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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疫情防控背景下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大学生学业压力的特点。方法：采用田澜和

邓琪共同编制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感问卷对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感

进行调查。结果：线上教学期间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中女生、文科生、家庭经

济较富裕的大学生、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在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而对于

男生、理科生、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

间差异不显著。结论：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普遍较大，尤其是线上教学期间，其中女生、

理科生、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比较大，学校要重点关注这些同

学的学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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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ressure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Us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tress questionnaire jointly compiled by Tian Lan and Deng 
Qi to investigate the academic stres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ults: The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online teach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ffline teaching. 
Among them, female students, liberal arts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with wealthier families,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academic performance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academic pressure 
during online teaching than offline teaching. And for boys, scienc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with 
poor family finances,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academic pressure between online teaching and offline teaching. Conclu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
dents is generally great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online teaching period. Among them, female stu-
dents, scienc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with poor family finances,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more stressed, and the school should focus on the academic pressure 
of th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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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为了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又不影响学生的学习，全国各大学

校都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学生在家学习，教师通过网络在线授课，这样的学习方式可以

让学生足不出户也能进行学习活动，可以有效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但是，开展

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线上教学形式，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教师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学生的学习环境

由校园课堂转移到了家里，教师的课堂讲授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的教学，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

变化要求学生积极做好应对。田澜认为学业压力可视为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主客体之间或者内外部环境之

间的矛盾的不适体验(田澜，向领，2010)。如果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线上教学带来的各种变化，造成学习

上的不适体验就会产生学业压力。适度的学业压力有助于学习，但是过高的学业压力会对学生的健康成

长和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学业压力会导致大学生出现学业倦怠、学业拖延，当

学业压力引发的不适感发展到无法控制时，可能导致绝望、抑郁症状的产生，严重影响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司徒巧敏，2014；白柯，谢倩，2018；种道汉，张文娟，2017；许翠梅，2017；贾诗杰，2019)。
分别对大学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采取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做调查，通过分析比较线上

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的特点，有助于全面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的线上教学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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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压力带来的影响，从而为缓解特殊时期大学生学业压力提供有效的对策，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曲靖师范学院和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所高校的大学生 254 人。其中

男生 116 人，女生 138 人；文科生 125 人，理科生 129 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由田澜和邓琪共同编制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感问卷，问卷分为七个维度：学习前景压力、学业竞

争压力、学习成效压力、学习气氛压力、课业负担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和家庭期望压力。该问卷共 42 题，

采用五点计分法，“完全不符合”记 1 分，“有点符合”记 2 分，“一般符合”记 3 分，“比较符合”

记 4 分，“完全符合”记 5 分。学习压力感问卷的理论分数范围为 42~210，具体应用时以理论中数 126
分来划分压力大小，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压力感越大。此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48，分半信度为 0.8907，
分问卷的信度也在 0.6533 以上，所以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19.0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总体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疫情防控背景下线上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总体得分为 148 分，学生回到校园线下教学期间大学

生学业压力总体得分为 144 分，均高于理论中数 126 分。结果说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都比较

大。对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总体学业压力和各维度压力情况做配对样本检验，具体情况见表 1。
结果表明，线上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总体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从具体压力维度来看，在学业竞

争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方面，线上教学期间都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 
 

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ressure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n = 254) 
表 1.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情况(n = 254) 

变量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学习前景压力 3.73 (0.64) 3.63 (0.67) 1.73 0.084 

学业竞争压力 3.34 (0.53) 3.21 (0.64) 2.61 0.010 

学习成效压力 3.46 (0.56) 3.44 (0.60) 0.41 0.684 

学习条件压力 3.37 (0.53) 3.15 (0.51) 5.12 0.000 

课业负担压力 3.34 (0.56) 3.27 (0.59) 1.40 0.161 

学习气氛压力 3.02 (0.61) 2.97 (0.74) 0.99 0.325 

家庭期望压力 3.72 (0.68) 3.54 (0.59) 3.13 0.002 

总体压力 3.47 (0.46) 3.35 (0.51) 2.68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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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性别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 

分别对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男生和女生的学业总体压力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线上教学期间女生

的学业压力显著高于男生的学业压力，t = 1.987，p < 0.05。线下教学期间男生和女生的学业压力无显著

差异，t = −1.558，p > 0.05。分别对男生和女生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做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见表 2。对于女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总体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t = 3.89，p < 0.001。从学

业压力各维度来看，女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习前景压力、学业竞争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

都要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p < 0.001。对于男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总体压力和线下教学期间没有

显著差异。从学业压力各维度来看，线上教学期间除了在学习条件压力方面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其

余各项压力都无显著差异。 
 

Table 2.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n = 254) 
表 2. 不同性别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n = 254) 

变量 

女生 男生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学习前景压力 3.78 (0.61) 3.53 (0.66) 3.23 0.000 3.68 (0.66) 3.71 (0.67) −0.37 0.713 

学业竞争压力 3.42 (0.50) 3.13 (0.64) 4.12 0.000 3.27 (0.55) 3.27 (0.64) −0.10 0.928 

学习成效压力 3.50 (0.53) 3.38 (0.62) 1.64 0.100 3.42 (0.59) 3.48 (0.58) −0.86 0.390 

学习条件压力 3.44 (0.49) 3.11 (0.53) 5.33 0.000 3.31 (0.55) 3.18 (0.49) 2.17 0.030 

课业负担压力 3.33 (0.54) 3.20 (0.62) 1.72 0.089 3.35 (0.58) 3.34 (0.55) 0.27 0.787 

学习气氛压力 3.08 (2.92) 2.92 (0.81) 1.77 0.082 2.98 (0.65) 3.01 (0.67) −0.39 0.690 

家庭期望压力 3.85 (0.66) 3.51 (0.58) 4.23 0.000 3.60 (0.68) 3.56 (0.59) 0.56 0.576 

总体压力 3.53 (0.42) 3.30 (0.52) 3.89 0.000 3.41 (0.49) 3.40 (0.50) 0.21 0.829 

3.3. 不同专业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 

分别对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学业总体压力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无

论是在线上教学还是在线下教学期间，文科生和理科生学业压力差异都不显著，p > 0.05。分别对文科生

和理科生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做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3。对于文科生，线上

教学期间的学业总体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t = 2.63，p < 0.01，从学业压力各维度来看，文科

生在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习前景压力、学业竞争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要显著大于线下教

学期间，p < 0.001。对于理科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总体压力和线下教学期间没有显著差异。从学

业压力各维度来看，理科生在线上教学期间除了学习条件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余各项压力

都无显著差异。 

3.4. 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情况 

分别对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家庭经济较贫困和家庭经济较富裕大学生的学业总体压力做独立样

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线上教学期间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

学生，t = 1.94，p < 0.05。线下教学期间，家庭经济较贫困和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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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t = 1.49，p > 0.05。分别对家庭经济较贫困和较富裕的大学生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

力做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4。对于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线上教学期间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总

体压力差异不显著，p > 0.05。从学业压力各维度来看，家庭经济贫困的大学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习条件

压力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他无显著差异。对于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学生，在学业总体压力、学业

竞争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维度上线上教学期间都高于线下教学期间。 
 

Table 3.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n = 254) 
表 3. 不同专业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n = 254) 

变量 

文科 理科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学习前景压力 3.75 (0.68) 3.59 (0.65) 2.04 0.036 3.70 (0.59) 3.67 (0.69) 0.38 0.700 

学业竞争压力 3.37 (0.58) 3.18 (0.63) 2.53 0.010 3.30 (0.48) 3.23 (0.66) 1.09 0.280 

学习成效压力 3.47 (0.60) 3.42 (0.58) 0.58 0.565 3.45 (0.53) 3.45 (0.62) 0.01 0.989 

学习条件压力 3.39 (0.55) 3.16 (0.52) 3.70 0.000 3.35 (0.50) 3.13 (0.50) 3.54 0.000 

课业负担压力 3.37 (0.57) 3.28 (0.60) 1.42 0.155 3.31 (0.55) 3.27 (0.58) 0.58 0.566 

学习气氛压力 3.05 (0.65) 2.90 (0.73) 1.77 0.078 3.30 (0.56) 3.03 (0.74) −0.48 0.630 

家庭期望压力 3.74 (0.71) 3.51 (0.55) 3.00 0.000 3.69 (0.65) 3.57 (0.62) 1.46 0.146 

总体压力 3.48 (0.50) 3.33 (0.48) 2.63 0.010 3.45 (0.43) 3.38 (0.53) 1.15 0.245 

 
Table 4.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ressure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under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n = 254) 
表 4. 不同家庭经济情况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n = 254) 

变量 

经济较贫困 经济较富裕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学习前景压力 3.78 (0.64) 3.69 (0.70) 0.89 0.380 3.71 (0.63) 3.60 (0.65) 1.70 0.087 

学业竞争压力 3.39 (0.60) 3.26 (0.73) 1.51 0.140 3.31 (0.49) 3.16 (0.60) 2.51 0.010 

学习成效压力 3.54 (0.64) 3.50 (0.63) 0.40 0.690 3.43 (0.51) 3.39 (0.58) 0.67 0.499 

学习条件压力 3.47 (0.54) 3.16 (0.56) 4.07 0.000 3.32 (0.52) 3.13 (0.47) 3.78 0.000 

课业负担压力 3.48 (0.57) 3.29 (0.60) 2.36 0.210 3.27 (0.55) 3.25 (0.57) 0.31 0.754 

学习气氛压力 3.13 (0.65) 3.01 (0.82) 2.24 0.223 2.97 (0.58) 2.93 (0.68) 0.65 0.518 

家庭期望压力 3.77 (0.64) 3.67 (0.59) 1.09 0.276 3.71 (0.67) 3.46 (0.57) 3.69 0.000 

总体压力 3.55 (0.51) 3.41 (0.54) 1.88 0.060 3.43 (0.43) 3.31 (0.48) 2.39 0.020 

3.5. 不同学习成绩的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情况 

分别对线上教学期间和线下教学期间不同学习成绩的大学生学业总体压力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0258


陈雪飞 等 
 

 

DOI: 10.12677/ap.2021.1110258 2272 心理学进展 
 

显示，线下教学期间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显著小于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t = 2.33，p < 0.05。
线上教学期间，学习成绩靠前和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学业总体压力差异不显著，p > 0.05。分别对学习

成绩靠前和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做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见

表 5。对于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总体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学业总体压

力，t = 2.60，p < 0.01，从学业压力各维度来看，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在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竞争

压力、学习成效压力、学习条件压力、课业负担压力、家庭期望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对

于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线上教学期间除了学习条件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余各项压力都

无显著差异。 
 

Table 5.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dur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n = 
254) 
表 5. 不同学习成绩大学生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情况(n = 254) 

变量 

成绩靠后 成绩靠前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线上教学 

M (SD) 
线下教学 
M (SD) t p 

学习前景压力 3.88 (0.62) 3.78 (0.72) 0.60 0.552 3.68 (0.72) 3.44 (0.79) 1.61 0.115 

学业竞争压力 3.41 (0.55) 3.34 (0.72) 0.52 0.610 3.33 (0.57) 3.00 (0.78) 2.64 0.011 

学习成效压力 3.50 (0.52) 3.65 (0.65) −1.44 0.150 3.44 (0.57) 3.17 (0.67) 2.45 0.018 

学习条件压力 3.50 (0.48) 3.08 (0.52) 4.57 0.000 3.36 (0.49) 3.06 (0.55) 3.06 0.004 

课业负担压力 3.29 (0.52) 3.37 (0.64) −0.60 0.555 3.42 (0.65) 3.08 (0.64) 3.22 0.002 

学习气氛压力 3.03 (0.56) 3.05 (0.83) −0.12 0.906 2.91 (0.66) 2.99 (0.87) −0.63 0.532 

家庭期望压力 3.71 (0.72) 3.71 (0.60) 0.03 0.974 3.71 (0.63) 3.38 (0.69) 2.51 0.016 

总体压力 3.53 (0.44) 3.50 (0.59) 0.29 0.774 3.44 (0.50) 3.19 (0.63) 2.60 0.010 

4. 讨论 

4.1.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大学生学业压力感总体及各个维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疫情防控期间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期间大学生学业压力感都比较大，其中

线上教学期间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结果说明，由于突发的疫情而开展

的线上教学给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业压力(陈雪飞，2021)。从学业压力的各个维度来看，学习条件压力

主要与师资水平，教学资源有关(田澜，邓琪，2007)。研究结果表明线上教学期间大学生感受到来自学习

条件的压力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受突发疫情的影响，学生不能按时返校，不得不在家上网课。许多

大学生表示，线上教学对网络资源的要求高，网络信息不好时会影响正常听课。另外，由于在家学习期

间受没有教材、没有图书馆查资料、电脑手机设备不好等方面的影响，大学生明显感受到来自学习条件

和学习资源的压力。还有些同学表示有的教师不能很好的运用数字化教学工具开展线上教学，导致不能

很好地适应线上教学方式带来了学习焦虑(陈雪飞，2021)。线上教学期间学生对教学资源和教师教学质量

的不满都表现为学习条件方面的压力，而当学生回到校园开展线下教学期间，大学生在学习条件方面的

压力就明显减少了。学业竞争压力是指来自学校的学业要求、考试成绩的比较、学科竞赛及别人的评价

等方面的压力(田澜，邓琪，2007)。线上教学期间大学生的学业竞争压力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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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解到相对于原来坐在教室里的课堂讲授，线上教学方式的学习效率不高，加上学习条件和学习资源

难以保证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大学生对于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习效果表示有些担心，尤其是对后面即将

到来的学业考试感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家庭期望压力主要是来自父母、亲人方面的压力(田澜，邓琪，

2007)。线上教学期间的家庭期望压力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线上教学期间大学生几乎都是在家进行学

习活动，整天在父母的眼皮子低下学习，不免听到父母对自己在学习上的唠叨和叮嘱，也更容易感受到

父母对自己在学习上的期望和要求，从而产生学业压力。当大学生回到学校后，远离父母，来自父母期

望的压力就变小了。 

4.2. 线上教学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影响分析 

线上教学期间，女生的学业压力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邓琪，2008；万英，2008)，而

对于男生，线上教学期间除了在学习条件压力方面显著高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余方面的压力差异不显著。

调查结果说明，线上教学给女生带来更大的学业压力。与前面提到的学业压力总体及各维度分析结果对

比，女生除了在学业总体压力、学习竞争压力、学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方面线上教学期间都显著

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在学习前景压力方面线上教学期间也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学习前景压力主要指来自

将来就业、适应社会方面的压力(田澜，邓琪，2007)。由于突发的疫情，许多行业都受到影响，许多人面

临失业、破产。疫情发生后，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们将来就业更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定的事业单位，但这也

意味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女生本来在就业中就没有男生有优势，突发的疫情让女生比以前更加为将来

的就业前景担忧，但也正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有更大的就业压力，女生也会比男生更加努力地学习，她们

希望通过更加努力地学习取得好的学业成绩来为将来就业争取优势，而这也可能是造成女生的学业压力

要大于男生的原因之一(邓琪，2008；万英，2008)。 

4.3. 线上教学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影响分析 

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期间，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学业压力差异不显著，理科生在线上教学期

间的学习条件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他压力维度在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差异不显著。从数

据可以看出，这是由于理科生在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也比较大的原因，这跟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万英，

2008；徐曼，2011；陈星宇，张春勇，2015；高登峰，2008)。相对于文科专业，理科专业的学习内容逻

辑性强，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要求高，如果学生平时不努力学习，没有掌握好专业知识是很难通过

考试的。因此，理科生往往比文科生承受更大的学业压力(万英，2008；徐曼，2011；陈星宇，张春勇，

2015；高登峰，2008)。对于文科生，线上教学期间在学业总体压力、学习前景压力、学习竞争压力、学

习条件压力、家庭期望压力方面都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因此，线上教学大大增加了文科生的学业压

力，而理科生无论是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都比较大。 

4.4. 线上教学对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影响分析 

结果表明，线上教学期间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学生的

学业压力，线上教学增加了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有些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学生居住在比

较偏远的山村，由于网络信号不好影响线上学习，这无疑给他们增加了学业压力。还有些家庭经济较贫

困的学生表示，由于家长要去地里干活，自己在家除了学习还要承担家务活而影响学习，产生学习压力。

当学生回到校园开展线下教学期间，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也比较大，只是在学习条件压

力上显著低于线上教学期间。研究结果说明，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比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

学生要大(陈雪飞，2021)。对于家庭经济较富裕的大学生，线下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要显著小于线上教学

期间的学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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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线上教学对不同学习成绩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影响分析 

线上教学期间学习成绩靠前和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学业压力都比较大，二者无显著差异，但是线

下教学期间，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显著小于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结果说明，线上教学

增加了学习成绩靠前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对于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线上教学期间除了在学习条件

压力上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其他压力都无显著差异。从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

学期间，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都比较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李敏和，王强强，康静

梅，2015；李文晓，2006)。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本来在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方面就存在问题，而学

校和老师对所有学生的学习要求是一致的，学习成绩靠后的学生往往很难达到教师和家长的期望要求从

而带来更大的学业压力(李敏和，王强强，康静梅，2015；李文晓，2006)。 

5. 结论 

1) 疫情防控期间下大学生学业压力普遍较大，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显著大于线下教学期间。从

具体数据分析来看，线上教学期间的学业压力大于线下教学期间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学习条件、学习资源

和上课方式变化等学习条件压力方面的影响。 
2) 通过对比分析线上和线下教学期间学业压力特点，结果再次证实女生、理科生、家庭经济较贫困

的大学生、学习成绩靠后的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比较大，学校应该重点关注这些同学的学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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