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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fectionism,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tudent 
burnout of undergraduates. Methods: Using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ale, Chinese frost multi-
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CFMPS) and student burnout questionnaire, we investigated 480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in Tangshan city, and then collected the data. The statistic 
softwares used in the study were SPSS18.0 and AMOS20.0. Results: 1)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student burnou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
tween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student burnout. 2)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n impor-
tant mediation role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burnout among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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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完美主义、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使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

表、中文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和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在唐山市三所大学回收有效问卷480份，利

用SPSS18.0和AMOS20.0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 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非

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2)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完美主义及学习倦怠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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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

国社会学习心理学家班杜拉于 1977 年在他的社会学习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班杜拉在随后的研究中将自我

效能感分为三个层次：具体任务自我效能感；领域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自我效能感属于第二

层——领域效能感。班杜拉和 Schunk 对学习自我效能感作了界定：学生对自身形成和实施要达到既定学

习目的的行动过程的能力判断。国内学者边玉芳在班杜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边玉芳，2006)。 

梁宇颂指出学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内的表现。总的来说，它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

组成因素：第一是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是有关学习内容的学习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完成学业规定的

有关内容的学习能力的一种信念；第二是学习行为效能感，是与学习行为过程有关的学习效能感，即个

体对自己完成学习行为过程，实现学习行为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学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学习努力程度，

面对挑战性学习任务的态度，学习的坚持性，学习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运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它

是学习成就的良好“预测器”(梁宇颂，2001)。 
完美主义的概念缺乏统一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完美主义研究的发展。虽然到目前为止对

完美主义还没能形成心理学上的统一定义，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用“完美主义”一词来描述一种负面的

心理现象。王敬群等人总结出完美主义的 4 个核心特征:自我强加的高标准、自我评价过于依赖成功和成

就、较高的自我批评和恐惧失败(王敬群，梁宝勇，邵秀巧，2005)。不同的研究者对完美主义概念的内涵

有不同的理解，在理论和研究结果上都存在较大的分歧。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完美主义是消极特

质，另一派则以两分法看待完美主义，认为完美主义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方新，钱铭怡，訾

非，2007)。 

Frost 等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完美主义的概念，并确定了六个维度。訾非和周旭在参

考了香港大学 Cheng 的译文基础上修订了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问卷，父母的期望和父母批评组合为父母期

望维度(訾飞，周旭，2006)。 
三十年来完美主义研究经历了从单位到多维、再到二因素模型的发展过程(孙文影，刘晓明，2010)。

孙文影和刘晓明总结这一过程认为完美主义是个体的一种人格特质，具有适应性、非适应性两种形式：

适应性完美主义是一种为成就设置灵活的高标准，可以容忍目标追求过程中的失败，受自我提升期望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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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倾向；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是为成就设置不现实的、僵化的高标准，不能达到标准时进行过度的自我

批评，受失败恐惧驱动的倾向(訾飞，周旭，2006)。孙鉴、甘怡群等人提到在 Frost 的划分中，适应性完

美主义对应着个人标准，条理性两个维度，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应着担心错误，行为的疑虑两个维度(孙
鉴，甘怡群，刘君，陈惠，2009)。本研究将采用对完美主义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的更进一步的维度划分，

来探讨完美主义对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 
倦怠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临床心理学专家弗鲁顿伯格研究职业压力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国外关于

学习倦怠的研究基本是引用“倦怠”的概念而来的，本研究采用的连榕，杨丽娴对学习倦怠的定义：指

的是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她们认为大学生学习倦怠反映

了大学生消极的学习心理(杨丽娴，连榕，2005)。国内研究者连榕在 Maslach 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学习倦怠的三维结构理论(连榕，杨丽娴，吴兰花，2005)。 

对于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关系的研究借鉴完美主义与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关于完美主义与职业倦

怠的研究多集中于运动员的研究，有研究表明适应完美主义可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而非适应完美主义

则会加重职业倦怠，并且在运动员职业倦怠发生中，适应完美主义和非适应完美主义交互作用显著。 国
内许清鹏等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学生的学习压力过大、自我效能感低、教学方

法不适合是学生产生倦怠的原因(许清鹏，2005)。茅育青、杨丽娴都认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有着密切

的关系(茅育青，2007；连榕，杨丽娴，吴兰花，2006)。甘怡群在预测学习倦怠的新成分——核心自我评

价中谈到，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核心自我评价的 4 个相关人格倾向之一(甘怡群，奚庄庄，胡月琴，张轶文，

2007)。史海云研究发现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并达到显著性水平(史云海，2009)。

根据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孙鉴，甘怡群在对高校研究生关于完美主义与自

我效能的相关分析中得出，适应性完美主义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中的行为疑虑维

度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相关程度均在 p < 0.01 水平达到显著(孙鉴，甘怡群，刘君，陈惠，2009)。王

晓博在毕业生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求职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大学毕业生的自我效能

感与完美主义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王晓博，2008)。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呈正相

关；完美主义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影响学习倦怠。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唐山市的唐山师范学院，河北联合大学医学部，河北联合大学理工部和唐山学院四所大学

中抽取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共 550 学生做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550 份，共收回

有效问卷 480 份(男生 233，女生 247)，有效率为 87.2%，符合心理科学研究的要求。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 
《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该问卷的英文版由 Frost 编制，测量完美主义者的典型认知、

情绪和行为表现。訾非和周旭在修订在那个参考了香港大学 Cheng 的译文，根据大陆的中文语言习惯进

行了修改，并对中文FMPS做了信效度检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0.81，重测信度为0.63~0.82。
中文 FMPS 的维度结构与其英文原问卷相似，且具有令人满意的信效度，适合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使用(訾

飞，周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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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梁宇颂、周宗奎参考 Pintrich 和 De Groot 编制的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问卷中的有关维度编制而成的，问卷总的 Crobachα系数为 0.88，其中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感分量表的 Crobachα系数为 0.82，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分量表的 Crobachα系数为 0.75。 

2.2.3. 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 
《大学生学习倦怠问卷》该问卷由连榕等参照 Maslach 的量表编制，分为三个维度，情绪低落、行

为不当、和成就感低。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5，分半信度为 0.88。 

2.3. 实施 

主试向被试讲明测量要求，发给问卷，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不告诉被试测量的目的，

问卷填写完毕后，主试收回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并作统计分析。 

2.4. 数据统计 

对回收的 480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一编码，录入数据库，利用 SPSS18.0 和 AMOS20.0 等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 

大学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不同维度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适应性完美主

义与情绪低落因子、行为不当因子及成就感低因子呈显著负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各因子

(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呈显著正相关。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

效能感正相关极其显著；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呈极其负相关。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3.1. 关系模型(一) 

对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间的

关系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检验完美主义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用，完美主义对学

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根据回归分析得到的信息，运用 Amos 结构方程软件构建完美主义、学业自

我效能感和情绪低落的路径分析图，具体方法是，把正式施测得到的 480 个样本进行验证性结构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perfectionism,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urnout (n = 480) 
表 1. 大学生完美主义、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习倦怠各指标间的相关矩阵(n = 480) 

 适应性完美 非适应性完美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学习能力 学习行为 

适应性完美 -       

非适应性完美 0.078 -      

情绪低落 −0.136** 0.376** -     

行为不当 −0.302** 0.208** 0.618** -    

成就感低 −0.350** 0.156** 0.404** 0.498** -   

学习能力效能 0.479** −0.103* −0.328** −0.436** −0.667** -  

学习行为效能 0.357** −0.246** −0.525** −0.553** −0.522** 0.643**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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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分析过程中根据 Amos 提供的各类指数对模型进行逐步修正，最后得到如图 1 所示的模型。该模型

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2，各指数均比较理想。说明该模型所探讨的路径是可以接受的，是比较理想的模

型。 

3.2. 关系模型(二) 

以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为自变量，以行为不当因子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行为不当的预测

作用极其显著(p < 0.01)，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可以解释行为不当

因子的 32.8% (表 3)。 
 

 
卡方值 = 2.934 (p = 0.087)；自由度 = 1 RMSEA = 0.064; AGFI = 0.963 

Figure 1. The validation model path diagram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图 1.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情绪低落的路径图(模型一) 

 
Table 2. Relational model fit indices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表 2.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情绪低落关系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Model RMR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TLI CFI 

Default model 1.249 0.998 0.963 0.067 0.995 0.953 0.997 0.969 0.997 

Saturated model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ndependence model 10.001 0.643 0.464 0.42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of learning behavior, perfectionisms 
(adaptive perfectionism,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misbehavior (n = 480) 
表 3.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行为不当的回归分

析(n = 480) 

 
行为不当因子 

β t R R2 F 

方程模型   0.573 0.328 77.436** 

学习行为效能感 −0.479 −11.382**    

适应性完美 −0.139 −3.392**    

非适应性完美 0.102 2.57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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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分析得到的信息，和在对行为不当的回归分析得到的信息，运用 Amos 结构方程软件构建

完美主义、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行为不当的路径分析图，具体方法同上。建立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

主义和行为不当的路径图，见图 2，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4，各指数均比较理想。说明该模型所探

讨的路径是可以接受的，是比较理想的模型。 

3.3. 关系模型(三) 

以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以成就感低因子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见表 5)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成就感低的预测作用极其

显著(p < 0.01)，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可以解释成就感低因子的 46%。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得到的信息，和在对情绪不当的回归分析得到的信息，运用 Amos 结构方程软件 

 

 
卡方值 = 2.934 (p = 0.087)；自由度 = 1 RMSEA = 0.064; AGFI = 0.963 

Figure 2. The validation model path diagram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misbehavior 
图 2.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行为不当的路径图(模型二) 

 
Table 4. Relational model fit indices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misbehavior 
表 4.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行为不当关系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Model RMR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TLI CFI 

Default model 1.216 0.998 0.963 0.067 0.995 0.953 0.997 0.968 0.997 

Saturated model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ndependence model 9.211 0.628 0.443 0.41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of self-efficacy and low achievement (n = 480) 
表 5.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对成就感低的回归分析(n = 480) 

 
成就感低因子 

β t R R2 F 

方程模型   0.678 0.460 203.326** 

学习能力效能感 −0.565 −12.868**    

学习行为效能感 −0.159 −3.62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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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美主义、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低的路径分析图，具体方法同上(表 6，图 3)。 

4. 分析与讨论 

由结果可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情绪低落因子的间接效应为

−0.27 × (−0.46) = 0.124。在该模型中，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情绪低落因子的总效应为 0.26 + 0.12 = 0.38。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和情绪低落因子之间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和情绪低落因子间的正向关系加强。可以通过降低大学生的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来提高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进而使大学生的情绪低落水平得到降低。适应性完美主义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的中介作用对情绪低落因子的间接效应为 0.38 × (−0.46) = −0.175。该模型中适应性完美主义的直接效

应不显著，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情绪低落因子的间接效应为−0.18。可以通过提高大学

生的适应性完美主义来提高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进而使大学生的情绪低落水平得到降低。 
同样的分析方法可知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在适应性完美主义和行为不当因子之间起着促进作用，通

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适应性完美主义和行为不当因子间的负向关系加强。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适

应性完美主义来提高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进而使大学生的行为不当水平得到降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和成就感低因子间起着促进作用，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成就感低因子间的正向关系加强。可以通过降低大学生

的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来提高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进而使大学生的成就感低水平

得到降低。 
由上述可知，完美主义直接影响学习倦怠各因子，也可以通过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自我 

 
Table 6. Relational model fit indices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low achievement 
表 6.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成就感低关系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Model RMR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TLI CFI 

Default model 1.211 0.998 0.963 0.067 0.996 0.960 0.997 0.973 0.997 

Saturated model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ndependence model 9.297 0.593 0.390 0.39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卡方值 = 2.934 (p = 0.087)；自由度 = 1 RMSEA = 0.064; AGFI = 0.963 

Figure 3. The validation model path diagram of self-efficacy mediated perfectionism and low achievement 
图 3. 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完美主义和成就感低的路径图(模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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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学习倦怠各个因子。适应性完美主义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学习倦怠各个因子的

影响方向不同，适应性完美主义降低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加重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

这一结果支持了 Hill 等人的观点，在完美主义与积极情感的关联强度上，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是一种抑制

变量，能够减弱适应性完美主义与积极情感的关联强度；而在完美主义与消极情感的关联强度上，非适

应性完美主义起到相反的作用(Hill, Huelsman, & Araujo, 2010)。因此针对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可以考虑

其完美主义人格方面，对大学生的适应性完美主义要鼓励，而对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要纠正其错误的观念，

从而减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结果发现：1) 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各因子呈负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学习倦怠个因子呈

显著正相关。2) 完美主义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学习倦怠，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的自我效能

感更高，学习倦怠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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