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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影响：
学业拖延的中介作用

张家蕊　冯　钒　熊敬花　黄列玉△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与学业拖延３者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大学生的学业
情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使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学生版
拖延评估量表对６４８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低年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Ｐ＜
００５）；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和学习倦怠均呈负相关（ｒ＝－０．５１，－０．６６，Ｐ＜０．０５），学业拖延与学习倦怠呈
正相关（ｒ＝０．７８，Ｐ＜０．０５）；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４６．９７％。结论　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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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倦怠是指个体由于对学习任务的持续投
入导致对学习的兴趣降低，进而产生厌倦情绪的一

种消极行为［１］。学习倦怠已成为近年来大学生群

体中普遍存在的学业问题［２４］。学习倦怠会降低大

学生的学习效率，严重时会危害其身心健康［５］。

因此，探讨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内在影响因素显得尤

为重要。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利用

其所具有的能力去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自信程

度［６］，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有较严重的学习倦

怠［７］，而倦怠所产生的消极情绪会进一步阻碍大

学生的学业发展。学业拖延是指在有限的时间范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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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由于主动推迟学习任务而产生的焦虑情

绪［８］，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

时缺乏坚持性，会出现学业拖延［９］，而学业拖延会

加剧学习倦怠的发生［１０］。基于此，本研究拟对三

者的内部关系展开研究，探讨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

习倦怠的影响机制，为改善大学生的学业情况提供

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６４８名贵州大学城

在校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６０２
份（９３％）。其中男生 ２８９人，女生 ３１３人；文科
２９６人，理工科３０６人；大一１１４人，大二１８４人，大
三１６４人，大四１４０人。本研究经贵州医科大学医
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对象均知情同

意。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１１］　该量表采用梁
宇颂等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有２个
维度，２２道题（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学习行为自
我效能感各 １１题）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得分越
高，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各

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分别为０．８２、０．７５。
１．２．２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ＵＬＢＳ）［１２］　该量表
由连蓉、杨丽娴编制，共２０题，分为情绪低落、行为
不当、低成就感３个维度。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得
分越高，学习倦怠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０～０．８１。
１．２．３　学生版拖延评估量表（ＰＡＳＳ）［１３］　由Ｓｏｌｏ
ｍｏｎ和Ｒｏｔｈｂｌｕｍ［１４］于１９８４年编制，李洋等于２０１０
年翻译修订成中文，４４个题目共由两部分组成，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第１部分由１８个题目构成，旨
在测评学生在论文撰写、备考复习等６个方面的学
业拖延程度、学业拖延产生的影响及个体改变学业

拖延的愿望；第２部分由２６个题目构成，旨在测评
学业拖延的成因。本研究根据需要仅使用了第一

部分题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６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３．０建立数据库，采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以及应用 Ｈａｙｅｓ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

序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５０００）法检验中介效
应，置信区间为９５％。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

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１的因素
共１０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
２２．５％，小于４０％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２．２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和学业拖
延情况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和学习倦怠在性

别、专业类型上无显著差异（Ｐ均＞０．０５）。学业拖
延和学习倦怠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主要表现为高年级小于低年级。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学习倦怠等变量在人口学变量的
差异比较（分，珋ｘ±ｓ）

人口学变量 ｎ 学习倦怠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拖延

性别

　　男 ２８９７９．６３±１８．６０ ５７．９７±５．５４ ５８．６２±７．０３
　　女 ３１３７８．６１±１７．５９ ５８．４９±６．００ ５９．１０±７．５１
　　 ｔ ０．７０ －１．１０ －０．８０
　　 Ｐ ０．４８７ ０．２７１ ０．４２６
专业类型

　　文 ２９６７９．２６±１８．６２ ５８．２１±５．６８ ５８．８２±７．３０
　　理工 ３０６７８．９４±１７．５２ ５８．２６±５．８９ ５８．９２±７．２７
　　 ｔ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１７
　　 Ｐ ０．８２７ ０．９１２ ０．８６５
年级

　　大一（①） １１４８２．７４±１７．６７ ５８．２４±５．７８ ６０．０７±６．２７
　　大二（②） １８４７６．９１±１８．７７ ５８．４６±５．５５ ５８．１８±７．３３
　　大三（③） １６４７９．１４±１８．３６ ５７．９９±５．６５ ５８．５６±７．３６
　　大四（④） １４０７８．９７±１６．７８ ５６．７４±４．８３ ５９．１５±７．７９
　　 Ｆ ２．４６ ５．１３ １．７５
　　 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５
　　 ＬＳＤ ④＜③＜②＝①

２．３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和学业拖
延的相关分析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和学习倦怠均呈

负相关（ｒ＝－０．５１，－０．６６，Ｐ＜０．０５），学业拖延与学
习倦怠呈正相关（ｒ＝０．７８，Ｐ＜０．０５）。说明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低，学业拖延越严重，学习倦怠得分越

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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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与学业拖延之间的
相关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情绪低落 １
２行为不当 ０．７４ １
３成就感低 －０．９１－０．６８１
４学习倦怠总分 －０．９３－０．６８０．９４ １
５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０．９３ －０．６８０．９４ ０．９９ １
６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０．８８－０．６６０．９０ ０．９７ ０．９２ １
７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５６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６３１
８学业拖延总分 －０．７３－０．５１０．７３ ０．７８ ０．７７ ０．７６ －０．５１ 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４　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之间
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ｙｅｓ编制的 ＳＰＳＳ宏插件中的
Ｍｏｄｅｌ４中介效应模型，对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

显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用显著

（β＝－０．６６，ｔ＝－２１．３８，Ｐ＜０．０５），当放入中介变量
学业拖延之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预测

作用依旧显著（β＝－０．３５，ｔ＝－１３．５１，Ｐ＜０．０５），学
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显著（β＝
－０．５１，ｔ＝－１４．５０，Ｐ＜０．０５），学业拖延对学习倦怠
的预测作用显著（β＝０．６０，ｔ＝２３．３７，Ｐ＜０．０５）。此
外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以及学

业拖延的中介效应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的上、
下限均不包括０，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能够直
接预测学习倦怠，而且能够通过学业拖延的中介作

用预测学习倦怠。该直接效应（－０．３５）和中介效
应（－０．３１）分别占总效应（－０．６６）的 ５３．０３％、
４６９７％。见表３、４、图１。

表３　学业拖延的中介模型检验

项目
学习倦怠 学业拖延 学习倦怠

β ｔ Ｐ β ｔ Ｐ β ｔ Ｐ
学业自我效能感 －０．６６－２１．３８＜０．００１－０．５１－１４．５０＜０．００１－０．３５－１３．５１＜０．００１

学业拖延 — — — — — — ０．６０ ２３．３７＜０．００１

　　Ｒ ０．６６ ０．５１ ０．８４

　　Ｒ２ ０．４３ ０．２６ ０．７０

　　Ｆ ４５７．１９ ２１０．３５ ７０９．５３

表４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效应占比

总效应 －０．６６ －２．３２４ ０．０９６ －１．８６６

直接效应 －０．３５ －１．２５１ ０．０８１ －０．９３３ ５３．０３％

学业拖延的中介效应 －０．３１ －１．２１４ ０．１１９ －０．７３１ ４６．９７％

图１　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行为的
中介效应模型

３　讨论

当代大学生学习倦怠检出率高达 ３８．１２％～
４５．３７％，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５］，学习倦怠作为

一种消极行为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１６］。

因此，发现学习倦怠产生的原因，缓解大学生的学

习倦怠十分重要。本研究通过构建学业自我效能

感与学业拖延、学习倦怠的结构方程模型，从中介

作用的视角验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大学生

的学业情况提供了一定指导。

３．１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和学业拖延三者
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学业自我

效能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年级

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低于低年级，这与张文

江等的研究一致［１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低年级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加上尚未完

全适应大学身份的转变，因此对于学业任务的完成

具有更高的热情与信心，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而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大学“自

主”的教学模式使其在对待学业的态度上增加了

更多自主性，因此极易变得放松；另一方面，高年级

大学生在即将到来的实习就业和毕业论文的双重

高压下变得情绪枯竭、身心疲惫，使得其学业自我

效能感水平普遍降低。

３．２　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和学业拖延三者
之间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

延、学习倦怠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相一

致［１８１９］；此外，学业拖延与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

关，这与徐明津等的研究相似［１０，２０］。造成上述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

生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对自己的学习有更高的自

信心，且有更多的成功体验，学习倦怠水平因此相

对较低；另一方面，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２１］，学业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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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个体在完成某一项学习任

务时缺乏自信心，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会将学习成

绩的不理想进行内部稳定归因即自身能力问题，长

此以往就会形成习得性无助感，使其更容易产生学

习倦怠［２２２３］。其次，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

呈显著负相关，是因为当面临繁重的学业任务时，

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

认知，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学业任务，更加主动地

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并可以有效完成，从而减少

了学业拖延的发生。最后，学业拖延与学习倦怠呈

显著正相关则是因为二者都反应的是一种消极的

学习状态［２４］，当个体产生学业拖延行为时，会产生

学业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个体对学习产生消极体

验，即学习倦怠。

３．３　学业拖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
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学业拖延在学业自

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学业自我

效能感既可以对学习倦怠直接产生影响。也可以

通过学业拖延的中介作用对其产生影响，究其原因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学业自我效能感体现了

个体对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项学业任务的自信程度

评价，拥有较低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的个体倾向于

将失败归因于内部稳定、不可控的因素，例如能力

等方面，进而会降低学习动机，产生消极的情绪体

验［１１］，甚至厌学。而个体为了逃避这种消极情绪，

会选择将当前的学习任务延后，出现学业拖延行

为，而在拖延的过程中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

内疚，从而增加了个体的疲劳感，进而出现学习倦

怠现象［２５］。而高学业自我效能感个体会拥有更多

的成功体验与积极情绪，他们会勇于面对挑战、并

且有能力去克服挑战，当面对较为复杂的大学课程

时不会感到有压力，他们较少出现拖延行为，在完

成学业任务时也会显得更加从容，他们不仅能够采

取有效的措施去面对学业压力，还能够克服挑战，

找到学习的乐趣，因此，他们会对学习保持积极的

态度。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本研究是

通过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从个体的内部因素构建影

响学习倦怠的中介路径，与所研究变量在真实学习

情境下的相互作用存在一定差距，未来的研究可以

通过定性研究即纵向研究的方式对变量之间的关

系进行进一步说明。也可以从个体内部因素和外

部学习环境共同作用对其展开讨论，对学习倦怠的

模型及理论进行补充研究。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１］　ＭｅｉｅｒＳＦ，ＳｃｈｍｅｃｋＲＲ．Ｔｈｅｂｕｎｅｄｏｕ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Ｊ］．Ｊ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１９８５，２６（１）：６３６９．

［２］　高志华，张郢，常煜，等．初中生自恋倾向成就目标对
学习倦怠的影响［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２，３３（７）：
８２７８２９，８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３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２．
０７．０２１．

［３］　ＳａｌａｎｏｖａＭ，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Ｗ，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Ｉ，ｅｔａｌ．Ｈｏｗｏｂｓｔａ
ｃｌｅｓ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ｂｕｒｎｏｕｔ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ｎ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ｐ，２０１０，２３（１）：５３７０．

［４］　王亚丽，刘珍，谢祥龙，等．希望在压力对大学生学习
倦怠中的调节作用［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７）：
１０６８１０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３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４．
０７．０４１．

［５］　田青，闫清伟，靳晨鸣．内地某高校藏族大学生学习
倦怠现状［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５，３６（７）：１０９１
１０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３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５．０７．
０４４．

［６］　钱珍．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归因、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２００８．

［７］　宋雨卿，罗增让．大学生学习倦怠与学习成就归因、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８，２６（１）：１２４１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４２／ｊ．ｃｎｋｉ．ｃｊｈｐ．
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３．

［８］　ＳｔｅｅｌＰ．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ｑｕｎｉ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Ｂｕｌｌ，２００７，１３３（１）：６５９４．

［９］　冯文珍，刘亚平，罗增让．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拖延、
孤独感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Ｊ］．职业与健康，
２０２０，３６（１２）：１６７９１６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２９／ｊ．ｃｎｋｉ．
ｚｙｙｊｋ．２０２０．０４４７．

［１０］徐明津，杨新国，吴柑澜，等．大学生应对方式、学习
倦怠与学业拖延的关系［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５，２３（２）：２４３２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４２／ｊ．ｃｎｋｉ．ｃｊｈｐ．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４．

［１１］梁宇颂．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
效能感的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０．

［１２］连榕，杨丽娴，吴兰花．大学生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
状况及其关系［Ｊ］．心理科学，２００６（１）：４７５１．ＤＯＩ：
１０．１６７１９／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６９８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３．

［１３］李洋．大学生学习拖延及干预研究［Ｄ］．天津：天津大

·５５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８月第４５卷第４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４

学，２０１０．
［１４］ＳｏｌｏｍｏｎＬＪ，Ｒｏｔｈｂｌｕｍ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Ｊ］．Ｃｏｕ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９８４，３１（４）：５０４５１０．

［１５］卢柳衡，罗舒仁，杨鑫．线上教学模式下广西医学生
学习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Ｊ］．广西医学，２０２２，４４
（７）：７９４７９７．

［１６］杨月乔，乐虹．湖北省医学专科生焦虑、抑郁对学习
倦怠的影响［Ｊ］．职业与健康，２０２０，３６（１９）：２６９８
２７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２９／ｊ．ｃｎｋｉ．ｚｙｙｊｋ．２０２０．０７１４．

［１７］张文江，金莉莉，张敏．大学生学习投入、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学习倦怠的关系［Ｊ］．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３１（４）：３９４３，５４．

［１８］陈丽．高校护士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
关研究［Ｄ］．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１９］王莹．农村初中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学习自
我效能感关系研究［Ｄ］．福州：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２０］杨肖．大学生学生干部学业拖延与学习倦息的研究
［Ｊ］．兰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７）：８３８５．

［２１］ＨｓｉｅｈＰＨＰ，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ｔＤ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ｕｒｓｅ［Ｊ］．
ＣｏｎｔｅｍＥｄｕ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０８，３３（４）：５１３５３２．

［２２］ＡｂｒａｍｓｏｎＬＹ，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ＭＥ，ＴｅａｓｄａｌｅＪＤ．Ｌｅａｒｎｅｄｈｅｌｐ
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
ＡｂｎｏｒｍＰｓｙｃｈｏｌ，１９７８，８７（１）：４９７４．

［２３］徐爽，张乾宁子，吴锐．习得性无助归因方式与学习
倦怠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８，３９（４）：６１２
６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３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９．

［２４］曲星羽，陆爱桃，宋萍芳，等．手机成瘾对学习倦怠的
影响：以学业拖延为中介［Ｊ］．应用心理学，２０１７，２３
（１）：４９５７．

［２５］ＥｉｌｅｅｎＷ，ＬｕｃｉａＺＫ，ＰｅｔｒｉｃｅＧ，ｅ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ｍ
ｐａｃｔｏｆｏｆｆｔａｓｋ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ｕｃ，２０１１，５８
（１）：３６５３７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９）
（本文编辑：石俊强）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上接第２５１页）
［１９］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Ａ，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ＭＥ，ＣｏａｌｔｅｒＴＭ．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１９９６，６８（３）：２４６２６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６／ｏｂｈｄ．１９９６．０１０３．

［２０］罗鑫森，熊思成，张斌，等．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的
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９，２７（６）：９１５９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４２／ｊ．ｃｎｋｉ．ｃｊｈｐ．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１．

［２１］高大鹏，张杏杏，孙延超，等．潍坊市某医学院校学生
手机成瘾与孤独感及焦虑的关系［Ｊ］．医学与社会，
２０１９，３２（７）：９５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３／ｊ．ｙｘｙｓｈ．２０１９．０７．
０２３．

［２２］刘莎，陈雅妮．大学生感知压力与手机依赖：孤独感
的中介作用与性别的调节作用［Ｊ］．心理研究，２０２０，
１３（６）：５５１５５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１５９．
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０．

［２３］丁倩，张永欣，周宗奎．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成瘾：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Ｊ］．心理科学，２０２０，４３（５）：１１４０
１１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１９／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６９８１．２０２００５１６．

［２４］ＷａｎｇＰ，ＷａｎｇＸ，ＷｕＹ，ｅ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
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１２７：１６２１６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ａｉｄ．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８．

［２５］ＢｌａｓｃｏＲＬ，ＣｏｓｃｕｌｌｕｅｌａＣＬ，ＲｏｂｒｅｓＡＱ．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ｌｅｖｅｌａｍ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５３９７
５４１１．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ｓｕ１２１３５３９７．

［２６］ＦａｂｒｉｓＭＡ，ＭａｒｅｎｇｏＤ，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ｎ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ｇｌｅｃｔ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Ｊ］．ＡｄｄｉｃｔＢｅｈａｖ，２０２０，１０６：
１０６３６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ｄｄｂｅｈ．２０２０．１０６３６４．

［２７］丁倩，王兆琪，张永欣．自尊与手机成瘾：错失恐惧和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序列中介作用［Ｊ］．中国临床
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０，２８（６）：１１５２１１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２８／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５３６１１．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４２０）
（本文编辑：甘慧敏）

·６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