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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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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及自我控制的作用，为中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方法　于 2022年 6月选取安徽省黄山市 2所中职院校的 1 419名中职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中学生

学业拖延问卷和自我控制量表（SCS）分别评定中职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业拖延和自我控制能力情况，使用PROCESS中介

效应检验分析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总评分、SCS总

评分与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58、0. 470，P 均<0. 01）；②未来时间洞察力和自我控制均能正向预测

学业拖延（β＝0. 463、0. 218，P均<0. 01），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控制（β＝0. 348，P<0. 01）；③自我控制在未来时

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 076（95% CI：0. 052~0. 101，P<0. 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6. 41%］。

结论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学业拖延，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间接影响学业拖延，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

与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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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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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uture time insight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1 419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2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Huang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June 2022.  The future time insight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 th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questionnair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Self-Control Scale （SC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future time insigh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self-
control 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ROCES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
control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Results　①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uture time 
insight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 score， the SCS score and th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questionnai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core （r=0. 558， 0. 470， P<0. 01）.  ②Both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self-control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β=
0. 463， 0. 218， P<0. 01）， while future time insigh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elf-control （β =0. 348， P<0. 01）.  ③ Self-contro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direct effect=0. 076 （95% CI： 
0. 052~0. 101， P<0. 01），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accounted for 16. 41%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future time insigh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an affec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self-control， which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Key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uture time insigh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Self-control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接触校园外的 世界更加便利，逐渐出现上课注意力过度分散，学

习主动性减弱以及学业拖延等现象，且拖延群体不

断趋向低龄化［1］。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自我概念发

微信扫描二维码

听独家语音释文

与作者在线交流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新冠疫情影响下
中职生焦虑现状及催眠干预研究，项目编号：2020B124）

 · 论著·预防 · 

48



2023 年第 36 卷第 1期四川精神卫生 http：////www. psychjm. net. cn
展和确定阶段，时间管理能力差，学业拖延现象日

渐严重［2-3］，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学业拖延是个体

本应该完成但实际上却没有完成学业任务的一种

非理性行为，会引发学生的高焦虑、低自尊等负性

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4-5］。拖延会使

个体形成对学业的否定态度，导致学业成就感低，

进而影响其升学和就业［6］。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

对未来目标的信念或取向，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

体对未来的认知和预见性更清晰，更易为实现目标

制定可行的计划［7-8］。一般来说，未来时间洞察力强

的个体，拖延行为越少［9］。另外，学业拖延受个体自

我控制的影响［10］。自我控制是个体有意识地对自

己的行为、思想和情感进行调控，是实现自我调节

的有效手段［11］。研究显示，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

学业拖延行为较少［12］。由于对未来时间的洞察力

是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时间洞察力越

强，自我控制能力就越强，即未来时间洞察力与自

我控制能力呈正相关［13］。然而，中职生学业拖延与

未来时间洞察力及自我控制的关系与内在机制尚

不清楚。故本研究假设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预测

学业拖延，自我控制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探讨

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和自我控制对学业拖延的

影响，为中职生学业拖延的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2 年 6 月，选取安徽省黄山市 2 所中职学

校的在校中职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从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 5个班，共抽取

30个班级，纳入 1 5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 1 500份，回收问卷 1 455份，其中有效问卷 1 
41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4. 60%。参与调查的学

生及家长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中职生的基本

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

以及是否担任班干部。

采用吕厚超［14］编制的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问

卷评定中职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该量表共 28个条

目，包括未来消极、未来积极、未来迷茫、未来清晰、

未来坚持和未来计划共 6个维度。采用 1~5分 5级

评分，其中未来消极和未来迷茫维度为反向计分，总

评分范围 28~140分，总评分越高，表明未来时间洞

察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00，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615~0. 817。
采用左艳梅［15］编制的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评

定中职生学业拖延情况。该量表共 17个条目，包括

延迟计划、延迟执行、延迟补救和延迟总结共 4个维

度，采用 1~5分 5级评分，总评分范围 17~85分，总评

分越低，表明个体学业拖延程度越严重［16］。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89，各分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 723~0. 913。
采用 Tangney 等编制，谭树华等［17］修订的自我

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SCS）评定中职生自我

控制能力。该量表共 19个条目，包括抵御诱惑、冲

动控制、健康习惯、专注工作、节制娱乐共 5个维度，

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其中 15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

总评分范围 19~95分，总评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控

制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 846，各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 647~0. 862。
1. 3　评定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调查，经学校领导同意

后，由各班班主任统一发放二维码，并要求学生在

同一课间时间用手机填写问卷，问卷填写耗时约 20 
min。问卷指导语对此次调查的用途和保密性进行

了说明，并采用匿名方式填写。本研究将漏填和规

律作答的问卷作为无效问卷处理。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 0 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事后

多重比较；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 SPSS 21. 0 宏程序

PROCESS 插件的 Model 4 检验中介模型，使用 Boot⁃
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抽取 5 000 Bootstrap
样本估计各种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采用 Harme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Harmen单因素检验法，对三个量表所有变

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12 个主成分被

49



四川精神卫生 2023 年第 36 卷第 1期http：////www. psychjm. net. cn
提取，第一个主成分可解释总变异的 23. 66％，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2. 2　中职生一般资料和各量表评分　

共 1 419 名中职生完成调查，其中男生 417 名

（29. 39%），女生 1 002 名（70. 61%）；年龄 14~19 岁

［（16. 61±0. 96）岁］；中职一年级 653 名（46. 02%），

二年级 489 名（34. 46%），三年级 277 名（19. 52%）；

独生子女 563 名（39. 68%），非独生子女 856 名

（60. 32%）；城镇生源 513 名（36. 15%），农村生源

906 名（63. 85%）；担任班干部 627 名（44. 19%），未

担任班干部792名（55. 81%）。

中职生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总评分为

（98. 01±12. 76）分，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总评分为

（57. 97±10. 59）分，SCS总评分为（59. 87±9. 46）分。

2. 3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中职生学业拖延问卷

总评分比较　

不同年级的中职生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总评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 155，P<0. 05），事后检

验显示，中职一年级学生的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总

评分高于二年级。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中学生学业

拖延问卷总评分高于未担任班干部者（t=4. 111，
P<0. 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 4　相关分析　

中职生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总评分与中学

生学业拖延问卷总评分呈正相关（r=0. 558，P<
0. 01），SCS总评分与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总评分

呈正相关（r=0. 470，P<0. 01），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

总评分与SCS总评分呈正相关（r=0. 413，P<0. 01）。

2. 5　中介效应分析　

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拖延（β=
0. 463，t=25. 296，P<0. 01），判定系数 R2=0. 341。自

我控制变量加入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

预测作用下降（β=0. 076，t=19. 082，P<0. 01）；未来

时间洞察力可以正向预测自我控制（β=0. 348，t=
20. 036，P<0. 01），判定系数 R2=0. 221；自我控制对

学业拖延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 218，
t=7. 945，P<0. 01）。此外，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

拖延的总效应和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可判定其中介效应显著。自

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

中 介 作 用［间 接 效 应 =0. 076（95% CI：0. 052~
0. 101，P<0. 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6. 41%］。

见图 1、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二年级学生的中学生学

业拖延问卷总评分低于一年级，提示二年级学生可

能存在更多的学业拖延行为。这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致［18-19］。可能是由于二年级学生已经结束了中职

学校适应期，又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更易出现学

业拖延和懈怠行为。此外，中职生学业拖延程度在

是否担任班干部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

表1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中职生学业拖延问卷

总评分比较（
-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total scores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questionnaire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项　　目

性别

年级

是否独生

子女

生源地

是否担任

班干部

男生（n=417）
女生（n=1 002）
一年级（n=653）
二年级（n=489）
三年级（n=277）
是（n=563）
否（n=856）
城镇（n=513）
农村（n=906）
是（n=627）
否（n=792）

中学生学业拖

延问卷总评分

57. 70±11. 68
58. 09±10. 10
58. 71±10. 68
57. 34±10. 62
57. 36±10. 25
58. 02±10. 55
57. 94±10. 63
58. 45±10. 55
57. 70±10. 61
59. 27±10. 67
56. 95±10. 42

t/F

0. 635

2. 155

0. 135

1. 284

4. 111

P

0. 526

0. 030

0. 893

0. 199

<0. 010

LSD

①>②

注：①中职一年级，②中职二年级

图1　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A mediation model of self-control between future time insigh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表2　自我控制中介效应值

Table 2　Self-control mediation effect value
变　　量

常数

未来时间洞察力

自我控制

R2

F

自我控制

β

25. 740
0. 348

0. 221
401. 437

t

14. 983
20. 036

P

<0. 010
<0. 010

学业拖延

β

0. 463
0. 076
0. 218

0. 341
365. 544

t

25. 296
19. 082

7. 945

P

<0. 010
<0. 010
<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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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担任班干部和未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在

对自我认知方面有所不同，比如自信心和责任心，

以及在集体中的凝聚力和个人领导力不同［20］。本

研究中，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总

评分低于未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可能是担任班干部

的学生无论是在活动中还是学习中，都要起到带头

作用，而尽责性和自信心水平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出

现拖延行为［2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问

卷总评分与中学生学业拖延问卷评分呈正相关，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2-23］。未来时间洞察力低的个体

更容易出现学业拖延行为，可能是因为低未来时间

洞察力的个体经常游离于个人的目标之外，低估甚

至放弃长远而有价值的目标意向，行动力不足，自

我控制能力低，故而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消耗在当

前的娱乐中，从而加重了学业拖延行为［24］。中介效

应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拖

延，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对时间的掌控能力越

好，可以坚持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抵制各种诱惑，故

其学业拖延行为更少［25］。未来时间洞察力对自我

控制有正向预测作用，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强的个

体，对未来事件的解释水平较高，更能够选择对自

己长远有利的事件，有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26］。

本研究采用 PROCESS 插件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验证了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之

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支持本研究假设。自我控制

的双系统模型认为，个体在面对诱惑时会自动激起

一个相应的冲动行为，它的启动一般无需注意资源

的参与，个体在面对学业任务时，若无有效的调控，

或自我控制系统较为薄弱，则很容易启动冲动系

统，使个体产生趋近诱惑刺激的行为，导致学业拖

延［27］。一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学业

拖延，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间

接影响学业拖延。一般来说，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差

的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越弱，不能很好地规划和管理

自己的时间，最终间接导致学业拖延行为的增加。

综上所述，中职生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预

测学业拖延，自我控制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

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局限性在于：①研

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以后研究可

以考虑结合访谈法和实验法，以提高研究的信度；

②研究对象来自同一地区的中职院校，仅反映该地

区的情况，限制了研究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以

扩大取样范围；③目前用于评定中职生自我控制的

量表较少，故采用 SCS进行调查，该量表应用于中职

生自我控制能力评定的信效度还需进一步考察，可

在未来研究中编制更符合中职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评

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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