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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关系：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李　宁１，２，闫春平２，３，李青青１，２，杨世昌１，２

（１．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２；２．新乡医学院心理学系，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３；３．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４０９名在校大学生采
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一般拖延量表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３６０份。结果　父母教养方
式中的母亲偏爱因子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程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１３，Ｐ＜０．０５），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计划因
子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程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０．１３，Ｐ＜０．０５）；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计划因子在父母养育
方式中的母亲偏爱与大学生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规范拟合指数为０．９９０，增值适配度指数为０．８９３，比较拟
合指数为０．８１３，近似误差的均方根为０．０５７）。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形成有一定
影响，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偏爱因子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直接影响，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计划因子的部分中介作用

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有间接影响。

关键词：　学业拖延；父母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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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拖延是指学习者知道应该立即按计划执
行，却仍自愿推迟，以致没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

任务，同时主观感觉不适。近年来，大学生这一群体

的学业拖延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部分大学生存在

中度或重度的拖延现象。研究发现，导致大学生学

业拖延的主要原因有学习者的个性特征、角色冲突、

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及学习任务的特征［１］。研究显

示，Ａ型人格的大学生在他人决定的任务上比在自
我决定的任务上更拖延，学习任务比管理任务更拖

延，而拖延主要原因是任务嫌弃和控制反抗［２］；大

学５年级人格量表测评显示，尽责性与学业拖延之
间呈显著负相关［３］。也有研究显示，有良好时间管

理倾向的大学生拖延水平低，时间管理倾向对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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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有良好的预测作用［４］。目前关于学业拖延与

人格的关系研究较多，却相对较少涉及与父母教养

方式、时间管理倾向三者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旨在

探讨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

延之间的关系，探讨时间管理倾向是否在家庭教养

方式与学业拖延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郑州３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每个学校以不同学科的班级为单位，

进行整群随机抽取４个班，共计４０９名大学生（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１３２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１４６
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１３１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时
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１０～１１月，回收有效问卷 ３６０份
（８８０２％）。其中男生２１４人，女生１４６人；理学学
生５０人，工科学生 ２２６人，农学学生 ８４人；年龄
１６～２３岁。
１．２　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２个主试统一程序对被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调查工具：（１）父母教
养方式问卷（ｅｇｎａｍｉｎｎｅｎａｖｂａｒｎｄｏｍｓｕｐｐｆｏｓｔｒａｎｏｗｎ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ＥＭ
ＢＵ）［５］：由６６个题目构成，对父亲和母亲分别作答，
每个题目答案均分１～４４个等级，其中１代表从不，２
代表偶尔，３代表经常，４代表总是。父亲教养方式因
子有６个，分别为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
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

因子有５个，分别为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母亲过分
干涉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母亲偏

爱被试。该量表共有１１个分量表，在国内应用中有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２）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Ｔ
ＭＤ）［６］：由黄希庭和张志杰在２００１年共同编制，共４４

个项目。该量表有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

能感３个分量表，时间价值感量表又分个人取向和社
会取向２个分因子，时间监控量表又分为设置目标、
计划、优先级、反馈性和时间分配５个分因子，时间效
能感量表可分为时间管理效能和时间管理行为效能

２个分因子，该量表因素结构清晰，信度和效度良好，
其中各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０．６１～０．７１，重测
信度０．７１～０８５。（３）一般拖延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ｒａｓ
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ＧＰＳ）：由加拿大学者ＣｌａｒｒｙＬａｙ在１９８６
年编制，共２０个项目，其中１０道题目要求反向计分，
采用的是Ｌｉｋｅｒｔ５点式评分方法，１～５分分别为完全
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７］，该量

表应用于我国大学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其中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０７，分半系数为０．８０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和ＡＭＯＳ７．０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两变量之间关系采用积差相关、因

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多个变量之间的效应采用结构方程中介模型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
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中
只有父亲偏爱被试和母亲偏爱被试２个因子与大学
生拖延程度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１２，Ｐ＜０．０５；ｒ＝
０１４，Ｐ＜０．０１），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设置目标、计划
和反馈性与大学生拖延程度呈显著负相关（ｒ＝
－０１１～－０．１４，Ｐ＜０．０５），其他因子与拖延程度
相关均不显著，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养育方

式也存在一定关系，具体见表１。

表１　家庭教养方式、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之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

因子
时间价值感

个人取向 社会取向

时间监控观

设置目标 计划 优先级 反馈性 时间分配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效能 时间管理行为效能
拖延程度

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０．２７ａ ０．１４ａ ０．１５ａ ０．０９ ０．２１ａ ０．２１ａ ０．２０ａ ０．２７ａ ０．２２ａ ０．０３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０．３０ａ ０．１４ａ ０．１５ａ ０．０６ ０．３０ａ ０．２０ａ ０．２５ａ ０．３６ａ ０．２６ａ ０．０３
父亲惩罚严厉 －０．２１ａ －０．０６ －０．２２ａ －０．１３ｂ －０．２９ａ －０．１３ｂ －０．１９ａ －０．３０ａ －０．２５ａ ０．０４
母亲惩罚严厉 －０．２２ａ －０．０７ －０．２１ａ －０．１３ｂ －０．３０ａ －０．１３ｂ －０．１８ａ －０．２７ａ －０．２２ａ ０．０５
父亲过度干涉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２ｂ ０．０１ －０．１７ａ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８ａ －０．１０ －０．０２
母亲过度干涉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５ａ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３ｂ －０．０９ ０．０１
父亲偏爱被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２ｂ

母亲偏爱被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１ｂ －０．１１ｂ －０．１４ｂ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４ａ

父亲拒绝否认 －０．１９ａ －０．０３ －０．１９ａ －０．１１ｂ －０．２８ａ －０．１４ｂ －０．１５ａ －０．２５ａ －０．２１ａ －０．０２
母亲拒绝否认 －０．１８ａ －０．０２ －０．１９ａ －０．１３ｂ －０．２８ａ －０．１４ａ －０．１７ａ －０．２６ａ －０．１９ａ ０．０７
父亲过度保护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１
拖延程度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１ｂ －０．１４ｂ －０．０４ －０．１１ｂ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１．００

　　注：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

２．２　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见
表２。以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

量表各因子为自变量，以拖延程度为因变量进行逐

步回归分析，得出母亲偏爱被试、计划因子对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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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拖延程度有显著的预测力。

表２　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因子 Ｂ β ｔ Ｐ 调整后Ｒ２

母亲偏爱被试 ０．２３ ０．１３ ２．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４

计划 －０．１８ －０．１３ －２．４０ ０．０２

２．３　时间管理倾向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学业
拖延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时
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之间的相关及回归结果，进

一步探讨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计划因子是否在母亲偏

爱因子与大学生学业拖延中间起中介作用，拟母亲

偏爱因子为自变量，学业拖延为因变量，计划为中介

变量，应用ＡＭＯＳ７．０软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建
构中介模型，如图１所示，模型拟合的指标见表３。

通过中介模型可以看出，母亲偏爱被试因子对

大学生学业拖延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母亲偏爱被

试因子还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计划因子的部分中介

作用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有间接影响，间接效应为

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０．１５％，即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的１０．１５％。

图１　标准化模型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
表３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χ２／ｄｆ Ｐ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２．７８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０ ０．８９３ ０．８１３ ０．０５７

　　注：ＮＦＩ：规范拟合指数；ＩＦＩ：增值适配度指数；ＣＦＩ：比较拟合指
数；ＲＭＳＥＡ：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３　讨论

父母在个体的习惯形成、信念建立过程中起着

直接的指导作用，成功的家庭教养方式能为子女奠

定心理健康的基石。Ｂｕｒｋａ等［８］研究认为，家长若

为拖延者的话，各种拖延行为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有

所表现，从而间接影响到孩子的表现。若父母为社

会定向型完美主义者，父母的期望和高频率批评与

拖延呈正相关，即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越高、批评次

数越频繁，子女呈现拖延现象越严重［９］。本研究结

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因子中父亲偏爱被试和母亲

偏爱被试之外，其他因子均与大学生的学业拖延程

度无显著相关，但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养育

方式存在的关系较为密切，这说明父母养育方式影

响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时间管理倾向中的设置

目标、计划和反馈性与大学生拖延程度呈显著负相

关，这说明父母养育方式可能通过时间管理倾向影

响大学生学业拖延。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偏爱被试因子对大学生

学业拖延有直接影响。母亲偏爱可能致使个体在成

长过程中发展为一种娇宠的类型，母亲越偏爱，被试

的拖延程度越严重，这也提示了母亲这一角色在大

学生学业拖延现象中的潜在影响力。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母亲偏爱对大学生学业拖延影响

的作用机制，即母亲偏爱因子对大学生学业拖延有

直接影响，还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计划因子的部分

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有间接影响。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计划因子对大学生的学业

拖延有显著负向预测力，说明个体若计划翔实、合

适，则其学业拖延程度就会越低，论证了制定切实可

行的计划或许是抵抗学业拖延的一种方法。陈以

洁［１０］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时间

监控观及时间效能感相关，且时间监控观中的时间

分配和计划因子作用最明显。

通过本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适度爱护等良好的

教养方式有助于个体形成合理的时间管理倾向和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学业拖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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