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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学业拖延处于中等水平，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处于中高等水平，且已有研究表

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因而该文在梳理我国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关系后发现，各个学

者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水平目前还存在争议；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关系之间的研究主要是以问卷调查的

形式，较少的实证研究；干预方案主要是以某个理论依据为基础而制定。因而测量学业拖延行为工具的

优化、强化实证研究、探讨综合性的干预研究方案是该领域往后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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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shows tha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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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and self-efficac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t an intermediate to high 
level, a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re-
fore, after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still controversy among various scholars 
about the level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s, 
and there is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vention plans are mainly developed based on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The enhancement of tools to measur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research solutions are 
therefor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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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业拖延是拖延行为在学习领域的表现，大学生与初高中生相比具有更高的学习自主性，但是由于

大学生刚刚从高中升上来，会出现放纵自己的情况，导致出现学业拖延行为，有研究表明 92.9%的大学

生有着不同程度的拖延表现(楚翘等，2010)。而学业拖延是学生针对学习相关的任务的拖延，学业拖延不

仅会直接降低学习效率，而且还会引发焦虑、抑郁、愧疚等消极情绪最后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自我效能感能够使大学生对学习拖延行为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 
因此本文从我国大学生这一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入手，揭示目前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探究测量工具、分析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展望未来研究，希望能为相关的干预研究提供一

些参考。 

2.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现状 

最开始提出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的是班杜拉，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项成就任务

的主观判断，同时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有四种个体经验：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模仿的经验、言语说服、

生理和情绪状态(姚凯，2008；Bandura, 1997)，并且班杜拉团队的研究证明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个体的对

当前任务的选择、面对困难的态度、新行为的习得以及习得行为的表现(周国韬，戚立夫，1988)，而且后

续研究者发现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个体不断获得新信息而不断发生改变(Gist & Mitchell, 
1992)。自我效能感在学业领域则可以称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因而本文中的自我效能包含了学业自我效能

感，故此说明。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整体状况较好，处于中高等水平(李嫱，2014；李越超等，2018)，在性

别和年级方面存在差异显著，自我效能感水平在文理科和独生子女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其中女生显著低

于男生，大三和大四年级显著低于大一、大二年级(王陆侠，2019)。但是大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却有着

不一样的结论，学习自我效能感在年级、性别、专业的不存在显著差异(王洪礼，胡寒春，2005)，这中间

的结果差异可能不仅是因为后者的概念比前者的概念更窄一些，而且两个研究的研究工具存在差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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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采用的是由 Schwarzer 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译制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而后者采用

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是参考 Pintrich & DeGroot 等人在 1990 年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修

订而成，问卷信效度较高，因而后续可以将研究测量工具作为扩展的研究方向。 

3. 大学生学业拖延现状 

Solomom 和 Rothblum 认为学习拖延是非必须的拖延学习任务而导致心理不适应的行为，非必须的拖

延和由此导致的心理不适感是学业拖延行为的两个关键的特征(Solomon & Rothblum, 1984)，因此后续有

学者根据这个理论基础编制了 PASS 学生版拖延评估量表，这个量表是目前最常用的一个学习拖延量表

(Senécal et al., 2003) 
后来有学者则认为学业拖延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即个体虽然预期到了拖延会产生不良后果依然自

愿的拖延学习任务的行为(Steel, 2007)。比如我国有学者使用该量表测量我国大学生的学业拖延得出学业

拖延水平不高的结论(李嫱，2014)。当前大学多数学者都认为学业拖延应该满足三个标准：拖延、不必要、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学业拖延定义为有目的地推迟或者拖延必须要

完成的学习任务的行为(Schraw et al., 2007)，而国内学者对学习拖延的定义是学习拖延是一种包含认知、

情感和行为成分的复杂心理现象(庞维国，2010)。 
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拖延行为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李嫱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学业拖

延水平较低，但是同年有学者采用相同 PASS 研究工具却得出了中等程度的学习拖延现象的结论(徐艳菲，

2014)，这两者的差异可能是有部分被试的原因，前者的研究一共只有 250 名被试且都在一个学校，而后

者的研究一共有 1000 名被试且分布在不同的学校和年级。当然这也不是说前者的结论一定有疑问的，而

是我们应该去探索这两个结论之间差异存在的原因。但是关于学业拖延存在在性别、专业和年级上显著

差异这个结论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陈陈等，2013)。 

4. 国内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关系研究现状 

通过知网检索关键词“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为”或“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拖延行为”，

共检索出 122 条相关的文献信息，经过对文献阅读然后筛选出 41 篇关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

为的文献。其中硕士论文共计 23 篇，占比 56%；期刊文献 17 篇，占比 41%；会议论文 1 篇，占比 3%。 
我国学者第一次研究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是在 2007 年心理学学术会议上，对中学生进行了

问卷测量得出结论表明：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即高学习自我效能感会带降

低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水平(王灵芝，王晓均，2007)；后续关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关系的研究就

不仅仅是两个变量，而是研究角度开始多样化，有从时间角度进行研究；有从个体差异角度进行研究；

有从不同群体进行研究；还有干预实证研究。 
首先是个体差异角度，李静瑶第一次将个体的自我设限纳入了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行为关系的研

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采用 PASS 拖延量表和由 Schwarzer 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译制的中文版一般自我

效能感量表(GSES)对变量进行测验，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在个体的自我设限和学业拖延行为之间存

在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个体的自我设限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拖延行为(李静瑶，2011)。后续有学

者通过对大一新生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即个体的完美主

义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着学业拖延(申雨凡，2016)；而且个体的家庭功能也能通过自我效能感来影响

学业拖延，即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功能和学业拖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汤茜，2017)。个体对所学专业的满意

度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产生影响，即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在专业满意度对学业拖延行为的影响

中存在完全中介作用(贾若莹等，2018)；而且有研究者进一步论证了个体的专业承诺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65


周成燕 
 

 

DOI: 10.12677/ap.2022.126265 2236 心理学进展 
 

学业拖延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孔玉莹，李美华，2021)。个体的动机也与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存在两

两相关的关系，有学者在 2014 年通过问卷法研究得出结论：大学生学业拖延与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

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对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业拖延行为之间

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赵丹，2014)；同样有研究发现自我决定动机中在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程度之间存在

部分中介作用(索玉贤，2015)；个体失败恐惧与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也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研究表明

大学生低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失败恐惧对拖延行为有正预测作用，个体失败恐惧在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

为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林忠永，杨新国，2018)。对个体差异的实证研究有且只有一篇，通过实验法研究

发现个体的情绪状态在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之间存在部分中介(金中鸣，2015)。 
其次是时间角度，有多位学者都研究了时间倾向，孔令敏是第一位研究者，而且是国内首次将学业

拖延进行主动拖延与被动拖延的研究，验证了主动拖延是适应性拖延，其对学业任务消极影响较少的结

论。但是该研究表明大学生学业拖延程度较高，虽然跟之前李嫱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是跟徐艳菲的研

究结论呈现一致性，且这些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都是 PASS (孔令敏，2013)。郑文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

明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时间管理倾向和自我效能感与主动

拖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而可以正预测主动拖延；时间管理倾向和自我效能感与被动拖延呈现显著的

负相关，因而可以反预测被动拖延；而且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向和主动学业拖延

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向和被动学业拖延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郑
文清，2014)。除了时间管理倾向能够影响学业拖延行为，未来时间洞察力也能够影响学业拖延行为，有

学者通过对护士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学习拖延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和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蒋典，2017)。 
再次是特殊群体角度，有学者通过研究在校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发现：农村定向

医学生比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稍低，而且对学业拖延影响更加显著(余汪洋等，2013)，这可能是

因为特殊专业的关系。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表明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具有反预测作用，

这与以往普通大学生群体的结论相一致(彭欣等，2016)；也有学者通过对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发

现：自我效能感在班级心理氛围和学业拖延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班级心理氛围通过学业自我

效能感影响学业拖延(谢云天等，2017)。还有学者研究学困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与非学困生的没有显著差

异，学业自我效能感反向预测学业拖延行为，这与以往的对普通大学生群体的结论相一致(张娟，蒲科宇，

2021)。 
最后是干预研究，针对提升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拖延行为的干预研究比较少，且主要以团辅为主，

个案为辅。研究表明团辅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个体的学业拖延行为(崔晓，2015；董

成成，2018；许馨方，2019)。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个体差异、还是时间角度、或是特殊群体中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

关系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差异(个体自我设限、家庭功能、专业满意度、专业承

诺、情绪、动机等)、时间管理倾向、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作用。同

时在医学生、学困生群体中的拖延行为水平与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和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与普通

大学生的基本一致。 

5. 研究不足和展望 

5.1. 研究方法不足、探索新的研究工具 

首先关于自我效能的问卷很多，比如 Schwarzer 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的译制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

能感量表(GSES)、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音乐专业大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问

卷(ESEQ)、职业自我效能量表、管理自我效能感量表等(答会明等，2011)；其中最常用的是 GSES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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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康等学者进行了中文版本的信效度检验；其次学业拖延的测量工具目前主要使用的较多的有 5 个，

但是由于研究者对于学业拖延行为的定义不同，所以这五个工具的测量成分也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会导

致其测量的结果也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的测量主要采用 PASS，但是即便如此，也

出现了测量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对于学业拖延量表未能像自我效能感量表作国内的信

效度的验证。已有研究表明国内外的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水平具有差异性(毛杨，2019)，因而制定适用于我

国文化背景的、高信效度的学业拖延行为测量工具是该领域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最后关于自我效能与学

业拖延行为的研究主要是自我报告量表为主，较少有实证研究，因而以后关于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

为的研究可以多尝试实证研究，测量工具也不应只局限于自我报告形式的测量，更多的探索可以观测的、

外显的自我效能感与拖延行为的测量指标。 

5.2. 研究角度不足，扩展研究角度 

首先，目前研究主要是自我效能感在个性差异，时间倾向、未来时间洞察力、医护群体关于与学业

拖延行为之间的部分或者完全中介作用，但是过去时间洞察力(吕厚超，黄希庭，2007)、其他特殊群体、

个体的幼年经验等与个体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行为的关系也应该值得探索，丰富现有自我效能感与学

业拖延关系的理论。其次，现有关于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横断研究，没有

纵向研究，通过对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发现在不同的时间，其自我效能感水平是不同的(鲁琦，

2009)，因而未来研究中要加强纵向研究，以揭示个体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随个体成长

的变化规律以及其发展的关键期。 

5.3. 干预方案单一，丰富干预研究 

目前关于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来降低学业拖延行为的干预方式以团体辅导为主，也有研究采用个案

方式进行干预，但是不论团辅还是个案的干预方式都是费时费力费钱，性价比较低，有学者以计划行为

理论对学业拖延行为进行了干预研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林琳，2017)。因而后续的干预研究不仅要从自我

效能感的四个影响因素上入手，也要考虑不同的咨询流派的理论基础从而探索更高性价比的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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