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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与抑郁的关系
!

葛明贵，余益兵，邢彩霞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C*###）

摘! 要：探讨大学生学习厌倦感、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的关系。采用流调抑郁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及学习厌倦

感问卷，对 C$D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一般自我效能感

与抑郁显著负相关，学习厌倦感与抑郁显著正相关，较低学习厌倦感、较高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预测抑郁水平的降

低；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的关系存在性别效应，自我效能感对男生抑郁的影响要大于对女生的影响。从而得出学习厌

倦感、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相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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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抑郁是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消极情绪

状态［*］。美国《>?5:.?:》杂志曾撰文指出，抑郁是 "*
世纪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在正常人

群中的发生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抑郁情绪不

仅会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积极性，如不加

以调节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心理疾患。因此，研究正

常大学生群体中的抑郁情绪非常重要。

自我效能感是班图拉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

念，是指人们对个人行动控制的知觉或信念。按照

班图拉的理论，不同自我效能感的人其感觉、思维和

行动都各不相同。就感觉层面而言，自我效能感往

往和抑郁、焦虑和无助相联系［%，C］。有验证性资料

表明，至少知觉的自我效能感的不同方面（ 如学业

的和社会的自我效能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个体

的抑郁，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是学生的学业无

能的信念而不是真实的学业表现产生抑郁的［D］。因

此，自我效能感对学生抑郁的影响主要是基于预期

的控制无能感而实现的。

已有研究还表明，大学生抑郁倾向与社会支持

的不满意和学习适应不良有关［$ T U］。学习厌倦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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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校生活尤其是学习活动中体验的消极情

感，它既是学校生活不满意感的体现，又是学习适应

不良的结果。学习厌倦感产生于学习者对现实的学

习过程或结果的消极评价，而这种消极的情感体验

往往又弥漫到学校其它活动中去，从而造成了抑郁

等不良心理反应。

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

感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自我

效能感是一个特定领域的概念。在研究中，作者采

用 !"#$ %&’(")*+) 提出的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它

指的是个体应付各种挑战或新事件的总体上的自信

心［,］。

-. 研究方法

-/ -. 对象

在安徽省内两所大学调查一、二年级大学生共

011 名，回收有效问卷 230 份，有效回收率 ,45。其

中，6114 级 662 人，6112 级 62- 人；男生 617 人，女

生 62, 人，平均年龄 -78 90 岁。

-/ 6. 工具

（-）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采用 %&’(")*<
+) 等人编制、=’">? @ %&’(")*+)（-,,0）完成的中译

本，用于测量一般自我效能感，共有 -1 个问题［-1］。

在本研究中采用五点量表，A)B>C"&’ D#E’" 为 18 7-，

折半系数为 18 97。

（6）抑郁量表（A;% F G）采用 !"H#B$$（-,99）编

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共 61 个问题［--］。本研

究中采用五点量表，为 18 32，折半系数为 18 96。

（4）大学生学习厌倦感问卷，该问卷由一个项

目组成，要求对“ 一提学习，我就心烦”的表述按照

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分，分值越大表示学习厌倦

程度越严重。

-/ 4. 程序

本研究在入学后两个月施测完毕。采用团体测

试者，将上述 4 个量表装订成册，一次性发给被试

者，问卷不记名。时间大约 -0IJ>。

6. 结果

6/ -. 不同性别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

与抑郁的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

感与抑郁为因变量的单变量方差（K>+ F L"M DNK<
OD ）分析（表 -）表明，性别对自我效能感（!（- 234）P

-38 97，" Q 1# 11-）、抑郁（!（- 234）P 68 76，" Q 1# -）均

存在显著主效应，男生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女

生的抑郁水平略高于男生。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学

习厌倦感方面无显著差异。

表 -. 不同性别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

与抑郁的差异检验（$ R %）

学习厌倦感 自我效能感 抑郁

男（$ R %） 6/ 04 R -/ 46 4/ 2, R 1/ 30 6/ 42 R 1/ 34

女（$ R %） 6/ 00 R -/ 66 4/ 62 R 1/ 34 6/ 22 R 1/ 36

! 1/ 1- -3/ 97!!! 6/ 76 S

. . 注：S & Q 1/ -，!& Q 1/ 10，!!& Q 1/ 1-，!!!& Q 18 11-，下同。

6/ 6. 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与抑郁相关研究

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与抑郁的相关分

析（表 6）可以看出，学习厌倦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

关（’ P 18 497，& Q 18 1-），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显著

负相关（ ’ P F 18 249，& Q 18 1-）。二者的相关程度均

高于学习厌倦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 ’ P F
18 -74）。

表 6. 学习厌倦感、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的相关系数

及显著性水平

学习厌倦感 自我效能感 抑郁

学习厌倦感 F

自我效能感 F 1/ -74!! F

抑. . . 郁 1/ 497!! F 1/ 249!! F

为了解性别在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与抑郁

关系上的效应，本研究进一步将自我效能感与学习

厌倦感分别划分为高分组与低分组，分别考察性别

与它们的交互效应。结果证明，只有性别与自我效

能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性别 T 自我效能感（H( P-）P 78 76，

" Q 1# 1-）。与女生相比，低自我效能感的男生报告

的抑郁水平更高，而高自我效能感的男生报告的抑

郁水平也更低。

6# 4. 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对抑郁回归分析

首先以学习厌倦感为因变量，以其他变量为自

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也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厌

倦感并无显著的预测效应（ ) P F 18 0-，& P 18 3- U
18 10），说明二者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变量。其次，以

性别（男 -，女 1）、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为

自变量，以抑郁为因变量作逐步回归分析（ 表 4）。

结果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对抑郁均具

有显著预测效应，较高一般自我效能感、较低学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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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感可以预测较低的抑郁水平，性别变量对抑郁水

平无显著的预测效应。

! ! ! ! 表 "! 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 % &#

性别 $%& %%’ %& %%( %& ))’

一般自我效能感 $%& "(( $ %& "’’ %& %%%!!!

学习厌倦感 %& *+* %& "%, %& %%%!!! ! %& #’)

"! 讨论

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情绪呈显著

负相关，而学习厌倦感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而

且它们对抑郁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这与班图拉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理论推论是吻合的。按照班图拉

的理论，自我至少包括自我强化（ -./012.340526.7.48）
和自我效能感（-./01.003696:）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

分［*#］。自我强化是指个体的行为达到或超过某一

标准所获得的奖励或惩罚。根据心理学原理，满足

感或厌倦感都是建立在个体对现实的行为结果评价

基础上的，其本身也是强化的一种形式。满足感或

厌倦感具有动机的性质，它可以激励或阻止个体采

取进一步的行动和努力。自我效能感则是一个人对

自己的行为能否成功达到某一标准的知觉。或者

说，它是个体对能否取得某种预期行为结果的判断

或信念，它涉及个体处理各种生活事件的能力以及

相关的情绪状态。因此，自我强化与自我效能感是

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二者均与抑郁情绪有关。研

究也证实了这样的推论。本研究发现，一般效能感

与学习厌倦感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二者对抑郁

情绪均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较高自我效能感、较低

学习厌倦感可以预测抑郁水平的降低。因此，培养

学生积极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学习满足感对于减轻

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

研究还发现，男女大学生在五点量表上的一般

自我效能感得分分别为 "; ,<、"; ,#，男生显著高于

女生。这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是一致的［*"］。这说明

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另

外，发现性别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具有交互作

用，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男生报告了更高的抑郁情

绪，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对男生也更具有保护作用，

自我效能感对女生抑郁的效应远没有男生显著。这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杨萍等人认为，

在较长时间内，对女孩来说，知觉到的社会无能对抑

郁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男孩的影响，并且女孩抑郁持

续时间更长［+］。由于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无法对

自我效能感对抑郁的长期效应进行考察。但是，本

研究也证实：在横断研究中，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抑郁

影响的性别效应也是存在的。至于性别效应与时间

效应的交互模式如何，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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