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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从心理压力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心理压力越大，学

习投入水平越低［2］。过大的心理压力不仅会让学生心理

承受负担，影响心理健康，还会让学生无法充分投入到

学习中，甚至做出自残、自杀等危及生命的行为［7］，严

重心理压力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成年［8，9］。因此，

要帮助学生降低心理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其学习

投入水平，并维护其身心健康发展刻不容缓。

高中生这一青少年群体是高压群体之一，他们面临

着学业、人际、生理等多方面的压力［10］。从我国2021年

出台关于为学生学业减负的相关政策意见，也可以看出

我国学生从小就面临着较大学业压力的问题。同时，高

中生正面临着高考这一人生重大事件，正是需要不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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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通过学习，不仅能使个

体自身得到成长，也会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题组于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总框架，其中将“学会学习”作为学生

发展的必备核心素养之一，要求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坚

持学习，组织好一切资源来提升自我学习能力，并能够

不断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并持续投入到学习中［1］，而“学

会学习”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个体的行为往往会受到内部心理和外部环境的共同

作用，学习投入也不例外。已有研究表明，日常性学业

复原力和心理压力作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分别对学习投

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6］。因此，可以从日常性学

业复原力和心理压力这两个因素入手来探究如何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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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考取心仪的大学的阶段，学习投入水平在高中

阶段十分重要。综合考虑学生心理压力和学习投入的现

状及需要，本研究将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

要帮助高中生缓解压力，正确面对压力，更积极

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除了外界环境做出改变以外，学

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很重要。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作为心

理复原力、学业复原力的衍生概念，对于缓解学生心理

压力有着重要作用［11，12］。当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遇

到各种常见的压力，比如父母给予的过高期望、学习任

务过多等时，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就会发挥作用，帮助学

生在面对各种困境时能够调整自身状态，更好地应对挑

战［13］。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相比于调解重大负性事件

的心理复原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更能在日常普遍困境

中发挥作用，但当前我国对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研究仍

不够充分。探究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作用，对于缓解高

中生日常心理压力、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有重要

意义。

因此，本研究将开展关于高中生心理压力、日常

性学业复原力、学习投入的调查，探究三者之间的作用

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某高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取样的方

法，抽取高一至高三年级各4个班级整群发放问卷。在发

放的85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793份，占比93.29%。其

中，高一262份（33.00%），高二270份（34.00%），高

三261份（32.90%）；男生422人（53.20%），女生364人

（45.90%），未填写性别7人（0.90%）。

1.2  研究工具

1.2.1  学习投入量表［14］

使用含有17道题项的学习投入量表，编订者为方

来坛等人，量表包含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活力

指个体在面对学习时的积极性，代表条目如“早晨一起

床，我就乐意去学习”，该维度共包含6个条目；奉献指

个体在学习中的获得的体验感，代表条目如“我因我的

学习而感到自豪”，该维度共包含5个条目；专注指个

体在学习中的投入程度，代表条目如“我难以放下手中

的学习”，该维度共包含6个条目。量表整体采用7点计

分，1代表“从不”，7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

学习投入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a系

数为0.944，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1.2.2  中学生应激源量表［15］

使用含有39道题项的中学生应激源量表，编订者

为郑全全和陈树林，量表分成了学习压力、同学朋友压

力、教师压力、家庭环境压力、父母管教压力、自我身

心压力和社会文化压力共七个维度，每个维度由对应的

压力事件组成，主要让个体回忆近一年内是否经历相关

压力事件。量表中包含了中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可能普遍

出现的各种负性刺激性事件，范围较全面。量表采用5

点计分的方式，各维度得分相加得到个体现阶段的压力

值，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压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92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

信度。

1.2.3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问卷［16］

使用含有15道题项的日常性学业复原力问卷，编

订者为郭婉婉，问卷分为执行力、外在支持、自我效能

感和情绪稳定性四个维度。执行力指个体遭遇学习中的

挫折和困难时，所采取的行为及应对方式；外在支持指

个体从家人、教师、同学、朋友等外界获得的支持与鼓

励；自我效能感指个体认为自己是否可以克服学习中的

挫折与困难，以及面对学业挫折困难时的态度；情绪稳

定性指个体在面对学习中的挫折与困难时的情绪情感体

验。问卷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

“完全符合”。同时，问卷中包含4个反向计分条目。各

维度得分相加得到个体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总分，得分越

高，表示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越高。

由于目前该问卷的使用仍不成熟，为了检验问卷

的信度，在本研究中，先是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开展预

测。预测中抽取了高一和高二年级各两个班级发放日常

性学业复原力问卷进行整群施测，共计发放问卷206份，

回收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97.09%。经检验，预测

中该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757，达到接受标准，随后

开展正式施测。最终，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777，表

明该问卷的信度良好。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SPSS 21.0和海耶斯（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

中的模型4来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投入3个变量进行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得到的结果中，有15个特

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因子的解释率为20.398%，小

于临界值标准（40%），说明本研究使用的共同方法变异

程度在可接收范围内。

2.2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探讨高中生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

投入之间的关系，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的方法，对

高中生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投入的关系

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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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M SD 心理压力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学习投入

心理压力 23.58 18.27 1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53.54 7.892 -0.371** 1

学习投入 80.14 18.716 -0.282** 0.615** 1

注：*p<0.05，**p<0.01，***p<0.001。

和学习投入两两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为探讨三者之间

更深层次的关系，分别将心理压力作为自变量，学习投

入作为因变量；心理压力作为自变量，日常性学业复原

力作为因变量；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作为自变量，学习投

入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来进一步检验两两之间关

系。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1可知，心理压力与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学习投

入分别呈显著负相关（p<0.01），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

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p<0.01）。

2.3  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投入的

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表 2  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投入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2 调整 R2 F β t

心理压力 学习投入 0.088 0.085 67.982*** -0.285 -8.245***

心理压力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0.154 0.151 117.610*** -0.364 -10.845***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学习投入 0.386 0.385 468.332*** 0.618 21.641***

注：*p<0.05，**p<0.01，***p<0.001。

由 表 2 可 知 ， 心 理 压 力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学 习 投 入

（p<0.001），学习投入总变异量中的8.8%是由心理压

力解释的。心理压力显著负向预测日常性学业复原力

（p<0.001），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总变异量中的15.4%是由

心理压力解释的。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显著正向预测学习

投入（p<0.001），学习投入总变异量中的38.6%是由日常

性学业复原力解释的。

2.4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心理压力、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和学习投入两

两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和预测关系，达到中介效应检验的

预期要求［17］。因此，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探

究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心理压力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作用

机制。

在将各变量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心理压力为

自变量、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因

变量，采用Bootstrap法，将抽样设为重复5000次，并代入

海耶斯（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以此

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3 Table of decomposition of total effects, direct effects and mediating effects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总效应 -0.282 0.035 -0.351 -0.214

直接效应 -0.069 0.031 -0.129 -0.008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中介效应 -0.214 0.027 -0.268 -0.164

由表3可知，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心理压力与学

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为（LLCI=-0.268，

ULCI=-0.164），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

证明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

介效应显著［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214/-

0.282×100%=75.89%，表示心理压力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有

75.89%是通过日常性学业复原力进行的。在控制了中介变

量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后，自变量心理压力对因变量学习投

入的回归系数由-0.282下降至-0.069，检验结果为（LLCI=-

0.129，ULCI=-0.008），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说明以心理压力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的回归

路径仍显著，即心理压力对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仍显著。

这表示，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心理压力和学习投入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效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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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心理压力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

模型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of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3  讨论

3.1  高中生心理压力与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相关关

系讨论

本研究表明，高中生的心理压力与日常性学业复原

力呈显著负相关。高中生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越大，预示

着他们有越低的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以往众多研究

也发现了压力与复原力之间的负性相关关系［19-22］。根据

压力的交互理论［23］，个体的压力并不是直接由事件产生

的，而是经过了个体对事件的认知与评估。当个体感觉

当前的事件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自己难以应对时，压

力就产生了。而这种对自身应对能力的评估，就可以看

作是对自己复原力的认知。因此，在面对事件时，个体

产生的心理压力越大，表明其复原力水平越低。而较大

的压力更容易使人产生无助、焦虑等负面情绪［24］，易导

致个体更加脆弱［25］，不利于身心健康。所以，需要帮助

高中生进一步提高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以减少心理压力

所带来的危害。

3.2  高中生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关系讨论

本研究中，高中生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水平呈显著

负相关，心理压力越大，学习投入水平越低，以往研究

也验证了这一结论［2-4］。压力是威胁学生学业的重要因

素之一［26］，压力的出现使个体感受到焦虑、抑郁、无助

等负面情绪，影响其心态及面对事件时的行为，容易出

现拖延、逃避等情况。反映在学习上，则是在学习中难

以专注，压力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使学生缺少活力，学习

投入度降低。而在学生的生活中，主要面临学习、人际

等日常压力，这些压力看似很小，但多方面聚集后也会

对学生的身心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要避免从外在给学

生施加太多压力，也要注意提升学生自身的应对能力，

减少日常小事件积聚而成的压力，以免对学习投入造成

较多负面影响。

3.3  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与学习投入的相关

关系讨论

本研究发现，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越高，学习投

入的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5，27，28］。根

据资源保存理论［29，30］，为了克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

难和挫折，在问题发生时能更有效地应对，使自己的生

活更加幸福顺利，人们总是在积聚各种力量，保存可以

用到的各种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拥有较高水平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学生，也可以被看作是已经为应对

挫折困难积累了充裕资源的人。他们在执行力、情绪稳

定性、自我效能感、外在支持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资源

积累，这些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

挫折与困难。例如，在遇到困难时不会崩溃大哭，能够

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冷静思考解决措施，并拥有执行力

去投入行动，能够找到外界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资源与支

持，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等。这些都让他们有更多的

能量和信心去投入到学习中，因而会有更高的学习投入

水平。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采取措施帮助学生积

累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方面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更好地投

入到学习中。

3.4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高中生心理压力与学习

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讨论

本研究发现，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可以作为中介变

量，在心理压力和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一定影响。心理压

力既可以直接负向作用于学习投入，也可以通过日常性

学业复原力间接作用于学习投入。

已有研究发现，当压力事件较多，学生感知的压

力较大时，比起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较低的学生，拥

有较高日常性学业复原力的学生将会有更高的学业成 

就［22］。这说明，日常性学业复原力起到了缓冲压力和保

护学习投入水平的作用，是个体面临挫折困难时的保护

性因子。在面对压力时，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作为保护性

因子被激发［31，33］，如果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足以应

对压力事件，那么压力事件对学习投入的负面作用也会

被缓冲和降低。较高的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能够帮助

学生缓解或避免压力，从而避免学习投入水平的降低。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在高中生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之

间的中介作用为如何提升高中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提供了

新思路。就如同有研究发现，如果能提高高中生的心理

韧性水平，将帮助他们学会更充分地利用更多资源去克

服学习压力，有效避免学业倦怠一样［32］，可以采取干预

措施帮助高中生提高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为有效应

对潜在压力事件积累充足资源，以减少或避免压力的产

生，进而促进学习投入水平的提升。

4  结论

高中生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关，与日常

性学业复原力同样呈显著负相关，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与

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压力越大，学习投入和日

常性学业复原力水平越低，而学习投入水平会随着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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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业复原力的提升而升高。在心理压力与学习投入之

间，日常性学业复原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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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Zhang Yixuan Lv Zhaohua Dong Jingy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hrough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850 copies of the Academic Engagement Sc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ressors Scale and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 total of 793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3.29%. Results: Psychological stres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p<0.01).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engagement (p<0.01).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the ratio of mediating effect to total effect 
was 75.89%.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Enhancing academic engagement levels can be achieved by leveraging 
the role of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Academic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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