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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学习投入的影响，验证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通过对某一高中学校474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使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学习投入量表

和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结果：1) 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在3.14 ± 0.24，学习投入得分在4.54 ± 
0.97，个人成长主动性得分在4 ± 0.71；2) 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r = 0.171, P 
< 0.01),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呈正相关(r = 0.140, P < 0.01),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学习投入显

著相关(r = 0.520, P < 0.01)；3) 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占比为41.57%。结论：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可以正向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两

者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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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time insight on their learning en-
gagement an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74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high school, in which the Future 
Time Insight Questionnaire, Learning Input Scale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Scale were used. 
Results: 1)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time insight scores were at 3.14 ± 0.24, learning engage-
ment scores were at 4.54 ± 0.97,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scores were at 4 ± 0.71; 2)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time insight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en-
gagement (r = 0.171, P < 0.01), and future time insigh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r = 0.140, P < 0.01), and future time insigh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
sonal growth initiative (r = 0.171, P < 0.01). 0.140, P < 0.01),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is signifi-
cantly correlated with study input (r = 0.520, P < 0.01); 3)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partially me-
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study input,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of 
41.57%. Conclus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time insight can positively predict learning en-
gagement;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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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模板由汉斯出版社(Hans publishing)制作，定义了由汉斯出版的各种学术期刊、杂志以及科技会

议论文集的标准格式。本模板用 MS Word 制作，适用于使用 MS Word 编排论文的作者，为作者提供

文章排版的格式规范。一方面可以方便排版，另一方面可以统一文章格式并确保所有论文符合汉斯的

出版规范。科技论文的各种元素的格式，包括页面空白、行距、图、表等，均在本模板中被定义。此

外，本文档的格式也严格遵守汉斯论文标准格式，作者可直接以本文档为例，直观了解论文标准格式。

在现代社会中，高中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塑造个性、培养能力和提升综合素质的过程。然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游戏的泛滥以及其他种种干扰因素的存在，高中生在学习中常常面临

分心、缺乏动力、学习投入不足的问题。而在高中阶段，相较于初中生，高中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负

担和知识难度的增加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高考压力的挑战。因此，牛羊(牛羊，2016)认为高中生更加

需要保持高度投入的学习状态。Kiuru 等人(Kiuru et al., 2014)和周鹏生等人(周鹏生等，2014)研究发现，

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对其学业成绩有影响，陈继文等(陈继文等，2015)将其作为判断教育水平和学习成

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贾绪计等人(贾绪计等，2020)认为研究学习投入，对于提升高中生学习水平，促

进教育教学水平有重要作用，受到心理学和教育学两界的同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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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习投入和未来时间洞察力 

Skinner & Belmont (Skinner & Belmont, 1993)认为学习投入包括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持续的认知、行为

卷入和积极的情感状态，Schaufeli et al. (Schaufeli et al., 2002)将它以高能量水平和强烈的认同感来展现自

己，在学习中保持精力集中而不涣散，分为专注、活力和奉献三个维度：专注表示个体能够精力集中于

学习，享受其中的愉悦状态，常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活力指个体拥有充裕精力，在学习中不容易倦怠并

努力付出；奉献意味着个体怀充盈的热情，伴随着自豪感和意义感，一心学习，勇于挑战。 
黄希庭(黄希庭，2004)将未来时间洞察力定义为个体对未来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动倾向上体现的相对

稳定的人格特征，Peetsma T (Peetsma, 2000)认为其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构成。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

自我发展与其所处环境相关，王艳辉等人(王艳辉等，2017)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模

型。个体的行为形成和发展是在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蔡林、

贾绪计(蔡林，贾绪计，2020)年发现个体在网络学习中的投入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郭文斌、苏蒙(郭文

斌，苏蒙，2021)发现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个体和环境因素共同塑造并影响着个体的学习投入水平。

其中，未来时间洞察力作为个体时间人格特质的一种，与学习投入密切相关。 
肖艳双和徐大真(肖艳双，徐大真，2011)研究发现，个体具有较强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更好地规划

和监控自己的行为，自我调节能力也更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个体的自我决定程度越高，他们

在工作中投入的程度也会更高，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高的个体在学习投入的程度也会更高。具体

来看，裴彩言(裴彩言，2022)研究发现，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其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孙颖

等(孙颖等，2020)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而且还通过自我控制能力和学业延迟满足

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中学生的学习投入。另外，Phan (Phan, 2011)发现未来时间的良好洞察力可以帮助

高中生更清晰地预测当下行为所带来的远期收益，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并更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 

1.2. 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 

孙灯勇等人(孙灯勇等，2014)定义个人成长主动性(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PGI)为个体在成长过程

中，积极主动、有意识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倾向，包括认知和行为。Robitschek (Robitschek, 2012)认为认

知包括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成分、与个人成长有关的认知、态度和信念；行为是将认知内容转化为实

际行动的过程。 
而个人成长主动性有对个体学习投入有影响。Walburg (Walburg, 2014)研究发现，PGI 与学习投入呈

正相关，向祖强等人(向祖强等，2022)研究认为 PGI 水平较高的个体，他们具有更好的资源利用能力，

会更加主动参与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投入程度。而同样，Chang 和 Yang (Chang & Yang, 2016)
通过研究中、美大学生家庭成长主动性(FGI)和个人成长主动性(PGI)，发现 FGI 仅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对

学习投入具有预测作用，而 PGI 在预测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都显著作用，其中与王晓娜(王晓娜，

2021)研究一致的是，主动行为和计划性维度在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最近研究者还研究了成长型思维、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并且未

来时间洞察力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田玉洁(田玉洁，2016)认为成长型思维通过提

升个体对未来的洞察力，进而影响个体的坚毅水平。而陈燕禧(陈燕禧，2020)将个人成长主动性作为一种

技能集，可以对个体对未来的知觉和计划产生影响，当个人的成长主动性水平较低时，他们往往缺乏积

极主动的行为，持有较消极的时间观念和行动方式，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也更低。 
学习投入作为个体以乐观稳定的心态长时间投入学习，并能够积极主动解决学习问题、进行深入思

考并从中获得满足感的程度，对于高中生学习过程至关重要。而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预测个体学习投入

程度，对未来时间洞察力也有影响，而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帮助其有一个更好的目标规划，对学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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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样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从江西省吉安市抽取 51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剔

除无效问卷 36 份，得到有效问卷 474 份(92.9%)，其中女生 253 名(48.6%)，男生 221 名(51.4%)。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使用吕厚超(吕厚超，2014)编制的《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量表有 28 题，分未来积极、未

来消极、未来坚持、未来迷茫、未来计划和未来清晰 6 个维度。问卷使用 5 点计分，总得分高，表示该

维度的水平越高。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0。 

2.2.2. 学习投入量表 
使用方来坛等人(方来坛等，2008)编制的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量表 17 题，包括奉献、活力和专注

3 个维度。使用 7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α系数为 0.94。 

2.2.3. 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 Robitschek et al. (Robitschek et al., 2012)编制的 PGIS-II 量表，该量表包含了 16 个指标，

4 个维度。每个指标采用了六分制评分，总分越高表示对应维度的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

一致性通过克隆巴赫系数计算为 0.89。 

2.3. 数据处理 

以 SPSS26.0 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采用 PRO-CESS 3.5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抽样法(Bootstrap 的抽样样本为 5000)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估算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在程序上对如匿名填写、部分题目反向表述等方面进行可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为进一步提

高科学严谨性，通过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中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11 个，累计

方差解释率为 60.85%。特征值最大的因子解释率为 25.4%，低于累计解释率的一半，说明同质性偏差问

题并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使用 SPSS26.0 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在 3.14 ± 0.24，
学习投入得分在 4.54 ± 0.97，个人成长主动性得分在 4 ± 0.71。对三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高中生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r = 0.171, P < 0.01)，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呈正相

关(r = 0.140, P < 0.01)，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学习投入显著相关(r = 0.520, P < 0.01)。 

3.3. 中介效应 

采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中的 Model 4，在控制了性别后，对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学习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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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时间洞察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预

测作用显著(β = 0.1676, P < 0.01)；个人成长主动性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733, P < 0.01)，结

果见图 1。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及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

不包括 0，其中中介效应为 0.1733 (95%CI = [0.155~0.247])，中介效应占比为 41.57%，为部分中介。这说

明，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预测学习投入，也能通过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预测学习投入。

详细见表 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future time insight,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future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表 1. 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和未来个人成长主动性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M SD 1 2 3 

1) 未来时间洞察力 3.14 0.34 1 .  

2) 学习投入 4.54 0.97 0.171** 1  

3) 个人成长主动性 4.00 0.71 0.140** 0.520** 1 

注：n = 474；*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图 1. 变量间的中介模型图 

 
Table 2. Tes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uture time insight,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nd commitment to learning 
表 2. 未来时间洞察力、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总效应 0.2966 0.0788 3.7631 0.002 0.1417 0.4515 

直接效应 0.1733 0.0686 2.5265 0.0118 0.0385 0.3081 

中介效应 0.1233 0.0589 / / 0.0155 0.2470 

注：n = 474；*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4. 讨论 

4.1.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与孙颖等

人(孙颖等，2020)研究一致。根据 Carstensen (Carstensen, 1987)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揭示了时间知觉

对目标动力的作用，而 Zimmerman (Zimmerman, 1989)的自我调节周期模型则解释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延

迟满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自我调节学习定义为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从动机、元认知和行为对参与学

习活动的行为。敖玲敏等(敖玲敏等，2011)认为高中生个体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觉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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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于个体目标的选择，在高中生学习过程中可以表现在对于学业成就和学习目标上。而自我调节水

平高的个体能够通过使用自我调节学习策略来提升学习自我效能感，从而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同时，

谢菲(谢菲，2020)认为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高的学习者能够运用动机信念来实现延迟目标，并表现出低拖

延和高投入的行为。所以，具有高水平目的意识的个体生活中的目的性较强，对自己未来的认知较为清

晰，能够制定明确的未来目标。这些人能够将注意力从当前的短期利益转向实现未来的长期价值，并展

现出较高的延迟满足能力。谢菲(谢菲，2020)认为他们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

未来目标。因此，他们在学习投入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综上所述，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学

习投入的具有重要影响，学校和家长应该培养孩子对于自己未来学习或者生活的规划，帮助孩子树立正

确的未来观念；学生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未来学习目标，为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做好规划，并为之努力。 

4.2. 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 

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班杜拉的自我调节

理论，我们可以得知环境、自然和自我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万美玲等(万美玲等，2012)认为只有个体更多

的利用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或者对自我发展存在障碍的看法，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因此，未来时间

洞察力高的个体对未来的认识会更清晰，为更好地适应或者实现自我目标，需要个体主动进行自我发展。

同时，韩嘉蕾(韩嘉蕾，2022)认为个人成长主动性作为个体后天积极地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状态的倾向，更

多的是个人对自身的积极主动改变，而高水平的个人成长主动性意味着学生具有更清晰的认知和未来目

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学生会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并付诸行动，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综上所述，

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中存在中介效应，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通过影响个

人成长主动性来对个体的学习投入起作用。学校和家长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对未来进行探索，做好未来学

习规划，并鼓励他们走出舒适区，主动成长，提升学习投入水平。 

4.3. 研究意义 

通过研究，了解未来时间洞察力如何影响学习者的目标设定和延迟满足能力，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如何

促进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使用，可以帮助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从而提升学习效果。探究未来时

间洞察力、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学校和教师了解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

通过培养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个人成长主动性，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使他们更积极

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同时，陈燕禧(陈燕禧，2020)认为需要通过提高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他们能够更

好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制定明确的目标并追求长远的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培养可以激发学生

主动寻求学习的愿望，提高他们的学习投入度，从而培养出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个体。 

4.4. 研究不足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并没有进行长期的跟踪式调查，因此不能得出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和动态变化。其次，被试群体单一，同时样本量有限，被试均为同一地区的中学生，因此所得结论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暂时无法证实。第三，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高学生的

自我报告，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赞许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主体评定方法。 

5. 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高

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预测学习投入，同时，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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