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24

云南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学业拖延的影响——自我

控制的中介作用

朱柯瑾

格乐大学

DOI:10.12238/er.v7i7.5236

摘 要：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深层次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生反思性学习能力与学习质量已成为

教育工作的核心关注点。本研究聚焦于云南省昆明市大学生群体，旨在深入探讨其未来取向对

学业拖延现象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自我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的问卷调查，

我们成功收集了 352名大学生的相关数据，并运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云南昆明市大学生的未来取向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未来取向对大学生的自我

控制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自我控制对学业拖延呈现负向影响，即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学生更不

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最后，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在未来取向和学业拖延之间起到了部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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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升国民素养对于中国现代化建

设和民族复兴至关重要。正如贝克在《反思的现代化》一书

中所述，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是推动全球化的最终动力。赵

敏和李森也强调，深入理解他人反思的内在思想与潜在意义，

对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提升其反思品质、促进核心素养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1]。李永梅和谭维智（2023）提出，在信息

化时代，教育应培养学生对信息和知识的质疑、批判与反思

能力。新课程改革旨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的意识和反思精神，新高考和新课标对学生的反思性思维

能力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新要求[2]。

然而，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学业拖延现象，已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超过 95%的中国大学生曾有过学

业拖延行为，其中约 50%存在严重学业拖延问题[3]。学业拖

延不仅影响学业成绩，还可能引发负面情绪，影响未来就业

和发展。学业拖延的形成涉及多维度、多因素，包括个体的

人格特质、动机水平、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外部任务的难度、

截止时间的紧迫性、学习环境舒适度和家庭环境支持度等[4]。

未来取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变量，指个体对未来时间

的态度、观念及行为倾向。具有高度未来取向的大学生能清

晰认知和规划未来的学业和职业，具备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

能力，因此被认为是减缓学业拖延的重要心理特质[5][6]。自

我控制能力则衡量个体如何有效管理和调节自己的行为、情

感和思维以实现个人目标，对避免学业拖延行为具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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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7]。

已有研究表明，未来取向可正面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

力，进而负面影响学业拖延行为。具有高未来取向的大学生

往往具备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助于规划和管理学习时间

与行为，有效避免拖延。

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具有典型的西南地区文化特

征，多所高等院校，涵盖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为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多样化样本。选择云南昆明市大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理解中国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学业拖

延现象，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文献综述

1.1理论基础

Mische和 Shoda（1995）的认知及情感系统理论提出双

系统思考模式，阐述人脑如何在直觉和逻辑间作出决策。

Richmond等将大脑分为系统 1（直觉）和系统 2（理性），

系统 1快速、并行、自动化，易受情绪影响，而系统 2慢速、

顺序、控制性。直觉决策（系统 1）基于情感和经验，有助

于快速应对环境变化，而理性决策（系统 2）缓慢、消耗资

源，易出错。人类倾向于依赖直觉决策，导致决策错误，系

统 2则会尝试监督和修正系统 1的失误。

于松梅和杨丽珠用该理论解释学业拖延，认为是由冲动

系统和自我控制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控制是基于理性

思考和意志策略的决策过程，权衡眼前利弊和长期收益。姜

海燕（2019）指出自我控制的选择偏差由前额叶的工作记忆

系统和情绪驱动系统导致。高未来取向个体关注长远目标，

发展出强自我控制能力，抵制诱惑，完成长期任务如学业。

低未来取向个体可能关注短期利益，缺乏长期目标承诺，导

致差自我控制能力。

郭锦翠（2022）等认为，长期规划和目标使个体偏向理

性思维方式，追求即时愉悦感则选择满足当前需求。高未来

取向个体设定清晰目标和规划，提高自我控制能力，按计划

行动，减少学业拖延。低未来取向个体缺乏明确目标和计划，

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易出现学业拖延。

基于认知和情感系统理论，高未来取向的个体倾向于设

定清晰的目标和规划，这些目标和规划会提高了个体的自我

控制能力，促使他们按照计划行动，减少学业拖延。而低未

来取向的个体可能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导致自我控制能

力下降，更容易出现学业拖延。

1.2未来取向

未来取向是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向未来时间的一种偏

好，它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对未来的目标和愿望，以

及如何实现这些规划和愿望的思考与执行力。

许多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宗教信仰、

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对个体未来取向的形成和发展

有重要影响[5]。家庭背景，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

平、教养方式和期望，也显著影响青少年未来取向。社会支

持体系，包括父母、同伴和社会他人的支持，对个体未来取

向的形成同样重要。

个体因素如人格特质、认知能力、动机、自我概念、自

我调节能力和情绪适应性也对未来动机-认知-规划系统产生

影响。例如，黄希庭和郑涌发现，自我认同水平高的个体未

来取向更积极和远见。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构建积极未来导向有助于预防青少

年压力、焦虑等不良情绪，降低抑郁和自杀风险，并提升情

绪适应和心理健康水平。

Wills和 Sandy（2001）指出，未来导向与早期物质滥用

行为负相关，例如未来导向能预测青少年大麻吸食行为，对

大麻的感知力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未来导向也影响吸烟和肥

胖可能性，以及学生的学习动机、投入和学业成绩。

20世纪 80年代的研究发现，未来态度的积极程度影响

成就动机和学习状况。Barber等（2012）发现，未来导向强

的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表现更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自我

控制能力弱的学生中更明显。

1.3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通过调整既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有

效抑制负面情绪，妥善管理冲动性行为，并灵活调整情绪和

行为，以达成符合社会或个人期望的特定目标。

自我控制的构成要素呈现多样化特性，可从多个层面进

行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将其解构为单一维度、双维度、三维

度以及多维度结构。洪伟等（2018）将其定义为单一维度，

涵盖个人行为控制、在无监督环境下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行

为一致性等方面。岳鹏飞等（2023）则将其细分为内在心理

控制与外在行为控制两大方面。车丽萍与王哲（2019）提出

了自我控制的三维结构模型，包含实际自控能力、自控期望

以及自控结果归因三个层面。童星（2020）从行为模式的角

度出发，将其细化为改良型、成长型和矫正型。Werner 和

Milyavskaya（2019）同样支持三维结构，并具体划分为人际

自控、个体自控以及自我评价。肖婷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验

证了三维结构，进一步提出了自控感、自控倾向和自控能力

三个维度。

1.4学业拖延

学业拖延是指在学习过程中，推迟原本计划完成的任务

或开始时间，从而导致未能按期完成或者是低质量地完成学

习任务，同时也伴随着忧虑和自责等负面情绪体验。

据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存在显著的学业拖延现

象，其比例高达 95%，具体拖延率介于 20%至 50%之间，特

别是在完成如阅读、写作和备考等规律性学习任务时尤为明

显。钟琳（2017）的研究也强调了学业拖延在大学生中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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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以及其对学业成绩的不良影响。学业拖延受到多方面内

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涵盖人格特质、情绪状态、

自我调控能力、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和时间管理技能等。

其中，低自尊、焦虑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低下、高自我效能

感、学习动机和时间管理策略均与学业拖延存在关联。

外部因素则涉及任务特性、环境因素和家庭背景等。其

中，避免不愉快刺激、时间压力及外部诱惑、教师要求等因

素均对学业拖延产生影响。

1.5未来取向、自我控制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根据多项研究，未来取向与拖延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Bembenutty和 Karabenick（2004）通过未来时间

取向量表的研究发现，低未来取向的个体更易于表现出拖延

行为。Ferrari 和 Diaz-Morales（2007）在对 275名被试的拖

延量表和时间洞察力量表调查中，发现低未来取向的个体在

唤醒拖延上表现出更高的倾向，而回避拖延与未来取向之间

未发现显著关联。此外，Sirois（2014）的研究也指出，现在

取向的个体相较于其他时间取向的个体，更易产生拖延行为。

综上，提出假设：

H1：云南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学业拖延有负向影响。

未来取向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被视为影响行为决

策和自我控制的关键因素。具有高未来取向的个体在行为选

择时倾向于理性认知和卓越自我控制，选择长期利益，做出

有利个人发展的决策。教育和个人生活中，未来取向和自我

控制有助于处理短期与长期目标冲突，保持心理平衡。然而，

个体可能更敏感于即时环境和需求，导致短视偏好。为适应

环境，个体需抑制这种偏好，关注长远收益，自我控制能力

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高未来取向的个体更理性看待当前和

远期利益平衡，愿意为长远收益放弃眼前不合理需求，展现

高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提出假设：

H2：云南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自我控制有积极影响。

众多学者强调自我控制在学业拖延中的重要性，认为学

业拖延主要由于自我控制能力不足。陈保华（2007）指出大

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弱是导致学业拖延的主要原因。魏忠凤发

现学业拖延与自我控制能力负相关[3]，自我控制能力低的个

体更容易拖延。

时间动机学说认为易感性是学业拖延的关键因素，自我

控制作为易感性的外部表现，增强自我控制能减少学业拖延。

自我控制与学业拖延互为影响，增强自我控制能减少拖延。

因此，提出假设：

H3：云南昆明市大学生自我控制对学业拖延有负向影响。

H4：自我控制在未来取向和学业拖延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图 1 研究模型图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昆明市为调研区域，昆明是云南省省会，政治、

金融、文化中心，一带一路前沿枢纽，位于东盟"10+1"自贸

区经济圈，是湄公河次区域和大湾区交流枢纽。昆明高等教

育发展迅速，2023年云南省有 32所本科院校，20所在昆明。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作为实证检验的方法，同

时结合了信度检验，以此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2.3抽样方式与样本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研究所需的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

取样数量以量表题数的三至五倍为原则，问卷量表共 69题，

取 5倍为 345份，考虑会有无效问卷，为此预试阶段计划发

放 150份问卷，正式问卷发送出 400份正式问卷。

2.4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未来取向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学业拖延量

表为研究工具，形成本研究采用的最终调查问卷，量表均采

用 5点尺度计量。

未来取向量表采用刘霞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量表》

作为测量工具。包含 31个问题及 3个维度：未来认知、未

来情感、未来意志行动。自我控制量表采用谭树华与郭永玉

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来测量大学生的自我控制。包含五

个维度：冲动控制（6题）、健康习惯（3题）、抵制诱惑

（4题）、专注工作或学习（3题）和节制娱乐（3题）。学

业拖延量表采用陈小莉等（2008）的量表来对大学生的学业

拖延进行下一步的研究，由 19个条目构成。

2.5预试分析

本研究在预试阶段对未来取向、自我控制、学业拖延量

表进行信度分析，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94、

0.814、0.836，且各量表子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

于.700，说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项目分析方面。所有题项的 C.R.值均超过了 3.000这

一参考值，并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同时，校正

后的题项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了 0.4，并且达到了

显著性水平（p＜.001）。此外，题项删除之后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均未超过其所在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

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预对各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 KMO球形度检验值均大于参

考值 0.800 且达显著 (p<.001)。各题项因素负荷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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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9-0.792之间，大于参考值 0.4；累计总解释变异量均大

于 49%，提取因子与理论维度相符。故未来取向量表在本次

实际测量中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49]。

3研究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了 400份问卷。回收 352份有效问卷，回

收率为 88%。自我控制均值为 3.387，中间值偏上，说明较

多人认同该量表题项描述。未来取向与学业拖延均值分别为

2.969、3.011，均值接近 3，说明昆明市较多大学生的未来取

向一般，且具有一定的学业拖延行为。三个变量的偏度和峰

度绝对值均小于 3，满足回归分析的先决条件，可以进行进

一步分析。

3.2相关分析

本研究运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相

关性检验。根据表 1所示结果，未来取向、心理素质以及学

业拖延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大学生的未来规划

与学业拖延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297

（p＜0.001）；未来取向与自我控制能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

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352（p＜0.001）；而自我控制能力与

学业拖延之间则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83

（p＜0.001）。

表 1 相关分析表

未来取向 自我控制 学业拖延

未来取向 1 / /

自我控制 .352*** 1 /

学业拖延 -.297*** -.483*** 1

注 1：***p<0.001

3.3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共设立 4个研究模型，经数据拟

合得出结果如表 2所示。共线性检验显示四个模型所有自变

量 VIF值均小于 10，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风险。

如表 2模型 1显示，大学生未来取向对学业拖延产生了

显著的负面影响。F统计量为 133.156，对应的 p值小于 0.001，

表明该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调整后的 R 平方值为

0.314，意味着大学生未来取向可以解释 31.400%的学业拖延

现象。此外，大学生未来取向的β系数为-0.303，其 p值同样

小于 0.001，从而证实了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学业拖延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 H1得到了验证。

在模型 2中，F值为 127.050，其 p值亦小于 0.001，显

示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的 R平方值为 0.251，表明

大学生未来取向可以解释 25.100%的自我控制情况。观察自

变量大学生未来取向的β系数为 0.294，其 p 值小于 0.001，

说明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自我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因此，假设 H2得到了支持。

模型 3的结果表明，F 值为 248.469，p值小于 0.001，

表明模型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调整后的R平方值为0.373，

意味着自我控制可以解释 37.300%的学业拖延现象。自我控

制的β系数为-0.383，其 p值小于 0.001，说明昆明市大学生

自我控制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 H3

得到了确认。

最后，在模型 4 中，F 值为 192.268，p值小于 0.001，

显示模型的统计学显著性。调整后的 R平方值为 0.466，表

明未来取向与自我控制可以共同解释 46.600%的学业拖延情

况。观察到自变量未来取向的β系数为-0.212，其 p 值小于

0.001，与模型 1相比，未来取向在大学生未来取向和学业拖

延之间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同时，自我控制的β系数为-0.326，

p值小于 0.001，说明自我控制在未来取向与学业拖延之间发

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4得到了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有假设均得到支持。

表 2 回归分析表

Model 1

学业拖延

Model 2

自我控制

Model 3

学业拖

延

Model 4

学业拖延
VIF

β β β β

未来取

向
-.303*** .294*** -.212***

1.09

3

自我控

制

-.383**

*
-.326***

1.09

3

R2 .315 .254 .374 .468

调整后

的 R2
.314 .251 .373 .466

F
133.156**

*
127.050***

248.469

***
192.268***

注 1：*** p<.001

注 2：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4研究结论

4.1研究结论

经过对《云南省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自我控制和学

业拖延之调查问卷》进行统计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以

及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具备一定的信度和效度。进

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对学

业拖延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未来取向对自我控制展

现出积极的正面影响。此外，自我控制亦表现出对学业拖延

的显著负向影响。最后，研究证实了自我控制在大学生未来

取向与学业拖延之间扮演了部分中介的重要角色。

4.2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将大学生对未来时间的倾向性作为独立变量，但

这一概念与个体主观感受相关，无绝对标准。研究对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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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样本量有限，期望未来扩大样本范围。研究采用问卷

调查法，方法较单一，未来可辅以观察法、访谈法等。由于

时间跨度有限，未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建议未来进行纵向研

究，以更全面了解昆明市大学生未来取向、自我控制和学业

拖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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