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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establish and statistically 
predict the causality of multivariate varia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sets 
the academic a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earning ability, creative thinking, verbal expression abili-
ty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setting time a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 value, 
time monitoring and time efficacy. 7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students in four colleg-
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angchun, and the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was analyzed by using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0.893, indicating good reliability. Us-
ing the AMOS software to establish the model coefficient estimation statistic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map, the P values of all the path coefficients are all below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ime manage-
ment and the academic level of undergraduates and the rel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are estab-
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od time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per-
formance, but als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oci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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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分析建立、统计预测多变量因果关系的数学分析方法。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将学业设为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交流合作能力四个维度，将时间设为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对长春市四所高校的学生发放700份调查问卷，使用SPSS统计软件

进行问卷信度分析，得到问卷信度为0.893，表明信度良好。用AMOS软件建立模型系数估计统计量以及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得到所有项路径系数的P值都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以下，表明大学生时间管理和

学业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并据此建立了相关的结构方程。研究结果显示，好的时间管理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绩效，还可以为促进人格的进一步社会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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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许多专家及学者试图从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角度去研究影响大学生学业水平的因素。黄希庭

等人(2001) [1]提出时间管理倾向是一种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人格特征，

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构成。魏佳(2015) [2]的
研究表明在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中，时间效能感主要影响学业成绩，与大学生学业成绩成显著正相

关。而李茹锦(2008) [3]在不同的成就对学业成绩的间接作用的研究中发现，学业成绩与时间监控感、时

间效能感成显著正相关，但时间效能感不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显现。以上的研究都是借用传统的统计方法

实现的，但对于这种传统的统计方法，其中因素自身的测量和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分开出的，先是对因素

进行测量，评估概念的信度和效度，接着通过评估标准，将测量资料用于进一步的分析。为了区别于传

统方法，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对学业的影响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构方程模型[4]便于我们从诸多的子维度中找出关联度最大的影响因子，Heidi Janssens 等人(2016) 

[5]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工作压力、长期病假和受欺凌三者潜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Florence Fulk、Paul 
Succop 等人(2016) [6]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在已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找出了被调查个体所在地空气、土

壤、灰尘中锰含量及个体取暖方式、父母受教育水平、室外活动时间对个体摄入锰含量的相关关系等。 
本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将难以直接衡量的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交流合作

能力以调研打分为测量变量予以概念化，进向通过测量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关系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拟合结果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学业水平和时间管理能力的预测关系，其主要包括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类。 

2.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和模型建构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是一种分析建立、统计预测多变量因果关系的数学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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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涵盖了回归分析、因子分析、通径分析、协方差分析等诸多一元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所具备的优点

[7]。综合了传统统计方法中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各项优点，通过为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设定观测变

量，借助这些可以用于统计分析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

不但可以使研究人员在分析中处理测量误差，而且又可以分析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因此可以将结构

方程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分成以下两类： 
1) 测量方程 

,x yX Y eξ δ η= Λ + = Λ +
 

测量方程是表示观测变量 ,x y 与潜变量 ,η ξ 之间关系的 方程组。其中 X 是表示外生指标组成的向量，

Y 是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Λ用来表示外生指标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

之间的关系， e是外生指标 X 的误差项及内生指标Y 的误差项，η是内生潜变量，ξ是外生潜变量。 

2) 结构方程 
Bη η ξ ζ= + Γ +  

结构方程组主要用于表示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 B 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Γ是外

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ξ 是外生潜变量，ζ 是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由这两组方程，再加上一些模型的设定，通过一种迭代求解过程，就能计算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个参数。 

3. 时间管理与学业相关性的建模 

3.1. 变量选取 

本文中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和时间效能感三个外生潜变量分别用 1 2 3, ,ξ ξ ξ 表示；学习能力，创

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四个内生潜变量分别用 1 2 3 4, , ,η η η η 表示。 

Y 是由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分量对应文中的 1 11~Q Q ； X 是由外生指标组成的向量，分量分别对

应本文中的 12 20~Q Q 。 

e表示外生指标 X 的误差项和内生指标 Y 的误差项。在本文中内生指标Y 的误差项为 1 11~e e 外生指

标 X 的误差项为 12 20~e e ；ζ 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本文中 1ζ 为学习能力的残差项， 2ζ 为创造性思维

的残差项， 3ζ 为语言表达能力的残差项， 4ζ 为交流合作能力的残差项；λ 为外生指标与外生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以及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1 2 3, ,Q Q Q 对学习能力的关系记为 1 2 3, ,λ λ λ ， 4 5 6, ,Q Q Q 和

创造性思维的关系记为 4 5 6, ,λ λ λ ； 7 8,Q Q 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关系记为 7 8,λ λ ； 9 10 11, ,Q Q Q 和交流合作能力之

间的关系记为 9 10 11, ,λ λ λ ； 12 13,Q Q 和时间价值感之间的关系记为 12 13,λ λ ； 14 15 16 17, , ,Q Q Q Q 和时间监控感之

间的关系记为 14 15 16 17, , ,λ λ λ λ ； 18 19 20, ,Q Q Q 对时间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记为 18 19 20, ,λ λ λ 。 

Γ是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在本文中时间价值感对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

力，交流合作能力的关系记为 11 12 13 14, , ,Γ Γ Γ Γ ，时间控制感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交流

合作能力的关系记为 21 22 23 24, , ,Γ Γ Γ Γ ，时间效能感对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交流合作能

力的关系记为 31 32 33 34, , ,Γ Γ Γ Γ 。 

3.2. AMOS 分析 

本对全日制本科在校大学生，选取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和长春大学四所高校的

学生展开调查研究(分别作为“985 高校”“211 高校”“普通一本高校”和“普通二本高校”的代表)。
通过编辑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和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700 份，最终回收有

效问卷 68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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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间管理和学业水平两大项。其中时间管理项下设“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

能感”三个维度，包含的项目数分别为 2、4、3，共 9 个题项。学业水平项下设“学习能力”“创造性

思维”“语言表达能力”“交流合作能力”四个维度，包含的项目数分别为 3、3、2、3，共 11 个题项。

采用“1 = 完全不符合”到“5 = 完全符合”计分，得分高者则表明被试者对于时间的功能和价值具有较

高的评价，或者在日常学习中能够较多地使用这些时间监控行为。 
本文使用 AMOS 软件[8]对参数进行拟合，选择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在 AMOS 软件中，利用 Analyze

菜单下的 Calculate Estimate 进行模型拟合，输出路径系数的统计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这是非标准化

回归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所有项的路径系数的 P 值都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以下，Estimate 路径系数值表示预测变

量变化一单位，相应的因变量会变化路径系数大小的单位，如时间监控感增加一单位会使得学习能力增

加一单位。 
依据模型系数估计统计量构建出相关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图 1)。 

 
Table 1. Model coefficient estimation statistics 
表 1. 模型系数估计统计量 

Regression Weights Estimate S.E. C.R. P 

学习能力→时间监控感 0.540 0.054 9.968 *** 

交流合作能力→时间效能感 1.502 0.143 10.535 *** 

创造性思维→时间价值感 2.966 0.853 3.477 *** 

语言表达能力→时间监控感 0.874 0.059 14.872 *** 

Q1→学习能力 1.000 0.098 8.810 *** 

Q3→学习能力 0.865    

Q4→创造性思维 1.000    

Q5→创造性思维 1.464 0.116 12.579 *** 

Q6→创造性思维 1.147 0.100 11.435 *** 

Q7→语言表达能力 1.000    

Q8→语言表达能力 1.036 0.065 15.986 *** 

Q9→交流合作能力 1.000    

Q10→交流合作能力 1.022 0.055 18.428 *** 

Q11→交流合作能力 0.843 0.050 16.769 *** 

Q12→时间价值感 1.000    

Q13→时间价值感 3.639 1.042 3.491 *** 

Q17→时间监控感 1.000    

Q16→时间监控感 0.946 0.054 17.447 *** 

Q15→时间监控感 0.955 0.052 18.408 *** 

Q14→时间监控感 0.793 0.055 14.504 *** 

Q20→时间效能感 1.000    

Q19→时间效能感 0.860 0.092 9.361 *** 

Q18→时间效能感 0.454 0.086 5.259 *** 

Q2→学习能力 0.989 0.101 9.820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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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map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3.3.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以图 1 的结构方程模型为依据，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结构方程表达式： 

( )1 1, 2,3; 0.50,0.66,0.52; 0.25,0.43,0,27i i i i iY e i eη λ λ= + = = =
 

( )2 4,5,6; 0.54,0.71,0.60; 0.29,0.50,0.36i i i i iY e i eη λ λ= + = = =
 

( )3 7,8; 0.70,0.76; 0.49,0.58i i i i iY e i eη λ λ= + = = =
 

( )4 9,10,11; 0.75,0.74,0.68; 0.56,0.55,0.45i i i i iY e i eη λ λ= + = = =
 

( )1 12,13; 0.14,0.53; 0.28,0.35i i i i iX e i eξ λ λ= + = = =
 

( )2 14,15,16,17; 0.59,0.75,0.71,0.71; 0.35,0.57,0.51,0.51i i i i iX e i eξ λ λ= + = = =
 

( )3 18,19,20; 0.23,0.53,0.43; 0.05,0.28,0.19i i i i iX e i eξ λ λ= + = = =
 

11 13 14 22 24 31 32 33, , , , , ,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由于其所表示关系的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小，以及用 SEM 模型验证路径

系数的 P 值不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把值设为 0，则可得： 

1
1

2
2

3
3

4

0 0.78 0 0.80
0.93 0 0 0.86

0 0.87 0 0.75
0 0 0.93 0.88

η
ξ

η
ξ

η
ξ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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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结果分析 

4.1. 问卷可信度分析 

由于信度分析能够分析出评价调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所以我们将收集的数据经过量化处理后导入

SPSS 软件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一般情况下，信度分析达到 0.8 左右时则可以表示问卷的信度良好，0.9 以上则表示信度极好。从表

2 可以看出问卷信度为 0.893，信度良好。 

4.2. 学生时间管理和学习能力的相关性总体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成。时间管理与学业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且影响显著。从研究中发现，学习成绩较为

出色的学生，其时间管理倾向的特质比学习成绩相对逊色的学生更为突出。时间管理不仅提高学生的学

习绩效，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人格的进一步的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基础。 

4.3. 从不同的维度分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大学生时间管理与其学业之间的影响，我们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又从不同性别、年

级，高校，家乡所在地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 
1) 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多属于场依存型，男性则多属于场独立型。步入大学，学生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间增多，师长的约束减少，男生的独立适应能力明显高于女生，导致男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总体要强

于女生。但女生因为从小被灌以做事认真、踏实、稳重的思想，所以在时间监控感上要优于男生，更容

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学习能力、交流合作能力要优于男生。同时有研究指出，男生和女生的

大脑发育从小就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女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如男生，所以男生的创造性思维要

优于女生，当然语言表达能力也要优于女生。 
2) 从不同地区的角度来说，南方大都是经济发达省份，人口较多，竞争也就相对比较激烈，这就使

得南方的教学质量高于北方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观念比较强，使得其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相比之

下，北方学生没有了地域优势，只能靠自身的努力来发展，所以北方学生对自身的要求严格，在时间管

理上要优于南方学生。 
3) 对于不同高校的学生，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学习能力及时间管理能力相比一本学生和二本学生 

 
Table 2.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2.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893 20 

 
Table 3. Student time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table 
表 3. 学生时间管理和学习能力的相关性总体分析表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感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 

学习能力 0.446** 0.558** 0.697** 0.618** 

创造性思维 0.434** 0.533** 0.674** 0.577** 

语言表达能力 0.421** 0.543** 0.726** 0.593** 

交流合作能力 0.309** 0.444** 0.643** 0.495** 

学业水平 0.461** 0.606** 0.792**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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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较好一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 985 和 211 高校的校园学习氛围相比之下较好，学习资源也

相对较多，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学业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 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大部

分都是从小就是对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要求较严格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习惯，再

加上来自名校上的自信，让他们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4)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人本能的想要证明自己，这在 211,985 名校中尤为明

显。但与此同时，大一的学生并没有完全掌握高中与大学学习方法上的不同，导致学习效果并不明显，

相比之下，大二、大三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强，同时，随着学科竞赛的加入，高年级学生的交流合作及语

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加强。 

5. 结论 

本文调研了大学生时间管理与其学业之间的影响，并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时间管理和学业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为了使大学生能够更好的管理时间来提升学业水平，本文

给出以下建议：要有时间管理意识并努力培养自己的时间管理意识；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为此目标的实现

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到高效的时间管理；学会并保持做事有条理并学会使用任务清单；分清主次并牢记要

事为先；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才能更有效率的学习；牢牢把握效率与效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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