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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采用问卷法考察湖南省 2所高职院校 2!#名学生的亲子依恋与学习倦怠的关系以及积极自我图式的中介

作用!结果发现+高职大学生的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呈显著的正相关!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和学习倦怠之间均呈

显著的负相关&高职生的亲子依恋能够负向"显著地预测其学习倦怠水平&积极自我图式在亲子依恋"学习倦怠之间起了

部分中介作用&在中介模型中!从直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来看!母子依恋对学习倦怠的直接影响相对更大!父子

依恋通过积极自我间接地对学习倦怠产生影响的比例相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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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各界开始

重视职业教育' 然而#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基础相

对薄弱#学习动机也普遍不强' 同时#高职大学生

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容易产

生消极的学习心理状态' 因此#高职大学生的学

习倦怠也成了研究者重点考察的内容' 所谓学习

倦怠#是指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使个

体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

' 调查

研究表明!学习倦怠的现象在高职院校较为常见#

而且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存在' 另外#高职大学生

的学习倦怠水平也较本科生更高' 很显然#长期

处于学习倦怠状态#不仅会严重影响高职大学生

个人的学业发展#同时也会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带来负面影响+##",

'

在高职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中#亲子

依恋在家庭因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谓依

恋#是指在生命早期个体与重要他人"通常是早

期的主要抚养人#如母亲&父亲%建立的一种稳

固&持续的情感联结+2,

' 与重要他人形成安全的

依恋关系可以增加个体的内部资源#而这种内部

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应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 已

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可显著&负向地预

测其学习倦怠水平#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是两者之

间的中介变量+),

' 同时#研究者还认为这一结果

可能与依恋关系中的自我模型有关#即!亲子依恋

可能会通过自我模型影响学习倦怠+),

' 不过由

于各种原因#以往研究较少同时关注两种亲子依

恋对个体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因而#在已有研

究基础上#本研究同时考察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与

学习倦怠的关系#并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一!高职大

学生的亲子依恋可负向&显著地预测其学习倦怠

水平'

自我图式"VKQR

3

V-JKZP%是认知结构#它依赖

于过去的经历和经验#是个体关于(自我*的认知

概括+0,

' 自我图式也是指导加工有关(自我*相

#)!

4收稿日期"#$#$

3

$"

3

#!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89:!7;<F$#$%

作者简介"刘艳"!7*2

3

%#女#湖南浏阳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



第 #期 刘艳#等!高职大学生亲子依恋与学习倦怠!积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

关信息的认知因素' 根据图式理论#自我图式与

个体早期的核心情感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等经验

有关+1,

#即个体早期的核心情感需求得到满足#

则会形成积极的自我图式#反之#则会形成消极的

自我图式' 因此#自我图式又可分为积极自我图

式和消极自我图式' 已有研究发现#与自我图式

相关的核心自我评价&自尊&自我效能均能对学习

倦怠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3

!!,

' 相对于核心自我

评价&自我效能和自尊#积极自我图式是指导社会

生活中的个体加工有关(自我*信息的认知表征'

同时#积极自我图式也是个体形成高水平的自尊&

积极自我评价和产生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的基

础' 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我图式在环境和个

体的心理健康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 基于已有

的研究基础#根据图式理论和依恋的内部工作模

型#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二!积极自我图式是亲子

依恋与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亲子依恋对学

习倦怠的影响作用#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仍值

得进一步研究' 研究者提出依恋会通过依恋的自

我模型来影响学习倦怠#但目前还较少有研究探

索自我图式这一认知结构在其中的作用' 与此同

时#两种不同类型的依恋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机制

是否会存在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呢0 因此#本文

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亲子依恋"包括母子

依恋和父子依恋%与学习倦怠的关系以及积极自

我图式的中介作用#这也可以进一步地明确依恋

对学习倦怠的具体作用机制#同时也将为降低高

职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

作用'

#4研究对象与方法

#(!4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以班级为单位#在湖南省 2 所

高职院校选取 !$个班级共 2)$人进行问卷调查#

去掉不完整&有明显规律的问卷 "* 份#最后得到

结果可信的有效问卷 2!#份' 在这 2!#名高职大

学生中#男生 #7! 人#女生 !#! 人$大一年级学生

!1" 人# 大 二 年 级 学 生 #"7 人# 平 均 年 龄

为!*(*2岁'

#(#4研究方法

父母依恋问卷!采用父母依恋问卷进行测

量+!",

#共 )$个条目' 问卷又分为母子和父子依

恋两个部分#各自包括 #) 题#每题需要从(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等 ) 个不同等级的选项中

选出适合的答案#分别计 !h) 分' 在该问卷中#

得分越高#则意味着个体的依恋水平越高' 本研

究中该问卷的;N&.]P-J3

"

系数为 $(7"'

积极自我图式问卷!采用 E&bQKN等"#$$0%编

制的简明核心图式问卷中的积极自我图式分问卷

进行测量+!2,

#共包括 0 题' 每题给出一个核心信

念#如(我受人尊重*#被试若选择(不是*则计 $

分#若选择(是*则要选择相信这一核心信念的程

度#从(有点相信*到(完全相信*分别计 !h2 分'

得分高则意味着被试持有积极自我信念的程度越

高'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N&.]P-J3

"

系数为 $(*)'

学习倦怠问卷!采用连榕"#$$)%编制的学习

倦怠问卷测量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

' 本

问卷共包括 #$ 题#被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等 )个选项中选择符合的选项#分别计 !h)

分' 得分越高则代表被试的学习倦怠水平越高'

研究中该问卷本的;N&.]P-J3

"

系数为 $(*)'

本研究采用 HGHH !7($ 对数据进行统计和

分析'

"4研究结果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以 P̂NZP.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

' 在未转轴的情况下#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共有 !!个特征根大于 !的因子' 特征根值

最大的因子的解释变异为 !0()1d#并未达到临界

标准' 由此可见#本研究并没有较为突出的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

"(#4高职大学生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学习

倦怠的简单相关分析

首先考察高职大学生学习倦怠在性别和年级

上的差异!本研究中不同性别 "4

p3

$()0# !j

$($)%和年级"4

p

!(07# !j$($)%的高职大学生在

学习倦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接着考察高职大学生亲子依恋"包括母子依

恋和父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学习倦怠的简单

相关分析#其相关矩阵见表 !' 从表 ! 可看出#高

职大学生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之

间呈显著的正相关"!k$($$!%#而亲子依恋&积极

自我图式与学习倦怠之间却呈显著的负相

关"!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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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职大学生的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2$

变量 B H= ! # " 2

!(母子依恋 "()$ $()* !

#(父子依恋 "("7 $()7

$(02

"""

!

"(积极自我图式 #("! $(**

$(#1

"""

$(#7

"""

!

"(学习倦怠 #(12 $()" 3

$("!

"""

3

$(#1

"""

3

$("#

"""

!

4444注!

"

表示!k$($)#

""

表示!k$($!#

"""

表示!k$($$!#下同'

"("4积极自我图式在亲子依恋和学习倦怠之间

的中介作用

以学习倦怠总分作为因变量#分别以父子依

恋&母子依恋的总分作为自变量#以积极自我图式

为中介变量#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g&&MVMNPX 法

"!$$$次%来进行中介分析#分析如表 #所示'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母子依恋对学习倦怠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p3

$("!#!k$($$!%#对积

极自我图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

p

$(#1#!k

$($$!%'在加入积极自我图式之后#母子依恋对学

习倦怠的预测系数仍然显著 "

!

p3

$(#2#!k

$($$!%'积极自我图式在母子依恋和学习倦怠之

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3

$($1#标

准误为 $($##7)d的置信区间为+

3

$(!!#

3

$($2,#

占总效应"

3

$("!%的 ##()*d#详见表 #'

表 #4积极自我图式在母子依恋!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C

C

#

5

!

4

学习倦怠 母子依恋 $("# $(!$

22())

"""

3

$("! 3

0("1

"""

积极自我图式 母子依恋 $(#1 $($1

"#(0#

"""

$(#1

)(1!

"""

学习倦怠 积极自我图式 $(2$ $(!0

"*(2"

"""

3

$(#) 3

)(2!

"""

母子依恋 3

$(#2

3

)(!1

"""

44注!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方程'

44同时#父子依恋也可负向&显著地预测学习倦

怠"

!

p3

$(#1#!k$($$!%#对积极自我图式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

!

p

$(#1#!k$($$!%' 在加入积极自

我图式之后#父子依恋对学习倦怠的预测系数仍

然显著"

!

p3

$(!7#!k$($$!%' 积极自我图式在父

子依恋与学习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

效应值为3

$($*#标准误为 $($##7)d的置信区间

为+

3

$(!" #

3

$($),#占总效应"

3

$(#1%的 #7(0"d#

详见表 "'

表 "4积极自我图式在父子依恋!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C

C

#

5

!

4

学习倦怠 父子依恋 $(#1 $($1

"#(#)

"""

3

$(#1 3

)(0*

"""

积极自我图式 父子依恋 $(#7 $($7

"*()!

"""

$(#7

0(#!

"""

学习倦怠 积极自我图式 $("1 $(!2

"#(20

"""

3

$(#0 3

)()!

"""

父子依恋 3

$(!7

3

2($!

"""

44注!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方程'

24讨论

高职大学生学习倦怠是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

重要因素' 本研究基于依恋理论与图式理论考察

高职大学生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以及学习倦

怠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首先#本研究中#不同性别&年级的高职大学

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研究

发现的学习倦怠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的部分结果

不太一致+!##,

' 这可能与本研究缺少大三样本有

关' 此外#以往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得出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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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的结论'

其次#相关分析表明#高职大学生亲子依恋

"包括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与学习倦怠呈显著

的负相关#并可以显著地预测学习倦怠#验证了研

究假设一' 这与以往相关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

' 这一研究结果可以用依恋理论来进行解

释#即!个体与父母的亲子依恋水平越高#其在学

习中应对挫折和困难的可用资源也越多#更不可

能出现学习倦怠"如耗竭%的情况' 因此#本研究

结果也在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倦怠领域验证了依恋

理论' 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亲子依恋与积极

自我图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亲子依恋水

平越高#个体越可能形成积极自我图式' 这一研

究结果也符合图式理论' 个体的亲子依恋水平越

高#即表示在早期的养育环境中#个体与其父母亲

都建立了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也就意味着个体

早期的核心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则个体也越可

能形成积极的自我图式' 而这两者又与学习倦怠

呈显著负相关' 高职大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越

高#其越可能持有积极自我图式#而其学习倦怠水

平越低' 这与以往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0,

#同时

也符合相关的理论'

再次#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积极自我图式是亲

子依恋&学习倦怠的重要中介变量#验证了研究假

设二' 这一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的母子依恋&父

子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其学习倦怠水平#同时还会

通过影响其积极自我图式的水平进而影响其学习

倦怠水平' 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即!自我图式在早期的亲子环境和个体的心理健

康"学习倦怠%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个体的亲子

依恋水平越高#即代表个体早期的生活环境越好#

其越不可能出现学习倦怠的情况' 与父母形成安

全依恋可直接减少学习倦怠的发生#同时还能通

过提升其积极自我图式使其更好地面对学习过程

中的失败与痛苦#从而降低其学习倦怠发生的概

率' 这一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亲子依恋会通过依恋

自我模型来影响其学习倦怠水平#与以往研究结

果一致+),

'

最后#从直接&中介这两种效应在总效应中所

占的比例来看#母子依恋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

占总体效应的比例相对更高#父子依恋通过积极

自我图式从而影响其学习倦怠"中介效应%的比

例更高' 由此可见#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学习

倦怠的作用机制有些差异#都需要引起重视#特别

是父子依恋更可能通过中介变量对个体产生影

响' 本研究结果也提示#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都

应引起研究者的重点和广泛关注#因为这两种依

恋方式可能以并不一致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

展' 就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而言#父子依恋的影响

更加(间接*和(隐蔽*#对个体的影响也更为间

接'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父子依恋对个体发展的

影响更可能被忽略和低估' 本研究的结果更进一

步说明了父子依恋的重要性#父子依恋可能会更

加(隐蔽*地影响个体的学习倦怠'

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高

职大学生依恋和学习倦怠的相关研究#同时#在高

职大学生学习倦怠领域验证了依恋理论和图式理

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从预防和干预角度来

看#由于种种原因"如有留守或寄养经历%亲子依

恋关系不佳#对自我持消极态度的高职大学生是

预防学习倦怠的重点群体' 对高职大学生进行学

习倦怠的干预训练#既可以对其亲子依恋关系进

行干预#使其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来降低其学习

倦怠水平#还可以通过调整其积极自我图式对高

职大学生的学习倦怠进行干预' 亲子依恋关系形

成于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较难改变$相对而言#

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更容易改变一些' 因此#本研

究发现的中介作用对高职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干预

具有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用问卷调查法

很难得出因果结论#在取样过程中缺乏大三的样

本#自我报告法较难避免社会称许性等问题' 后

续的研究还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或者实验的方

式来进一步验证和分析'

)4结论

"!%高职大学生的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

呈显著的正相关#亲子依恋&积极自我图式和学习

倦怠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 "#%高职大学生的

亲子依恋能够负向&显著地预测其学习倦怠水平'

""%积极自我图式在亲子依恋&学习倦怠之间起

了部分中介作用' "2%在中介模型中#从直接&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来看#母子依恋对学习倦

怠的直接影响相对更大#父子依恋通过积极自我

间接地对学习倦怠产生影响的比例相对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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