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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倦怠作为二语习得当中重要的情感因素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丰。基于此，本

文对近20年来国内外对学习倦怠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影响因素、测量对象及应对策略五个方面研究

成果进行整理，并对未来学习倦怠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关键词 

学习倦怠，研究综述，自我效能感 

 
 

Summa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Learning Burnout in the Past 20 Years 

Chunni R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 25th, 2024; accepted: May 23rd, 2024; published: May 30th, 2024 

 
 

 
Abstract 
Learning burnout, as an important emotional facto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concept defini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in-
fluencing factors, measurement objec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learning burnout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trends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study of learning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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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倦怠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表现为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的丧失，学

习效果的下降以及对学习任务的逃避。学习倦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动力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

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面临学习倦怠的困扰，不仅会影

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可能会导致学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和消极态度，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学习动力和

学习兴趣。开展学习倦怠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展对于消极情绪研究的认识，丰富学习倦怠研究

的相关成果；教学实践上可以为学生克服消极情绪，提高学习效率，营造良好积极的学习氛围探索有

效途径。 

2. 学习倦怠定义及概念研究 

学习倦怠最初是由职业倦怠所衍生出在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早在 1974 年，美国纽约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1974)首先提出了“倦怠”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工作中的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组

负性症状，如长期的情感耗竭、身体疲芳、工作卷入程度降低、对待服务对象不人道的态度和降低的工

作成就感等，并将此概念引入职业心理学研究领域[1]。随着职业领域倦怠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

倦怠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学习领域。因此，Pines 和 Kafry (1980)在研究学习倦怠情况时，发现即使社会服

务工作人员比学生的生活艰难，但是在读学生表现出的倦怠程度仍旧比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的倦怠程度高

[2]。虽然他们提出了学习倦怠的概念，但并未给予明确的定义，也未与职业倦怠作细致的区分，主要目

光还是聚焦在职业倦怠上。在此基础上，Meler 和 Schmeck (1985)首次提出准确的学业倦怠的概念，并定

义为：学生因长期承受高课业压力和负担，从而致使精力耗竭的一种现象，通常表现为学生对课业及活

动的热情退减甚至消失、与老师和同学态度冷漠关系疏远、对学业持消极态度[3]。 
同时，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较早展开了对学习倦怠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张治遥(1989)认为，学习倦怠

是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因为较重的学习压力或者较弱的心理抗压能力而引起的一种个人成就较低、

非人性化的现象[4]。也有学者认为中学生学习倦怠主要是由情绪耗竭、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疏离和生

理耗竭四个因素构成(胡俏，2007) [5]。有学者认为，学习倦怠是指个体在长期承受学校环境压力下，导

致身心资源消耗过度、精力衰竭等症状，进而表现出与学习相关的逃避行为。也有学者在研究大学生心

理弹性、学习适应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时，将学习倦怠定义为：学生由于学习的压力，或因对学习没兴趣

却不得不学习而产生的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等症状。 
以往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倦怠的涵义，即使研究者们对该概念的界定各持意

见，但是从前人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倦怠都是在学习压力、人际关系、自身学习动机的相互作

用下所形成的，可以将其理解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无法很好地处理学习压力，导致出现对学习兴趣

下降和力不从心的消极情绪。 

3. 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更好地了解学习倦怠产生成因，深入探讨影响学习倦怠产生的多方面因素十分必要。因此，本研

究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从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两部分进行总结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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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外部影响因素 

1) 家庭因素 
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无不是时时刻刻对学生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在探

究学习倦怠这一问题时十分重视研究家庭对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体现出地域差异，

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的学生在学习倦怠表现上截然不同。王承清等学者在对学习倦怠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

发现少数农村地区的学生产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们的家庭条件以及当地落后的教育资源(王
承清等，2021) [6]。可见少数农村家庭无法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学生的精力，

农村地区的孩子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承担家庭的责任上，这导致他们的学习效率低下，长此下去，农村留

守儿童的学习动机逐渐减弱，从而产生了学习倦怠，这与赖碧燕等人的观点一致。其次，许多学者在研

究家庭因素时，着重考虑到父母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高中生家庭亲密度

和适应性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学生学习倦怠的产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具体

研究发现，高中生父母低头行为与学业倦怠、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学业倦怠与疏离

感之间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发现父母的价值观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的

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认为，亲子依恋安全性越高，青少年的学习倦怠程度越低，呈现出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胡怡，2016) [7]。 
2) 学校因素 
学校的育人环境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者在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成因探讨中发

现，引起学生倦怠的一方面原因是学校环境支持的缺失，尤其是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差，无法为学生营造

良好的学习氛围，更容易导致学习倦怠的产生，另一方面是学校教学管理粗疏导致整体的教学活动设计

和实施存在漏洞，这也极易降低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归属感(白素英等，2006) [8]。也有学者指出，学校氛

围中最属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习倦怠有着直接关系，通俗来讲，学业压力越大，学生的情绪耗竭越严重，

当前校内课业压力负担过重导致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容易焦虑和导致出现学习倦怠(吴艳，2012) [9]。
除此之外，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影响学习倦怠的一大重要因素。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关心、尊重、爱护能够减缓学生焦虑等消极情绪，教师情感支持即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关心

和重视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倦怠有较大的相关性(李晓玉，2019) [10]。 

3.2. 内部影响因素 

从学者们对内部影响因素研究来看，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个人自尊水平、动机、效能感等。在对初

中生的自尊和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内隐自尊水平低主要是存在于高倦怠人群，说明学习倦怠

在初中生身上体现出了内隐性和潜伏性，学生内在自尊作为中介有助于降低内耗，提升学生的抗压能力

(张安鸽，2022) [11]。在研究中发现，学生归因风格与学习倦怠学业疏离存在显著负相关，学生若将失败

的原因归结于自身能力弱，也会导致成就感低下(顾倩，2017) [12]。 

4. 学习倦怠测量方法研究 

最早对于学习倦怠进行测量主要来源于 Maslach 和 Jackson 在 1981 年所制定出的测试量表，其被称

之为《职业倦怠量表(MBI)》。这个量表最开始主要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在量表数据分析中

分别划分为情绪耗竭、去人性化和成就感缺乏三个维度。MBI 量表分为三个版本，分别是 MBI-HSS 
(MBI-Human Service Survey)，BI-Form Ed. (MBI-Educators Survey)和 MBI-GS (MBI-General Survey) [13]。
MBI-HSS 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在此基础上，第二个版本 BI-Form Ed.的研究对象主要是

从事教育行业工作人员。这一版本量表的编制通过修改被试对象和地点之后可以被用来研究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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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版本 MBI-GS 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非人为服务对象的工作人员。在 Maslach 研究基础上，Schaufeli 
(2002)修订了MBI-GS为MBI-SS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student Survey)以更好地研究学生学习倦怠的

情况[14]。 
随着国外学者对学习倦怠测量方面研究的深化，国内也逐渐重视起对学习倦怠方面的研究，虽然国

内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连榕、杨丽娴、吴兰花(2005)在研究大学生专业承诺和学习倦怠之间关系时，根据 MBI 量表编制出

了适合大学生的学习倦怠量表，该量表将学习倦怠表现分为 3 个方面：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

并且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广泛运用在测量大学生学习倦怠等方面的研究[15]。胡俏(2007)
在研究初中生学习倦怠时提出由于初中生和其他群体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因此通过调查问卷和现场访

谈的方式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概念结构[16]。吴艳、戴晓阳，温忠群(2008)等人为了调研初中生学习倦怠的

情况，在初中生学习倦怠量表的基础上增加 6 个项目，编制成了《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符合心理学

测量的标准，可以运用在青少年倦怠的研究上[17]。向晓蜜(2008)为了了解本土化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对大学生学习倦怠成因问卷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值得被运用[18]。毛天欣、陈维(2015)
等人在对连榕等学者所设计出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的研究中发现其采用的是经典测量理论(CTT)，该理

论对于信度的检验不够准确，因此他们运用了多元概化理论对此量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为改进量表提

供了方向上的指引[19]。 
通过对近 20 年学习倦怠测量方法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多采用五点评分式方法来编制量

表，并且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改进，量表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为的就是能够制定出更具有信效度以及

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量表。 

5. 学习倦怠测量对象研究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学习倦怠的研究涉及到了不同层次的学生，主要包括初高中生、中高职

生、在读大学生、研究生这几类不同学生群体。 
学者在对初中生特质情绪智力与学习倦怠进行研究时，发现初中生特质情绪智力普遍较低并且呈现

出年级特点，特质情绪智力与学习倦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特质情绪智力越高，学生学习倦怠的可能

性越低(徐晓敏，2014) [20]。李连玲等人在研究初中生学习倦怠时，特别关注了时间管理这一因素，分别

采用了《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及《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对初中不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生

在时间管理上优于男生，并且越能管理好时间的学生，相应的学习倦怠程度较低(李连玲，2015) [21]。 
邹志超等人在对湖南省几百名高中生进行学习倦怠和自我效能感研究时，提出高中生的学习倦怠较

普遍，自我效能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正向预测学习倦怠，自我效能感不仅能直接影响学习倦怠，而且能

通过未来时间洞察力间接作用于学习倦怠，学生可以通过制定远大的理想目标，进而减少学习倦怠情况

的产生(王奕冉，2010) [22]。也有学者在研究高中生学业压力和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对高中生进

行自我同情干预能够帮助有效地降低学习倦怠的程度，自我同情在缓解学业压力和学习倦怠方面是有一

定成效的(吴锦洋，2023) [23]。 
中职生的学习倦怠在研究中显示比普通中学生程度较高。中职生相较于其他学生来说更容易产生学

习倦怠，但也有人格特质上的区分，外向型的人格更能融入社会，因此这类人的学习倦怠程度也相应较

低。在对中职生睡眠质量、手机成瘾情况以及学习倦怠调查后，发现有 90%的中职生都有手机，这对他

们的睡眠质量有影响，导致中职生的学习倦怠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聂雪丽，2014) [24]。因此，中职生

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产生学习倦怠，特别是中职生歧视知觉更可能引起学生消极

的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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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倦怠问题，其中男女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调

查了高职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后发现，他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较高，而这种依赖程度与学习倦怠之间存在

相互影响的关系。换言之，高职生对手机越依赖，学习倦怠的发生也越容易。 
在研究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应该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我们从学校、社会、

家庭以及个人因素出发，探究这些因素对学习倦怠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前的大学生中，已经出现了

相当比例的学习倦怠情况。而且，影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考虑(陈燕，2007) [25]。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学业情绪能够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倦怠。

当大学生适应程度越高时，他们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学习倦怠程度也更低(高明，2014) [26]。这

一发现进一步强调了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的重要影响，为我们深入理解学习倦怠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对研究生学习倦怠及专业承诺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研究生在面临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

也容易产生学习倦怠，但整体情况较大学生要好。这表明研究生在应对压力方面可能更具有优势(程陶等，

2008) [27]。另外，在对工科大学生学习倦怠和自我效能感进行研究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工

科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但相对较轻。他们更倾向于将学业表现归因于内部因素，即自我效

能感。当工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时，他们的学习倦怠程度也就越低(赵龙，2014) [28]。 

6. 学习倦怠应对策略研究 

Jacob Shreffler (2020)对美国医学生在考试时的倦怠症状水平进行研究并研制出 12 种关键策略来缓

解医学生的学习倦怠，包括锻炼、休息、限制每天的学习时间、休息、花时间娱乐等，这帮助学生进一

步对学习倦怠有更清晰的认知[29]。通过使用这些策略，医学生可以将倦怠程度降至最低，并在整个学习

期间保持健康心理状态。Azzi Diana Vilela (2023)在研究疫情时代学生学习倦怠时提出采用与锻炼相关的

紧急远程教育系统(ERE)对减轻学生新冠肺炎隔离期产生的倦怠有显著作用[30]。对于如何减轻大学生学

习焦虑情况，学者们一致认为得调整课堂设置以满足学生需求，并且要适当地教授学习策略才能使学生

不盲目地学习，以此增强自身的学习效能感(赵荔，2017) [31]。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文章对近 20 年学习倦怠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最早对学习倦怠进行研究的主要是集中在国外，尽

管我国在学习倦怠这一概念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有关研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学习动

机和学习倦怠方面的研究愈渐深化和成熟，其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在现有的文献基础之上，不难发现

研究者对于学习倦怠的定义、测量、影响因素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研究者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学习倦怠的综合认识，并且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提供如何缓解学习倦怠行之有

效的方法。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和查阅，我们认为未来的学习倦怠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7.1. 研究个体差异和发展变化 

进一步研究学习倦怠的个体差异和发展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陷入学习

倦怠，而其他人则能够保持学习的积极性。我们可以考虑个体因素，如性格特质、自我调节能力和学业

动机，以及环境因素，如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此外，还可以通过长期追踪研究，探

索学习倦怠在不同年龄段和学习阶段的变化模式，以及其与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7.2. 研究学习倦怠与其他心理、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系 

学习倦怠往往与其他心理、情绪和行为问题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学习倦怠与焦虑、抑郁、自尊等

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倦怠的成因和机制。此外，还可以探索学习倦怠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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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以揭示学习倦怠对个体综合发展的影响。 

7.3. 探索学习倦怠的干预和预防策略 

深入研究学习倦怠的干预和预防策略，有助于我们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帮助。这可能包括教育环境

的改善，如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方式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教师和家长的角色，如提供积极的反馈和支持；

以及心理辅导和支持服务的提供，如认知行为疗法、情绪调节技巧和学习策略培训等。此外，还可以探

索使用技术手段，如在线学习平台和学习应用程序，来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倦怠。 

7.4. 跨中外文化研究 

考虑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系统下学习倦怠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学习倦怠的

本质。跨文化研究可以比较不同文化和教育系统下学习倦怠的异同，探索文化价值观、教育制度和社会

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满足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下学生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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