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3), 325-330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50   

文章引用: 李晚晨, 曾卓, 张运. 硕士研究生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的关系[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3): 325-330. DOI: 10.12677/ass.2020.93050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Stres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Burnout of Postgraduates 

Wanchen Li, Zhuo Zeng, Yun Zha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Psycholog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4th, 2020; accepted: Mar. 17th, 2020; published: Mar. 24th, 2020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stress, academic burnou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postgraduate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academic stress 
and academic burnout among postgraduates, 303 graduat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use of the postgraduates’ academic stress questionnaire,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the postgraduates’ academic burnout scal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cademic stress i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burnout, academic stre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burnout; 2) aca-
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ademic stress and academic burnou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both academic stress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postgraduates ha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burnout, and academic stress can cause academic burnou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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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硕士研究生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机制，选用硕士研究生学业压力应对调查问卷，学业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和硕士研究生学业

倦怠量表，考察了303名在校硕士研究生。研究发现：1) 学业压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业倦怠，能够显

著负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学业倦怠；2)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压

力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表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均为学业

倦怠的预测变量，而且学业压力既可能直接导致学业倦怠，也可能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

造成学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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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业倦怠是指学生由于课业压力、课程负荷或其他心理因素，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情绪枯竭状态、

人格解体倾向以及低个人成就感[1]，是映射学生消极学习心理的主要指标[2] [3]。学业倦怠会使学生产

生一系列不适当的行为反应和心理综合病症[4]，甚至还可能会影响硕士研究生的正常学业生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如常见的学业负担、保持良好成绩的情绪压力等[5]。

学业压力是由学习引发的紧张反应和心理负担[6]，既会损害学生的心理健康[7]，也会造成学业倦怠[8] [9] 
[10]。适中的学业压力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但是当学业压力过于繁重时，学生会出现多种负性的身心症状，

而当个体不能有效应对这些症状时便容易产生厌倦的心理和行为[11]，尤其是出现明显的情绪枯竭和行为

不当[12]。 
学业倦怠既会受到学业压力的影响，也会受个体因素的制约[12]。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身所

具备的学习能力以及能否顺利完成学业任务的信念[13]，能够推测学生的学习状态[14]。学业自我效能感

与学业倦怠的关系为显著性负相关，还可以负向推测学生的学业倦怠[15] [16] [17]。此外，学生的学业压

力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7] [14] [18]，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19]。 
有研究表明，我国有 54.19%的硕士研究生承受着学业带来的压力[20]，而且在硕士研究生群体中还

存在着普遍的学业倦怠现象[21] [22]。因此，本研究将对硕士研究生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倦

怠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否在学业压力与学业倦怠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行探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成都、重庆两地三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电子版问卷

共计 318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0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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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压力的测量 
选用韩红敏[23]编制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压力应对调查问卷》的学业压力状况分量表，分为专业学习

压力，研究压力，外界期望压力和竞争压力四个方面，共有 20 道题项。采用 5 点评分法，最终得分越高，

说明学生的学业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6。 

2.2.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选用梁宇颂[24]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包含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两个维度，共有 22 道题项。采用 5 点评分法，其中有 4 道题目需要反向计分，最终得分越高，说明学

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02。 

2.2.3. 学业倦怠的测量 
选用程陶等人[3]编制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量表》，包括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三个分

量表，共有 20 道题项。采用 5 点评分法，其中有 8 道题目需要反向计分，最终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学

业倦怠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73。 

3. 结果 

3.1. 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学业倦怠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分析数据如表 1 所示，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均值 3.49)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均值 3.36)均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学业倦怠(均值 3.09)处于中等水平。学业压力得分对学业倦怠得分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p < 0.01)；
学业压力得分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p < 0.01)；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对学业倦怠得

分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academic stres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burnout (N = 303) 
表 1. 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的相关矩阵(N = 303) 

 M ± SD 1 2 3 

1 学业压力 3.49 ± 0.59 1   

2 学业自我效能感 3.36 ± 0.47 −0.22** 1  

3 学业倦怠 3.09 ± 0.39 0.44** −0.61**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和学业自我效

能感分别对其学业倦怠具有非常明显的预测作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cademic stress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to academic burnout 
表 2. 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t R2 △R2 F 

学业压力 0.44 8.56*** 0.20 0.19 73.28*** 

学业自我效能感 −0.61 −13.36*** 0.37 0.37 1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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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压力与学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倦怠两两之间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因此，本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5]的检验程序，以

学业压力为预测变量，学业倦怠为因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为潜在的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

结果如表 3 所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压力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学业压力既可

以直接造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倦怠，也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导致学业倦怠。从解释率的

变化来看，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对学业倦怠的直接解释率为 19%，而学业压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

业倦怠的共同解释率为 47%，这说明中介作用比直接作用更好地解释了学业压力与学业倦怠的关系。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between academic stress and academic burnout 
表 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压力与学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R2 △R2 F 

学业倦怠 学业压力 0.44 8.56*** 0.20 0.19 73.28***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压力 −0.22 −3.87*** 0.05 0.04 14.95*** 

学业倦怠 
学业压力 0.33 7.57*** 

0.47 0.47 134.55*** 
学业自我效能感 −0.54 −12.56*** 

4. 讨论 

4.1. 学业压力、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为显著性负相关，即过度

的学业压力会降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7] [14] [18]。当学生的心理负

担和紧张反应较强时，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人会努力去应对学业压力造成的一系列身心症状，积极处理

环境引起的不良心理反应，降低学业压力的影响力。而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人通常会选择逃避压力带来

的问题，因此学业压力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其负性影响力在不断增大。 
此外，本研究发现，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两者之间呈显著性负相关，即学生的

学业倦怠会随着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降低而愈发严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6] [27] [28]。结合

班杜拉的理论，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非常清楚自身的学习能力，坚信自己能够圆满完成任何学业任

务，所以当学业倦怠现象出现时，他们会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来应对自己的消极状态，进而降低学业倦

怠水平。反之，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认为自己拥有的学习能力不足以顺利实现学习目标，因此他们

害怕失败，从而疏远学习，甚至厌倦学习，反而使得其学业倦怠程度不断加重。这个结论验证了“学业

自我效能感具有一定的保护性”的观点[14]。 

4.2.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学业压力与学业倦怠的关系中起着部分

中介作用，这说明学业压力对学业倦怠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一方面，硕士研究生

的学业压力可以直接造成学业倦怠，由学习引起的心理负担和紧张反应会直接加强学生的学业倦怠程度。

另一方面，学业压力还可以通过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产生间接的影响，具体来说，

高水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抑制了学业压力的影响力发挥作用，同时也减弱了学业压力对学业倦怠的促进

作用。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硕士研究生相信自己可以有效地应对学业压力，进而缓解了由此造成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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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朱晓斌等人[7]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学业倦怠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这一结论与本研究基本一致，说明了学生的学业压力能够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间

接地影响其学业倦怠水平。 
总而言之，学业压力是造成硕士研究生学业倦怠的危险因子，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应对学业压

力的有效适应机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学业倦怠。因此，当学业压力带来的不良影响无法避免

时，硕士研究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从而减少学业倦怠及其潜在的消极影响。 

5. 讨论 

第一，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压力正向预测其学业倦怠，负向预测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

负向预测其学业倦怠。 
第二，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学业压力和学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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