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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源投入之间的现状及其关系$采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问卷'中学生

心理资源投入量表'中学生心理韧性问卷对
###%

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

#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整体呈内归因倾向$

心理资源投入与心理韧性整体处于中上水平!"

!

#高中生内归因显著预测心理韧性与心理资源投入$心理韧性显著预测心理

资源投入!"

%

#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业成就内归因与心理资源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资源投入!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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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中生学业任务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重视对高中生心理韧性的探讨$认为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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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众多研究者都

曾对+心理韧性,的含义进行过探讨)

#̂%

*

&一般认为$

心理韧性是指面对困难的情境或较大的外部压力

时$个体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而是利用自身的某种

心理品质'获得的经验'能力和相应的社会支持'资

源等进行积极的应对和自我调整$从而达到内部身

心与外部环境或刺激的平衡$并维持健康的心理水

平&在新课改背景下$+减负,再次成为研究者热议

的话题之一$然而$减负并不是简单地减少学生的作

业量'学习时间$更不能因此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成

绩&减负的核心不在于减$而在于如何增效与增质$

即如何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效率$进而实现健

康'高效的学习&研究发现$部分高中生能够承受高

于平均水平的压力$并保持着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出色的行为表现$即体现出了很

高的心理韧性&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是学习过程

中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能够间接影响学生在学习

上的投入与效率)

C

*

&国内学者赵俊峰等人基于前人

的研究资料$提出心理努力是衡量学生学习投入与

学习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

*

$即本研究所定义的心

理资源投入$其包括三个维度%认知资源投入'时间

资本投入'情绪资本投入&同时$有关学生的学业成

就归因与学生在学业中的心理资源投入的许多相关

研究都揭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关系)

B

*

&例

如$张艳"

!"#C

#

)

I

*认为积极的归因方式有助于学生

在学业中优质高效的心理资源投入等&本研究旨在

通过探析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与心理资源投入之间

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机制$为提高高中

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高中生的身心发展及提高其

学习效率与质量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贡献&带着此

目的$笔者于
!"#V

年
##

月调查了当前高级中学学

生群体学业成就归因'心理资源投入与心理韧性的

现状$并深入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

揭示了高中生学习过程中的某种心理特征与心理机

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方法

$一%对象

从某市的高级中学中随机抽取三所学校$再从

各校的每个年级中整群随机抽取
!

个班$共计
#!""

名中学生纳入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

率分别为
$&iV%f

'

$BiIVf

&被试年龄在
#%

"

!!

岁之间$平均年龄"

#Bi%Bj#i#B

#岁!其中$男生
&!%

名"

CBi$$f

#$女生
&$"

名"

&%i"#f

#!高一学生
%B&

名"

%!iV"f

#$高二
%I&

名"

%%iB$f

#$高三
%I%

名

"

%%i&#f

#!农村生源
C&$

名"

C#i!Cf

#$城镇生源

B&C

名"

&ViIBf

#!独生子女
C!"

名"

%IiICf

#$非独

生子女
B$%

名"

B!i!Bf

#&

$二%工具

#@

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

采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调查中学生学

业成就归因状况)

V

*

&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即能力'

努力'情境'运气$每个维度
B

个题项$每个维度中等

水平为
#V

分&其中$能力和努力为内归因$运气和

情境为外归因$每道题目中等水平为
%

分&学业成

就归因总分为外归因减去内归因$总分中等水平为

"

分$正分为外归因倾向$负分为内归因倾向&采用

五点计分$每道题目中等水平为
%

分$学业成就归因

总分为外归因减去内归因$因而总分中等水平为
"

分$正分为外归因倾向$负分为内归因倾向&本研究

中该量表总的
d*(+>,N0

#

系数为
"iV$I

!分半信度

为
"iV#&

&

!@

中学生心理资源投入量表

在参考赵俊峰编制的学习投入调查问卷)

$

*的基

础上$自编了中学生心理资源投入量表)

#"

*调查高中

生心理资源投入状况&该量表共有
!"

个题项$包括

认知资源投入"

I

项#'时间资本投入"

I

项#和情绪资

本投入"

B

项#三个维度!采取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分$

分数越高$表明心理资源投入越多!反之$则越少&

本研究中总量表
d*(+>,N0

#

系数为
"i$!%

&从结构

效度上看$各个维度之间相关为
"iB"B

"

"iI#I

$各

维度与总分之间相关为
"iVB&

"

"iV$!

&

%@

中学生心理韧性问卷

采用徐明津编制的中学生心理韧性问卷)

##

*调

查中学生心理韧性现状&该量表共
!B

个题项$包含

五个维度%目标控制"

B

项#'问题解决"

B

项#'自我效

能"

&

项#'社会交往"

&

项#与乐观"

C

项#&该量表采

取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韧性越

强!反之$则越弱&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d*(+>,N0

#

系数为
"i$%"

!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iBBV

"

"iIBC

$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iVC&

"

"i$#"

&

$三%统计分析

采用
/J//!#i"

软件对数据录入与整理$进行

描述统计$以均数
j

标准差"

'

1j:

#表示!两均数用独

立样本
;

检验'单因素方差检验!各变量采用
J4,*̂

:(+

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变量的相关性!

检验水准为
#

a"i"&

&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G((;̂

:;*,

=

法检验中介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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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一%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

源投入总体状况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高中生学业成就内归因得分"

C!i#C

jIiCB

#$外归因得分"

C"i!&jVi"V

#$归因总分为

"

A#iV$j&iVB

#$表现为内归因倾向&心理资源投

入总分为"

BVi#&j#%iCB

#$其中$认知资源'时间资

本与情绪资本投入得分分别为"

!%iV#j&i%!

#'

"

!"i&"jCiBB

#'"

!%iV%j&i%%

#&高中生心理韧性

总分为"

$Ci%"j#Bi&V

#$目标控制'自我效能'问题

解决'社会交往'乐观五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i%"j

Ci!$

#'"

!#iV&jCi%#

#'"

#Vi!Bj%iB!

#'"

#Vi%Vj

%i&B

#'"

#Ci&#j%i"#

#&从得分来看$高中生心理资

源投入与心理韧性整体均处于中上水平&

$二%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

源投入的相关分析

J4,*:(+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业成就内'外归

因与心理韧性'心理资源投入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

正相关"

*

值分别为
"i!$

"

"i&&

$

J

值均
%

"i"#

#$心

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资源投入总分及其各维

度也呈显著正相关"

*

值分别为
"i!%

"

"iC!

$

J

值均

%

"i"#

#"见表
#

#&

表
#

!

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源投入的相关分析$

*

%

变量 外归因 总归因
目标

控制

自我

效能

问题

解决

社会

交往
乐观

心理

韧性

认知资

源投入

时间资

本投入

情绪资

本投入

心理资

源投入

内归因
"@I!

,

A"@!V

,

"@C$

,

"@CV

,

"@CI

,

"@CC

,

"@%$

,

"@&!

,

"@CB

,

"@CC

,

"@&C

,

"@&&

,

外归因
"@CI

,

"@CC

,

"@%%

,

"@%B

,

"@!$

,

"@%"

,

"@%$

,

"@%C

,

"@%#

,

"@%$

,

"@%$

,

总归因
A"@"!

A"@#B

,

A"@##

,

A"@#B

,

A"@"V

,

A"@#!

,

A"@#!

,

A"@#%

,

A"@#&

,

A"@#&

,

目标控制
"@I"

,

"@IB

,

"@BV

,

"@BI

,

"@VV

,

"@%%

,

"@!&

,

"@%B

,

"@%B

,

自我效能
"@IB

,

"@IB

,

"@B$

,

"@V$

,

"@%%

,

"@!I

,

"@%V

,

"@%V

,

问题解决
"@IC

,

"@I"

,

"@$#

,

"@%B

,

"@!&

,

"@C"

,

"@%$

,

社会交往
"@IC

,

"@VV

,

"@%!

,

"@!B

,

"@%I

,

"@%B

,

乐观
"@V&

,

"@%"

,

"@!%

,

"@%#

,

"@%!

,

心理韧性
"@%I

,

"@!$

,

"@C!

,

"@C#

,

认知投入
"@I!

,

"@B#

,

"@VV

,

时间投入
"@BB

,

"@V$

,

情绪投入
"@VI

,

!!

注%

,

J

%

"@"#

!!

$三%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

源投入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韧性'心理资源投入为因变量$分别以学

业成就归因各维度'心理韧性各维度为自变量$采用

逐步进入法"

/;4

=

R2:4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

表
!

#&结果显示$变量学业成就内归因与问题解

决'自我效能'目标控制均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学业

成就内归因"

"

a"i$$

$

;a!#iI%

$

J

%

"i"#

#正向预测

心理资源投入$可以解释心理资源投入
!$iVf

的变

异!问题解决"

"

a"i&C

$

;a%i&%

$

J

%

"i"#

#'自我效

能"

"

a"iB#

$

;a%iI&

$

J

%

"i"#

#'目标控制"

"

a

"i%B

$

;a!i&V

$

J

%

"i"#

#正向预测心理资源投入$共

可以解释心理资源投入
#Bi$f

的变异&

表
!

!

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源投入的回归分析$

U4

Q

i

%

因变量 预测变量
%

; :2

Q

@ U

U

!

L

心理韧性总分
内归因

#@#& !"@#C J

%

"@"# "@&#I "@!BI

C"&@BI

,

学业成就总归因
"@#" !@!B J

%

"@"# "@##& "@"#%

#C@$B

,

心理资源投入

内归因
"@$$ !#@I% J

%

"@"# "@&CB "@!$V

CI!@"#

,

学业成就总归因
A"@%& A&@#! J

%

"@"# "@#&! "@"!%

!B@!%

,

问题解决
"@&C %@&% J

%

"@"# "@%V& "@#CV

#$%@B"

,

心理资源投入

自我效能
"@B# %@I& J

%

"@"# "@C"! "@#B&

#"$@C"

,

目标控制
"@%B !@&V J

%

"@"# "@C"B "@#I"

I&@&C

,

心理韧性总分
"@%% #&@"B J

%

"@"# "@C#! "@#B$

!!B@BV

,

!!

注%

,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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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业成就归因与心理资

源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方杰与张敏强"

!"#!

#

)

#!

*

'

温忠麟与叶宝娟"

!"#C

#

)

#%

*等人推荐的非参数百分

位
G((;:;*,

=

法与
e,

<

4:

"

!"#%

#

)

#C

*编制的
/J//

宏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
%

!

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业成就归因与心理资源投入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学业成就归因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量
G((;

标准误
G((;d_

下限
G((;d_

上限 中介效应量"

f

#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目标控制

"@#"$

"@#I"

A"@#B

!

"@"%

"@"%

"@"%

"@"&

"@#!

A"@"I

!

"@#V

"@!%

"@"C

%"@$V

#$@$!

#&@#C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自我效能

"@#!$

"@#&"

A"@#%"

!

"@"%

"@"!

"@"%

"@IB

"@##

A"@#$

!

"@$B

"@!"

A"@"V

!

%#@&V

!!@%$

#&@"C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问题解决

"@#C"

"@#BI

A"@"$"

!

"@"%

"@"!

"@"%

"@"$

"@#!

A"@%V

!

"@!"

"@!!

A"@#%

!

%#@$C

!!@%B

#B@"$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社会交往

"@#!"

"@#!$

A"@#!&

!

"@"%

"@"!

"@"%

"@"I

"@"$

A"@#V

!

"@#V

"@#I

A"@"V

!

%#@B$

!!@#V

#%@$!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乐观

"@"$"

"@##!

A"@"&$

!

"@"!

"@"!

"@"!

"@"&

"@"V

A"@##

!

"@#C

"@#B

A"@"#

!

%#@!"

!"@"B

##@$B

内归因

外归因

归因总分

心理韧性总分

"@#B&

"@!""

A"@#"B

!

"@"C

"@"%

"@"%

"@#"

"@#&

A"@#B

!

"@!C

"@!B

A"@"&

!

%!@#"

!%@%"

#V@"&

!!

由表
%

可知$心理韧性各维度在学业成就内归因

与心理资源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

量 分 别 为
%"i$Vf

'

%#i&Vf

'

%#i$Cf

'

%#iB$f

'

%#i!"f

!中介变量心理韧性'自变量学业成就归因对

因变量心理资源投入的
G((;:;*,

=

$&f

置信区间结果

范围均不包含
"

$表明心理韧性各维度在学业成就归

因与心理资源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三"讨论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总

体上倾向于内归因$这是一种良好的归因风格&将成

就归因于个体内部可控的因素$有利于高中生在学习

过程中更好地应对学习成果的变化$更加客观地评价

自我$对提高自我效能感也有积极作用&高中生在学

业中的心理资源投入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这表明高

中生在学业中投入的心理资源整体偏高&这一点与

当前高中生的实际情况比较吻合&中学生的日常活

动就是学习$学习成果的高低关乎未来发展及能力的

提高$也部分体现其社会功能完整)

#&

*

&高中生在心

理韧性总分整体处于中上等水平$各个维度也都处在

中上等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B

*

&其中$

自我效能'社会交往'乐观三个维度的分数相对较高$

这体现了当今的高中生在学业压力的驱使下$仍能保

持良好的适应水平$且能够客观的认识自己的能力$

面对困境时也能更加积极地应对&有研究表明)

#I

*

$

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可以启用机体内外的各种保护性

因素以使个体减少应对及压力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表明$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各维度'心理

韧性各维度与心理资源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学

业成就归因总分为负分说明其属于内归因倾向$因

此$高中生将学业成就越多的归因于能力'努力$高中

生在学业投入的心理资源就越多$这一点比较符合常

理$把学业成就归因于内在的可控的努力与内在的不

可控的能力的高中生对自己的学习任务愿意投入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刘丽丽等

"

!"#I

#研究报告)

#"

*结果认为$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

感与心理资源投入中的情绪资本投入维度呈负相关$

那里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学业上的一种

!##



!

总
%&

卷 刘丽丽$孙崇勇%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心理韧性与心理资源投入的关系

自信与自知的能力$而本研究中自我效能作为心理韧

性的一个维度$与情绪资本投入维度呈正相关&这可

能由于概念上上的差别导致调查结果不一致&另外$

根据本研究结果$从学业负担角度看$结果中显示的

内归因显著预测心理资源投入$这其实是暗示着高内

归因的学生会感受到更大的学业负担$因为高内归因

的学生投入的心理资源更多&因此$要经常提醒同学

们$平时多注意归因方式的平衡$即培养良好的归因

方式$使学生积极自主地投入适当的心理资源$保持

适中的学业负担$一方面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一方

面有利于学业上的进步&

以学业成就归因各维度为自变量$以心理资源投

入为因变量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业成就

内归因进入了回归方程$并且回归系数为正数$说明

这两个维度对心理资源投入均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

作用&以往研究显示$在挫折与压力下$对学业成就

归因于内部可控因素的青少年$能更好地维持自己的

心理健康水平)

#V

*

&以心理韧性各维度为自变量$以

心理资源投入为因变量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问题解决'自我效能和目标控制三个维度进入了

回归方程&这与以往研究一致)

C

*

&问题解决'自我效

能'目标控制维度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心理韧性

对高中生心理资源投入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以高中生学业成就归因的内归因维度为

自变量$以心理资源投入为因变量$分别以心理韧性

各维度为中介变量$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了中

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各维度在学业

成就内归因与心理资源投入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对于努力'能力来说$一方面它们对心理资源投

入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即努力'能力程度越高"在努

力'能力归因维度得分越高#的高中生$心理资源投入

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它们通过心理韧性对心理资源投

入存在间接影响&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有效提升

个人创造能力)

#$

*

&而这些特点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解

决问题$也更能专注于自我设定的明确目标$使之按

计划完成&而问题解决水平的提高'自我效能感的增

强'目标控制的增强使他们更愿意投入更多的心理资

源在自我的学业上&已有研究显示)

!"

*

$较强的问题

解决能力能够促进高中生的自我认同与情感支持$增

强与他人的沟通'合作等&良好的社会支持能使个体

对生活产生幸福和满足感)

!#

*

&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包括%"

#

#高中生心理资源投入与

心理韧性整体均处于中上水平!"

!

#高中生内归因和

学业成就总归因均能预测心理资源投入与心理韧性!

"

%

#高中生心理韧性在学业成就归因与心理资源投入

之间具有中介效应&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教育启示%

$一%从归因方式的角度优化高中生心理资源

投入

倾向将学业成就归因于内在因素的高中生更能

把握自己的学习成果$更自信$也更能承受挫折与挑

战$且自我效能感较强&因此$培养高中生积极的归

因方式尤为重要$高中生在学业成就上良好归因风格

的培养应在教育过程中实施$进而优化学生在学业中

的心理资源投入总量&第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着

重注意学生的归因倾向$针对性做引导工作$促进学

生进行积极归因!第二$教师应注意控制好学习任务

的难度$不能过于困难$本着+跳一跳$能够到,的原

则!第三$培养学生正确看待能力$着重强调努力对能

力的作用&

$二%从心理韧性的角度优化高中生心理资源

投入

青春期阶段$高中生的发展任务之一就是建立有

效的学习方法和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以保持良好

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努力到学业

中&首先$为学生提供参与有意义活动的机会!经验

源于实践$多参与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可以增加学生

在应对各种困难'压力的经验与处理方法$增加其自

我效能感$从而能更好的调节'控制'调动积极情绪来

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掌握学习方法'技巧&其次$创

建一个互相支持与友爱的学校环境&社会支持系统

是心理韧性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学生长期置身于高社

会支持的情境中可以培养学生较高的心理韧性$进而

提高学生在学业心理资源投入的效率&在自主的内

驱力驱动下$高中生能够投入更多的心理资源$这有

助于建立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并达到内心与外界压力

的平衡&

总之$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在对其进行教育和

培养时$应注重学业成就归因的训练和心理韧性水平

的提升$以帮助高中生获得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使

其能够积极'主动'高效地规划和应对学业中的心理

资源投入总量$在高质高效的心理资源投入下$维持

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最终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及自

身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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