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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学业拖延现象已成为研究生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基于991份X大学研究生的问卷调

查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学业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拖延现象的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近80%研究生表现出中度拖延,超过14%的研究生表现出重度拖延,而且学业拖延在性别、学科和硕博士

上有显著差异。成就目标定向中的掌握趋近和表现趋近维度可正向预测学业拖延;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向

预测学业拖延,且可作为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变量。为减缓研究生学业拖延现象,提出有关

建议:提供科研支持、心理干预,引导研究生提高学业自我效能感;加强关注关心、及时疏导,防止高目标研究

生出现学业拖延;注重自我反思、自我疏导,通过自我管理控制学业拖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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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

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

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孙春兰副总理强调,
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

内涵发展[1]。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高层次领军人

才的新时代,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端,高质量的研究

生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目前,学业拖延是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奥韦格布兹发现研究生比本科生更容易出现

学业拖延行为[2]。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型大学的研

究生入学目标更加明确,每个研究生入学之前就清

楚科研是这一学习阶段的主要任务,然而学业拖延

在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中亦非常普遍。那么,不禁

要问,学业拖延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 如何减少研

究生的学业拖延现象,从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研究生学业拖延

“拖延”(procrastination)一词来源于 拉 丁 语

“procrastino”,意为推迟至明天。拖延一词最早出

现于文学中,赫西俄德在其古希腊长诗《工作与时

日》中首次提出了拖延的概念,意为推迟工作至明天

或日后。斯蒂奥将拖延定义为虽然可预期延误所带

来的负面后果,但个体仍自愿延迟已计划的行动。
有些学者认为拖延不仅仅涉及行为上的推迟,还应

包含因拖延现象产生的情感[3]。所罗门等认为拖延



是个体在不必要情况下推迟任务,导致产生主观不

适感受的行为[4]。基于词源及前人研究,结合研究

生学业任务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研究生学业拖延

界定为:学习者自身不必要地推迟学期论文和作业、
发表论文、阅读学术文献资料、参与导师项目任务、
参与各项学术活动的讲座和撰写毕业论文等学业任

务,且内心伴随困扰性的内疚、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绪的活动。
(二)学业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其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成

就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5]。学业自我效

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情景中的具体表现。不同

强度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能让个体在完成学业任务时

产生不同强度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学业任务的

完成[6]。
(三)成就目标定向

成就目标定向是指个体对从事某一任务的目的

或原因的认知,及其完成任务的信念,具有动机、认
知、情感和行为等特征[7]。宾特里奇将成就目标定

向分为四类,即掌握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表现

趋近目标和表现回避目标。受掌握趋近目标驱动的

个体关注掌握知识,根据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评

价自身表现。受掌握回避目标驱动的个体关注如何

避免错误理解知识。受表现趋近目标驱动的个体关

注如何优于他人。受表现回避目标驱动的个体关注

如何避免比别人表现不好[8]。

三、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通过大量阅读已有文献,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

有关学业拖延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高中和本科

阶段。截至2019年6月27日,在CNKI全文数据

库中检索,得知关于研究生学业拖延研究的文献有

47篇,占比约8%,且其中没有研究明确说明被试中

涉及博士研究生。因此,本研究聚焦X大学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已有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证明,学业拖延在学生群体中十分普遍,且在性别、
专业等关键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2-4,9-10]。基于上

述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研究生学业拖延

现象严重,且在关键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
此外,以往研究多关注各变量两两之间的预测

作用关系,忽略了中介变量的作用以及各影响因素

之间的作用路径。因此,本研究建构学业自我效能

感、成就目标定向和研究生学业拖延的结构方程模

型,深入分析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研究

生学业拖延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有效调节研究生学

业拖延行为提出建议,以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输送高

层次人才。
成就目标定向理论认为成就目标定向影响个体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根据该理

论,可推断具有掌握趋近和表现趋近目标定向的学

生在学习时更倾向于作出积极的自我调控,不容易

出现学业拖延现象。反之,具有掌握回避和表现回

避目标定向的学生对自己要求低,更容易出现学业

拖延现象。自这一理论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后,其
对学业拖延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豪

威尔以397名本科生为被试,发现掌握和表现趋近

目标定向可负向预测学业拖延,表现回避目标定向

可正向预测学业拖延[11]。黄庆双等人的研究以397
名本科生为被试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12]。基于上

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掌握趋近

和表现趋近目标定向可负向预测研究生学业拖延;
H3:掌握回避和表现回避目标定向可正向预测研究

生学业拖延。
自我效能感理论强调人的主观认知判断对行为

的决定性作用。自我效能高者倾向于积极主动地适

应和改变环境、努力克服困难、坚持更长的时间,获
得更高的成就[5]。学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

学业情境中的具体体现。根据该理论,可推断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越强,越会积极主动地完成学业任务,
越不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陈秋珠以459名初中

生为被试,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向预测研究生

学业拖延[13]。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提

出假设H4: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向预测研究生学

业拖延。
此外,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不仅仅是一种主体

性因素,而且是一种介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因素。
自我效能感的四大来源之一是替代性经验,即通过

观察他人行为和行为结果,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进

行主观判断,获得关于自己的能力可能性的认识[5]。
根据成就目标定向理论,持有表现目标定向的个体

会以“我要比他人表现得更优秀”或者“我怕表现的

不如别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基于此,笔者开始思考

自我效能感在成就目标定向这一动机与学业拖延行

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尤其持有表现目标定向的学生

会注重与他人比较,获得替代性经验,从而影响自我

效能感,最终影响学业拖延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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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5: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成就目标定向和研究

生学业拖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2019年12月,从X大学研究生中发放网上问

卷和纸质问卷,共发放1100份问卷,收回991份有

效问卷,有效率为90.09%。被试的学科门类基本

覆盖,性别比大致相当(表1)。
表1 正式施测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人口学变量 特征 样本个数 样本百分比(%)

性别
男 392 39.6

女 599 60.4

硕博士
硕士 729 73.6

博士 257 25.9

专业

人文社科

(不含艺术学)
409 41.3

理工农医 582 58.7

  *探究人口学变量对学业拖延的影响时,采用二次随机抽样的

方法,保证被比较的两类被试数量相当。

(二)研究工具

1.研究生学业拖延量表

采用胡春宝的《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问卷》[14]。
该问卷将研究生学业任务归纳为撰写学期论文和作

业、发表论文、阅读学术文献资料、参与导师项目任

务、参与各项学术活动和学术讲座、撰写毕业论文

六种。
针对上述学业任务,对每种任务设置三个问题。

第一,这项任务中你拖延吗? 第二,这项任务中的拖

延行为以及由拖延行为带来的焦虑等负面情绪,使
你困扰吗? 第三,你想减少这项任务中的拖延行为

吗? 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被试得分越高,
则表示学业拖延情况越严重。

此外,由于有低年级研究生的学业活动还未涉

及“写作与发表论文”“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参与

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撰写毕业论文”中的一项或某

几项学术任务,因此加入“暂未参与此项学术活动”
题项,以保证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根据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有2个项目因子载荷系数小于

0.5,予以删除。调整后的量表包含16个题项。

2.研究生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采用刘惠军等人设计的《成就目标定向调查问

卷》调查研究生的成就目标定向情况[15]。该量表共

29个题项,分为掌握趋近、掌握回避、表现趋近和表

现回避4个维度。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有6
个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小于0.5,予以删除。调整后

的量表包含23个题项,其中包含掌握趋近5题,掌
握回避4题,表现趋近8题,表现回避6题。该量表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从1到5分分别表示“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被试在某一成就目标定向维

度的得分越高,表示这一成就目标定向的倾向越高。

3.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李小娜编制的《硕士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

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16]。硕士研究生学业自我效

能感现状包含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社会实践自我效

能感三个维度。该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

法,从1到7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有1个项目因子载

荷系数小于0.5,予以删除。调整后的量表包含17
个题项。

本研究采用的《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问卷》和
《硕士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均
是针对硕士研究生设计的,而本研究的被试同时覆

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因此本研究在预测试阶段进

行信效度检验时,对硕士和博士被试单独检验。
调整后问卷的各分量表的KMO值,在全部、硕

士和博士被试中,均达到0.86以上,p 值为0.000,
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见表2)

表2 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效度分析结果

调查问卷 项目数 KMO全部 KMO硕士 KMO博士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全部)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 16 0.88 0.88 0.87 6465.498 120 0.000

研究生成就目标定向 23 0.90 0.89 0.86 8103.094 253 0.000

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感 17 0.94 0.94 0.94 10855.718 120 0.000

  说明:硕士和博士KMO值的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 值均为0.000。

  调整后问卷各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在全部硕 士和博士被试中,均达到0.7以上,说明量表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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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度。(见表3)由上述信效度检验结果可知,该 问卷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均适用。
表3 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调查问卷 维度 项目数
克隆巴赫系数

全部 硕士 博士

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

学业拖延倾向 5 0.83

拖延困扰程度 5 0.83

减少拖延意愿 6 0.90

0.91

0.84

0.82

0.89

0.90

0.80

0.86

0.92

0.92

研究生成就目标定向

表现趋近 8 0.85

表现回避 6 0.84

掌握趋近 5 0.76

掌握回避 4 0.71

0.86

0.85

0.84

0.77

0.71

0.86

0.87

0.83

0.77

0.72

0.85

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感

课程学习自我效能感 5 0.84

科研活动自我效能感 8 0.93

社会实践自我效能感 4 0.91

0.94

0.84

0.92

0.90

0.94

0.84

0.93

0.92

0.95

  (三)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SPSS26和Amos25,对所收集的991份

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

程分析。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时,采用二次随机抽样

的方法,保证被比较的两类被试数量相当(表4)。
表4 二次随机抽样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人口学

变量
特征

样本

人数

样本百

分比(%)
抽样

人数

抽样后样

本百分比

(%)

性别
男 392 39.6 392 49.9

女 599 60.4 393 50.1

硕博士
硕士 729 73.6 259 50.2

博士 257 25.9 257 49.8

专业

人文社科

(不含艺术学)
409 41.3 409 49.9

理工农医 582 58.7 411 50.1

五、研究结果

(一)研究生学业拖延状况严重,且在性别、专
业、硕博士维度上差异显著

1.X大学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分析。调查发

现,近80%的研究生表现出中度拖延,超过14%的

研究生表现出重度拖延。在三个分维度上,就学业

拖延倾向而言,近70%的研究生表现出中度拖延倾

向,更有超过13%的研究生有重度拖延倾向;90%

以上的研究生受到了拖延所带来的焦虑等负面情绪

的中度或严重困扰;近40%的研究生极想减少拖延

倾向(见表5)。
表5 X大学研究生学业拖延现状调查结果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轻度拖延 中度拖延 重度拖延

学业拖延

整体情况
3.24 0.74 6.05 79.21 14.73

轻度倾向 中度倾向 重度倾向

学业拖延倾向2.94 0.86 16.65 69.73 13.52

轻度困扰 中度困扰 重度困扰

拖延困扰程度3.17 0.83 9.69 70.43 19.88

较弱意愿 一般意愿 强烈意愿

减少拖延意愿3.54 1.05 9.28 51.26 39.46

  2.人口学变量对研究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分

别以性别、硕博士、学科为自变量,以研究生学业拖

延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对研究生

学业拖延影响显著。在学业拖延整体情况上,男性

与女性差异显著,t=6.79,p<0.001,证明女研究

生学业拖延程度显著高于男研究生。各分维度上,
两类被试在学业拖延倾向维度差异极其显著,t=
5.90,p<0.001,两类被试在学业拖延困扰程度维

度差异极其显著,t=5.04,p<0.001,两类被试在

减少学业拖延意愿维度差异极其显著,t=5.11,

p<0.001,且女性学业拖延倾向、拖延困扰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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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拖延意愿均高于男性。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业拖延整体情况

上差异显著,t=2.50,p<0.05,证明硕士研究生学

业拖延程度显著高于博士研究生。各分维度上,两
类被试在研究生学业拖延倾向维度差异极其显著,

t=3.65,p<0.001,两类被试在学业拖延困扰程度

维度差异显著,t=2.57,p<0.05,硕士生学业拖延

倾向程度和拖延困扰程度高于博士生。
学科仅对研究生学业拖延整体影响显著,t=

2.13,p<0.05,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学业拖延程度

高于理工农医专业研究生。假设H1得到验证。
(二)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研究生

学业拖延的结构方程模型成立

经皮尔逊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数据满足做结

构方程模型的基本条件。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本

研究最主要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以成就目标

定向为外生潜变量,以学业拖延为内生潜变量,以学

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M1
(见图1)。成就目标定向中掌握回避、表现回避两

个维度题目的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不达标,主要原

因可能在于被试在作答有消极含义的题项时,会
由于心理上的顾虑影响作答。因此,基于模型修

正参数以及路径调整原则,本研究删除了因子载

荷小于0.5的指标。以掌握趋近成就目标定向为

外生潜变量,以学业拖延为内生潜变量、以学业自

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M2(见
图2);以表现趋近为外生潜变量,以学业拖延为内

生潜变量、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 M3(见图3)。运行 Amos25.0,得到

拟合指标(见表6),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

图1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结构方程模型 M1

表6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结果

模型
指标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M1 0.84 0.83 0.87 0.86 0.87 0.07

M2 0.85 0.83 0.87 0.86 0.87 0.07

M3 0.85 0.84 0.87 0.86 0.87 0.07

  在结构方程模型 M1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

业拖延预测的路径系数为-0.87,p<0.001,假设

H4得到验证;在结构方程模型 M2、M3中,掌握趋

近、表现趋近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拖延预测的路径

系数分别为0.19,p<0.01;0.23,p<0.001,与假

设H2不符。因掌握回避、表现回避成就目标定向

对应题项的路径系数和因子载荷未达标,假设 H3
无法验证。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检验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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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掌握趋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结构方程模型 M2

图3 表现趋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结构方程模型 M3

使用Bootstrap极大似然法估计各变量路径效应,
所得各变量之间效应值如表7所示。成就目标定

向可直接正向预测学业拖延,其直接影响效应值为

0.593,还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中介变量间接预

测学业拖延,其中介效应值为-0.724,假设 H5得

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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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M1

直接效应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拖延 0.593 [0.302,1.757]

间接效应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0.724 [-1.945,-0.456]

总效应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拖延 -0.131 [-0.233,-0.022]

M2

直接效应 掌握趋近→学业拖延 0.187 [0.061,0.331]

间接效应 掌握趋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0.346 [-0.462,-0.250]

总效应 掌握趋近→学业拖延 -0.159 [-0.245,-0.073]

M3

直接效应 表现趋近→学业拖延 0.235 [0.159,0.308]

间接效应 表现趋近→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0.201 [-0.263,-0.151]

总效应 表现趋近→学业拖延 0.034 [-0.047,0.117]

六、讨论和建议

(一)讨论与分析

1.研究生学业拖延现象十分普遍

表5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与国内外研究一致,
研究生学业拖延十分严重[2,14]。在以往的研究中,
性别与学业拖延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结果。有学

者发现,男性的学业拖延水平高于女性[10]。也有研

究发现,学业拖延不存在性别差异[17]。根据本研究

的人口统计学分析,女研究生学业拖延程度高于男

研究生,也与前人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18]。本研

究中,性别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学

业自我效能感高于女性。由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

向预测研究生学业拖延,因此可能导致女研究生学

业拖延程度高于男研究生。性别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程度高于博士研究生。相

比于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更强,并且

科研兴趣更高,因此博士研究生越不容易出现学业

拖延现象。
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学业拖延程度高于理工农

医专业研究生。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理工农医专业

的研究生导师,大部分人文社科专业的导师管理相

对宽松,学生的时间相对自由,因此容易出现学业拖

延现象。
2.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

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掌握趋近和表

现趋近成就目标定向可正向预测研究生学业拖延,
与假设相反;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向预测研究生学

业拖延,与假设一致。
就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拖延的关系而言,有学

者同时发现了掌握趋近和表现趋近成就目标定向可

正向预测研究生学业拖延[19],也有学者单独发现表

现趋近可正向预测研究生学业拖延[20]。这可能出

于以下原因:首先,持趋近目标定向的研究生对自己

的要求较高,更追求完美,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高

标准可正向预测学业拖延行为[21]。本研究的样本

均来自于X大学,X大学是国内C9高校之一,学生

相对优秀,更追求完美,这可能是导致持趋近目标定

向的研究生更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的原因。第

二,笔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个别访谈发现,持趋近目

标定向的研究生会给自己设置较高的学习目标,有
可能会出现好高骛远的现象,当学生努力一段时间

后发现仍无法达到目标时,很容易失去学习的信心

和动力,出现学业拖延现象。第三,为了追求比他人

表现得好或者掌握更多的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需要付出更多、更持久的努力。学习时间越长,这期

间出现学业拖延现象的概率越大。第四,表现趋近

目标定向的研究生的主要学习动力是追求自己的学

业表现优于他人,属于外部动机,受其他学生的影响

大。调研发现,学业拖延现象在研究生群体中十分

普遍。因此,当其他研究生出现学业拖延行为时,表
现趋近目标定向的研究生会降低对自己的标准,极
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

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负向预测学业拖延,即学生

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拖延水平越低。类似

的研究结果也被国内其他学者证实[14,22]。本研究

证明了该结论在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群体中的适

用性。
3.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拖延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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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7可发现,成就目标定向可直接预测学

业拖延,也能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学业拖

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研究生学业拖延之间起中

介作用。同时,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拖延的间接影

响效果值由强到弱分别为表现趋近、掌握趋近。由

此可见,成就目标定向能够有效预测学业拖延,但不

同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者学业拖延存在不同强度的

影响。因此,为减少学业拖延现象,应根据特定的成

就目标定向维度,采取具体措施。
(二)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从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视角出发,分
析成就目标定向、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拖延之间

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学业

拖延研究成果,也为改善研究生学业拖延现象提供

参考。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提供科研支持、心理干预,引导研究生提高学

业自我效能感

研究生认为“科研难、常遇挫”的情况实属普遍,
这是导致学业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学业拖延的重要

原因。引导学生提高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从以下两个

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学校及研究生导师应尽可能

多地为研究生提供学业上的实质性支持,例如研究

方法、专业知识等,帮助学生增加知识储备,从而提

高克服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情感性支持亦非常

重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应重视研究生的心理

教育,可通过专题教育讲座、课程和团体心理辅导等

方式,在引导学生充分理解自我效能理论的基础上,
帮助学生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要注意的是,心理

教育既要做到普遍化,更应注意个性化。每个学生

的情况不尽相同,为保证有效性和科学性,应尽量提

供个性化指导和持续跟踪指导服务。此外,研究生

导师可以通过言语鼓励等方式增强研究生完成学业

任务的信心,以减少研究生的学业拖延现象。
2.加强关注关心、及时疏导,防止高目标研究生

出现学业拖延

持不同成就目标定向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

要实现的目标不同,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状

态有所不同。持掌握趋近和表现趋近的研究生对自

己有更高的要求,有更强烈的意愿追求更高的学业

成就。但更高的学业成就意味着要克服更多的困

难、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学生的坚韧性不

足,加之完美主义过重,反而会导致学生趋近维度的

成就目标定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
针对于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及研究生导师应

多多关注研究生的心理状态,通过工作坊、聊天等形

式多样的心理干预方式,引导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
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不要因过度追求完美而迟迟

不行动,要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学业成果,使学生

一直保持理性、积极的学习状态,尽量避免出现学业

拖延现象。
3.注重自我反思、自我疏导,通过自我管理控制

学业拖延现象

除了通过外界的心理干预之外,研究生在出现

学业拖延时,也应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学业拖延现

象。第一,学生应注意自我反思,是不是因为自身不

够努力导致没有掌握必要的科研方法,从而导致自

我效能感偏低,出现了学业拖延现象。第二,学生应

加强自我疏导,可以想想自己之前在学业领域的成

功经验,提升对自己完成学业任务的自信,从而提升

自己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第三,学生应正确认识自

己,明确自己的成就目标定向类型,注意不断调整自

己的目标。虽然对自己高要求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态

度,但也应注意避免因为目标设置过高、过度追求完

美等情况造成学业拖延现象。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本研究仅选

取了X大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研究范

围较小。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能够扩大研究样本,
在更多双一流高校中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各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本研

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获得数据,虽然使用科学的

研究范式,但所获数据有可能受被试主观思想的影

响,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在未来的研究中,
希望通过更多样化的调查方法,使研究结果更科学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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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forPostgraduatesandAcademicProcrastinationatResearchUniversities:

themesomericeffectofacademicself-efficacy

WANGLihua,GAOYuanyue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

Abstract:Postgraduateacademicprocrastinationisanonignorableissuein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thestructuralequation
model,thispaperanalyzestheactionmechanismoftheacademicprocrastinationinfluencedbyacademicself-efficacyand
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basedon991feedbacksfromaquestionnairesurveyonpostgraduatesatXUniversity.Thestudy
discoversthatnearly80% ofpostgraduatesareatmediumlevelofprocrastination,and morethan14% athighlevel.
Moreover,itfindstherearesignificantvariationsbetweendifferentgenders,disciplines,andatthestagesofpostgraduateand
doctoralstudies.Thedimensionsofbothmasteryapproachandperformanceapproachinthe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are

positivepredictorsofacademicprocrastination,whileacademicself-efficacyisanegativepredictorofacademicprocrastination.
Inaddition,itservesasamediatingvariablebetweenachievementgoalorientationsandacademicprocrastination.Inorderto
reduceacademicprocrastination,thispaperproposesthatacademicresearchsupportand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areneeded
toenhanceacademicself-efficacyofthestudents;thatcare,attentionandtimelyguidanceareneededtopreventpostgraduates
whoaimhighfromacademicprocrastination;andthatself-reflection,self-guidancethroughself-managementareneededto
controlacademic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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