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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采用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学业拖延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自我接纳问卷对40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自我接纳和

自我效能感分别在消极完美主义与学业拖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

介作用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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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self-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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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40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Frost Multidi-
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acceptance and self-efficacy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elf-acceptance self-efficacy was als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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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拖延是指个体在面对决策或既定完成的任务时，表现出延迟行动、逃避的行为或行为倾向[1]。学业

延拖，则是指学生在学业任务规定的有限时间内，主观上表现推迟执行学业任务的行为或行为倾向[2]。
大学生的学习环境较中小学生而言更加独立自由，失去了教师、家长的监管，更容易出现学业拖延现象。

研究发现：41.9%的大学生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学业拖延[2]，并且他们的拖延程度在不同的学业任务上

存在显著差异[3]。学业拖延会对个体身心健康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4]：一方面，严重的学业拖延会导致

学生学习时间减少，在完成学业任务时力不从心，感觉任务难度提高，学业成绩下降[5]；另一方面，学

业拖延状态下的学生并非心安理得，会有焦虑、内疚、烦躁、不自信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会引发焦虑

症、抑郁症等各种心理疾病，以及心慌、胸闷、头痛等一系列不良躯体反应[6]。 
因此，找到影响学业拖延的因素，进而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学生成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

国内外学者针对学业拖延问题，从概念界定到问卷编制与测量，再到大量的相关实证研究，展开了一些

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外部环境因素(如父母养育方式[7] [8]、
教师指导方式[9]等)和个性特质因素[10]两个方面。完美主义作为一种个性特质，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问

题具有显著预测作用[11] [12]。目前，虽然学界就完美主义对于学业拖延的影响机制做了一定探究，如发

现了能量损耗敏感性[13]、反刍思维等[5]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尚不够完善。 
完美主义，指一种追求尽善尽美、具有批判性自我评价倾向的人格特质[14]，其核心是设定过高的个

人目标。早期研究认为，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完美主义是拖延者共同出现的可能先兆[15]，对大学生的学

业拖延具有预测作用。但也有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认为完美主义在整体上与拖延行为并没有显著

的相关关系[16]。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完美主义实际包含了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两个维

度[3] [17]，二者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并不相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积极完美主义的个体更追求高标准，

对自身要求严格、有计划性和组织性[18] [19]，不会因失败而否认自己，同时拥有更高的自我认同和自尊

水平；消极完美主义的个体则害怕失败，有较多的自我否定，担心自己的行为结果达不到预期的高标准，

常常因恐惧而采取推迟和回避策略。可见，消极完美主义相对而言对拖延的影响更大一些。在面对难度

较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结果不可预测的学业任务时，消极完美主义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拖延现象[20]。
该观点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有研究发现，消极完美主义者对失败的犹豫和恐惧与拖延行为呈

显著正相关，即消极完美主义的高标准使个体害怕失败，担忧他人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从而选择回避，

导致拖延[17]。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1：消极完美主义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学业拖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3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潘懿婧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5332 2456 社会科学前沿 
 

自我接纳，指个体对自我一切特性的接纳，是欣然接受现实自我的一种态度。具有消极完美主义的

大学生对于犯错以及他人的看法具有较高敏感度，害怕出错，对挫折或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自我接

纳水平也较低。已有研究证明，消极完美主义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接纳[21]。同时，自我接纳水平也是学业

拖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自我接纳水平越低，学业拖延水平越高。自我接纳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在意外

界的评价，会在面对失败时把原因归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从而倾向于拖延任务来逃避外界评价自己的能

力[22]。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2：消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大学生学业拖延。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否运用现有技能完成工作任务的自信程度，是学业拖延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Haycock 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业拖延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1] [23]。
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对于自己能否完成某项工作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往往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

切实行动以完成计划，因而很少拖延；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大学生则缺乏自信，对任务产生畏难心理，表

现出消极怠慢的态度[24]，面对任务时多采用回避型策略[25]，因而拖延程度较重。关于消极完美主义与

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学界观点并不一致，既有负向作用，又有正向影响，提示出消极完美主义对自

我效能感的影响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路径。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消极完美主义能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效能

感。消极完美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为自身设立过高的标准和要求，他们的现实能力却通常无法达

到预期的结果，这种计划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让消极完美主义者更容易表现出犹豫和迟疑，从而降低他们

在类似场景或任务中的自我效能感[26]。我国学者訾非发现消极完美主义中的犹豫迟疑维度能显著负向预

测被试的自我效能感[27]，证明了这一点。结合前文中关于自我接纳的论述不难看出，这种犹豫迟疑可能

与消极完美主义者较低的自我接纳水平有关，他们在面对计划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时难以欣然接受自己的

不足，不愿面对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对于问题采取防御和逃避，使自己长期处于焦虑以及自我否定的状

态下，从而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3：消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接纳和自我效

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大学生学业拖延[2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得到了消极完美主义显著正向预

测自我效能感的相反结果，认为消极完美主义者虽然为了避免失败会在行动上表现出犹豫迟疑，但是他

们对自己有极高的目标和标准，对自身能力有过高的估计，从而会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27]，也较少

出现拖延。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4：消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大学生学业拖

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447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4 份，

有效率为 90.4%。其中，男生 143名(35.4%)，女生 261名(64.6%)；大一 173人(42.82%)，大二 62人(15.35%)，
大三 89 人(22.03%)，大四 80 人(19.8%)；文科生 89 人(22.03%)，理科生 271 人(76.08%)，其他学科学生

44 人(10.89%)；家庭所在地为城市 215 人(53.22%)，为农村 189 人(46.78%)；独生子女 158 人(39.11%)，
非独生子女 246 人(60.89%)。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拖延评定量表 
采用关雪菁编译修订的学业拖延评定量表的第一部分[29]，包括撰写学期论文、备考、完成每次作业、

学业管理任务、参加任务、平时在校行为共 6 项任务，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学

业拖延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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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文版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采用訾非和周旭修订的中文版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30]。该量表共 27 道题目，采用 Likert5 点计

分，包括五个维度：担心错误、条理性、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的疑虑。其中条理性维度属于积极

完美主义，其余四个维度归为消极完美主义。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91，重测信度为 0.78。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王才康等人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31]。共 10 个项目，采用 Likert4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

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87。 

2.2.4. 自我接纳问卷 
采用丛中、高文凤编制的自我接纳问卷[32]。共 16 个项目，采用 Likert4 点计分，由自我接纳和自我

评价两个因子组成。总问卷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接纳程度越高。自我接纳因子和自我评价因子 α 系数为

0.93 和 0.91，总问卷 α系数为 0.86。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及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33]，结果显示有 13 个因子的特征根

大于 1，第 1 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16.34%，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

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学业拖延在性别、专业、家庭所在地以及是否独生子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拖延在年级上有

显著差异，F 检验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大三学生的学业拖延显著大于大一和大四学生。见表 1。 
 

Table 1. Grade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年级差异 

年级 人数 x s±  F p 两两比较 

① 大一 173 28.31 ± 7.289    
② 大二 62 30.23 ± 8.532 3.701 <0.05 ③ > ①、④ 

③ 大三 89 31.15 ± 7.739    
④ 大四 80 28.19 ± 6.666    

 
学业拖延与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均呈负相关，与消极完美主义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完美主义与自

我接纳呈显著负相关，自我接纳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2。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 SPSS Process 组件中的 model 6 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以消极完美主义为自变量，学业拖延

为因变量，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6]，检验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接纳在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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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和学业拖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见表 3。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of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 

 x s±  1 2 3 4 5 

1. 性别 a 0.65 ± 0.48 1     
2. 学业拖延 29.21 ± 7.55 0.18** 1    

3. 消极完美主义 61.62 ± 14 −0.07 0.14** 1   
4. 自我接纳 39.23 ± 6.09 −0.11* −0.29** −0.39** 1  

5. 自我效能感 25.77 ± 5.81 −0.17** −0.25** 0.08 0.48** 1 

注：性别 a 为虚拟变量，男 = 0，女 = 1；*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自我接纳 自我效能感 学业拖延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性别 −1.69 0.58 −2.92** −1.04 0.51 −2.06* 2.27 0.75 3.03** 

消极完美主义 −0.17 0.02 −8.68*** 0.12 0.02 6.69*** 0.05 0.03 1.78 

自我接纳    0.56 0.04 13.11*** −0.21 0.08 −2.74** 

自我效能感       −0.2 0.07 −2.68** 

R2 0.17 0.32 0.13 

F 40.34*** 63.83*** 14.53*** 

 
结果表明，消极完美主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接纳(β = −0.17, P < 0.001)和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

感(β = 0.12, P < 0.001)；自我接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β = 0.56, P < 0.001)。当所有变量作为学

业拖延的预测变量共同纳入方程后，消极完美主义对于学业拖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5, P > 0.05)；
自我接纳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β = −0.21, P < 0.01)；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β = 
−0.20, P < 0.01)，表明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在消极完美主义和学业拖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 1。 

 

 
Figure 1. Mesomeric effec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self-acceptance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图 1. 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在消极完美主义与学业拖延间的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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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运用偏差矫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完

美主义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见表 4。根据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方法，当 95%置

信区间不包含 0 时，中介效应显著，表明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在消极完美主义和学业拖延之间起中介

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第一，通过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接纳→学业拖延产生的

间接效应 1 (0.036)；第二，通过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产生的间接效应 2 (−0.025)；第三，

通过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产生的间接效应 3 (0.019)。 
 

Table 4. Mesomeric effect path analysis of self-acceptance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表 4. 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在消极完美主义与学业拖延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β SE 

95%置信区间 效应量 

 下限 上限 (%) 

直接效应 0.05 0.029 −0.005 0.109  

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接纳→学业拖延 0.036 0.013 0.012 0.064 43.90 

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0.025 0.011 −0.051 −0.007 30.49 

消极完美主义→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学业拖延 0.019 0.008 0.005 0.037 23.17 

总中介效应 0.030 0.016 −0.001 0.062  

总效应 0.082 0.026 0.031 0.134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学业拖延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发现，大三学生的学业拖延显著高于大一和大四学生。我们认为学业拖延与学生的学业任务、

时间管理、学业态度等因素有关，大一新生初入大学，还保持有高中时期及时完成学习任务的良好学习

惯性，同时学业任务较为轻松，且对大学生活有积极期盼，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较少存

在学业拖延；而大四学生即将毕业，课业压力减少，有更多时间放在学业上，且有着更高的成熟度，更

能把控学业的进展程度；大三学生课业最为繁忙，专业学习压力较大，一些学生时间管理能力不强，且

对大学学习产生倦怠，会导致更多的学业拖延。 

4.2. 消极完美主义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消极完美主义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学业拖延，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完美主义作为一

种人格特质，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具有预测作用[28]，消极完美主义可以正向预测拖延[19]。消极完美主

义者通常对自己的期望很高，所有事情都要做得最好、或者比别人做得好，如果不能做到完美，宁可不

去做，所以他们尽管意识到延迟的糟糕后果，但在面对有一定难度的学习任务时，为了避免失败而受到

心理伤害，往往会有较多的学业拖延行为。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较低，面

对学习任务时缺乏自信，为了避免失败、保持自尊也会更多地采取拖延行为来应对。 

4.3. 消极完美主义对学业拖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消极完美主义对于学业拖延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主要是通过自我接纳、自我效

能感间接影响学业拖延，间接影响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以自我接纳为中介变量的路径、以自我效能感为

中介变量的路径、以自我接纳及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路径，其中通过自我接纳的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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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量最大。 
消极完美主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接纳，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21]。具有消极完美主义的大学

生害怕出错，对错误零容忍，对他人的看法也很敏感，总对自己抱有批判性的评价，导致自我接纳水平

较低。由于自我接纳水平较低，为了获得存在的价值感，他们特别渴望得到他人认可，过分寻求别人的

正向评价，过分在意外界的声音和他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成功与外界的赞许，他们会给自己设置与能力

不相符的高标准、高难度任务，但最终又难以实现目标，长此以往，他们对于达成既定目标没有绝对把

握，会因为害怕失败而无限期地延迟任务，导致较严重的学业拖延情况。消极完美主义可以通过自我接

纳正向影响学业拖延。 
消极完美主义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并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学业拖延，这一结

果与前人研究一致[13] [25]。訾非等人认为，消极完美主义者会制定过高的目标，当任务失败时会体验到

痛苦，但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损害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总是超出自己实际的能力范

围，自我效能感甚至比一般人的要强[34]。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

对自己的能力有确信，面对学业任务时不会有畏难情绪，会为了目标而努力，倾向及时完成任务而不是

拖延，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信心不足，更易产生回避性、拖延性的反应。所以当消极完美主义者有较高

的自我效能感时，他们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希望有完美的表现，也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拖延行为较

少。 
消极完美主义也可以通过自我接纳与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途径影响学业拖延。消极完美主义者害

怕出错，对不完美有过多的恐惧和焦虑，过度谨慎，将目标和标准订得远远高出自己的实际能力，这会

导致呈现较低的自我接纳水平，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消极，不能欣然接受现实自我，从而自我效能感也会

比较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学业任务，导致学业拖延行为更为严重。 
中介效应表明，消极完美主义对自我效能感，继而对学业拖延有一种“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消

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有完全中介作用，即消极完美主义会直接提高自我效能感，进而

阻止学业拖延现象。另一方面，消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正向影响学业拖延，

即消极完美主义又会通过自我接纳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进而出现较多的学业拖延现象。总体而言，消

极完美主义确实可以导致学业拖延现象，但是如果可以想办法削弱消极完美主义通过自我接纳的完全中

介，以及通过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链式中介的消极影响，而保留其通过自我效能感完全中介的积极

影响的话，便可以减弱消极完美主义的负面影响。 
综上，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对学业拖延的影响中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清晰

地揭示了消极完美主义对学业拖延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分别在消极完美

主义与学业拖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 
基于此，在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现象进行干预时，要特别关注大三的学生，对大三的学生多进行一些

专题辅导。对有消极完美主义的学生，要从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入手，使他们对自己充

满自信、抱有希望；使学生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肯定优势领域，接纳不可改变的弱势方面，提升

对自我的接纳程度，进而减少学业拖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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