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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高水平运动员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和

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运动员自我控制量表、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对参加

江苏省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的130名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进行调查。结论：1) 高水平运动员未来时间洞

察力正向预测学习投入水平，也正向预测自我控制。2) 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3) 性别在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中介路径中的后半段具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随着自我控制水平的增高，女生学习投入水平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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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s and learning commit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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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level athletes, and self contro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adjustment of 
gender role. Methods: A total of 130 high-level table tennis players who participated in Jiang-
su University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were investigated by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 
Athlete Self-control Scale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Conclusion: 1) Fu-
ture time perspective positively predic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self-control in high-level 
athletes. 2) Self-contro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3) Gender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ediating path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self-control-learning engagement. With the in-
creased level of self control, the girl in the growth of learning investment level is higher than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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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22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对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范围、报名条件、资格审核、文化成绩、考核办法、招生管理等内容进一步明确

了新的细则。以往通过选拔考试进入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由于文化底子薄弱，或因参加训练比赛耗费

过多精力，在文化课学习方面出现了很大的短板。学习投入作为教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范畴，是使学生

对学习过程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它不仅可以反映出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对学生的成熟与发展起到

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也是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培养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因素(方来坛等，2008)。而

高水平运动员在升入大学后由于脱离了原先高强度的高中文化学习和专项训练，从而对学习态度产生松

懈，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也大幅下降。高校运动员之所以在专业课学习和训练之间存在非常突出的矛盾，

是因为运动员在进校后缺乏合理清晰的目标规划，训练与学习在时间上产生冲突(刘春忠，2013)。因此，

本研究为了可以让高水平运动员更大地发挥出自身优势，探究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程度的主要因

素，为促进大学生运动员的学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对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国内学者宋其争将未来时间洞察力定位为个体对

未来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重视程度越高，对未来的认识就

越清楚，对未来的思考也就越多，他们的认知策略也会运用得更加成熟(吕厚超，黄希庭，2004)，因此，

他们的学习投入也就会更高。有未来目标的个体会对学习方面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未来时间洞

察力有更长延展性的学生，在学习动机方面的表现上更好，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长度与目标的期望值以及

学习的效果都呈正向相关(Husman & Lens, 199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未来时间洞察力能正向

预测学习投入。 
自我控制是个体克服先天性欲望、习惯或固有行为反应的倾向，保持适应性行为的能力，其为了

促使人们抵制短期诱惑，遵守社会规则和规范，以实现长远目标(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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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作为自我调节的核心成分，在促进实现个体其他的人格品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Baumeister & 
Exline, 1999)。关于自我控制与未来时间洞察力的研究，自我控制是“个体对自己的心理与行为的主动

调控过程，特别是指抑制短期冲动以追求长远的更大目标的心理过程”(吕厚超，黄希庭，2004)。相关

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具有关注当前时间视角的学生，具有未来时间视角的学生自控力更强，学习成

绩也更好。自我控制水平会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价值思考与选择。国内学者认为自我控制是从目标到

实现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表现为个体对自身行为、情绪、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的能力(王红姣，

2003)。关于自我控制与学习方面的研究。自我控制与学业拖延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往往有拖延问题的

个体其自我控制能力水平也相对较低，常常分散注意力，无法长时间投入在学习过程(米豆豆，2012)。
个人的自我控制越低则在学习过程产生拖延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张潮，翟琳，王畅，2017)。研究表明

拖延行为与自我控制能力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洪伟，刘儒德，甄瑞等，2018)。综上，基于前人的相关研

究，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自我控制在高水平运动员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

而言，未来时间洞察力能正向预测自我控制；自我控制能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和学习投入等不同程度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的

(Honora, 2002)。与女性相比，男性更能理解当前时期目标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只要付

出努力，就能获得成功(Zimbardo, Keough, & Boyd, 1997)。因为男性更愿意去冒险喜欢现在，而女性则更

倾向于有条理地去计划未来的事物；在关于学习投入方面的研究，在一项以 1284 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

研究中表明，在学习过程中，相对于男生而言，女生有着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Hu & Kuht, 2002)。在国内

学者的研究中显示女生在学习投入的认知、行为维度要显著高于男生(许俊卿，谭英耀，侯雪莹，2014)。
在对自我控制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中，国外已有研究证明女生的自我控制显著高于男生，且随着年龄段

的增长，相较于男性，将展现出更高的自我调节水平。大学生群体中女生的自我控制水平在各个维度上

也都显著高于男生(董一，2014；胡楠，2018)。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性别在高水平运运动员未来

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2023 年 11 月~12 月以方便抽样法在江苏省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现场选取 130 名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

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 160 份问卷，剔除数据缺失、前后矛盾和有规律性答题等无效问卷后，最后收

回有效问卷 130 份(有效率为 81.25%)，其中男生 58 名、女生 72 名，平均年龄(21.38 ± 1.66)岁；国家健

将级运动员 11 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92 名；国家二级运动员 27 名；大一年级 25 名；大二年级 33 名；大

三年级 34 名；大四年级及以上的运动员 38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采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宋其争，2004)，量表分为五个维度行为承诺、未来效能、远目标定向、未

来目的意识、未来意象；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3。 

2.2.2. 运动员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运动员自我控制量表(李晓妤，张力为，2011)，量表分为四个维度：情绪控制、习惯保持、认知

调整、任务表现调整；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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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8。 

2.2.3. 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问卷 
因调查对象为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属大学生群体，故采用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问卷(廖友国，2011)，

量表分为三个维度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绪投入；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学习投入程度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9。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在比赛现场发放纸质问卷。要求调查对象阅读了解指导语后填写相关人口学题项，紧接着阅读第一

个介绍内容后依次完成未来时间洞察力、运动员自我控制、学习投入三个问卷。采用 SPSS29.0 对数据进

行初步统计分析，然后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研究假设中的模型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因子分析法，对所有未旋转问卷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 12 个因素根大于

1，其中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6.659% (小于 40%)，表明该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将性别、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见表 1)。性

别采用虚拟变量，女生 = 0，男生 = 1，男性占比为 44.6%；相关性关系分析显示“性别”与“未来时间

洞察力”“自我控制”和“学习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和“学习投

入”之间两两均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N = 130)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N = 130) 

项目 M SD 1 2 3 4 

1 性别 0.45 0.499 -    

2 未来时间洞察力 58.54 8.345 0.376*** -   

3 自我控制 77.97 14.488 0.199* 0.330*** -  

4 学习投入 68.26 0.50 0.221* 0.576*** 0.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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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运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非参数 bootstrap 法，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自我控

制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见表 2)，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0.576, t = 7.974, 
p < 0.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自我控制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415, t = 
6. 534, p < 0.001)。未来时间洞察力对自我控制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30, t = 3.960, p < 0.001)，自我

控制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487, t = 7.656, p < 0.001)。此外，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

入影响的直接效应及自我控制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上、下限均不包含 0 (见表 3)，表明未来

时间洞察力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学习投入，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预测学习投入。该直接效应

和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72%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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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in the mediation model 
表 2.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未来时间洞察力 0.576 7.974*** 0.330 3.960*** 0.415 6.534*** 

自我控制     0.487 7.656*** 

R2 0.332 0.109 0.543 

F 63.582*** 15.678*** 75.408*** 

注：模型 1 为未来时间洞察力预测学习投入；模型 2 为未来时间洞察力预测自我控制；模型 3 为未来时间洞察力和

自我控制预测共同预测学习投入。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benefit and indirect effect breakdown table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益、间接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95%CI 

占总效应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576 0.072 0.433 0.719  

直接效应 0.415 0.064 0.29 0.541 72% 

间接效应 0.161 0.041 0.083 0.242 28% 

3.4. 性别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显著的基础上，依据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

研究对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关系链中性别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见表 4)。在加入了调节

变量性别后，大学生运动员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自我控制对学习投入的回归系数仍旧显著(β = 0.546, t = 
5.758, p < 0.001; β = 0.320, t = 3.141, p < 0.01)，然而，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性别的交互项对学习投入的预测

作用并不显著(β = −0.234, t = −1.736, p = 0.850)，说明性别不调节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直接路径。

相反，自我控制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回归系数显著(β = 0.278, t = 2.093, p < 0.05)，说明性别调节了自我控制

到学习投入的后半路径(见图 1)。 
 
Table 4. Analysis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我控制 学习投入 

β se t 95% CI β se t 95% CI 

未来时间洞察力 0.317 0.126 2.519* [0.068, 0.567] 0.546 0.095 5.758*** [0.358, 0.733] 

性别 0.190 0.184 1.028 [−0.175, 0.555] −0.055 0.131 −0.417 [−0.314, 0.205] 

自我控制 −0.06 0.183 −0.326 [−0.422, 0.303] 0.320 0.102 3.141** [0.118, 0.521] 

未来时间洞察力 × 性别     −0.234 0.135 −1.736 [−0.501, 0.033] 

自我控制 × 性别     0.278 0.133 2.093* [0.015, 0.542] 

R2 0.118 0.567 

F 3.321 2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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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自我控制和性别对学习投入交互效应的实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按照均值上下一

个标准差的原则将自我控制分为高低两组，绘制简单效应图(见图 2)。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对学习投入在

女运动员群体中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β = 0.320, t = 3.141, p < 0.01)，自我控制水平随着学习投入水平的

不断提高也随之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样这种效应在男运动员群体中也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β = 0.598, 
t = 7.203, p < 0.001)，在自我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的趋势下，男运动员的学习投入水平也不断上升，但女

运动员的学习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男生。 
 

 
Figure 1. Mediated model path diagram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路径图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self-control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图 2. 性别对自我控制和学习投入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和个体因素性别其路径中的调节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其部分中介的作用；而性别在未来时间

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直接路径没有调节效应，但在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中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的发现为新时代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促进其学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4.1.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纳入自我控制的中介变量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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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显著正向预测效果，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假设一得到支持(Peetsma & Van der Veen, 2011)。
说明未来时间洞察力是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较高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的运动员，

在学习中赋有更积极的态度。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个体是可以有效评估自己未来的目标以及当下所付

出的行动(Wigfield & Eccles, 2000)，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较高的个体不仅可以对未来目标的实现性有一个

清晰的认知，还可以调动出自己积极的行为投入到当下的活动中(张潮，翟琳，王畅，2017)。运动员们不

仅需要在专项技能上保持稳定的竞技状态，在学习方面同样需有严格要求，而在未来时间上的构想以及

制定出一套客观清晰学习目标，都可以激励他们提高学习的投入、责任、成就水平(吕康，张春合，2022；
董一，2014)。因此，时间、目标管理上有较高未来洞察力水平的运动员，可以促进培养出一个积极稳定

的心态，在学习中拥有较高的学习投入程度，获得更大的学习收获(汪雅霜，2015)。成就动机是提高学习

投入的基础。对未来时间的感知与把握，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信念与行为动机，时间管理能力较强的个体，

学习投入水平越高(Lee et al., 2010)。具有远目标的个体往往不会被眼前短暂的利益所迷糊，而会投入更

多的动力去期待学成后更加高阶的学习成果(王净宇，2022)。由此可以认为，未来时间洞察力所包含的目

标定向、目的意识等重要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时间目标的认知态度以及行为动机，从而影响学习投

入程度。对此，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也证实了未来时间洞察

力对改善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水平有积极的作用，为推动高校培养复合型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参考

和借鉴。 

4.2. 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验证了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对直接效应后，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其中对中介作用机制。

研究提出，高水平运动员自我控制可能是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对中介因子。中介路径的前半段

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自我控制，这与前人研究一致；中介路径检验后半段表明，自我控制

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具有正向的预测效应(朱海东，杨飞龙，李翔，2018)。这一研究结果证实

了自我控制对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假设二得到支持。自我控制两阶段模型，

个体会识别出当下行为与未来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随后采取自我控制策略，抵御短暂利益诱惑继

而追寻更远大的目标(Myrseth, Fishbach, & Trope, 2009)。通过对未来时间的认识，不仅提高了对时间

目标的管理意识，还可以对自身行为进行调节控制，激发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魏连娣，2013)。个体

在面对诱惑时，身体会产生呼吁自身做出合理行动和满足当下欲望的两股力量(Hofmann, Friese, & 
Strack, 2009)。另外，未来时间洞察力中的认知动机因素会给予一种积极的向导作用影响学习者在处

理学习任务中的表现(Simons et al., 2004)。另外，自我控制也可以提升学习投入水平。根据自我控制

的双系统模型和自我调节理论，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干扰(Metcalfe & Mischel, 1999; Zim-
merman, 2013)，往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越高，学习动机就越强，可以展现出高自主学习行为与投入

水平在学习中(刘成伟，李科生，陈坤华等，2010)。行为控制理论同样认为，当一个人对学业的认知

与学习行为达到统一时，可以有意识的控制自身的行为活动从而达到目标需求(张文健，孙绍荣，2005)。
同时，本研究亦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控制对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的正向影响。在明确清晰的目标

规划后，使高水平运动员在学习过程中恰当的使用自我控制策略，从而改善学习的态度与行为。综上，

未来时间洞察力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学习投入水平，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间接影响学习投入水平。因此，

在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专项技能竞赛成绩与训练状态，同时要对他们提出更高

在学习方面的行为要求，重视文化素质的综合培养激励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未来规划，学校可以出台针

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相关优惠政策，从而使他们有效平衡训练学习的时间份额，在学习过程中投入饱满

积极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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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在明确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后，本研究进一步检验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

学习投入的直接关联路径中，性别并未起到调节效应。尽管相关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与对未来的

规划，但在本研究中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习投入的直接关联并未受到性别的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研

究结论并不相符，其原因可能如下。首先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与前人不同，高水平运动员具有双重身份，

他们在校期间不仅要完成学业方面的任务，在专项技能上同样需要达到竞赛成绩目标(李晨，2020)，而运

动员长久以来受学训矛盾的影响，导致出现身体疲劳、文化基础差，过分依赖自己专项技能成绩的现象，

忽视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对未来的时间与目标缺乏合理的管理规划，学习意识普遍都相对薄弱(贾慧芬，

2010)。其次本研究所关注行为结果与以往研究不同，男生在情绪起伏、行为不当等客观生理原因所产生

的倦态表现要高于女生(马静，2014)。而本研究所针对的是学习投入表现，与外界环境(社会支持、家庭

环境) (宋瑞莉，徐发秀，2022；潘莉君，2022)和心理特征(心理弹性、心理资本) (刘海昊，宋洪峰，章琦

伟等，2021)等变量有紧密联系，所以产生的结果在性别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性别变量在未来时间洞

察力与学习投入的直接关联路径中未起到调节作用。然而，性别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显著调节了未来时

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的后半段路径，因此假设三得到支持。具体来说，调节作用在高水平运

动员女生群体中更为明显。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个人的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当心理能量被逐渐消

耗时，个体会更易展示出冲动、暴力犯罪、吸烟等不良行为，从而降低自我控制能力(Baumeister, 2000)。
女性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高趋于稳定，而男性运动员在自我控制方面更易出现冲动行为(Sofia & 
Cruz, 2015)。女生在学习中更赋有耐心，情绪平稳，专注力更强，学习投入水平更高。本研究的结果，

创新性的将性别变量引入力高水平运动员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中，研究结

果启示教育者在关注高水平运动员文化课学习投入的程度时，需要针对男女运动员的不同特征，制定个

性化的教学计划，进行高质量的引导教育。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的是横断面单个时间点的研究设计，难以很

准确的推断出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未来还需采取追踪法、实验法，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其次在研究的样本量上，本研究仅针对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这一群体进行调查研究，未来还需扩宽项目

群体与取样范围，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5. 结论 

1) 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和自我控制；2) 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之

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未来时间洞察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学习投入，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来提

高学习投入。3) 性别与自我控制的交互项对未来时间洞察力–自我控制–学习投入中介的后半段路径中

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相对于男生来说，女生学习投入水平的增长幅度要高

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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