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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认同与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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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影响以及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和感恩的调节作用，采用学校认同量表、学习动机问卷、

隐性逃课量表和感恩问卷对1098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习动

机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直接预测作用及学习动机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均受到感恩的调节。因此，学校认同通过学习动机影响大学生隐性逃课，感恩调节了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学校认同与学

习动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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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it Truancy：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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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identification on implicit truanc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1098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using the School Identification Scale，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Implicit Truancy Scale and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school identif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mplicit truancy; 2）learning motiv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it truancy; 3）school identification directly predicts implicit truanc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motiva⁃
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ere moderated by gratitude. Therefore，school identit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implicit truan⁃
cy through learning motivation，and gratitud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identity and implicit truancy，school identit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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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高等教育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

方式，课堂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

量。然而，隐性逃课已成为威胁高校课堂教学质

量的主要因素。隐性逃课是指学生虽然身在课

堂，但并没有听教师讲课，而是进行一些与上课

内容无关的事情，例如睡觉、自学其它科目、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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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同学聊天、发呆想事情等［1］。郎佳［2］指出，

70.8% 的学生在上课期间存在隐性逃课现象，且

在各层次高校和不同专业中都普遍存在［3］，导致

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如今，在互联网盛行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时代背景下，

如何通过有效措施降低隐性逃课率是当今高校

亟需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影

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将对减少大学生隐性逃课具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学校认同是学校组织影

响学生的重要心理机制，是研究和解释学生群体

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和视角［4］。因此，在探索隐

性逃课的影响因素时，学校认同是不容忽视的一

个因素。学校认同是指个体意识到自己是属于

学校的一员，并且也清楚作为该校的成员所引发

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是对学校的归属感［5-6］。自我

一致理论指出，个体为了维持自我认知，会选择

那些与自我认知相一致的行为方式。因此，高学

校认同的学生会秉承学校的价值观和办学理念，

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主动地适应学校环境，对

学校的评价更积极，在学习上也会表现出更多的

学习投入和积极认真的学习行为［7］。实证研究也

证明，学校认同能正向预测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8］。而低学校认同的学生会有更高的缺勤率，

更低的学习成绩，并更容易发生厌学逃课现

象［9］。此外，当学生的学校认同越强时，越容易把

学校看作是自己的延伸，从而会通过认真学习的

方式来维护学校的声誉和形象［10］。因此，笔者在

本研究中提出假设1：学校认同对大学生隐性逃

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目前，关于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影响的研究

还比较欠缺，特别是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尚不明确，笔者在查阅以往的文献后认为，学习

动机可作为二者的中介变量。学习动机是能激

活个体的学习行为，维持已有的学习活动，并指

引学习行为趋向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的过程或

内部心理状态［11］，是学业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

一［12］。学习动机的产生既依赖于个体的内在需

要，也受外界学习环境的影响［13-14］。杨睿［15］的研

究表明，学校认同可正向预测学习动机。与此同

时，学习动机作为学业表现的内在推力［16］，最能

反映学生学习的自发性、能动性和目的性［17］。学

习者的学习动机越高，就越积极主动地建构知

识，学习成绩也就越好［18］。隐性逃课作为一种非

适应性的课堂参与行为，同样会受到学习动机的

影响。尹忠泽［19］的研究发现，学习动机可负向预

测隐性逃课。因此，笔者提出假设2：学习动机在

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之间起中介作用。

感恩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积极心理品质，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20］。已有研究表明，感恩水平越高，

问题行为就越少［21］。根据感恩的应对理论［22］，对

学校认同低时，高感恩个体一般会选择更加积极

的应对策略，寻找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能

力更强而且可以长时间坚持，通过在现实中坚持

和追求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减少隐性逃课；相

反，低感恩个体通常会选择放弃，采取消极的应

对方式，经常表现出隐性逃课等不良行为来躲避

现实。因此，笔者认为，感恩可能在学校认同与

隐性逃课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另外，感恩的拓

宽建构理论指出，感恩可以使个体的认知范围更

广阔，认知的灵活性也更强。这些拓展效应会使

高感恩者的认知和行为相比低水平的个体而言

更具有适应性，这些适应良好的认知和行为，会

使高感恩者的学习动机更强，从而具备强抵抗诱

惑的能力，并最终使得学业成绩提高［23］。即高感

恩者的学校认同更能增强学习动机，降低隐性逃

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感恩还可能在学校

认同与学习动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由此，

笔者提出假设3：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直接预

测效应及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均会受到感恩的

调节。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自我一致理论、感恩的

应对理论和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笔者在本研究

中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主要

探讨学校认同预测隐性逃课的中介（学习动机）

和调节（感恩）机制，希望可以明确学校认同影响

学习动机

隐性逃课学校认同

感恩

图1 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及感恩的

调节作用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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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心理机制及其个体差异，为降

低或预防隐性逃课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使用整群抽样法，对12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学校认同、隐性逃课、学习动机及感恩的问卷施

测。共发放1200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098份

（91.5%）。其中男生485人（44.17%），女生613人

（55.83%）；大一 322 人（29.33%），大二 380 人

（34.61%），大三 215 人（19.58%），大四 181 人

（16.48%）；来自城镇454人（41.35%），来自乡村

644人（58.65%）；独生子女376人（34.24%），非独

生子女722人（65.76%）。

1.2 研究工具

1.2.1 学校认同量表

采用丁甜［24］编制的学校认同量表调查大学

生对学校的认同程度。该量表由群体认知、情感

联系、积极评价和自主行为四个维度所组成，共

20道题。采用1~7七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学校认同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28。

1.2.2 学习动机问卷

采用万伟［25］编制的学习动机问卷对大学生

学习动机情况施测。该问卷分为两个维度：内部

动机和外部动机，共16道题。采用Likert 5点计

分法，分数越高代表大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7。

1.2.3 隐性逃课量表

采用苏明宏［26］编制的大学生隐性逃课量表

（Recessive Truancy Scale，RTS）对大学生隐性逃

课情况施测。该量表包含5个维度（学业认知、学

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和学习环境），共28

个条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五点

计分，分数越高代表隐性逃课程度越严重。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7。

1.2.4 感恩问卷

采用魏旭［27］修订的六项目感恩问卷（GQ-6）

对大学生感恩情况施测。该问卷共有6道题。所

有项目均采用1~6六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大学

生感恩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86。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3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其中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235%，小于

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感

恩与学校认同、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与隐性

逃课呈显著负相关；隐性逃课与学校认同、学习

动机呈显著负相关；学校认同与学习动机呈显著

正相关。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感恩

隐性逃课

学校认同

学习动机

M

4.99

2.71

4.55

3.81

SD

1.09

0.43

0.81

0.48

感恩

1

-0.4**

0.38**

0.46**

隐性逃课

1

-0.27**

-0.35**

学校认同

1

0.42**

学习动机

1

注：**P＜0.01。

2.3 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检验

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在控制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和家庭背景的条件下

进行两步骤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以上分析

都选用SPSS宏程序PROCESS开展。

第一步，先检验简单中介模型。笔者选择

Hayes［28］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4检验学习动机

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见

表2表3。从表2可知，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有着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0.27，t=-9.4，P＜0.01），

假设1得到验证。当中介变量（学习动机）放入模

型后，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影响依旧显著（B=-

0.15，t=-4.92，P＜0. 01）。学校认同对学习动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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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42，t=15.78，P＜0.01），

而学习动机又对隐性逃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

用（B=-0.29，t=-9.15，P＜0.01）。

表2 学习动机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1098）

结果变量

隐性逃课

学习动机

隐性逃课

预测变量

性别

是否独生

年级

家庭背景

学校认同

性别

是否独生

年级

家庭背景

学校认同

性别

是否独生

年级

家庭背景

学习动机

学校认同

拟合指标

R

0.29

0.45

0.39

R2

0.08

0.20

0.15

F（df）

19.96**（5）

54.73**（5）

31.85**（6）

系数显著性

B

-0.18

-0.05

-0.01

-0.08

-0.27

0.25

-0.11

-0.05

0.19

0.42

-0.11

-0.09

-0.02

-0.03

-0.29

-0.15

t

-2.97*

-0.84

-0.39

-1.33

-9.4**

4.44**

-1.85

-1.81

3.30*

15.78**

-1.84

-1.39

-0.90

-0.47

-9.15**

-4.92**

注：*P＜0.05，**P＜0.01。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总效应

直接效应

学习动机的
中介效应

效应值

-0.27

-0.15

-0.12

Boot
标准误

0.03

0.03

0.02

Boot CI
下限

-0.33

-0.21

-0.16

Boot
CI上限

-0.22

-0.09

-0.09

相对
效应值

55.56%

44.44%

从表3发现，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影响的直

接效应及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

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说明学校认同不但

可以直接预测隐性逃课，还可以通过学习动机的

中介作用来间接预测隐性逃课。该直接效应（-

0.15）和中介效应（-0.12）分别占总效应（-0.27）的

55.56%，44.44%。验证了假设2。

第二步，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

于调节变量调节的是中介效应的前半段，所以选

用 Hayes［28］编制的 SPSS 宏中的 Model8 进行检

验。表4-5显示，在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感恩）

后，学校认同与感恩的交互项能显著预测隐性逃

课（B=-0.09，t=-3.66，P＜0.01），说明感恩调节了

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之间的关系（直接效应）。

另外，学校认同与感恩的交互项也能显著预测学

习动机（B=-0.06，t=-2.49，P＜0.05），表明感恩还

调节了学校认同对学习动机的预测作用（前半路

径）。因此，感恩对直接效应和中介模型的前半

路径均起到调节作用，故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3。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N=1098）

结果
变量

学习
动机

预测变量

性别

是否独生

年级

家庭背景

学校认同

感恩

拟合指标

R

0.55

R2

0.30

F（df）

65.94**（7）

系数显著性

B

0.13

-0.08

-0.04

0.17

0.30

0.33

t

2.45*

-1.40

-1.72

3.14**

10.80**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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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隐性
逃课

学校认
同×感恩

性别

是否独生

年级

家庭背景

学校认同

学习动机

感恩

学校认
同×感恩

0.47 0.22 37.59**（8）

-0.06

-0.06

-0.11

-0.01

-0.02

-0.07

-0.20

-0.28

-0.09

-2.49*

-1.11

-1.86

-0.49

-0.42

-2.21*

-6.16**

-8.91**

-3.66**

注：*P＜0.05，**P＜0.01。

为了进一步更清楚地揭示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笔者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见图 2-3。从

图2发现，对于低感恩者（M-1SD），随着学校认同

水平的增加，学习动机表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simple slope=0.36，t=9.38，P＜0.001）；对于高感

恩者（M+1SD），随着学校认同水平的增加，学习

动机也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simple slope=

0.24，t=7.25，P＜0.001），但其上升幅度较小。因

此，学校认同对学习动机的影响，随着感恩水平

的增加而下降。从图3发现，对于低感恩者（M-

1SD），随着学校认同水平的增加，隐性逃课无显

著降低（simple slope=0.02，t=0.47，P＞0.05）；对于

高感恩者（M+1SD），随着学校认同水平的增加，

隐性逃课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simple slope=-

0.15，t=-4.29，P＜0.001），表明随着感恩水平的上

升，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直接影响由不显著变

得显著且逐步增强（见表5）。另外，为了检验调

节效应下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间接效应，取感

恩水平高于1个标准差和低于1个标准差的分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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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感恩在学校认同与学习动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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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感恩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进行Bootstrap抽样（Sample=5000）检验，结果见表

5。从表5可知，低（M-1SD）、中（M）、高（M+1SD）

三种水平的感恩，间接效应值出现显著的逐步下

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感恩水平的上升，学校认同

更不容易通过学习动机来影响隐性逃课。
表5 在感恩的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直接作用

学习动机的
中介作用

感恩

M-1SD

M

M+1SD

M-1SD

M

M+1SD

效应值

0.02

-0.07

-0.16

-0.07

-0.06

-0.05

Boot
标准误

0.04

0.03

0.04

0.02

0.01

0.01

Boot CI
下限

-0.06

-0.13

-0.23

-0.11

-0.09

-0.07

Boot CI
上限

0.10

-0.01

-0.09

-0.04

-0.04

-0.03

3 讨论
笔者在本研究中依据社会认同理论、自我一

致理论和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建立了一个以学

习动机为中介变量、感恩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一方面解决了学校认同“如何影响”

（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大学生隐性逃课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学校认同在怎样的情况下（感

恩的调节作用）对隐性逃课的影响更显著的问

题。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大学生个体差异对隐性

逃课行为的影响，探讨通过提升学校认同和感恩

教育来减少隐性逃课的发生具有现实实践意义。

3.1 学校认同可负向影响大学生的隐性逃课

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是否独生子

女、家庭背景和年级的作用后，学校认同对隐性

逃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学校认同是

隐性逃课的保护因子。该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

的观点，学校认同低的学生，其学习自主性和责

任感较差［4］，也出现更多的学习倦怠［10］。学校具

有满足个体活动需求的功能，对学校认同能激发

个体的积极情绪，塑造个体的行为，与学生学业

122



总38卷

成功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29］。大学生对学校的

认同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学生身份的认同。高学

校认同的学生，对自己的学校在情感、认知、行为

上都有较高的归属感，比低学校认同的学生更有

可能参与到学校活动中，遵守学校书面和不成文

的行为规则，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隐性逃

课的现象更少。因此，学校通过改善硬件设施和

软件条件，提高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可减少学

生的隐性逃课。

3.2 学习动机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之间起中

介作用

学习动机是学习行为的源头。探讨学习动

机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之间关系的中介作

用，一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隐性逃课产生的发

展机制，二是可以为隐性逃课的干预提供实证

依据。研究结果发现，学校认同能够通过学习

动机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隐性逃课。该结

果支持了以往研究的观点，学校认同可正向预

测个体的学习动机，即学校认同越高，个体的

学习动机越强［7］。另外，高学校认同个体对学

校的外在形象有更多正面评价，随着时间的推

移，认同成为持续学习的内在动力［30］，而学习

动机对人的学习活动产生持久、有效、直接的

推动力［11］，会对稳定的自主学习行为具有促进

作用［31］。学习动机高的学生，为了实现某一学

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能进行较好的自我管

理，具有较强抵挡外界事物诱惑的能力，当面

对学习困难时，也更容易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继

续当下的学习，较少出现隐性逃课行为。

3.3 感恩的调节作用

笔者在本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对感恩在学校认同与学习动机及隐性逃课

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

感恩不仅能够在学校认同与隐性逃课的关系中

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对“学校认同-学习动机-

隐性逃课”这一中介链条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具体来说，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直接预测效

应对低感恩个体不显著，对高感恩个体才显著。

该结果说明了感恩是隐性逃课的保护因素，证实

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进假说［32］，高

水平的感恩更能促进学校认同对隐性逃课的作

用。首先，根据社会控制理论［33-34］和社会发展模

型［35］，当大学生发展出对社会（祖国）和他人（父

母、教师、朋友）的感恩、体验到感激的情绪时，高

感恩水平与低感恩水平学生相比，更愿意回报社

会和他人，更能增强自己对学校的认同，对学习

更投入［36］，进而降低隐性逃课的出现。其次，根

据感恩的应对理论［22］，在学校认同相似的情况

下，高感恩个体往往能够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策

略，寻找更多的社会支持，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

力而且能够长久坚持，从而防止隐性逃课的发

生；相反，低感恩个体更容易放弃，采用更为消极

的应对策略，更容易通过隐性逃课等不良行为来

逃避现实。因此，感恩可以增强学校认同的积极

学习行为，进而减少隐性逃课产生的可能性。另

外，随着感恩水平的增加，学校认同通过学习动

机影响隐性逃课的间接效应呈逐渐下降趋势，这

表明，感恩水平低的个体学习动机更容易受学校

认同的影响。与本研究的假设不一致，这是一个

新发现，以往观点认为，学校认同更容易使高感

恩个体的学习动机增强［37］，［38］145-166，笔者在本研究

中却发现，学校认同使低感恩者的学习动机上升

速度更快。可能是因为低感恩水平个体的社会

资源比较少，获得的归属感不足，所以当低感恩

个体一旦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时，其学习动机增加

的速度会更快。因此，对于感恩水平低的个体，

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来增强学生

的学习动机，并最终减少隐性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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