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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都注

意到，在学生中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老师提

前给学生布置的学习任务或作业，学生总要等到临

近上课或收作业时才匆匆忙忙地“赶”出来。学生大

都明白“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及“温故知新”等道

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极少，大多是等到考试前

才加班加点下“苦功夫”应付考试。更令老师们不解

的是：很多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及各方面表现都很优

秀的学生，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这种

现象在教育心理学中被称为“学习拖延”。

! 学习拖延

学习拖延是指学习者知道自己应该，也愿意，

却没有在预定的时期内完成学习任务 （$%&%’() %*
()+，!"",）〔!〕 或学习者最终要完成，却不必要地推迟

（这种推迟导致学习者情感困扰）学习任务（-(. /
$’0123%&4256，!""7），〔8〕是 指 人 们 的 迟 缓 或 迟 钝 的

意识和行动，是指把应该立即做的事情缓至将来，

把决定了的应及时采取的行动推至将来。〔7〕现有研

究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拖延。一种观点认为，拖

延是由一种或数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造成的，个

体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都可能拖延（-(. /
$9):%5;(&，!""<〔=〕；$(>>)%5 / ?2)%.，!"""〔,〕）。另

一种观点认为，拖延是由不太稳定且多由环境决定

的因素造成的（@9)65(; %* ()+，!"",〔<〕；$(>>)%5 /
?2)%.，!"""〔,〕）。

研究表明，在中学生、大学生及成年人中，这种

行为都很普遍，并可能对学习和成绩产生较大的负

面影响（A)(5B / C9))，!""=〔#〕；C(5591* / D%55(59，

!""<〔E〕）。例如，由于拖延，学生晚交甚至不交作业、

学习敷衍了事、考试焦虑等，当有更吸引人的事或物

时就易放弃学习，以及总体考试成绩较差（-(. /
$’0123%&4256，!""7〔8〕）。学习拖延还与诸如极度压

抑和焦虑、自尊心低落等消极情感状态有关（-(.
/ $’0123%&4256，!""7〔8〕；-(. / $9):%5;(&，!""<〔=〕；

@(5*9&，%* ()+，!""<〔"〕；$(>>)%5 / $(’BF，!""7〔!G〕；

$%&%’() %* ()+，!"",〔!〕）。

在很多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理解中，学习成

绩好的学生及各方面表现都优秀的学生，他们大都

懂得控制、调节自己的学习，是属于自我调节学习型

学生，不同于学习上经常拖延的学生。自我调节学习

模式的理论强调，理解学生在学习环境下的行为必

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情感、动机和认知因素（韩立敏

8GG!〔!!〕；王德华 !""<〔!8〕；朱燕 !"""〔!7〕）。

8 学习拖延与动机信念

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行为活动的内部原因，它

引起和维持个体行为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动

机信念或动机理论是人们对动机产生或消失、维持

或中断、强化或削弱等的认识，主要有本能论、精神

分析、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认知论和人本主义

等理论。

H1)*%5F（8GG7）〔!=〕对大学高年级学生和大一新生

进行了两项研究，着重于目标定向和自我效能感这

两类常用来描述自我调节学习型学生的动机信念。

目标定向有掌握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掌握目

标定向的学生，学习时着眼于提高能力水平、掌握学

习材料，或全面理解新信息或掌握新技能。目标定向

学习拖延与动机信念

尹国杰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G!7）

摘 要：学习拖延是学习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与动机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目标定向和自我效能感等动

机信念对学习拖延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和认识学习拖延对教育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学习拖延；动机信念；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 !E 卷 第 7 期

I1)+!E J1+7
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 0123-,4 54+12*.6*+-. 7)..848
8GG= 年 " 月

98:; !""#



与自我调节学习及学习绩效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方忠 朱祖祥，!"""〔#$〕）。总的来说，有较强掌握目

标定向的学生比其他学生在动机及认知方面自适

应性更强（%&’()*+& , -+(.)，#//0〔#1〕；233456，#///
〔#7〕；84&6)49.，!"""〔#:〕；;)’+& , -+(.)，#//$〔#/〕）。

成绩目标定向的学生学习时着眼于胜过他人、

得高分或外部奖励，更普遍地是向同伴、老师及家

长证明自己的价值。成绩目标定向的学生在动机及

认知方面自适应性较差，喜欢简单的学习任务、加

工策略肤浅、大多遇难而止（%&’()*+& , -+(.)，
#//0〔#1〕；233456，#///〔#7〕；84&6)49.，!"""〔#:〕；;)’+&
, -+(.)，#//$〔#/〕）。

近来对目标定向的建构理论认为，成绩目标定

向应分为趋近成绩目标定向和回避成绩目标定向。

前一类学生关注的是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与

他人比较（胜过同伴、获得外部奖励，或别人承认自

己的能力强）（233456，#///〔#7〕；84&6)49.，!"""〔#:〕）。

回避成绩目标定向的学生也关注与他人的比较，但

着眼于避免显示自己能力低下，或者避免让自己或

他人觉得自己在某一特定技能、活动或学科方面不

及他人（233456，#///〔#7〕）。这些研究结果暗示，回避

成绩目标定向对学生的学习可能有负面影响，而趋

近成绩目标定向对学生的学习负面影响不太，在某

些情况下甚至还有益。

作为一种动机信念，自我效能感也可能与学生

的拖延程度有关。自我效能感也称学习能力感，是

指学生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活动或

作业的信念，其反面是学业无能感。大量研究证明，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努力程度和

学习行为持久性有重要影响，对成就行为的预测性

较高。与自我效能感弱的学生相比，自我效能感强

的学生更愿意参与学习活动，较多运用深层次的调

节策略，学习时间持续较长，且学习成绩也更好。

尽管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自我效能感强的学生

在学习上不太可能拖延，但现有研究对此并未作出

有力的证明。有研究表明，对社会或日常活动（而非

学习活动）有较强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确实比其他

学生更少拖延（-+)64& (6 +3<，#//1〔/〕）。与此相反，

-43=)+* (6 +3<（#//$）〔1〕的研究表明，学生对学习任

务的自我效能感与情绪失调有关，而情绪失调与学

习拖延的数量有关。>+’’3()和 ?@3(A（#///）〔$〕的研

究在解释了动机和人格因素的作用之后，也没能发

现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们自述的拖延程度有关。

B536()C（!""D）〔#0〕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习拖延与

每一个动机变量相关度都很高，而且动机变量作为

一个整体是两组学生自述学习拖延程度差异的主要

因素。这表明，学生自述的学习拖延程度可以部分地

看作是对自我调节学习很重要的动机信念和态度作

用的结果。结果还表明，学习拖延与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及他们在完成学习任务时企图回避付出努力有明

显的关系。在B536()C（!""D）〔#0〕的两项研究中，和那

些自我效能感强的学生相比，自我效能感弱的学生

自述更多地延迟开始学习任务。这些结论与前期研

究所得结论即对自己能力较自信的学生在学习上较

少拖延（-+)64& (6 +3<，#//1〔/〕）一致。B536()C（!""D）

〔#0〕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较强的学生除了选

择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坚持得更长久外，他们

还不失时机地开始学习任务。因此，这些结果有助于

证明自我效能感是自我调节学习的重要因素。

与那些不太关注完成一项学习任务需要付出多

少精力的学生相比，特别喜欢简单的学习任务的学

生很可能推迟学习任务。这些结论和调查学生逃避

作业定向的研究的结果相吻合。B536()C（!""D）〔#0〕的

研究显示，喜欢简单学习任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可能只是“蜻蜒点水”似地学习，成绩也比其他学生

的成绩低。研究结果暗示，这些负面影响可能部分源

于学生未能抓住时机开始学习。

B536()C（!""D）〔#0〕对研究结果作了多变量分析，

表明并非所有自我调节学习的动机因子都与学习拖

延有关，并未有力证明人们所预期的学生学习拖延

的倾向与他们的掌握性目标定向、趋近成绩目标定

向或回避成绩目标定向有关系。尽管这些不同目标

定向与学习拖延的双变量关系很显著且符合预期的

目标方向，但是只有一例表明任一目标定向能单独

预测学习拖延。尤其出乎预料的是，有强烈掌握性目

标定向的学生，其学习拖延或推迟学习任务的频率

并不低于那些只是稍微采用了提高自己对学习材料

的理解或掌握水平的目标定向的学生。这些结果和

以前研究所得的掌握性目标定向改善学习结果这一

结论刚好相反。同时，研究结果也未能证明学生的接

近操作性或回避成绩目标定向与学习拖延之间有较

强的关系。这些结果再次证明，它们与前期研究所得

出的成绩目标定向（特别是趋近成绩目标定向）与非

适应性学习行为相关这一结论（233456，#///〔#7〕）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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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 对教育教学的启示

由于学习拖延现象普遍并影响学习和成绩，对

学习拖延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学习拖延消极影响

的认识，对教育教学实践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尽

管对学习拖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广泛，但现有研

究对教育教学有如下启示。

第一，为降低学生学习拖延程度，教师或教学

管理人员可以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比如，当教师

发现学生在学习上经常拖延时，可以采取谈心等措

施让学生明白经常拖延的危害，并和学生共同讨论

制定防范条约。如果是因学习目标太高，或学习时

间不足，教师就可采取措施降低学习目标或教学要

求，或给学生增加学习时间，或减少学习活动的量。

第二，采取措施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因为

如前所述，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更愿意参与学习活

动，较多运用深层次的调节策略，学习时间持续较

长，且学习成绩也更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

运用正强化手段，多给学生中肯的建议，肯定学生

的成绩（即使是很小的进步），学生在学习上取得几

次成功后，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信心，增强了

自我效能感，也就易于减少拖延的次数或降低拖延

的程度了。

第三，引导学生正确做出目标定向。由于回避

成绩目标定向对学生的学习可能有负面影响，而趋

近成绩目标定向和掌握性目标定向对学习的正面

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就应当引

导学生做朝向趋近成绩目标定向或掌握性目标定

向。如果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能帮助学生对完成学

习所需付出的努力做合理的预期，或教会学生如何

就自己的学习任务确定最切合自己目标，让学生明

白学习要成功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困难，那么成

功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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