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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大学生积极学业情绪、时间管理倾向和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并探索核心自我评价在积

极学业情绪和时间管理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时间管理量表》以及《青

少年学业情绪量表》中的积极学业情绪部分随机抽样得到542份问卷。结果：核心自我评价、时间管理

倾向及积极学业情绪间均呈显著相关(P < 0.01)；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倾向和积极学业情绪

间起中介作用。结论：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核

心自我评价不仅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还会通过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学

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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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time man-
agement tendency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expl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i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and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Methods: A total of 542 question-
naires were randomly sampled using the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in the Time Management 
Scale,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 Academic Emotion Scale.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and posi-
tive academic emotion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ime man-
agement tendency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
relation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P < 0.01). Core self-evaluation 
mediates time management tendencies and positive academic sentiment. Conclusion: Time man-
agement tendency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Core self-evaluatio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posi-
tive academic emotion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through time management tend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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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有关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社会对其关注度与日俱增。数据显示，中国部分高校大学生

自杀死亡率约为 2.37/10 万人，自杀死亡约占非正常死亡的 47.2% (杨振斌，李焰，2015)。在某种角度上，

将人推向死亡的深渊的是低落的情绪。情绪，它是一系列主观认识经历的总称，它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情

的一种态度的经历，并与之相对应的一种行动，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以个人的欲望和需求为媒介的精

神活动。作为学生，面对更多的是学业情绪。学业情绪与学业活动密切相关，它是指在参加一系列与学

习有关的活动(如课堂学习和考试)时所引起的各种情感体验。具体内容有：考试前感到焦虑，成功时感到

喜悦等(Pekrun et al., 2002)。学业情绪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果(Lei et al., 2018)。进入大学后，学生的学

习专注力受环境影响因素的增多而发生变化，教师的教育方式更是发生了较大转变，由从前的“严加督

促”变为“依靠自己”，对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生而言，良好的学业情绪对其身心健康的发展、积极的

学习态度的培养、认知活动的开展以及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俞国良，董妍，2005)。核

心自我评价是关于个体对自身能力的大小、价值的高低的最基础的评价(刘立敏，王美萍，2016)。近年来

关于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学业领域，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内部因素对外显行为具有极大影响。核

心自我评价可以减轻许多大学生所经历的学业倦怠负面影响(Leupold et al., 2020)。时间管理倾向指的是在

人们对自己的时间展开具体有效的管理过程，是一种具有多维度的特征的行为或行为趋向(Rajapakshe, 
2018)。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都深刻关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我们将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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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联系起来，辨析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此背景之下，选择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时间管理倾向、核

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为变量，调查大学生的现状及特征，研究该群体的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意

图为大学生中介自身心理状况和大学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参考，故开展此研究。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和回收 678 份问卷，筛选作答时间 100 s 以下 1000 s 以上、作

答均为相同选项和规律性重复做大数据剔除 136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42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77.52%。

其中男生 270 人(49.81%)，女生 272 人(50.19%)；大一学生 71 人(13.10%)，大二学生 89 人(16.42%)，大

三学生 196 人(36.16%)，大四学生 185 人(34.12)，大五学生 1 人(0.20%)。 

2.2. 研究工具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采用杜建政等(2007)改编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0 个项目，采用 Linkert 5 点计分

(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总分为各维度之和，问卷得分越高代表被试者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

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3，分半信度为 0.84，间隔三周的重测信度为 0.82。该量表的克隆

巴赫系数为 0.781，重测信度为 0.796。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t Time Management Propensity Scale) 
采用黄希庭，张志杰(2001)编制校改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44 个项目，分为时

间价值感分量表、时间监控观分量表和时间效能感分量表三个分量表。时间价值感是个体对时间价值、

功能的相对稳定的看法和态度，影响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分为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 2 个因子，共 10 个

题项；时间监控观分量表可以测量得出时间监控观包含的设置目标、计划、优先级、时间分配和反馈五

个因子的分数，共 24 题；时间效能感分量表可以测量得出时间效能感包含的时间管理效能和时间管理行

为效能两个因子的分数，共 10 题。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56，重测信度为 0.989。 
青少年学业情绪量表(Adolescent Academic Mood Scale)中的积极学业情绪部分 
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测量上，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为《青少年学业情绪量表》中的积极学业情绪

部分，该量表是由董妍，俞国良(2007)等人根据以往的研究对其进行修正而成的。其中包含关于积极学业

情绪的两个分量表，也就是积极高唤醒与积极低唤醒的学业情绪。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6，重测

信度为 0.973。 

2.3. 统计处理 

运用 SPSS26.0 和 Amos28 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 SPSS 对各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人口学变量的差

异检验里，分析性别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年级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基于皮尔逊系数开展相关分

析。参照温忠麟等人(2004)建议的中介效应分析三步法，做出回归分析得出系数，最后用 SPSS 里的 process
插件看置信区间，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 AMOS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并搭建

结构方程模型，以积极学业情绪为因变量，以不同的时间管理倾向为自变量，以核心的自我评价为中间

变量。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即将所有指标放在一个因子下进行因子分析，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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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结果表明，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全部变异量的 35.58%，未占总变异解释量的 40%，因此认

为研究数据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学业情绪的总体状况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均得分为 3.58 ± 0.61，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均的得分为 3.56 ± 0.66。此外，根据积极学业情绪得分可发现：高兴(3.76)、希望(3.75)
和自豪(3.71)是得分最高的三项。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of each scale (N = 542) 
表 1. 各量表的总体情况(N = 542) 

 N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时间管理倾向 542 2.00 4.34 3.56 0.66 

时间价值感 542 1.80 4.80 3.59 0.73 

时间监控观 542 1.88 4.29 3.53 0.65 

时间效能感 542 1.60 4.70 3.59 0.70 

核心自我评价 542 2.00 4.90 3.58 0.61 

积极学业情绪 542 1.63 4.67 3.73 0.86 

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542 1.50 4.94 3.74 0.86 

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542 1.36 4.86 3.71 0.89 

3.2.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3.2.1.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检验 
为探讨男女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积极学业情绪和核心自我评价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见表 2。根据结果可知，时间管理倾向、积极学业情绪及核心自我评价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management tendency,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2.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积极学业情绪的性别差异 

 男生 
M ± SD 

女生 
M ± SD t P 

时间管理倾向 3.54 ± 0.67 3.58 ± 0.64 −0.71 0.481 

时间价值感 3.56 ± 0.75 3.61 ± 0.71 −0.74 0.461 

时间监控观 3.51 ± 0.67 3.55 ± 0.64 −0.72 0.470 

时间效能感 3.58 ± 0.71 3.61 ± 0.69 −0.44 0.660 

核心自我评价 3.58 ± 0.59 3.58 ± 0.63 −0.66 0.947 

积极学业情绪 3.68 ± 0.89 3.77 ± 0.83 −1.14 0.255 

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3.69 ± 0.90 3.79 ± 0.82 −1.28 0.200 

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3.67 ± 0.92 3.74 ± 0.86 −0.94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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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的年级差异检验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积极学业情绪的年级差异进行检

验，并对差异结果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其中，因大五年级被试数量仅一人，因此无标准差数据。根

据表 3 可知，在年级维度上，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积极学业情绪在年级上均不显

著(P > 0.05)。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s in time management tendencies,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3.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的年级差异 

 大一 
M ± SD 

大二 
M ± SD 

大三 
M ± SD 

大四 
M ± SD 

大五 
M F P 

时间管理倾向 3.53 ± 0.64 3.63 ± 0.56 3.56 ± 0.68 3.55 ± 0.69 2.98 0.50 0.734 

时间价值感 3.51 ± 0.75 3.68 ± 0.59 3.58 ± 0.73 3.58 ± 0.77 2.40 1.25 0.288 

时间监控观 3.53 ± 0.62 3.57 ± 0.58 3.54 ± 0.67 3.52 ± 0.68 3.13 0.19 0.943 

时间效能感 3.53 ± 0.68 3.72 ± 0.61 3.58 ± 0.73 3.58 ± 0.73 3.20 0.98 0.420 

核心自我评价 3.46 ± 0.58 3.48 ± 0.63 3.61 ± 0.60 3.64 ± 0.60 3.00 2.06 0.085 

积极学业情绪 3.71 ± 0.88 3.82 ± 0.73 3.73 ± 0.86 3.68 ± 0.91 3.13 0.56 0.690 

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3.73 ± 0.87 3.82 ± 0.72 3.75 ± 0.87 3.70 ± 0.91 3.19 0.40 0.805 

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3.69 ± 0.92 3.83 ± 0.77 3.71 ± 0.88 3.65 ± 0.95 3.07 0.73 0.570 

3.2.3.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各变量的关系，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积极学业情绪及核心自我评价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积极情绪均显著正相关(均 P < 0.01)；大学生时

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核心自我评价均显著相关(均 P < 0.01)；积极学业情绪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表 4.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1 2 3 4 5 6 7 

1 时间价值感 1       

2 时间监控观 0.90** 1      

3 时间效能感 0.87** 0.90** 1     

4 时间管理倾向 0.95** 0.98** 0.95** 1    

5 核心自我评价 0.50** 0.51** 0.48** 0.52** 1   

6 积极学业情绪 0.77** 0.77** 0.75** 0.79** 0.48** 1  

注：*P < 0.05，**P < 0.01。 

3.3.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SPSS中的PROCESS程序中的Bootstrap
计算 95%置信区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最后利用 AMOS 28.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核心自我评价

在积极学业情绪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时间管理倾向的各维度(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

间效能感)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为核心自我评价，因变量为积极学业情绪，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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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价值感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价值感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是核心自我评价，因变量为积极学业情绪，

分析结果如表 5 与表 6，时间价值感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77, P < 0.01)，且加入核心

自我评价后，时间价值感对积极学业情绪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70, P < 0.01)；时间价值感对核心自

我评价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50, 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3, P < 0.01)。中介分析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价值感和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效应为 0.078，占总

效应的 8.65%，且对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即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路径图如图 1 所示。 
 

 
注：*P < 0.05，**P < 0.01。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value percep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图 1.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价值感、积极学业情绪间的路径系数图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value percep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5.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价值感与积极学业情绪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t 

模型一 核心自我评价 时间价值感 0.25 178.37 0.50 13.36** 

模型二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价值感 0.59 776.77 0.77 27.87** 

模型三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价值感 0.60 409.81 0.70 22.42** 

  核心自我评价   0.13 4.26** 

注：*P < 0.05，**P < 0.01。 
 
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6. 核心自我评价对积极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 

效应 效应值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828 0.756 0.900 

8.65% 间接效应 0.078 0.031 0.102 

总效应 0.906 0.843 0.970 

3.3.2.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监控观与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分析 
采用相同方法，以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监控观作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积极学

业情绪作为因变量，结果如表 7：时间监控观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77, t = 27.84, P < 
0.01)，且加入核心自我评价后时间监控观对积极学业情绪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70, t = 22.29, P < 
0.01)；时间监控观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51, t = 13.68, 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对积

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3, t = 3.99, P < 0.01)。中介分析见表 8 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

监控观和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效应为 0.084，占总效应的 8.33%，且对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即核心自

我评价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路径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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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 0.05，**P < 0.01。 

Figure 2. Path coefficien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monitor-
ing view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图 2.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监控观、积极学业情绪间的路径系数图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monitoring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7.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监控观与积极学业情绪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t 

模型一 核心自我评价 时间监控观 0.26 187.03 0.51 13.68** 

模型二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监控观 0.59 774.78 0.77 27.84** 

模型三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监控观 0.60 406.08 0.70 22.29** 
  核心自我评价   0.13 3.99** 

注：*P < 0.05，**P < 0.01。 
 
Table 8. A mediating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ime monitoring perspective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8. 时间监视视角对积极学业情绪影响的中介分析 

效应 效应值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928 0.846 1.010 
8.33% 间接效应 0.084 0.027 0.100 

总效应 1.012 0.941 1.084 

3.3.3.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效能感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分析 
采用相同方法，以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效能感作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积极学

业情绪作为因变量，分析结果如表 9：时间效能感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75, t = 26.41, 
P < 0.01)，且加入核心自我评价后时间效能感对积极学业情绪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68, t = 21.25, P < 
0.01)；时间效能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48, t = 12.77, 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对积

极学业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6, t = 4.98, P < 0.01)。中介分析见表 10 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时

间效能感和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效应为 0.044，占总效应的 10.15%，且对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即核

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路径图如图 3 所示。 
 

 
注：*P < 0.05，**P < 0.01。 

Figure 3.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efficacy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图 3.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效能感、积极学业情绪间的路径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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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efficacy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9.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效能感与积极学业情绪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t 

模型一 核心自我评价 时间效能感 0.23 162.96 0.48 12.77** 

模型二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效能感 0.56 697.27 0.75 26.41** 

模型三 积极学业情绪 时间效能感 0.58 376.44 0.68 21.25** 
  核心自我评价   0.16 4.98** 

注：*P < 0.05，**P < 0.01。 
 
Table 10. Mediating analysi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表 10. 核心自我评价对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分析 

效应 效应值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826 0.749 0.902 
10.15% 间接效应 0.093 0.044 0.109 

总效应 0.919 0.851 0.987 

3.4.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分析结果，将时间管理倾向作为自变量，并负荷了时间效能感、时间监控观、时间价值感三个

因子，中介变量是核心自我评价，因变量是积极学业情绪。因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是单一维度，根据吴艳，

温忠麟(2011)文献中的阐述，采用平衡法中的平衡打包法，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十个题项进行打包。打包后，

核心自我评价变为五个指标。具体结果见表 11 和图 4 所示。由表 11 可知：模型拟合指标中 x2/df 为 3.38，
NFI 为 0.97，CFI 为 0.98，GFI 为 0.97，AGFI 为 0.95，IFI 为 0.98，RMSEA 为 0.07，表明模型的拟合度

可以接受的。利用 Bootstrap 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倾向和积极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95%置信区

间在[0.09, 0.35]，不包括 0 即中介效应显著。 
 

 
Figure 4. The mediating role model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emo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图 4. 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情绪和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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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Fitting indexes of the mediating model 
表 11. 中介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 

 NFI CFI GFI AGFI IFI RMSEA x2 df x2/df 

模型 0.97 0.98 0.97 0.95 0.98 0.07 84.59 25 3.38 

4. 讨论 

4.1. 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及积极学业情绪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在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

业情绪方面，男女学生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在核心自我评价上无性别差异，该结论与王月华等(2023)
的发现相吻合。在年级人口学变量中，时间管理倾向和核心自我评价和性别变量一样，并不存在显著差

异，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中显示核心自我评价也会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邵兴和，张建峰，

2011)。 

4.2.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学业情绪各维度的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正相关即核心自我评价可以正向预测积极学业情绪，

这与马利军，黎建斌(2009)研究结果一致；也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情感有关的各变量呈正相关，与郭

玲静等(2018)研究相似。结果表明，有显著的联系存在于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学业情绪的相关关系之中，

可以通过改善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积极学业情绪。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

维度对自身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这与张亚宁等(2022)研究结果相一致。 

4.3.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通过分层回归分析，证实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核心自我评价存在中介作用。按照温

忠麟文章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介效

应显著。最后使用建构模型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存在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积极学业情绪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时间管理倾向各

维度均显著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在时间管理倾向总维度及

各子维度上均与积极学业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结论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可以分别在时间监控感、时

间效能感和时间价值感上对积极学业情绪产生中介效应。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中线上问卷的数据来源有一定的局限性，线上问卷投放范围在南昌地区的高校，样本分布不

够均衡，后续研究可拓展问卷发放渠道，使数据在人口学变量上分布更加均匀，并且在本研究中，人口

学变量内只加入了性别和年级作为描述数据，未能将其他更加细化人口学变量加入研究，在人口学变量

分析中不够全面。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加入学科，学科间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不同学科的大学生可能会

体验到不同的学业情绪。在年级部分可以拓展被试群体，加入硕士阶段，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共同研究

对比差异值得关注。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还可以继续进行拓展，下一步，我们可以重点探讨如何更

好地衡量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其次，上文提到的学业情绪特殊性，后续研究可以根据这一方向持续研

究，关注不同学科间的学业情绪的差异比较。 
根据本研究结论，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帮助大学生培养更好的学业情绪状态，所以本文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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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培养大学生对自我有更正向合理的自我评价，肯定自己的

优势，认清自己的短板；二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升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能力，学习如何根据自身

情况更合理的分配规划时间；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照分组进行团体干预，制定合理的团体辅导方

案，形成团体辅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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