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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氛围对寄宿制高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 陈宏玉 魏 榕（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旺中学，肇庆 526238）

摘要：为探究校园氛围、寄宿制高中生的学习倦怠和心理韧性的关系，采用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 ( 学生卷 )、青

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对广东省 715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校园氛围与寄宿制高中生

的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校园氛围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学习倦怠和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心理韧性在校

园氛围与寄宿制高中生的学习倦怠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后续干预寄宿制高中生的学习倦怠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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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1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显示，我国寄宿制中小学占比已达到

了中小学总数的 40％，寄宿生的心理健康逐渐受

到重视 [1]。寄宿生们处于较为封闭的学习环境中，

特别在高中学段，课业负担重，校内作息要求严

格，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少。同时，长时间与家人分

离，通过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减少，因此寄宿制学

校的高中生们需要的社会资源与支持力量往往源

自校园。校园氛围既是个人在环境中的经验，也可

归纳为群体现象，它包含了学校内的所有人际关系

及个人自主性特质，既反映了学校整体组织结构、

目标、价值，也反映了个体成就等信息 [2]。如果校

园氛围不当，寄宿生们的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就难

以实现，必将遇到诸如学习、安全及心理健康等方

面的一系列问题。

学习倦怠是寄宿制高中生遇到的潜在问题之一。

吴艳、戴晓阳和温忠麟等 [3] 认为，学习倦怠是一种

常见于学生身上，与学习有关的持续性、负性的心

理状态。较大的学习压力，加之部分不良校园氛围

的影响，导致部分寄宿制高中生容易产生学习倦怠。

Goetz、Frenzel 和 Pekrun等 [4] 关于校园氛围与学习倦

怠的研究发现，学校的环境因素会通过影响学生对

学习的兴趣，从而影响学生对学习的情绪情感体验。

学习倦怠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会受到学生的

学习兴趣及校园氛围的影响。环境氛围越好，学生

的学习动机越强，学习倦怠感越低。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1：校园氛围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寄宿制高中生

的学习倦怠。

在教学实践中，情绪调节能力强、心理韧性好

的学生虽然也会感到学习倦怠，但是这些学生更

容易走出困境，解决学习问题，较好地完成学习任

务，最终实现学业目标 [5]。以往研究表明，心理韧

性高的个体出现学习倦怠的概率较低 [6]。张光珍、

梁宗保和邓慧华等 [7] 将心理韧性定义为，在不利生

活处境中个体自身的保护资源与环境中的保护因

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可见学生的心理韧性也受

到校园生活环境的影响。在校园氛围与心理韧性的

研究中，刘红升和靳小怡 [8] 研究发现，教师关心程

度和同学友好程度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以往学者基于研究发现，班级同伴

地位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学校适应性、师生

关系、生生关系和同伴地位均属于校园氛围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校园氛围中的某些成分是留守儿

童心理韧性的保护性因素 [9]。但是校园氛围所包含

的其他内容是否会增加学生的心理韧性，还有待探

讨。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心理韧性在寄宿制

高中校园氛围与高中生学习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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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以往研究虽然关注学生群体中的学习倦

怠问题与心理韧性情况，但较少探讨寄宿制高中校

园氛围的现状，也较少探讨校园氛围、学习倦怠与

心理韧性三者的关系 [10]。

因此本研究关注寄宿制学校的校园氛围对高

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及心理韧性在二者之间的中

介作用，旨在为降低高中生的学习倦怠提供可操作

的干预方案。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抽取了广东省某校的寄宿制高中生进行

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 783 份，回收有

效问卷 715 份，回收有效率为 91.3%。其中，男生

353人，女生 362人。

（二）研究工具

1. 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

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学生卷）由杨春燕和贝

尔等于 2007 年共同编制，由谢家树、吕永晓和马

坤等 [11] 于 2016 年修订。量表共含 7 个维度、32 个

题项，其中有 1 个测谎题。7 个维度分别为师生关

系、生生关系、校内活动参与度、期望清晰度、规

则公平度、校园安全及校园欺负。量表采用李克

特 4 点计分，其中校园内欺负行为分量表为反向

计分；最后一题为测谎题，不计分。本研究中，对

校园氛围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后，得到问卷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9，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心理韧性量表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 [12] 编制的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共 27 个题项。量表共包含五个因子，其中目标专

注因子、情绪控制因子、积极认知因子属于个人内

部的保护性因素，家庭支持因子与人际协助因子为

外部保护性因素。本研究中，对心理韧性量表进行

信度检验后，得到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3，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3.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

学习倦怠量表采用吴艳、戴晓阳和温忠麟等 [3]

编制的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 5点

计分，包括三个维度、16 个题项。三个维度分别

为身心耗竭、学业梳理和低成就感。本研究中，对

学习倦怠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后，得到问卷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5，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三）统计处理

采用SPSS20.0 和 PROCESS宏程序插件进行数

据处理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赫尔曼单因素检验法，对校园氛围、心

理韧性、学习倦怠三个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 [13]。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未旋转的因素分

析共析出 16 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

的 21.05%，小于 40% 的临界值。因此认为本研究

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校园

氛围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显著

负相关，学习倦怠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校园氛围能显著

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0.487，p<0.001）；将校园氛

围及心理韧性作为预测变量，学习倦怠作为结果

变量，结果显示，校园氛围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

（β=-0.137，p<0.001），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学习

倦怠（β=-0.355，p<0.001）。

本研究采用海斯（Hayes）[14] 编制的 PROCESS

程序中的Model 4 对心理韧性和学习倦怠作进一步

的中介效应检验，对 715 份原始样本进行了 5000

次的Bootstrap 抽样。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心理韧性

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 [-0.214，-0.133]，不

包含 0，说明心理韧性在校园氛围对学习倦怠的影

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校园氛围对学习倦怠的

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为 [-0.181，-0.094]，不包

含 0，因此心理韧性在校园氛围对学习倦怠的影响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SD 1 2 3

1 校园氛围 93.978±11.765 —

2 心理韧性 89.389±13.788 0.416*** —

3学习倦怠 44.780±8.498 -0.429*** -0.654***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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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55.81%。（见表3和图 1）

四、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校园氛围作为学生的社会资

源，显著负向预测寄宿制高中生的学习倦怠，支持

了假设 1。阶段环境匹配理论指出，学校是高中生

活动的主阵地，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校园资

源和高中生的身心发展需求相适应时，学生就会感

知到良好的校园氛围，从而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

展。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校园氛围对学生学习状况的

影响，如Mcevoy 和Welker[15] 认为，校园氛围对于

学生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对校园氛围的积极

感知有助于学生提升整体的幸福感，更有利于学生

调动一切有利于学习的因素。学生越能感受到积极

的校园氛围，他的学习动机就越高，学业倦怠也会

相应降低。

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寄宿制高中校园氛围和

高中生的学习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

设 2。换言之，寄宿制高中的校园氛围除直接影响

学习倦怠外，还通过影响学生的心理韧性从而影响

学习倦怠。这一结论符合王鹏军和张仕超 [16] 的研

究发现，后者认为，心理韧性在学生生活事件和学

习倦怠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校园氛围包括学校内的

各种人际关系与重大生活事件 [17]。对于社会支持资

源相对简单且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阶段的寄宿制

高中生来说，处理师生和同伴关系时出现的矛盾冲

突势必会增加学生的心理负荷，加之繁重的课业压

力与生涯规划中的迷茫状态，寄宿制高中生的学习

倦怠情况不容乐观。那么如何降低这个群体的学习

倦怠呢？

第一步，如果学习倦怠已经发生，提高寄宿制

高中生的心理韧性是可取的方式之一。学习倦怠

主要表现在个体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

等方面。当高中生具备将自我保护资源与良好的

校园氛围相结合的能力，即心理韧性强时，更能积

极应对学业上的身疲力竭、学业疏离感和较低的

成就感。心理韧性高的学生面对困难时不会轻易

放弃，而是会克服困难，进而提高学习效果，降低

学习倦怠 [18]。

第二步，建立良好的校园氛围。本研究与张光

珍、王娟娟和梁宗保等 [19] 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学校

适应性较好的学生心理韧性水平较高。学生在校园

氛围中会产生丰富的情感和情绪，而良好的校园氛

围能够使学生产生心理韧性等积极的情绪情感。以

往研究发现，生活中倾向适应性情绪调节的个体心

理韧性能力越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20]。

因此本研究认为，降低寄宿制高中生学习倦怠

的有效方式为建立良好的寄宿制校园氛围，并辅之

以有关心理韧性的团体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五、教育建议

良好的校园氛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韧性，

这就为在学校层面开展干预工作提供了入手点与

表 2 心理韧性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心理韧性 校园氛围 0.416 0.172 147.711*** 0.487 12.154***

学习倦怠 校园氛围 0.678 0.459 297.955*** -0.137 -6.252***

心理韧性 -0.355 -18.849***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析

项目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效应

总效应 -0.310 0.025 -0.358 -0.262 100%

校园氛围→学习倦怠 -0.137 0.022 -0.181 -0.094 44.19%

校园氛围→心理韧性→学习倦怠 -0.173 0.020 -0.214 -0.133 55.81%

图 1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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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因此寄宿制学校可以围绕以下四点开展心

理和德育相关工作。

第一，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学校需要开展

教师培训，让其掌握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学会聆

听、共情与尊重等心理辅导技术。

第二，为营造一个安全、规则公平且制度严明

的校园氛围，学校需要加强校园管理水平，加强对

同伴欺负行为和校园欺凌的监控与惩处。

第三，为高中生开设心理韧性、人际交往、情

绪管理、亲子沟通、适应环境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心

理课程与团体辅导活动，引导学生学习与人相处。

最后，随着积极心理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对

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点也由治疗转为预防。心理

韧性作为个体自身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不仅能

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还能够帮助个体积极应

对不利处境。因此，学校应该鼓励开展如挫折教

育、生命教育等提升心理韧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促进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预防学生心理

危机事件的发生。

六、结论

（一）寄宿制高中校园氛围对高中生的学习倦

怠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二）心理韧性在寄宿制高中校园氛围和高中

生学习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寄宿制高中的

校园氛围对高中生的学习倦怠既有直接影响，又能

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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