001 以及回归

系数 b = −0.207, P < 0.001。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得出，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学校气氛既可以直

接影响学生学习倦怠水平，也可以通过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影响学习倦怠。 

4. 讨论 

4.1.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已知，七年级和八年级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平均得分都比总体平均分高，

而九年级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表平均得分都比总体平均分低，且年级越大，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量

表平均得分越小，这可能由于九年级学生面对升学压力，其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七年级和

八年级的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都比总体平均分高，而九年级的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都比总体平均分

低，且年级越大，学校气氛量表平均得分越小，这与李媛(李媛，2016)在初中生感知学校气氛、心理弹性

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中得出：在初中阶段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由初一到初三呈下降趋势的研究结果

一致，可能是由于初一的学生刚上初中，其自我概念偏低，对老师同学的依赖性还比较高，而且初一初

二的课程相对而言比较轻松，学习压力较小，而初三学生的自我概念更加抽象，自我意识也相对高涨了，

加上初三是升学的重要时期，学业压力较重，课余活动也相对减少了，导致学生在学校的积极性下降，

故感受到的学校气氛也更差；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低，而九年级的学

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且年级越大，学习倦怠量表平均得分越大，这与来枭雄，祝靖媛(来
枭雄等，2014；祝靖媛，2006)等人的研究结果：中学生的学习倦怠在不同年级上有显著的差异，倦怠感

随着年级的上升而更加严重相一致。这与前面的结果相吻合，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和感受到的学习

氛围都下降了，所以导致了年级越高的学生的学习倦怠现象越明显。 

4.2.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与学习倦怠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两者的相关系

数为 r(258) = −0.355**，呈中度负相关，即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越低，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越高；自

我导向学习能力越高，学习倦怠水平越低。 
结果显示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r(258) = −0.525**，也是中度负

相关，即学生所感受到的学校气氛越差，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越高；学生所感受到的学校气氛越好，学

生的学习倦怠水平越低。这与吴艳等(2012)在初中生群体中研究了学校气氛和初中生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

的结论相一致。 
这与上面的分析是吻合的，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下降，

学生感受到的学校氛围变差，而学习倦怠水平却上升了。在学校中，学习倦怠水平较高的学生的自我导

向学习能力也较低，而且他们对于学校也会存在着消极的看法。从以上相关分析结果得出，影响学生学

习倦怠的因素不止一个，在探讨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方法也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考虑。 
除此以外，本研究也表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校气氛可以联合预测学习倦怠 31.4%的变异量，

这说明可以从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校气氛两方面研究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这与付京瑞(付京

瑞，2013)在高中生群体中验证过的结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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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运用温忠麟等人提出来的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起

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学校气氛对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学校气氛可以直接影

响学生学习倦怠水平，另一个是学校气氛也可以通过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影响学习倦怠。 

4.4. 初中学生学习倦怠干预建议 

4.4.1. 加强对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培养 
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培养的关键在于能使学生学会基本的学习策略和方法，能够独立自主的安排自己

的学习活动。这就要求学校教师不仅要“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对此，笔者有如下几条建议： 
第一，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自身能力，学会正确归因。初中阶段学生尚不能确切的评价和认识自己，

很难对自己做出一个全面而恰当的估价，偶然几次的失利，就会让他们以为自己无能而感到失落和自卑。

因此教师应该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对自身学习情况采取正确的归因方法，从而使学生充分认

识和了解自身学习能力，增强学习自信心。 
第二，因材施教。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师应该去深入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采用丰

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引导每位学生去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学习方法和模式。 
第三，帮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教师应该通过学校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激发自主学

习动力和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上不仅要教授具体知识，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课前会主动预习，课上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课后会按时完成作业并及时复习等，都是学生化被

动为主动的表现。 

4.4.2. 加强学校气氛的建设 
良好的学校气氛的建立也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初中阶段学生自我意识增强，敏感性和

反抗心理问题突出。故在此阶段，学习气氛的建立更需要学校的重视。 
第一，积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教师首先要摆正心态，正确公正看待每一位学生，不因

个人喜好等原因而偏袒某一部分学生。其次要积极负责有耐心的和学生相处，对学生保持热情和信心。在

同学关系的建设中，教师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友谊，学会同性相处和异性相处。 
第二，定时开展学校课余活动。丰富的课余活动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还能帮助

学生全方位多样发展，减轻学习压力。学生在活动中可以锻炼和寻找自己的兴趣特长，释放缓解学习压

力，调整自身情绪状态。 
第三，完善学校规章制度，确保实施。只有保证学校有良好的秩序与纪律氛围，才能保证在校学生

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但是要注意充分听取学生教师意见，人性化制定和落实各项制度，这样才

会减少学生的不良情绪体验，建立良好学校气氛。 

5. 结论 

1) 初中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与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都呈显著负相关。 
2)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以及学校气氛可以联合预测学习倦怠 31.4%的变异量。 
3) 自我导向学习倾向性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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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问卷一：《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问卷二：SDLrS，问卷三：PSCI-M。 

问卷一 

请在与你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选项内打“√”，谢谢合作！ 
 

题目 非常符合 有点符合 不太确定 不太符合 很不符合 

1 我能够精力充沛地投入学习。      

2 最近感到心里很空，不知道该干什么。      

3 我学习太差了，真想放弃。      

4 我能够经常达到自己的目标。      

5 一天的学习结束，我感到疲劳之极。      

6 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懂，学不学都无所谓。      

7 当学习时，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8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感觉到筋疲力尽。      

9 学习方面，我体会不到成就感。      

10 我觉得学习对我没有意义。      

11 我能够很好地应付考试。      

12 在学校，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      

13 我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学习。      

14 我能有效地解决自己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15 我总是能够轻松应付学习方面的问题。      

16 我很容易掌握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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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二 

请仔细阅读以下每一个题目，然后在句子后面空格中，选择“1，2，3，4，5”五个选项的其中之一代表最符合

你目前的实际情况。 

数字“1”代表：“完全不是这样”(或，我没有这种想法)。 

数字“2”代表：“很少是这样或偶尔有一两次是这样”(或，我只偶尔有此想法)。 

数字“3”代表：“有时是这样，有时不是这样”(或，我有一半时间有此想法)。 

数字“4”代表：“经常是这样或多数情况是这样”(或，我有大半时间有此想法)。 

数字“5”代表：“完全是这样”(或，我总是这么想的)。 
 

题目 我的选择 

1 我乐意活到老、学到老。  

2 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学什么。  

3 每当遇到不懂的内容我就避开它。  

4 只要是我想学的东西，我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学习它。  

5 我很喜欢学习。  

6 在学习新的内容前，我要学一会儿后才能进入较好的学习状态。  

7 我希望老师在上课时都能明白地告诉大家应该做什么。  

8 我认为，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学会思考“我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干什么？将来会怎样”这些问题。  

9 我自学的效果并不好。  

10 如果我发觉自己需要某方面的知识，我知道从哪里去获取。  

11 我自学的效果比大多数人要好些。  

12 当我有一个好主意时，却觉得难以制订出计划去实现它。  

13 我希望学习具有更多的主动性，能决定自己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4 假如我对某事物感兴趣，即使学习它会遇到困难，我也不在乎。  

15 我觉得自己应该对自己所学的负责任。  

16 我了解自己目前的学习状况。  

17 我想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真希望每日有更多时间可用。  

18 如果我想学习，无论多忙我总能抽出空来学习。  

19 我常看不懂书上说什么。  

20 如果我不学习，那也不是我的过错。  

21 我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在学习什么内容上多花点功夫。  

22 即使我对一个题目仍有疑问，只要不影响我在测验中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便不去学它。  

23 我不喜欢去图书馆。  

24 我最赞赏那些好学不倦的人。  

25 我能想出很多方法去学习同一个新东西。  

26 我尽量使目前所学习的知识与我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  

27 我有能力学会几乎所有我所需要的知识。  

28 我喜欢对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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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9 我不喜欢遇到一题多解的问题。  

30 我对许多事物都充满好奇心。  

31 每当完成学习任务时，我就感到很高兴。  

32 我对学习的兴趣不像别人那么大。  

33 我掌握基本的学习技巧没有困难。  

34 我喜欢尝试新事物，即便不能肯定结果会如何。  

35 我擅长用异于常规的方法思考问题。  

36 我喜欢展望未来。  

37 我比大多数人更能找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38 我对自己探讨难题的方式很满意。  

39 大家一起学习时，我常常成为团体中的核心人物。  

40 我喜欢与别人交流思想探讨问题。  

41 我不喜欢压力太大的学习环境。  

42 我非常渴望学习新事物。  

43 我学得越多，就觉得世界越精彩。  

44 学习是一种乐趣。  

45 坚持使用有效的学习方法，比时常尝试新的方法更好。  

46 我想学习更多东西，使自己不断成长。  

47 该对我的学习负责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48 对我而言，掌握学习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49 我年龄再大也可以学习新事物。  

50 无休止的学习很乏味。  

51 学习使人一生受用。  

52 我每年都自学一些新知识。  

53 学习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  

54 无论是课堂听讲还是自学，我的学习都很有效。  

55 只有不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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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三 

请在与你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选项内打“√”，谢谢合作！ 
题目 完全不符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1 学校的老师真心关心同学。     

2 学校里比较吵闹。     

3 同学之间和睦相处。     

4 学校额外增加课时或补课。     

5 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6 同学们感到学习压力大。     

7 学校课堂纪律差。     

8 同学们之间相互支持和鼓励。     

9 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10 学校的老师比较顾及同学的自尊心。     

11 学校上课的时间太多。     

12 学校的课堂秩序好。     

13 学校重视发展学生的专长。     

14 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得到老师的尊重。     

15 如果谁有困难，别的同学会关心帮助他/她。     

16 学校重视学生多方面的发展。     

17 学生很少有娱乐的时间。     

18 学校的老师公平对待每个学生。     

19 学校的学生不能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     

20 同学们之间相互谦让。     

21 学生的学习负担重。     

22 学校的学生能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23 学校的同学多才多艺。     

24 学校的老师容易亲近。     

25 我们的学校布局整齐。     

26 学校的生活很单调。     

27 学校的老师信任学生。     

28 学校里有太多的考试和测验。     

29 同学之间相互尊重。     

30 同学们把老师当作朋友来看待。     

31 同学们之间缺乏友爱。     

32 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多。     

33 学校的老师相信每个学生都取得好成绩。     

34 同学之间可以说真话。     

35 老师给同学的学习压力很大。     

36 集体活动中老师要花较多时间维持秩序。     

37 学校生活丰富多彩。     

38 学校的学生喜欢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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