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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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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生活取向量表、习得性无助量表对１１４５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人际关系、乐观主义、学业成绩与习
得性无助的关系。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和学业成绩对乐观主义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习得性无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乐

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人际关系对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说明乐观主义

与习得性无助之间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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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业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发现，学业成败对学生的习得性无助有显著影响，学业不良学生更容

易运用习得性无助感策略，表明存在学业困难的学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无能为力

或自暴自弃，甚至是绝望无助。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学业失败都会导致无助，悲观与学生的

抑郁水平和学业成就有关［１］，乐观积极和信心有助于个体的恢复。在青少年的相关研究中发现高乐观

主义与少无助感具有显著相关，生活中的麻烦与抑郁间的联系在乐观的青少年中较少会恶化［２］，可见

乐观主义对压力有明显的缓冲效应，可使个体容忍情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因此我们假设学业成

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的关系也许并非单纯的直线关系，可能受到乐观主义的中介。根据儿童发展的相

互作用理论，外部因素会影响内部因素的作用，乐观主义的研究注意到社会支持与乐观主义有显著相

关，人际关系与乐观主义关系密切［３］。同伴对失败经历的分享，父母或老师在学业上提供情感和经验

上的支持，会使青少年积极自信地面对学业问题，降低形成习得性无助的风险。所以我们假设人际关系

可能在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国内外对与习得性无助相关的动机、归因、

认知、自尊、反馈、人格等内在因素和家庭教育、家庭经济、文化差异、教师的行为和态度、反馈等外部因

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很少从人际关系和乐观主义方面探讨习得性无助形成的机制。因此，

本研究以人际关系为调节变量，分析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间的作用方式。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被试为普通初中与高中学生１１４５人，其中男生４９７人，女生６４８人；初一１８０人，初二１６９人，初三
１４１人，高一２８２人，高二３７３人。
１．２　工具

１）生活取向量表［４］。采用刘志军博士修订的生活取向量表，量表采用５级计分，分乐观和悲观两
个维度。研究采用乐观维度和反向计分的悲观维度之和即总体乐观主义，分值越高表示个体整体的乐

观主义水平越高。

２）习得性无助问卷［５］。采用赵莉莉编制的中学生习得性无助问卷，问卷包括行为无助、归因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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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无助、情绪无助４个维度共２６题，采用４级记分，分数越高，表示习得性无助感越强。
３）人际关系和学业成绩测量。研究表明学生对自己人际关系的主观知觉也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

问卷采用３级计分，对自己与父亲、母亲、老师、同学的关系进行评价。最后计算４个项目的平均分，分
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越好。调查学生最近的期中和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英语科成绩，并分

学校和年级转化成Ｚ分数，求总分的Ｔ分数作为学生的学业成绩。
１．３　统计分析

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回收问卷。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
包进行统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系及习得性无助的相关分析

表１　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系和习得性无助的相关

学业成绩 乐观主义 人际关系

乐观主义 ０．１６

人际关系 ０．１５ ０．３６

习得性无助 －０．２９ －０．４９ －０．２４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下同；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与人际关系具有显著正相关，学业成绩、乐观主义、人际关

系与习得性无助具有显著负相关。

２．２　总体乐观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６］，以学业成绩为预测变量，以乐观主义为中介变量，习得性无助为效标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由表２可知，在假设的模型检验中，所有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的部分中介效
应显著，说明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通过中介变量乐观主义的中介达到其影响，

此次检验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４．６％。
表２　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和习得性无助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ｙ＝－０．２９ｘ ＳＥ＝０．０３，ｔ＝－１０．２９

第二步 ｗ＝０．１６ｘ ＳＥ＝０．０３，ｔ＝５．２９

第三步 ｙ＝－０．４６ｗ ＳＥ＝０．０３，ｔ＝－１８．２４１

－０．２２ｘ ＳＥ＝０．０１，ｔ＝－８．７１

　　注：ｘ：学业成绩，ｗ：乐观主义；ｕ：人际关系；ｙ：习得性无助；下同；

２．３　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７］，且所分析的变量为连续变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第一、二步的检验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极其显著，第三步检验中中介变量的
回归系数显著，第四步检验中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人际关系在学业成绩对

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３　人际关系对乐观主义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ｙ＝ －０．２５７ｘ－０．１９６ｕ ＳＥ＝０．０３，ｔｘ＝－９．１０

第二步 ｗ＝ －０．０９６ｘ－０．３４２ｕ ＳＥ＝０．０３，ｔｘ＝－３．４１．２９

第三步 ｙ＝－０．２１５ｘ－０．０４１ｕ－０．４４５ｗ ＳＥ＝０．０３，ｔｗ＝－１６．３７

第四步 ｙ＝－０．２１２ｘ－０．０４ｕ－０．４４６ｗ－０．０５５ｕｘ ＳＥ＝０．０３，ｔｕｗ＝－２．１８

为进一步检验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运用标准分作为区分不同人际关系水平的操作方法，若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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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１为人际关系较好，Ｚ值介于－１和１之间则为人际关系一般，Ｚ值小于－１为人际关系较差，以
检验习得性无助对乐观主义的回归。结果表明，在３种人际关系（较差：β＝－０．４０，ｔ＝－７．３３，ｐ＜
０００１，Ｒ２＝０．１６；一般：β＝－０．４４，ｔ＝－７．３３，ｐ＜０．００１，Ｒ２＝０．１９；较好：β＝－０．５６，ｔ＝－７．４６，ｐ＜
０００１，Ｒ２＝０．３１；）水平下，总体乐观都能显著地负向预测习得性无助感，并且人际关系越好，预测效应
越大。

３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在学业成

绩影响习得性无助的过程中，乐观主义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学业成绩一方面通过直接的途径影响习

得性无助，另一方面通过乐观主义间接影响习得性无助。修正后的无助模型认为环境中的负性生活事

件（学业失败）与原先存在的悲观解释风格的相互作用会使个体产生无助行为［８］，乐观主义个体更倾向

乐观的归因风格。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乐观主义与习得性无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０．４９，Ｐ＜０．００１），
与彼得森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见学业失败是否危险取决于个体的心理能力，乐观的个体可能将逆境

变助境，促使自己不断提高有效应对困境的能力。由此可知，乐观是人格中重要的积极资源，这种人格

倾向是一种有效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在心理应激反应过程中有缓

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心理疾患。

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最重要的生活环境，环境中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等重要他人对个体的支持，尤其

是困境中个体的理解和帮助会对个体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检验了重要人际关系对学业成绩

与习得性无助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人际关系对习得性无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人际关

系调节了学业成绩通过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影响的中介过程。学业不良的危险与弹性模型认为环境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广泛的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有效的资源，将使学业不良个体获得有利因素，可

见中介变量也不是独自产生作用的，而是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对个体的心理产生作用。当学生遇到学

业失败时，若与重要他人的人际关系较好，乐观主义对习得性无助的缓冲作用就会增强。从这一角度来

看，遭遇同样的学业失败后，在人际关系较好的学生当中，乐观主义水平高者比低者的习得性无助程度

更低。所以我们认为乐观主义产生作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条件的，在本研究中表现为乐观主义在中介

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时受人际关系的调节，说明环境系统以及交互作用产生的中间效应必然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发展［９］。

４　结论
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乐观主义在学业成绩对习得性无助的影响过程中具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人际关系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学业成绩与习得性无助之间是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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