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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探讨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青少年

心理韧性量表(RSCA)和一般拖延量表(GPS)对37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自我效能

感和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结论：自我效能感越低或心理韧性越低的人可能出现越多的拖延行为。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自我效能

感和拖延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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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n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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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72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RSCA) and the General pro-
crastination scale (GPS), an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 was analyzed. Results: Self-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p < 0.05),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
lience and self-efficacy affects the occurrence of procrastination, that is, the lower the sense of 
self-efficacy or the lower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more procrastination will occur. Psy-
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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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高中的教育模式和大学的教

育模式截然不同，这容易使大学生产生一些不良行为，如拖延等。拖延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群体中，研

究表明 84%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倾向，16.3%的大学生存在重度拖延现象[1]。拖延会对学生产

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如经常拖延的学生比那些不经常拖延的学生学习成绩差，而且更容易引起高焦虑和

低自尊等负面情绪，同时也更容易患免疫系统疾病和躯体性症状疾病。拖延行为(procrastination)指的是

“尽管意识到延迟会产生不良后果，但仍自愿延迟开始或者完成的行为”[2]。认知心理学派对拖延的解

释是个人对于任务的难度产生了不理性认知，精神分析学派则认为个体感到超出自身能力时便会产生对

完成任务预期的焦虑，为了逃避这种焦虑而产生拖延行为，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3]。由此表明拖延

行为的产生很大部分都与对自身能力的判断有关，而这种对能力的判断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且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拖延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4]。 
自我效能感是指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目标所需的能力和信心，人们倾向于回避那些他们认为超过其

能力所及的任务和情境，而承担并执行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干的事[5]。个体行为的结果(如成功和失败)
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的经验会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而失败的结果会降低个体的

自我效能感[6]。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人们会尽量回避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正如研究表明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个体往往会将其视为一种威胁，容易产生回避行为[7]。面对这种

威胁，个体心理韧性的差异影响着个体的适应与不断发展[8]，研究发现个体自我效能水平越高，个体的

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9]，有关留守儿童研究同样发现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心理韧性发展得越好[10]。 
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

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11]，大量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对学生心理和行为具有一定影响，

如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与中学生的学业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12]；高中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

相关[13]；初中生的拖延与心理韧性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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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不难发现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两个变量之间，缺乏对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自我效能和心理

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因此本研究在以往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三者之间的

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关系间的作用，提出如下假设：1) 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心

理韧性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长治市选取三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选取 402 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共发放问

卷 402 份，剔除无效问卷 30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为 37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有效问卷人数男生有

144 人，占 38.7%；女生有 228 人，占 61.3%。生源地来自农村的有 277 人 74.5%；城市有 95 人 25.5%，

文科专业有 119 人，占 32%；理科专业有 253 人，占 68%。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采用王才康等人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中文版[15]，量表一共有 10 个项目，量表采用

Likert4 点计分(“1——完全不正确”到“4——完全正确”)，总分为量表各条目之和，得分越高表示个

体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系数为 0.89。 

2.2.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 
采用胡月琴等所编制而成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16]。量表一共有 27 道题目，其中 12 道题目为反向计

分、15 道题目为正向计分，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该量表共

有 5 个维度，分别为人际协助、家庭支持、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及积极认知。总量表得分为各维度分之

和，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韧性水平愈高。此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 

2.2.3. 一般拖延量表(GPS) 
采用楚翘等修订的一般拖延量表[17]，量表共有 20 道题目，其中 10 个题目分别为反向计分和正向计

分，计分方式为 5 点计分，量表总分数为 20~100 分，总分为正向分和反向分之和，量表总分越高，表明

拖延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 

2.3. 数据处理 

问卷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以及采用 Hayes和Preacher
编制的 PROCESS 程序进行模型检验，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18] [19]。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研究均是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20]。在数据收集中采用了程

序方法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 所有问卷采用匿名调查。2) 采用的量表或问卷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从

而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测量上的系统误差。3) 问卷中的部分项目使用反向计分。4) 被试来自不同学校，

增加被试来源空间的差异。此外，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

结果发现，未旋转情况下共有 12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7.88%，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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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拖延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人口学变量分析 

对于不同性别、专业以及生源地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分析发现，性别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存在显著

差异，男性得分更高，而在拖延行为和心理韧性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文理科在拖延行为得分上存在显

著差异，表现为文科学生拖延行为分更高，而在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上无显著差异；在生源地上，农

村和城市学生在各项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分值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差异分析 

  拖延行为 自我效能感 心理韧性 

  M ± SD t M ± SD t M ± SD t 

性别 
男 54.62 ± 10.33 

−0.46 
25.06 ± 5.93 

2.69** 
92.76 ± 12.80 

0.65 
女 55.10 ± 9.43 23.51 ± 5.08 91.91 ± 11.43 

专业 
文科 56.55 ± 10.25 

2.23* 
23.58 ± 4.49 

−1.41 
91.79 ± 12.25 

−0.514 
理科 54.14 ± 9.47 24.36 ± 5.86 92.47 ± 11.85 

生源地 
农村 55.44 ± 9.49 

1.766 
23.90 ± 5.43 

−1.27 
91.86 ± 12.04 

−1.08 
城市 53.39 ± 10.47 24.73 ± 5.55 93.40 ± 11.75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表同。 

3.3. 大学生拖延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的相关关系 

对于大学生拖延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发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具体表现为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心理韧性

和拖延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具体分值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mental resilience and procrastination 
表 2. 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拖延的相关关系 

 自我效能感 拖延 心理韧性 

自我效能感 1   

拖延 −0.42** 1  

心理韧性 0.45** −0.54** 1 

3.4. 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拖延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按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 Preacher 和 Hayes [18] [19]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 5000，在 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括 0 (LLCI = −0.45, 
ULLCI = −0.26)，间接效应值为−0.34，表明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34。此外，

控制了中介变量心理韧性后，自变量自我效能感对因变量拖延行为的影响显著，区间(LLCI = −0.58, 
ULLCI = −0.24)不包含 0。验证了心理韧性在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拖延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且为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到拖延行为的直接效应值为−0.41，总效应量为−0.75，效果量为中介效应

值除以总效应量，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效果量为 46%。具体分值见表 3，各变量效应量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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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ootstrapping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表 3. Bootstrapping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ffect SE 
95%CI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0.41 0.09 −0.58 −0.24 

间接效应 心理韧性 −0.34 0.05 −0.45 −0.26 

 
Table 4. Effects of each variable 
表 4. 各变量效应量 

预测因子 结果变量 β SE t R2 

自我效能感 心理韧性 0.98 0.10 9.60** 0.20 

自我效能感 
拖延 

−0.41 0.09 −4.79** 
0.33 

心理韧性 −0.34 0.04 −9.10** 

4. 讨论 

研究表明，与女大学生相比，男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表现出更高的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21]，
这可能是男大学生逻辑思维更强、思维广、处事果断，这也与社会期望相符合，在文化背景下，男性被

赋予更多期望，从而产生男性不断努力的情况，潜移默化的影响其自我效能感[22]。文理科在拖延行为上

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文科生比理科生更容易产生拖延行为，文科生更加感性，在执行力上要低于理科

生这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性别、专业、生源地在心理韧性上无显著差异。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均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自我效能感

或心理韧性越高的大学生产生拖延行为的几率越小。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往往相信自己具有解决问题和

困难的能力，对自己的能力也有着更准确的认知，做事具有选择性、目的性和坚持性，遇到困难时也愿

意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较少出现拖延现象[23]，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于学习生活方式转变不适应，认为自

己不能够胜任某些事情，产生畏难情绪，对自己没有信心更容易产生拖延行为[24]。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

呈负相关，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5]，且心理韧性有助于降低大学生的拖延行[26]。心理韧性是大学生在不

利环境下所具备的良好心理品质，心理韧性高的大学生更加集中于不断努力和适应环境，不断寻求突破，

为自己创造更适宜的生活环境，而较少的采取回避策略，这也使得拖延行为的降低，同时心理韧性水平

越低，学业拖延程度更严重，减少学业拖延的愿望越少[27]。 
在本研究中，对心理韧性中介的作用检验可知，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拖延行为的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是影响大学生拖延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面对压力和挫折，低心理韧性大学

生倾向于背景归因，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任务太难，从而增加拖延行为[28]。而对于任务完成的信心取决

于自我效能感，对自己能力不够信任，更容易产生拖延行为。在不考虑心理韧性这一变量的基础下，自

我效能感对拖延行为的预测力是极其显著的。大量研究表明也论证了这一结果，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个体，

对自己的能力拥有更好的把控，也更容易执行相应任务，自我效能感越低的个体，会把任务当成一种威

胁而产生回避的想法和行为。当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共同预测拖延时，自我效能感对拖延行为的回归

系数降低，但自我效能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拖

延行为，也表明了通过提高心理韧性的同时自我效能感能够得到提高，也能减少拖延行为，因此，在训

练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对心理韧性的培养，积极关注压力或者挫折等不利环境下心

理韧性的保护，促使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共同发展，减少拖延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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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及对策 

对于减少拖延行为的途径，我们可以考虑从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两方面入手。从自我效能感的培

养来看，班杜拉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对于成功经验的认知，选择难度较低的任务进行完成以体验成功，再

者通过观察其他水平相当的个体活动来获得间接成功经验[29]，积极调节不良情绪，消除不良认知，保持

良好的心态，最后家长和老师要学会鼓励支持和提供一些有助于任务完成的建议和指导，而不是一味的

贬低。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让拖延者不断加深对自己的能力的认知，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能力范围之内

的任务，从而减少拖延行为的产生。 
除了增强自我效能感之外，心理韧性的锻炼也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培养心理韧性，

要学会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积极归因和提升自尊心等[30]，当然大学生还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能力，通过

参加知识竞赛和社团活动，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也使得自己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能力大

小。除了从个体进行培养外，学校也应当积极开展一些活动和比赛，在竞争中使大学生能够正确的面对

挫折和挑战，同样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有利于心理韧性的提升，良好的家庭关系，亲密的伙伴关系以

及良好的教师榜样，都能够在大学生面临困难，产生畏难情绪的时候提供帮助，一同完成任务，而不是

将任务放置一端产生拖延。 

6. 结论 

自我效能感越低或心理韧性越低的人会出现越多的拖延行为。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拖延

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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