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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304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 of 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TM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score of time man-
agement disposition among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2) Cor-
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value, gender and learning goal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value.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control, and learning 
goal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control. Age, education level,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efficacy, and learning goals was sig-
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efficacy. Education level,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learning goals was signif-
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3)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arning goals, education level and gender had significant predictability of time value. Learning 
goals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ability of time control. Learning goals, 
education level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ability of time efficacy. 
Learning goals and education level had significant predictability of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provide special time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group 
counseling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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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时间管理倾向问卷对304名职业院校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总分高于中

等水平；2) 相关分析表明：年龄、学历与时间价值感呈显著负相关，性别、学习目标与时间价值感呈显

著正相关；自陈健康状况与时间监控观呈负显著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监控观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学

历、自陈健康状况与时间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效能感呈现显著正先关；学历、自陈健

康状况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正相关。3) 回归分析表明：学习

目标、学历、性别对时间价值感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学习目标、自陈健康状况对时间监控观具有显著的

预测力；学习目标、学历、自陈健康状况对时间效能感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学习目标、学历对于时间管

理倾向总分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因此，职业院校要根据影响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因素有针对性的进行

时间管理培训课程和团体辅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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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黄希庭等人认为时间管理倾向是一种人格特征[1]，但是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时间管理属于管理心理

学中的“自我管理”[2]，包括订立目标、妥善计划、分配时间、权衡轻重等。第三代时间管理理论规定

依照轻重缓急制定短、中、长期目标，再逐日订立实现目标的计划，创立系统性的整体目标是时间管理

的首要条件，属于对自己的生涯进行规划[3]，但现实中很少就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具体的时间管理

方法的辅导和良好习惯的训练[4]，因此，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下，引导职业院校学生尽早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以时间为单位，确定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有目的地进行时间管理，进行目标定向、自我

控制、自我规划，一步步地按计划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在学业成绩上突飞猛进，就有可能为未来的职

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认为时间管理倾向是一种对于目标的管理，不同的学习目标的

制定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5]。此外，时间管理可能是差生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学

习成绩较差的职校生而言，如何管理时间是直接影响学业成绩以及学生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总之，职

校生不仅仅要完成课堂理论学习，还要进行相应的职业训练，因此，他们必须树立合理的时间观念，进

行高效的时间管理[6]。 
近年来研究证明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因素众多但结论不一，其中以答会明等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

的影响因素归纳较全面[7]，但多数研究是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为

社会培养了越来越多的高技能人才，故本研究拟以职业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性别、年龄、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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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专业、独生子女与否、生源地、自陈健康、学习目标 9 个变量上来探讨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

特点，以便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浪潮中，教会他们如何进行时间管理、规划好自己的学习、生

活的时间，为培养优秀的现代职业人才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厦门市职业院校学生 315 名进行问卷调查，全部回收，有效问卷 304 份，有效率 96.5%。其中，

中职三年制 163 人，高职三年制 141 人，男生 181 人，女生 121 人。 

2.2. 研究工具 

1)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 [8]：由黄希庭、张志杰编制，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

时间效能感三个分量表。44 个题项，5 级计分，信效度较好。 
2) 学习目标量表：采用直接测量方法：5 级计分。“是否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 ① 无 ② 非常

短的目标(1~7 天) ③ 比较短的目标(7 天~1 个月) ④ 中期目标(1 个月~3 个月) ⑤ 长期目标(3 个月以

上)”。 
3) 自陈健康量表：采用直接测量方法：5 级计分。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 ) ① 非常好 ② 比

较好 ③ 一般 ④ 比较差 ⑤ 非常差。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总体状况 

由表 1 可知，职校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总均分为 3.68，高于平均水平 2~3。其中时间价值感得分最高，

为 3.92，其次为时间效能感，为 3.69，而时间监控观得分较低，为 3.43。 

3.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联系表 2，由相关分析表明，年龄、学历与时间价值感呈显著负相关，性别、学习目标与时间价值

感呈显著正相关；自陈健康状况与时间监控观呈显著负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监控观呈显著正相关；年

龄、学历、自陈健康状况与时间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效能感呈现显著正相关；学历、

自陈健康状况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学习目标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正相关。 

3.3.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 3 可知：对时间价值感贡献率最大的是学习目标，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长远，时间价值感越强；

其次为学历，中职生比高职生的时间价值感强；最后为性别，女生的时间价值感强于男生。 
由表 3 可知：对时间监控观贡献率最大的是学习目标，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长远，时间监控观越强；

其次为自陈健康状况，自陈健康状况越弱，时间监控观越强。 
由表 3 可知：对时间效能感贡献率最大的是学习目标，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长远，时间效能感越强；

其次为学历，高职生的时间效能感低于中职生；最后为自陈健康状况，自陈健康状况越弱，时间效能感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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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on of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mong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1. 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总体状况(M ± SD)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3.92 ± 0.63 3.43 ± 0.56 3.69 ± 0.56 3.68 ± 0.5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            

2 −0.136* －           

3 0.179** −0.271** －          

4 −0.202** 0.862** −0.021 －         

5 0.145* −0.255** 0.093 −0.329** －        

6 0.029 0.450** −0.086 0.398** −0.083 －       

7 0.021 −0.343** −0.069 −0.363** 0.014 −0.352** －      

8 −0.063 0.130* −0.085 0.117* 0.018 −0.014 −0.008 －     

9 −0.139* 0.095 −0.030 0.136* −0.083 −0.011 0.006 −0.140* －    

10 0.117* −0.132* 0.052 −0.142* 0.018 −0.096 −0.016 −0.076 0.217** －   

11 0.003 −0.097 −0.008 −0.090 −0.021 −0.035 0.010 −0.201** 0.397** 0.558** －  

12 0.073 −0.124* −0.010 −0.124* −0.004 −0.039 −0.014 −0.173** 0.294** 0.618** 0.794** － 

13 0.076 −0.135 0.015 −0.136* −0.002 −0.066 −0.008 −0.168** 0.342** 0.840** 0.884** 0.909** 

注：*P < 0.05，**P < 0.01。1 代表性别；2 代表年龄；3 代表年级；4 代表学历；5 代表专业；6 代表独生子女与否；7 代表生源地；8 代表

自陈健康；9 代表学习目标；10 代表时间价值感；11 代表时间监控观；12 代表时间效能感；13 代表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R2 Adjusted R2 B Std.Error Beta t P 

时间价值 
感(m1) 

学习目标(x1) 0.047 0.044 0.114 0.025 0.255 4.560 0.000 

学历(y1) 0.030 0.027 −0.192 0.071 −0.152 −2.695 0.007 

性别(z1) 0.026 0.011 0.156 0.072 0.122 2.155 0.032 

时间监 
控观(m2) 

学习目标(x2) 0.158 0.155 0.150 0.021 0.376 7.130 0.000 

自陈健康(y2) 0.021 0.019 −0.098 0.035 −0.149 −2.820 0.005 

时间效 
能感(m3) 

学习目标(x3) 0.087 0.084 0.120 0.022 0.299 5.417 0.000 

学历(y3) 0.024 0.124 −0.170 0.062 −0.151 −2.746 0.006 

时间管理 
倾向(m4) 

自陈健康(z3) 0.012 0.009 −0.075 0.036 −0.113 −2.060 0.040 

学习目标(x4) 0.117 0.114 0.134 0.020 0.367 6.846 0.000 

学历(y4) 0.034 0.031 −0.191 0.055 −0.186 −0.186 0.001 

注：*P < 0.05，**P < 0.01。 
 

由表 3 可知：对时间管理倾向贡献率最大的是学习目标，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长远，时间管理倾向越

强；其次为学历，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低于中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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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同等级学习目标下的时间管理倾向比较 

由上可知：学习目标属于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影响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三个维度，为进一步确认学

习目标对于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将学习目标分为高中低三组，其中学习目标的分值介于 2~3 为中分组，

低于 2 分为低分组，高于 3 分为高分组，以学习目标的不同等级为自变量，探讨时间管理倾向的变化趋势。 
由表 4 可知：不同等级的学习目标，时间管理倾向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多重比较可知：

时间管理倾向状况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高学习目标人群组 > 中等程度学习目标人群组 > 低学习目

标人群组。 

4. 讨论 

从时间管理倾向总体状况来看，说明职校生时间管理倾向总体状况良好，尤其对于时间的功能和价

值具备较稳定的态度和信念，但可能由于其自我控制能力还有待发展，故监控时间、制定计划的能力有

待提高。时间监控观是个体运用时间和统筹时间的能力，是通过一系列外显的活动来体现的。面对当今

社会的激烈竞争，尤其是与学历较高的群体相比，职校生面临的压力更大，很多学生希望自己能够抓紧

时间学好专业，学习知识与发展能力并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毕业后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些

导致了职校生学习安排较多，但是由于其自我控制能力还有待发展，故监控时间、制定计划的能力有待

提高，加之缺乏科学的时间安排，往往顾此失彼[9]。 
在学习目标上，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长远，其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越高。时间管理倾向主

要是对目标的自我管理，故学习目标越高，其时间管理越好，对不同等级的学习目标进行管理表明学习

目标越长远，其时间管理倾向越好，这与吴强的研究结论一致[10]，杜刚等人的研究表明：未来积极、未

来坚持、未来清晰和未来计划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正相关[11]。从某种意义来说，时间管理就是对目标

进行管理，目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时间管理的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个体的

学习目标越长远，时间价值感越强，学习目标的制定属于生涯规划中的一部分，说明高学习目标的学生

对于生涯规划得非常明确，能够更加深刻体味时间的价值，并且明确的学习目标可以引导其积极的、充

满情感的去采取行动，生涯定向明确，故时间的价值感较强。时间监控观是个体运用和统筹时间的观念

和能力，包括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其中学习目标的制定是其

重要一部分，学习目标越明确，其对于时间的监控和把握能力越强。时间效能感是个体对时间利用和运

筹时间的信心和预期，同样，个体的学习目标越高，其对于学习任务的分配的越精细、明确，越相信自

己很好的利用与把握时间。 
在学历上，在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维度上，中职生高于高职生，这与以往

研究一致[12]。高职生的知识层次高于中职生，对职业定位比较明确，相对于中职生生就业前景较好，有

一定的满足感[13]，因此他们在校期间对自身的要求有一定的松懈，消极等待的情绪较为突出，时间管理

呈较低水平。从教育模式来看，中职生较严格的教育模式，促使中职生有步骤的进行作业任务的完成， 
 
Table 4. Comparison of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learning goals 
表 4. 不同等级学习目标下的时间管理倾向比较 

 时间管理倾向 F 值 LSD 

1.低学习目标组(<2.0 分)    (n = 73) 3.36 ± 0.42 

23.315** 3 > 2 > 1 2.中等学习目标组(2.0~3.0)  (n = 133) 3.72 ± 0.49 

3.高学习目标组(>3.0 分)    (n = 98) 3.88 ± 0.50 

注：**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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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的规划自己的时间，此外，还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职教师擅长于运用时间管理技能训练学生管

理时间的能力。中职生比高职生的时间价值感强，可能是因为中职教育起点较低，教育模式类似于高中

那种严格的管理模式，每天定时上自习，完成作业，有步骤的完成预定的任务，为了赶时间做作业，深

感时间一分一秒的价值，而高职生的课程比较宽松，管理模式类似于大学，作业量没有中职生多，也没

有被管束很严格，课余时间较多，故对于分秒必争这类话没有那么深刻的体味，时间价值感较弱。同样

因为中职教育教育模式类似于高中那种严格的管理模式，为了赶时间做作业，必须迫使自己具备高效率

的利用时间的能力，故时间效能感相对于高职生较强。 
在性别上，女生的时间价值感强于男生，以往唐名淑认为[14]：男生表现出比女生更强的时间紧迫感，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有偏差，可能是因为男生与女生在认知风格上存在差异，女生在感情和直觉维度上占

优势[15]，女生情感比较细腻，对于时间的功能和价值的态度和信念有更深刻的体味，还因为其上课时注

意力较集中，笔记记录较好，对学习内容的把握也比好，引导其更好的运用时间进行课后复习，其它活

动的时间安排相对合理。张永红认为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及其各因子水平上不存在男女差异[16]，这也

表明职校生群体的特殊性，他们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自陈健康状况上，自陈健康状况越弱，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越强，这与以往研究不一致[17]。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激烈竞争，使学生承受着巨大“学业”压力，使得其健康状况较弱，时间管理对压

力具有较大的缓冲作用，为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主观上十分重视时间，希望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学

好专业，争取优秀”，导致了职校生学习时间长，学习头绪多，从而督促自己进行多重计划的安排与监

控，增强了对于时间的利用程度。此外，自陈健康状况越弱，时间监控观越强，可能是因为个体意识到

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差，深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完成任务的自主性与主动意识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增

强，为了完成任务，可能会迫使自己安排计划、设定目标。同样，由于自己认为健康状况不佳，根据阿

德勒的超越自卑原理[18]，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它会推动个体去追求补偿，改善处境，这就可

能促使自己充分利用时间，做出更大的成就，从而具备高效率的利用与运筹时间的能力。 

5. 对策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表明：学习目标会影响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各维度，学历会影响时间价值感、时间效

能感和时间管理倾向总分，性别会影响时间价值感，自陈健康状况会影响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基

于此对低学习目标、高职生、男生、自陈健康较高的群体进行时间管理训练。具体来说：对于低学习目

标的学生可以进行增进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的团体训练或是三者结合的训练方法；对

于高职生应多进行增进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的训练或者是三者结合的训练；对于职校男生应进行增

进其时间价值感的训练；对于自陈健康较好的学生可以进行增进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的训练。其中

时间管理训练包括时间管理培训课程和团体辅导训练，在干预和训练的实践中，证明二者对学生的时间

管理有一定的积极影响[19]。 
时间管理培训课程，主要是针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传授一系列的时间管理的基本方法，如设定

目标、制定计划、安排任务的优先级、按照生理节律行事等，帮助学生成功驾驭时间，成为一个有效的

学习者。在国外，Weinstein 等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建立起一套时间管理的训练课程，课程把时间管理和

其他的学习内容结合起来讲授，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对时间管理策略进行使用。结果表明，通过训练不

少学生养成了良好的时间管理的行为习惯，学业成绩也提高了[20]。 
丁红艳认为时间管理系统包含五个步骤：明确价值观、确定目标、对目标按优先级排序、明确任务、

对任务按优先级排序，所以可以据此进行较完善的时间管理的团体辅导训练[21]，团体辅导的实施方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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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了解时间管理问题 

通过“撕纸条”游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平时的时间管理状况；通过“我的大石块”引导学生思考时

间管理问题。 

5.2. 提高时间价值感的方法 

“扮时钟游戏”、“生命中的五样”让学生懂得时间的重要性，有珍惜时间的意识，真正开始珍惜

时间；通过“价值观大拍卖”了解自己的价值观。 

5.3. 提高时间监控观的方法 

通过“生命线”、“目标设定的 SMART 原则”等活动，引导团体成员认识制定计划的重要性、探

讨如何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 

5.4. 提高时间效能感的方法 

通过学习“第二象限原则”，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时间管理习惯，学会对学习任务根据轻重缓急合

理分配时间；通过“你说我画”等活动，引导学生正视干扰对时间管理的影响，讨论如何与他人保持协

调；通过“角色扮演”、“换位思考”向学生提供技巧以学会适时地拒绝，接到别人的委托，不要急于

说 “是”，而是分析一下自己能不能如期按质地完成学习任务，如果不能，那要具体与朋友协调，在必

要的时刻，要敢于说“不”[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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