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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behavioral research on procrastination,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personality traits, emo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s an evasive beha-
vior commonly shown by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ime management and aca-
demic self-efficac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cell 
phone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
thod to conduct random sampling surve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chievement moti-
vation and cell phone dependence were significantly low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rocrastina-
tion. 2) Motivation to pursue success and 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 play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ell phone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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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有关拖延的行为研究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关注点放在人格特征、情绪以及环境等方面。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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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是大学生普遍表现出来的一种逃避性行为，它与时间管理、学业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密不可分。本研

究为了探明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抽样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 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分别与学业拖延呈显著的低相关。2) 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

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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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生活中，拖延症可能是病患人数最多的“绝症”之一，在其中挣扎的人会感受到汹涌袭来的

焦虑和恐惧，但在过度的压力下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变成一次又一次的恶性循环。表面上看

来，拖延行为是因为个人本身比较“懒”，或者是不懂得如何管控时间和制定计划，但在《拖延心理学》

中曾提出拖延症的本质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复杂的心理问题，因为它最主要的成因是恐惧。因为恐

惧失败，想极力避免失败，所以在大脑接收到恐惧的强烈信号时，人们就会形成一系列的防卫机制来保

护自己，而拖延就是用来避免恐惧的一种行为。在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是在老师

的催促下才开始准备毕业论文，而平常期末考试前临阵磨枪抱佛脚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导致学业拖延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内有很多文献分别从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教养方式等角度做了关系研究，但未

发现把成就动机和手机依赖相结合研究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2. 研究内容 

拖延，本意是指有目的地把时间延长，不及时且迅速地处理外显或内隐的活动。有人认为拖延是为

了避免承担责任而做出推迟，也有人认为拖延是一种自动化的习惯，但总的来说，拖延会使人产生心理

乃至生理不适的体验。学业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是拖延的一种，主要关注的是在学习情境下，

体现在大、中、小学生身上的拖延行为(韩贵宁，2008)。影响学业拖延的因素可以大致划分为主观和客观

两个方面，主观因素包括了人格特质、自制力、不合理信念等，客观因素包括了教养方式，自身压力、

外界诱惑等(卜昌盛，赵传文，2017)。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时间管理倾向，时间洞察力，自我效能感，心

理控制源，父母教养方式、反刍思维、应对方式等变量的相关关系上。考虑到情绪激发理论(麦克利兰理

论)认为成就动机是人格中非常稳定的一种特质，与风险成败概率和目标吸引力等存在一定关系，而手机

依赖是在进入智能手机高速发展的时代后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拖延行为产生的一个外界诱发

源。因此，结合了学业拖延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本研究提出了两个自变量：成就动机和手机依赖。 
根据动机类型的划分可知，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是个体想要去追求那些自己认为很有价值

的目标，并试图尽自己全力使其接近十全十美的一种动机(牛馨丽等，2017)。成就动机水平较高的大学生，

表现为保质保量的完成学业任务，不仅超越自己的目标，还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以中学生为例，追求成

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分别与学业拖延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而合成的成就动机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

关(宋玉萍等，2013)。除此之外，成就动机还可以利用内隐联想测验研究内隐、外显成就动机，其二者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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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一致性及其交互作用都对学业拖延有一定影响，一般认为高内隐、低外显的成就动机者表现出的拖延行

为最多(李瑛，崔树军，2017)。关于成就动机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发现成就动机在教养方式和学业拖延之

间起到一定中介作用(郭莉，2015)，也在学业情绪一些维度与学业拖延间表现出一定中介效应(张晓翔等，2012)。
所以，结合以往研究结果，成就动机作为研究学业拖延的一个自变量是有充分的理论和数据支持的。 

如今，使用量表进行的横断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性的检出率达到了 15.3%，这意味

着手机依赖性疾病已经成为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公共卫生问题(黄俊霞等，2018)。手机依赖(Cell Phone 
Dependence)主要表现为个人在离开手机后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感(吴辉良，

2015)。比如，时时刻刻想着手机上那些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怕一眨眼就错过电话信息；如果长时间没有

收到他人信息，脾气也会变得暴躁起来……而这样一种依赖行为往往会导致我们沉浸在手机带来的喜怒

哀乐中不断循环，在没有老师监督的情况下一直拖延学习任务(韩登亮，齐志斐，2005)。手机依赖程度的

判断标准一般包括使用时间长短、重复使用率、依赖率等，相关量表包括 Billieux 编制的《手机问题性

使用问卷》(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Questionnaire, PM-PUQ)、中国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等。目前，广泛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拖延行为，而且学业拖延在手机成瘾和学习

倦怠间的中介作用还受到经济情况的调节(曲星羽等，2017)。 
综上，本研究旨在通过成就动机和手机依赖两个角度，研究其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关系，然后检验以

成就动机为中介的预设模型是否与实际收集的数据适配，最后希望从中发现能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做出有

益帮助的结果。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在郑州大学随机发放 300 份问卷，最后总共回收了 257 份问卷，其中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是 245 份。

分析得到的被试人口学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表 1. 被试人口学变量分布(N = 245)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84 34.3% 

女 161 65.7% 

年级 

大一 34 13.9% 

大二 34 13.9% 

大三 23 9.4% 

大四 154 62.9% 

 
理科 66 26.9% 

文科 97 39.6% 

专业 

工科 54 22.0% 

艺体科 12 4.9% 

其他 16 6.5% 

家庭来源 
城市 118 48.2% 

农村 127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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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选自韩文娟编写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编制》里的手机依赖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韩文娟，2011)，
采用的是五级计分制，它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4，经检验能作为评定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的有效测验

工具。 
由我国学者叶仁敏和挪威学者 Hegtvet 合作编译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AMS)分为两个部分，一个

部分用来测定追求成功动机，另一个部分用来测定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部分分别包含 15 道题。经检验

该问卷信度为 0.65，适合本研究用来测定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 
由我国学者关雪菁修订的《拖延评估量表–学生卷》(PASS)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只使用量表第一部

分来评定大学生拖延行为的程度，总共 18 题，分为六个主要部分，信度系数为 0.82。 

3.3. 数据处理 

收回所有问卷并剔除掉无效数据和极端数据，并采用 SPSS18.0 和 Amos20.0 对保留下来的有效数据

进行处理与分析。研究所用到的统计方法有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

析等。 

4. 结果与分析 

4.1. 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的现状分析 

4.1.1. 性别差异分析 
为调查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在性别上的差异，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了比较。 
由表 2 可知：大学生在追求成功动机、避免失败动机和合成的成就动机上均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

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4.1.2. 年级差异分析 
为调查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在年级上的差异，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了处理。 
由表 3 可知：大学生仅在学业拖延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追求成功动机、避免失败动机、成就

动机和手机依赖上均不存在年级差异。 

4.1.3. 专业差异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在学科专业上的差异，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专

业的大学生学业拖延得分进行统计处理，得到的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大学生在追求成功动机和成就动机上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但在避免失败动机、手机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 analysis 
表 2. 性别差异分析(M ± SD) 

 男 女 t 

追求成功 51.81 ± 10.05 47.82 ± 8.21 3.34* 

避免失败 47.24 ± 11.27 49.43 ± 8.47 −1.71* 

成就动机 4.57 ± 14.95 −1.61 ± 11.99 3.51* 

手机依赖 64.73 ± 12.79 64.44 ± 13.31 0.16 

学业拖延 46.69 ± 11.48 48.10 ± 9.78 −1.00 

注：*表示在 P ≤ 0.05 时显著；**表示 P ≤ 0.01 时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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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和学业拖延上无专业差异。 

4.1.4. 生源地差异分析 
由表 5 可知：大学生在追求成功动机、避免失败动机、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上的均不存

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 

4.2. 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的相关关系 

研究在控制性别、年级、专业学科性质以及生源地四个变量的情况下对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

拖延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得到的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知，追求成功动机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避免失败动机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但与手机依赖、学业拖延呈低度的正相关；成就动机与学业拖延存在低度的负相关；手机依赖与

学业拖延呈现低度的正相关。 

4.3. 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的回归关系 

由表 7 可知，手机依赖、避免失败动机都能与学业拖延形成良好的回归方程，但手机依赖和避免失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 analysis 
表 3. 年级差异分析(M ± SD) 

 大一(N = 34) 大二(N = 34) 大三(N = 23) 大四(N = 154) F 

追求成功 50.50 ± 9.66 50.79 ± 8.81 49.74 ± 8.42 48.46 ± 9.08 0.95 

避免失败 50.41 ± 9.06 47.32 ± 9.49 49.30 ± 10.44 48.50 ± 9.58 0.65 

成就动机 0.09 ± 9.14 3.47 ± 13.17 0.43 ± 13.47 −0.04 ± 14.20 0.65 

手机依赖 66.62 ± 15.34 64.56 ± 12.13 65.48 ± 16.25 63.94 ± 12.33 0.43 

学业拖延 44.09 ± 10.09 44.94 ± 14.35 49.57 ± 11.48 48.69 ± 8.99 2.948* 

 
Table 4. Professional difference analysis 
表 4. 专业差异分析(M ± SD) 

 理科 文科 工科 艺体科 F 

追求成功 49.80 ± 7.85 46.97 ± 9.05 52.02 ± 9.23 51.58 ± 8.73 3.17* 

避免失败 49.18 ± 9.49 49.34 ± 9.48 47.39 ± 9.46 49.25 ± 9.81 0.62 

成就动机 0.62 ± 12.91 −2.37 ± 12.75 4.63 ± 14.45 2.33 ± 10.96 2.60* 

手机依赖 64.94 ± 14.09 64.94 ± 14.09 64.94 ± 14.09 64.94 ± 14.09 0.54 

学业拖延 48.05 ± 11.84 47.66 ± 10.58 48.50 ± 7.87 45.67 ± 11.43 0.70 

 
Table 5. Birthplace difference analysis 
表 5. 生源地差异分析(M ± SD) 

 城市(N = 118) 乡镇(N = 127) t 

追求成功 49.35 ± 9.33 49.04 ± 8.85 0.27 

避免失败 49.01 ± 9.63 48.37 ± 9.52 0.52 

成就动机 0.34 ± 13.65 0.67 ± 13.18 -0.19 

手机依赖 65.19 ± 12.52 65.19 ± 12.52 0.76 

学业拖延 49.40 ± 9.63 49.40 ± 9.63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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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动机的模型预测效果更好。 

4.4. 大学生成就动机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 

以手机依赖得分为自变量，成就动机总分为中介变量，学业拖延得分为因变量，考察手机依赖和

学业拖延间的关系，包括直接效应和以成就动机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使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抽取样本 5000，对各通径系数的 95%可信区间进行检验。由

表 8 可知，直接效应为 0.18，95%的可信区间为(0.09, 0.28)；间接效应为 0.01，95%的可信区间为(−0.01, 
0.03)，包含 0，表明间接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则成就动机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并

不显著。 

4.5. 路径分析探究成就动机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但成就动机的两个维度也可以作为中介，进行验证。根据图 1
的预设模型，使用 Amos20.0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预设模型中 P = 0.482 > 0.05，CMIN/DF < 2，RMSEA = 
0，GFI、AGFI、IFI、TLI、CFI 均 > 0.9 (见表 9)，这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之间

存在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的中介作用。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6. 相关分析 

相关性 追求成功 避免失败 成就动机 手机依赖 学业拖延 

追求成功 1.00 −0.032 0.700** 0.086 −0.031 

避免失败 −0.032 1.00 −0.736** 0.147* 0.186** 

成就动机 0.700** −0.736** 1.00 −0.047 −0.153* 

手机依赖 0.086 0.147* −0.047 1.00 0.24** 

学业拖延 −0.031 0.186** −0.153* 0.24** 1.00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² F B β t 

学业拖延 手机依赖 0.24 0.053 14.79 35.36 0.24 3.85** 

学业拖延 手机依赖，避免失败动机 0.28 0.073 10.59 28.38 0.22 
0.15 

3.48** 
2.47* 

a.预测变量：(常量)，手机依赖。 
b.预测变量：(常量)，手机依赖，避免失败动机。 
 
Table 8. Mediating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cell phone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表 8. 大学生成就动机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 

效应 标准化通径系数(β) 
95%可信区间 

P 值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19 0.09 0.29 P < 0.001 

直接效应 0.18 0.09 0.28 P < 0.001 

间接效应(以成就动机为中介) 0.01 −0.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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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th analysis result 
图 1. 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9. Model fitting index 
表 9. 模型拟合指数 

 CMIN/DF RMSEA GFI AGFI IFI TLI CFI 

预设模型 0.493 0 0.999 0.990 1.018 1.134 1.000 

5. 讨论 

5.1.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基本特点 

大学生成就动机在不同性别(P = 0.04)、专业(P = 0.04)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不同年级(P = 0.58)、
生源地(P = 0.06)之间却不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女生在设立目标时会更注重目标的可实现性，而男生往

往有一种更高的追求和抱负，这种追求和抱负有时会超出自己当时的能力，所以女生比男生更想避免失

败，男生比女生更想追求成功。其次，各年级学生都有着或高或低的成就动机，这可能是受到个性，环

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使低年级的学生可能拥有很高的人生抱负去追求成功，而高年级可能因顾忌竞争

压力而想稳中求胜，规避风险。除本研究考虑到的因素外，成就动机还会受到家庭环境的调节，像父母

教养方式、父母职业背景等(赵辉，2004)。 

5.2.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基本特点 

本研究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大学生的四个人口学变量在手机依赖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是

因为当下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电子科技在生活中的多方面渗透使得

各年龄阶段的人群都受其影响，而且智能手机获取途径便利，可使用方式简易，所以在性别、年龄、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5.3. 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基本特点 

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在不同年级(P = 0.03)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性别(P = 0.36)、专业性质(P = 0.60)
和生源地(P = 0.48)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呈现的普遍趋势是大学生年级越高，表现出的拖延行为

越多。具体而言，男生在完成学期论文和管理学业等任务时表现出来的拖延行为要比女生显著，而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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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想改变拖延行为的意愿明显比高年级学生强(侯祎，盖乃诚，2008)，但总体来说，学业拖延在人

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不是很显著。 

5.4. 大学生成就动机，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关系 

由分析结果可看出，避免失败动机与学业拖延呈现低度的相关，而追求成功动机和成就动机与学业

拖延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可以看出成就动机对于学业拖延的影响是片面的，所以把成就动机当成独立的

自变量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实验结果。手机拖延方面，仅表现出与学业拖延之间的显著低相关。这个结果

可能涉及到使用的问卷、环境、个人因素等影响，但总体能说明内在动力和外在行为会影响拖延行为的

发生。 

5.5. 大学生成就动机在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析数据可知，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间的直接效应显著，但成就动机作为中介时，间接效应的

置信区间包含 0，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也表明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但在对成就动机的两个

维度—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进行路径分析时发现，以两个维度作为中介的预设模型其适配度良

好，中介作用显著。初步认为，实验结果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和专业差异使得以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时忽

略了避免失败动机并未体现出显著的专业差异。所以在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难以综合探究成就动机的

中介效应，只有按原始维度进行假设才能使模型良好地控制了额外差异的影响。 

6. 结论 

1) 大学生的追求成功动机、成就动机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专业差异，而避免失败动机仅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 
2) 追求成功动机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避免失败动机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

手机依赖、学业拖延分别呈低度正相关；成就动机与学业拖延存在低度负相关；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呈

现出低度正相关。 
3) 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7.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根据理论框架进行的实验并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可能受到了被试个体差异，生活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使得合成的成就动机不能综合概括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对学业拖延的作用。其次大学

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影响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使用的量表并未体现不同维度的差

异。像研究中学生学业拖延使用的量表分为了四个维度：学习计划缺失，状态不佳，行为迟滞，执行不

足(宋玉萍等，2013)，类似的维度划分是否也可以体现在大学生群体中还有待考证，所以研究使用的量表

需要进一步的更新。结合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还可以从社会支持、人格特征以及其他动机类

型来考察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自新媒体迅速发展以来，也带动了网络科技的进步，网络心理学

也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像手机成瘾症就可以从网络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利用各种信息技术，

结合不同行为研究，不断增添拖延行为的探新点(Romano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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