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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生态学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采用整群取样法对湖南省郴州市某公办普通高中650名高中生

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倾向在其中的链

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倾向、未来取向显著正相关；

2) 自我控制能力在高中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 时间管理倾向在高中父母

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4) 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和高中未

来取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环境(父母自主支持)和个体因素(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
是影响高中生未来取向的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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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cological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used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650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in Chen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on role of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
relation among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self-control ability,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and 
future orientation; 2) Self-control abil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between parental au-
tonomy suppor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3)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played a complete med-
iation role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4)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played a chain mediation role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Conclusion: Environment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individual 
factors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are the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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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来取向是个体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与规划，即对未来我想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如何

实现等问题在不同人生阶段进行大量思考规划的过程(Nurmi, 1991)。高中阶段是青少年逐渐形成自己独

立的思想和观念，确立自己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高中生开始深入地理解和观察社会，开始独

立认真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并对今后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Nurmi, 1993)。
Bronfenbrenner (1979)的生态学理论指出，人类个体的发展受周围大环境(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和
微环境(家庭、同伴等)的影响。本研究以生态学理论为理论基础，考察父母自主支持这一环境因素与时间

管理倾向、自我控制能力两个个体因素对高中生未来取向的影响。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00, 2006)，个体倾向于按照自我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做出自由的

选择，同时外部环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选择和行为。父母自主支持强调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

对子女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满足子女对自我发展的心理需要，体现了家庭环境对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父母自主支持的家庭环境给高中生未来取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高中生

更加积极地面对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思考与规划(张玲玲等，2006a；于凤杰等，2013；许丹佳，2018)。
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自主支持可以正向影响高中生的未来取向。 

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管理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的能力，是抑制冲动、直面挫折的能力，是制

定目标和计划、采取合适的行为方式去实现目标的能力。研究发现，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与父母教养

方式有着显著的关系，父母的认可、理解和支持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父母的否认、拒

绝、惩罚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王艳喜，2007；谢冬辉，2009；王利刚等，2006；李得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秀丽 等 
 

 

DOI: 10.12677/ap.2022.124121 1017 心理学进展 
 

2019；安晓爽，2017)。幸福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相互关爱、彼此体贴、相互理解和支持，在教育观念上能

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高中生能够控制自我并拥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与未

来取向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对未来取向持有积极态度，积极探索和规划未来取向的个体，其自我控

制能力更强(王卓健，2011；黄帅，2017)。据此，本研究假设高中生自我控制能力是父母自主支持和未来

取向的中介变量。 
时间管理倾向是指个体从心理上对时间价值的认知，并因此而体现出的对日常各种活动或项目的管

理，时间管理倾向可以通过后天刻意训练来提高。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教养方式关

系密切，父母温暖理解、严格监督并积极参与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孩子的时间管理倾向，父母温暖理解有

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时间价值感，父母严格监督并积极参与能够积极地塑造孩子的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

能感(王丽，傅金芝，2005；赵海信，2009；刘杏瑶，2014；尚春阳，2021)。已有研究证实时间管理倾向

与未来取向显著正相关，即时间管理倾向高的个体，未来取向水平也越高(林美玲，2017；魏长骄，苑璞，

2021)。因此，本研究假设高中生时间管理倾向是父母自主支持和未来取向的中介变量。 
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能够显著积极预测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即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

越强，时间管理倾向越高，具体而言，善于控制情绪、约束行为与管理思维的个体，对时间价值感有

积极的认知，对时间有良好的监控管理能力，能够积极主动运用时间管理的方法，合理进行时间规划，

能够较好地掌控时间(王景，2015；孙晓军等，2015；黄宏捷，2020；张婷，2021)。综上，本研究假设

高中生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和未来取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研究假设模

型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diagram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图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一所公办普通高中 650 名学生，进行问卷施测，

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回收 620 份，有效回收率 95.38%。其中，男生 255 名(41.1%)，女生 365 名(58.9%)；
高一学生 210 名(33.9%)，高二学生 208 名(33.5%)，高三学生 202 名(32.6%)。 

2.2. 工具 

2.2.1. 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 
采用张玲玲、张文新等人(张玲玲等，2006b)翻译修订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考察高中生的未来取向。

通过探索和投入两个过程考察高中生受教育和职业的未来取向，共 14 项题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本

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828，具有良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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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父母自主支持问卷 
采用 Wang，Pomerantz 和 Chen (2007)编制的父母自主支持问卷测量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共 12 个项

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得分越低表示高中生感知到的父母自主支持越低。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898，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问卷 
采用王红姣、卢家楣(2004)编制的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问卷测量高中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行为控

制、情绪控制和思维控制三个维度，共 36 个题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881，具有良好的信度。 

2.2.4.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采用黄希庭和张志杰(2001)编制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测量高中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包括时间价

值感量表、时间监控观量表和时间效能感量表，共 44 个题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时间

管理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913，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6.0、Amos24.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检

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使用 Amos24.0，以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为中介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变量间关系。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有 25 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总

体方差解释率为 60.864%，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5.682%，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

方法偏差不显著。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生在自我控制能力的思维控制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 < 
0.05)。对年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父母自主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事后检验发现，高一学生的父母自主支持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学生。因此，本研究在之后的统计分

析中均对性别和年龄进行控制。 
对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表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父母自主支持 3.689 0.780 1              

2) 情绪控制 3.130 0.512 0.146** 1             

3) 行为控制 3.253 0.620 0.197** 0.636** 1            

4) 思维控制 2.960 0.600 0.174** 0.542** 0.722** 1           

5) 自我控制能力 3.114 0.503 0.200** 0.815** 0.913** 0.87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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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时间监控观 3.064 0.550 0.246** 0.311** 0.448** 0.479** 0.479** 1         

7) 时间效能感 3.409 0.567 0.311** 0.364** 0.489** 0.503** 0.524** 0.696** 1        

8) 时间价值感 3.825 0.646 0.225** 0.205** 0.278** 0.236** 0.277** 0.468** 0.519** 1       

9) 时间管理倾向 3.433 0.493 0.309** 0.344** 0.475** 0.474** 0.500** 0.843** 0.869** 0.810** 1      

10) 教育探索 2.944 0.721 0.172** 0.105** 0.212** 0.231** 0.214** 0.435** 0.333** 0.237** 0.393** 1     

11) 教育投入 3.822 0.625 0.194** 0.129** 0.200** 0.183** 0.199** 0.359** 0.336** 0.224** 0.360** 0.449** 1    

12) 未来职业探索 2.892 0.707 0.144** 0.057** 0.159** 0.135** 0.138** 0.322** 0.237** 0.096** 0.253** 0.542** 0.384** 1   

13) 未来职业投入 3.292 0.624 0.216** 0.142** 0.245** 0.212** 0.233** 0.373** 0.342** 0.197** 0.356** 0.428** 0.523** 0.591** 1  

14) 未来取向 3.238 0.525 0.230** 0.136** 0.259** 0.242** 0.248** 0.475** 0.396** 0.239** 0.433** 0.786** 0.737** 0.813** 0.799** 1 

注：***p < 0.001；**p < 0.01；*p < 0.05。 

3.3. 自我控制能力与时间管理倾向分别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首先考察自我控制能力与时间管理倾向分别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效应，使

用 Amos24.0 以父母自主支持为预测变量，未来取向为结果变量，分别以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为

中介变量，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自我控制能力中介模型的 CMIN/DF (3.504)接近 3，IFI (0.974)、TLI 
(0.961)、CFI (0.974)、GFI (0.973)、AGFI (0.950)均大于 0.950，RMSEA (0.064)小于 00.08，拟合度较好，

模型成立；时间管理倾向中介模型的 IFI (0.962)、TLI (0.941)、CFI (0.962)、GFI (0.961)、AGFI (0.924)均
大于 0.900，RMSEA (0.079)小于 00.08，拟合度较好，模型成立。 

为了分别检验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方杰，张

敏强，2013)。在原始样本中(N = 620)随机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进行间接效应的估计。表 2 显示了

各个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和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 2.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变量 路径 标准化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自我控制能力 

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 0.231 0.133 0.330 

自我控制能力→未来取向 0.260 0.152 0.362 

父母自主支持→未来取向 0.206 0.094 0.302 

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未来取向 
(间接效应) 

0.060 0.030 0.106 

时间管理倾向 

父母自主支持→时间管理倾向 0.360 0.255 0.461 

时间管理倾向→未来取向 0.572 0.455 0.669 

父母自主支持→未来取向 0.070 −0.042 0.182 

父母自主支持→时间管理倾向→未来取向 
(间接效应) 

0.206 0.140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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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以自我控制能力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从父母自主支持到自我控制能力的路径系数

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231，95%置信区间为[0.133, 0.330])，从自我控制能力到未来取向的路径

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260，95%置信区间为[0.152, 0.362])，从父母自主支持到未来取向的

路径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206，95%置信区间为[0.094, 0.302])，表明自我控制能力在父母

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并且自我控制能力是一个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

应为 0.060，95%置信区间为[0.030, 0.106]。以时间管理倾向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从父母自主支持到

时间管理倾向的路径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360，95%置信区间为[0.255, 0.461])，从时间管

理倾向到未来取向的路径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572，95%置信区间为[0.455, 0.669])，但从

父母自主支持到未来取向的路径系数的 95%置信区间包含 0 (β = 0.070，95%置信区间为[−0.042, 0.182])，
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并且时间管理倾向是一

个完全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 0.206，95%置信区间为[0.140, 0.285]。 

3.4. 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Amos24.0，以父母自主支持为预测变量，未来取向为结果变量，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

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此模型 CMIN/DF (3.571)接近 3，IFI (0.963)、TLI (0.949)、CFI (0.963)、
GFI (0.957)、AGFI (0.931)均大于 0.900，RMSEA (0.064)小于 00.08，因此链式中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模型成立。 
为了检验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方杰，张

敏强，2013)。在原始样本中(N = 620)随机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进行间接效应的估计。表 3 显示了

各个间接路径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和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Table 3.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3. 链式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标准化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未来取向 −0.010 −0.037 0.012 

父母自主支持→时间管理倾向→未来取向 0.084 0.046 0.134 

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倾向→未来取向 0.051 0.026 0.088 

总间接效应 0.124 0.078 0.180 

总效应 0.175 0.105 0.251 

 
由表 3 可知，从父母自主支持到自我控制能力再到未来取向的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包含 0 (β = 

−0.010，95%置信区间为[−0.037, 0.012])，从父母自主支持到时间管理倾向再到未来取向的中介效应的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084，95%置信区间为[0.046, 0.134])，从父母自主支持到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效

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β = 0.051，95%置信区间为[0.026, 0.088])，表明自我控制能力的单独中介作

用不显著，时间管理倾向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

向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总间接效应为 0.124，95%的置信区间为[0.078, 180]。图 2 为该链式中介模

型的路径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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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hain intermediary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图 2. 链式中介路径系数图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的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父母自主支持的家

庭环境使高中生更加积极地探索和规划未来教育和职业的发展(许丹佳，2018；于凤杰等，2013)。 
本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积极的父母

教养方式可以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父母是高中生的重要他人，当父母给予的外部环境是自主支

持的时候，高中生受到了父母的尊重、鼓励与支持，内心的三大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因而能够充分地

挖掘内在资源，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积极主动地思考与规划自己的未来取向，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李得珍，

2019；安晓爽，2017；王卓健，2011；黄帅，2017)。 
本研究还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与未来取向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这是因为积极的

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正向影响青少年的时间管理倾向，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时间知觉，并积极地进行

时间管理(刘杏瑶，2014；尚春阳，2021)。而具有较高时间管理能力的青少年，意味着具有设定目标、分

解目标、制订计划的能力，具有对未来事项合理安排的能力，因而在未来取向上的探索和投入更高，验

证了以往的研究(魏长骄，苑璞，2021；林美玲，2017)。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高中生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和未来取向之间的链式中介

作用。此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父母自主支持)和个体因素(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是影响个体

发展(未来取向)的重要因素，验证了生态学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内在动力的作用，指出个体更喜

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任务(Ryan & Deci, 2000)，因此父母自主支持可以帮助青少年提高自我管理和自

我约束能力。高中生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越能够合理计划时间安排任务，时间管理倾向越高(王景，2015；
孙晓军等，2015；黄宏捷，2020；张婷，2021)，从而促进对未来的探索和投入。 

在对高中生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自主支持和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作用的研究中发

现，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未来取向这个路径中，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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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我控制能力是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作用影响未来取向的。这是因为自我控制能力必须转化为实

际行动才能够对未来取向起作用，计划无法落实也只是空谈，自我控制能力为执行计划行为提供了内

在关键因素。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高中生的父母自主支持、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倾向和未来取向四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 
2) 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既可以通过自我控制能力间接影响未来取向，也可以直接影响未来取向，自

我控制能力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 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完全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影响未来取向，时间管理倾向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4) 高中生父母自主支持通过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未来取向，自我控制能力和时间

管理倾向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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