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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cademic engagement,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elf-efficacy, by using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cal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and the Self-Efficacy Scale i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
naire among 951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 of be-
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elf-efficacy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elf-efficacy were sig-
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2)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elf-efficac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lays a parallel multiple-mediation role amo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3) the self-efficacy plays a stronger mediate 
role betwe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more tha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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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责任感、学习投入、公正世界信念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采用青少年个体责任感量表、学习投

入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问卷中的自我效能感分量表对951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1) 责任感、学习投入、自我效能感与公正世界信念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 责任感可通过自我效

能感和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影响高中生学习投入。3) 自我效能感比公正世界信念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

的中介作用效果更大。以上结果对提高高中生学习投入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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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育和智育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和要求，只有德育和智育双管齐下才能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岳永

杰，2018)。责任感是道德教育中的核心要点，责任感的培养对智育有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本

文将从个体内部信念的角度深入探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学习投入(student engagement)是一种与学习相关的，相对持久的、积极的、充实的情感状态，其特征

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Schaufeli, Salanova, González-Romá, & Bakker, 2002)。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手不

释卷”、“废寝忘食”等。研究发现，中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越高，其学业成绩越好(Lei, Cui, & Zhou, 2018；
王小凤，燕良轼，2019)，辍学率越低(Finn & Rock, 1997)，身心更加健康(Roth, 2013; Steele & Fullagar, 
2009)。大部分研究考虑外部因素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石雷山，陈英敏，侯秀，

高峰强，2013)、学校氛围(刘在花，2017)、教养方式(李永占，2018)等，却忽视个体道德素养的作用。责

任感作为一种个人核心素养(安宝珍，2007)，可能是影响高中生的学习投入重要因素。基于此，有必要对

责任感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其内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责任感是指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以及对自己所做的选择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和个人

后果负责的意愿(Mergler & Patton, 2007)。责任是最足以激发个体内在力量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承

担过有责任感的工作，那他本身真正的力量就不会被激发(燕良轼，李亮，卞军凤，徐异，2018)。大量研

究发现，中学生的责任感显著正向预测其学业成就(王小凤，燕良轼，2019；黎玉兰等，2018)，即责任感

越强，学业成就表现越好。Wong 等人的研究发现，责任感越强的学生更虚心接收批评，其努力学习的动

机也更强(谭小宏，秦启文，2005)，学术欺骗行为更少(Singg, Thomas, & Null, 2005)，而这些方面正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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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投入的三个维度的体现。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 1：责任感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学习投入。如果

上述假设成立，那么，责任感又是如何影响学习投入的呢？有必要对其内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在众多因素中，个体内在信念是指导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思想、情感和

行为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受到学习过程中对环境的观察和解释的影响(Bandura, 1978)。
公正世界信念是对自己所处环境认知的重要概念(Faccenda & Pantaléon, 2011)，它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所生

活的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得到其应该得到的，所得即应得(Lerner & Miller, 1978)。
用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研究发现，责任感与公正世界信念存在显著

正相关(赵改等，2018；易梅等，2019)，而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个体，更愿意为未来长远目标进行投资(Hafer, 
2000)。学习是一种为未来投资的方式，学习投入是对未来投资的具体表现。因此，责任感可能通过影响

高中生对自己所处世界是否公正的信念，进而影响其在学习上的投入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设 2：公正

世界信念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另外，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也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

在行为的各种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Bandura, 1982)，也就是说个体选择怎样的任务，在任务中投入多少精

力，以及在面临挫折时选择坚持多久，都是依据自我效能感的强度而定(A·班杜拉，吴棠，1987)。责任

感较强的个体更倾向于对自己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Singg & Ader, 2001)，在面对困难时坚持得更久(刘海

涛等，2011)，因此，他们更可能获得成功体验(付进，黎玉兰，2016)。而成功体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

来源(Bandura, 1982)，故责任感越高自我效能感可能也越高。自我效能感对个体学习投入水平的正向预测

作用被大量研究证实(Ouweneel, Schaufeli, & Le Blanc, 2013; 蒋舒阳，刘儒德，甄瑞，洪伟，金芳凯，2019)。
基于此，提出假设 3：自我效能感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一个并行多重中介模型(见图 1)，探讨责任感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考察自我效能感和公正世界信念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比较二者之间的效

用大小，从而为提高高中生学习投入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Figure 1. A hypothetical model in which responsibility on aca-
demic engagement 
图 1. 责任感影响学习投入的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从湖南某普通高中抽取 14 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951 份，有效率为 95.1%。被试的年龄在 14 至 1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5.66 ± 0.675 岁。其中男生

408 人，占总数 42.9%，女生 543 人，占总数 57.1%。 

公正世界信念

自我效能感

学习投入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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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个体责任感量表 
采用 Mergler 等人(2016)编制的青少年个体责任感量表(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cale)进行测量。该量

表由安晓爽(2017)进行翻译修订主要从个体责任、认知控制和情绪和行为控制三个方面来测量个体的责任

感程度。共包含 17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其中情绪和行为控制维度的条目均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

示个体责任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2。 

2.2.2.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学习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UWES-S)对青少年的学习投入进行测量

(方来坛，时勘，张风华，2008)。该问卷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如“学习时，我感到精力充沛”，

共包含 17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1 表示“从未发生”，7 表示“总是发生”。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表示学习月投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6。 

2.2.3.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 Dalbert (1999)编制，苏志强，张大均和王鑫强(2012)修订的中文版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该问卷包含 13 个条目，分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体公正世界信念两个维度。采用 6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6 表示“完全同意”。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公正世界

信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6。 

2.2.4. 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中的自我效能分量表，该量表包含 7 个项目，如“我对

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采用 7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

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3。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团体施测，在征得学校领导和学生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主试为受过心理

学专业训练的心理健康老师。测试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在学生理解答题要求之后，独立进行作答，完

成全部施测大约需要 10 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采用 SPSS20.0 和 Mplus7.4 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中的变量均通过被试自我报告收集而来，因此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数据回收后，采

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共有 10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3.99%，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对责任感、学习投入、自我效能感和公正世界信念四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

表 1 所示。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适合做中介效应分析。 

3.3. 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和任皓(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分析的检验程序检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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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的效应。在 Mplus7.4 软件中，我们直接借助 model constraint 语句可以实现多重中

介效应分析(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接着，我们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

中介效应(见图 2)，抽样次数为 2000，并计算 95%的置信区间。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责任感 公正世界信念 自我效能感 

责任感 2.85 0.33 1   

公正世界信念 4.05 0.73 0.333** 1  

自我效能感 4.26 0.85 0.474** 0.270** 1 

学习投入 4.14 0.99 0.384** 0.304** 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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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χ2 = 82.895, df = 23, χ2/df = 3.60, CFI = 0.983, TLI = 0.974, SRMR = 
0.028, RMSEA = 0.052)，责任感显著预测公正世界信念(β = 0.459, p < 0.001)、自我效能感(β = 0.667, p < 
0.001)和学习投入(β = 0.744, p < 0.001)，公正世界信念显著预测学习投入(β = 0.104, p < 0.05)，自我效能感

也显著预测学习投入(β = 0.239, p < 0.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发现，总的中介效应显著 Z = 5.186 
(p < 0.000)。由此可见，将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感两个变量同时作为中介变量是合理的。再者，路径

1 和路径 2 的效应量分别为：0.092、0.305，与之相应的 Z 值为 2.049 (p < 0.05)和 4.998 (p < 0.000)。这表

明在责任感相同的情况下，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增加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更有效。最后，两条路径的

中介效应差异显著，即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公正世界信念在责任感对学习投入中的效应。此外，

责任感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为 0.744，所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28.08%。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2. 责任感对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间接效应 
路径 1 

 
责任感→公正世界信念→学习投入 

 
0.092* 

 
0.009 

 
0.171 

路径 2 责任感→自我效能感→学习投入 0.305*** 0.182 0.405 

总中介效应  0.397*** 0.243 0.523 

对比效应 路径 1 vs.路径 2 −0.213** −0.352 −0.085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student engagement 
图 2. 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感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

学习投入责任感

自我效能感

0.744***

0.459*** 0.104*

0.667***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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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责任感对高中生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责任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王小凤，燕

良轼，2019)。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责任感越高的个体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Hellison (1985, 2003)提出的教授自我和社会责任感模型(Teach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TPSRM)认为，自我控制是责任感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控制是个体为了未来长远目标，有意识地控制冲动

行为，抵制满足直接需要和愿望的能力(李琼，黄希庭，2012)。学习是一种为未来长远目标投资的行为，

在学习上投入也就意味着放弃当下一些充满诱惑的活动，如娱乐活动。因此，责任感越强的学生，也更

能控制自己，抵制诱惑，学习投入水平也就更高。第二，责任感高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感也较高(黄四林，

韩明跃，宁彩芳，林崇德，2016)。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个体认同了某个群体，他就有可能为了群体的

利益挺身而出(Roth & Steffens, 2014)，比如努力学习为班级争取荣誉，或争取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对

高中生而言，学习是他的主要任务，也是他目前的义务，因此，责任感越强的个体会有更高的学习投入

水平。以上结果表明，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能有效促进高中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因此，在教学生应当注

重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 

4.2. 责任感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感影响高中生学习投入 

对于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当个体责任感较强时，他会更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进而在学习

上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Jiang, Yue, Lu, Yu, & Zhu, 2016; 任萍等，2017)。
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责任感较强的个体，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承担社会责任，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谭
小宏，秦启文，2005)，而那些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个体也是具有更强的“善有善报”信念的人，即公

正世界信念越高。另一方面，根据公正世界理论，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心理资源，有利于

个体更加愿意专注长远目标(Hafer, 2000)，在学习上的投入水平越高，学业成绩越高(Dalbert & Maes, 
2002)。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效能感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发挥更强的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自我效

能感是指高中生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程度，是对自我能力的认知。责任感得分越高的高中生，其同样也认

为自己的能力越强，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Liu et al., 2017; 蒋舒

阳等，2019)。可能是因为自我效能感的来源主要有成功经验、替代性经验、想象经验以及言语说服。那

些责任感越强的个体会更加积极的面对一些具有挑战性任务，相对而言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增加成

功体验，从而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同时，责任感越强的个体会有更加积极的自我评价(刘海涛等，2011)，
从而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在学习上也更加投入。由此可知，责任感较强的高中生通过提高其自我效能感

进而影响其学习投入水平。 
对两条中介路径的效果进行对比发现，自我效能感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比公正世界

信念更强，且具有显著差异。目前，还没有研究比较过这两种路径的差异。但仍可以推测，可能是因为

高中生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韩梅，谷传华，王慧，薛雨康，2016)。对家长或老师从小就给他们灌输的“读

书改变命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观念产生抗拒的心理。他们更期待得到成人或重要他人的认

可(韩梅等，2016)，成功的经验也会使他们更有信心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从而学习投入水平更高。因

此，增强高中生的自我效能感对提高其学习投入更有效。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综合考察了自我效能感和公正世界信念在责任感影响学习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明晰了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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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习投入的内在机制，丰富了学习投入领域的研究，同时对青少年学习责任感的教育也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然而，本研究仍然一些局限：1) 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无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未

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揭示变量间的双向关系和因果关系。2) 数据均来自学生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

社会赞许性效应，应该综合考察更多方面的数据，如老师、家长或同学对某个个体学习投入的感知，以

得到更为客观的数据。3) 本研究只选取一所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被试群体比较单一，未来研究希望能

扩大取样范围，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责任感、公正世界信念、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呈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 
2) 公正世界信念和自我效能在责任感对学习投入间起并行多重中介作用； 
3) 与公正世界信念相比，自我效能感在责任感与学习投入之间发挥更强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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