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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学习倦怠与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以188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学习

动机量表、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

倦怠存在负向相关，即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2) 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一般自我效

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学习动机越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3)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

怠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4)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

动机和大学生学习倦怠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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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burnou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188 college students were taken as subjects in this study, an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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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moti-
v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that is, the stronger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weaker their 
learning burnout; 2)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that is, the stronger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higher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3)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urnout, that is, the stronger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the weaker their 
learning burnout; 4) General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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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倦怠早在 1974 年第一次被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提出，他认为倦怠是一种慢性疲乏症、

抑郁和挫折感，并主要关注职业领域中的概念[1]。研究者在中国背景下提出学习倦怠的定义：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缺乏兴趣或动力，但被外界因素强迫学习时，就会产生厌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2]。严重的学习

倦怠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更会导致严重的情绪和心境障碍，睡眠障碍、行为问题[3]，影响大学

生未来的职业规划[4]。一项纳入 120 篇文章的元分析结果发现，从 2005 年开始到 2017 年中国大学生学

习倦怠的程度在逐渐增加[5]。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重要群体，关乎未来发展的学习倦怠问题急需

关注，深入探索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可以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顺利成长为

新时代栋梁。 
学习动机(Learning Motivation)是指学习者发现学习活动有意义、有价值，并尽力从中得到期待学习

收益的倾向[6]。它是一种推动学习者达到学习目标的内部动力机制，是直接影响学习效果的心理条件之

一，也是决定学习质量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7]。不同水平的学习动机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影响不同，内部

动机会推动学生积极地投入学习，从而获得较好的学业成绩并体会到较高的学业成就感；而较低的学习

动机让学习者不会产生良好的学习体验，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和行为，就会增加学习倦怠的可能性[8]。
学习动机与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而其中的发生机制同样需要探索。 

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挑战和新事物时展示出来的一种信心[9]。高自我效能

感的个体倾向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为自己设置高目标，并付出努力以达成目标。早在 Bandura 提

出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时就指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可以影响动机，决定着个体进行某种活动的动机水

平[10]。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选择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为自己设置较高的目标，并坚持达到它。此后的

实证研究也多次表明，作为个体稳定特征的效能期待，即一般效能感，能够部分预测个体动机的类型和

水平。对自己学习能力评价高的人群对学习的兴致也比较高，并且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来不断增

加自己成就感，成就感越高，自己的满足感也随之升高，而这类人往往有较为清晰的学习目标，并且有

正确的归因，将成功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因素，而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对学习下的功夫不足以及经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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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并且在整个学习活动过程中总是反思、寻找不足的地方；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强度较低的这部分大学

生群体，他们经过一件或几件事的失败后，就开始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很没用，又不愿去提升自己的能

力或者只心动不行动，经过不断的往复，在生活学习中就害怕做不好事情而被别人嘲笑，所以在学习生

活中更不愿意主动学习，没有激情[11]。班杜拉认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自我效能

感高的个体对自身的能力评价高，能积极主动地应对任务，包括学习任务，在面对困难时也能进行积极

有效的思考，从而较少地体会到倦怠感。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对自身完成某一任务时的信心和能力较

低，缺乏完成该任务的动机和信心，会体会到较多的挫败感而不能完成任务，从而体会到较高的倦怠感

[12]。因此，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生学习倦怠与学习动机之间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大学生学习动机、学习倦怠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提出

研究假设：①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存在负向相关(H1)；②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存

在负向相关关系(H2)；③ 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3)；④ 一般自我

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4)，并构建了如图 1 的研究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图 1.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间的中介作用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均来源于宁夏大学，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 203 份，有效问卷为 188 份，有

效率达到 92.6%。其中大一年级学生 48 人，大二年级学生 37 人，大三年级学生 59 人，大四年级学生 44
人。男生 81 人，女生 107 人。采取匿名问卷调查法，保护被试隐私。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量表(GSES) 
采用 Schwarze等人(1994)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测量被试的一

般自我效能感[9]。量表共 10 个项目，采用 4 级 Likert 计分方法：1 = 完全不正确，2 = 有点正确，3 = 多
数正确，4 = 完全正确，得分越高表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科隆巴赫 α系数为 0.580。 

2.2.2. 学习动机量表 
学习动机量表由 Amabile 等人(1994)编制，本研究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2005)基于中国大学生样本修

订的中文版学习动机量表[13] [14]。该量表由 30 个项目组成，包括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两个分量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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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采用 4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动机水平越强。本研究科隆巴赫 α系数为 0.742。 

2.2.3. 学习倦怠量表 
采用连榕等人(2005)编制的《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2]，该量表包括 20 个项目，分为情绪低落(8 题)、

行为不当(6 题)和成就感低(6 题)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制，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倦怠程度

越高。本研究科隆巴赫 α系数为 0.868。 

2.3. 实验程序 

首先选取被试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回收。其次使用 SPSS24.0 对原始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并对其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及其维度在性别上的特征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及其各维度进行性别差异检验。结果

表明，在学习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上，男女

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3.682, p < 0.05)，男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在学习动机的总分上，男

女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2.587, p < 0.05)，男生的学习动机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学习动机的内生动

机维度上，男女生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2.759, p < 0.05)，男生内生动机的得分高于女生；而在学习

动机的外显动机维度上，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详细数据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urnout  
表 1. 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描述统计 

变量 
男(n = 81) 女(n = 107) 

t 
M SD M SD 

学习动机 82.67 6.40 80.33 5.93 2.587* 

内生动机 39.91 4.169 38.33 3.69 2.759* 

外显动机 42.75 2.99 42.00 3.17 1.652 

一般自我效能感 28.40 2.84 26.89 2.77 3.682* 

学习倦怠 59.96 12.76 58.58 11.34 0.785 

情绪低落 23.35 7.08 22.84 5.85 0.535 

行为不当 19.26 4.43 18.47 4.14 1.261 

成绩感低 17.36 4.37 17.27 4.25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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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大学生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关关系分析 

3.2.1. 学习动机总分、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与学习倦怠总分之间相关性分析 
对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的总分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2)。结果表明，学习动机总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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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倦怠总分呈现显著负相关(r = −0.475, p < 0.05)，即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反

之，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学习动机总分和一般自我效能总分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281, p < 0.05)，即学习动机越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相反，学习动机越弱，一般自我效能感也会越

低。一般自我效能总分与学习倦怠总分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 = −0.487, p < 0.05)，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

感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total score of learning burnout 
表 2. 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总分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1 学习动机 1   

2 一般自我效能感 0.281* 1  

3 学习倦怠 −0.475* −0.487* 1 

3.2.2. 学习动机各维度、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与学习倦怠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对学习动机及其维度、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与学习倦怠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动机

各维度、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维度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内生动机、外显动机和一般自我

效能越高，大学生的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的几率越小；反之，内生动机、外显动机与一般自

我效能感越低，学生就越容易出现，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绩感低的现象，详细数据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ts dimensions,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urnout 
表 3. 学习动机及其维度、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变量 
学习倦怠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一般自我效能感 −0.451** −0.376** −0.277** 

学习动机 
内生动机 −0.449** −0.405** −0.297** 

外显动机 −0.493** −0.397** −0.027** 

3.3. 一般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三步分析法来检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 4 所

示，学习动机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 −0.38, p < 0.05)，复相关系数 R 为−0.48，判定系数 R2为 0.23，说明

学习动机可以解释学习焦虑倾向的 23%，可以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y = −0.38x + 38.805。学习动机显著正向

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β = 0.28, p < 0.05)，复相关系数 R 为 0.28，判定系数 R2为 0.08，说明学习动机可以

解释一般自我效能倾向的 8%，可以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y = 0.18x + 6.955。当学习动机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共同预测学习倦怠时，整个方程的解释力从 23%上升到 36%，增加了 13%；学习动机的效应降低(β从 0.48
降低到 0.38)，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较为显著，且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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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ffect tes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mediation model 
表 4.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步骤 变量 R R2 ∆R2 F B SE β t 

Step1 学习倦怠 −0.48 0.23 0.22 55.58**     

 学习动机     −0.38 0.50 −0.48 −7.46** 

Step2 一般自我效能感 0.28 0.08 0.07 16.40**     

 学习动机     0.18 0.45 0.28 4.05** 

Step3 学习倦怠 −0.60 0.36 0.35 53.67**     

 学习动机     −0.29 0.05 −0.37 −6.07* 

 一般自我效能     −0.47 0.07 −0.38 −6.35** 

4. 讨论 

4.1. 大学生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学习倦怠及三个维度中，男女生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不一致，其研究表明，男生和女生在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都存在一些差异[15]。这可能是由于大多

数男生在遇到难题或者是在学习遇到挫折时不太愿意向其他人倾诉，更愿意自己多尝试去解决，但这样

回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多次尝试后也不一定成功，就容易使男生更容易情绪低落。另一方面，比

如说上课迟到早退、逃课、上课开小差等不良学习行为男女生会有很大差异。在成就感低这个维度上，

女生的均值要稍高于男生，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女生认为自己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是学习成绩却还是不

如考前临阵磨枪的男同学而产生这样一种负面情绪。 
从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习动机及各维度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男生和女生在学习动机的内生动机

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一致[15]。在学习动机总分以及内生动机这两个维度上，男生的均值都要

高于女生，这说明男大学生相较于女大学生的内部动机要更强。产生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现在大学生

就业压力普遍较大，男生又从小被灌输男儿当自强，要努力奋斗，要将来要有自己的事业才能承担对家

庭的责任，这些外部因素无形中会使男大学生承受更大的压力，同时也大大增强男大学生动机。 
在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上，性别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这与陈旭等人研究一致

[1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这可能与中国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在活动过程中的成就评价标准不同有关，这

种标准的潜在假设是：男性先天就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成功特质，即使男性一时没有成功的表现，也不妨

碍其成功的进程，中国的社会文化给了男性足够的探索空间，正是这种无形的空间，鼓励了男性进行更

多探究和选择更多挑战。而女性在社会评价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就使得女性必须时刻争取获得社会积极

的评价，防止劣势地位加剧。大学生的在进入学校之后，思想越来越成熟，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也越来

越明显，所以男女生的自我效能感产生一定的差异。 

4.2. 大学生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的关系 

学习倦怠总分与学习动机总分及各维度——内生动机，外显动机均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大学生学

习动机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反之，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印证了假设 H1，
并且与康雅婷研究一致[15]。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当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烈时，对学习就会产生低落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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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迟到，逃课，不交作业等不良行为，从而对学习就会更多的产生厌烦、倦怠等负面情绪。但当

学生的内在动力很强时，会对学习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为了达到更高的成就感而奋发图强，长此以往很

少会产生学习倦怠的现象。 
一般自我效能总分与学习倦怠总分及各维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其

学习倦怠情况越弱；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印证了假设 H2。这与以往研究一

致[15]。自我效能高的人对自己充满自信，认为没有什么困难，因此产生强烈的成就感，降低了对学习的

厌烦和倦怠情绪。但自我效能感低的人，会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好，对任何事情产生了抵触和逃避心理，

情绪低落频繁，对学习逐渐不感兴趣。 
学习动机总分及各维度和一般自我效能总分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学习动机越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

高；相反，学习动机越弱，一般自我效能感也会越低。这与李雪平的研究一致[17]，并验证了本研究的假

设 H3。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活动的结果都有较高的自

信，他们乐于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并能从中获得较大的乐趣，他们不受回报、他人评价等外部因

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强的内在性学习动机。 

4.3.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作用分析结果可知，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内生动机和外显动机两个维度)和学习倦怠

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 H4。从理论上分析，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够影响其一般自我效能感，学生

对完成学业任务的动机提高了，则其对完成学业任务的信心也相应的得到了提高。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会影响其学习倦怠，学生对完成学业任务的自我效能感得到提高，则其对学业的倦怠感会相应的降低。

同样地，学生的学习动机得到提高后，他对学习的兴趣也会增强，因学业任务而带来的学习倦怠感会相

应的降低。因此，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能够直接影响其学习倦怠。同时，其学习动机也能

通过学习自我效能感从而影响其学习倦怠，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之间是存在一定的中

介作用。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出发，探讨了学习动机、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研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的不足： 
1) 被试选取较窄，需要进一步拓展。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时间的限制，样本量的选取范围受限，如

果能进一步将样本量的范围拓展和扩大，可能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推广性，而且本

研究中，问卷问题设计太多，被试填写到后面很可能会产生厌烦心理，随意填写，这很可能会影响问卷

的质量。而且问卷中有些问题涉及到一般效能感的问题，不排除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填写问卷的时候，会

有所顾虑，从而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意向，倘若在填写过程中填写失真，那将会影响问卷的质量。 
2) 研究方法单一，需要进一步增多。本研究在调研中，研究方法仅仅只是用了问卷调查法，虽然问

卷调查法具有有效率高等优点，但也有它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容易受到被试样本的影响，如果被试在

填写过程中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真是意图填写，那么这种影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 

6. 结论 

1)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倦怠存在负向相关，即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强，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弱；反之

大学生学习动机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 
2)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学习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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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情况越弱；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弱，其学习倦怠情况越强。 
3) 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学习动机越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

高；相反，学习动机越弱，一般自我效能感也会越低。 
4)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大学生学习倦怠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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