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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学习动机在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与隐性逃课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全国８所

高校护理学院６２８名在读本科生,使用大学生隐性逃课量表、大学生学习动机问卷、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隐性逃课、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概念得分分别为(７８．５８±１２．１３)分、(１２３．６５±２５．２１)分、(６７．７７±１２．３１)

分.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动机呈正相关,与隐性逃课呈负相关,学习动机与隐性逃课呈负相关(均P＜０．００１);学习动机在学

业自我概念和隐性逃课间的中介效应为０．１１４,占总效应的２２．８５％.结论　学习动机在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与隐性逃

课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教育者应采取措施,端正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激发其学习动机,减少隐性逃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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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learningmotivationbetweenacademicselfＧconceptandreＧ
cessivetruancyamong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Methods　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wasusedtoselect６２８
undergraduatestudentsfromnursingschoolsin８universitiesacrossthecountryastheresearchsubjects．ThequestionＧ
nairesurveywasconductedusingtheCollegeStudentRecessiveTruancyScale,CollegeStudentLearningMotivation
Questionnaire,and GeneralAcademicSelfConceptScale．Results　The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scored
(７８．５８±１２．１３),(１２３．６５±２５．２１),and(６７．７７±１２．３１)forrecessivetruancy,learningmotivation,andacademicselfＧconＧ
cept,respectively．AcademicselfＧconceptwa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learningmotivationandnegativelycorrelated
withrecessivetruancy;learningmotivationwasnegativelycorrelatedwithrecessivetruancy(allP＜０．００１)．Themediating
effectoflearningmotivationbetweenacademicselfＧconceptandrecessivetruancyis０．１１４,accountingfor２２．８５％ofthetoＧ
taleffect．Conclusions　LearningmotivationplaysamediatingrolebetweentheacademicselfＧconceptandrecessivetruancy
of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EducatorsshouldtakeeffectivemeasurestocorrecttheacademicselfＧconceptandlearnＧ
ingmotivationofthesestudents,therebyreducingtheoccurrenceoftheirrecessivetru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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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育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关键,但大学生“隐
性逃课”现象较突出[１],对其学习和发展带来较大的

负面影响.“隐性逃课“是指学生虽出席了课堂,但
实质“形在而神不在“,未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或将注

意力集中于其他事物,如:看手机、聊天、发呆等[２].
目前隐性逃课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外界因素、心理

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三方面探讨.其中个体心

理因素起决定性作用[２],尤其是学生心理状态和情

绪波动的微妙、复杂变化会带来其学习行为的改变,
而目前关注个体心理因素间相互作用对隐性逃课影

响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关注理工科和文史科的

大学生[１,３Ｇ４],而聚焦护理本科生的研究寥寥.学业

自我概念指个体对学业领域的认知和评价[５].研

究[６]表明,高学业自我概念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和

学业投入.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越积极,其隐性逃

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３].学习动机是激发并维

持个体学习活动,实现学习目标的驱动力[７].学业

自我概念与学习动机显著相关,对自身学习能力的

正面评价能明显增强学习驱动力[８];同时,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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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行为的内在推力,隐性逃课受学习动机的影

响[３].综上,本研究假设学习动机在护理本科生学

业自我概念和隐性逃课间起中介作用,旨在为减少

护理本科生隐性逃课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便利抽样法选取全国８所护理院

校的６２８名在校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别来自

西南、西北、华中、华南、华东、东北、华北地区.以分

析变量的１０~２０倍计算所需样本量,并结合２０％的

样本流失率,得出本研究样本量应为３３６~６７２.研

究已获兰州大学护理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LZUＧ
HLXY２０２３００２７).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编制,包
括学校、年级、性别、民族、生源地、考研意向、专业成绩

排名等.(２)大学生隐性逃课量表:苏明宏等[９]编制,用
于测量大学生群体隐性逃课问题.量表包含学业认知、
学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学习环境５个维度,共
２８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５级计分法,从“完全不

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计１~５分,总分２８~１４０分,
分值越高,表示学生隐性逃课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１０~０．８５５[３Ｇ４,１０].(３)大学生学

习动机问卷:田澜等[１１]开发,分为求知兴趣、能力追求、声
誉获取、利他取向４个维度,共３４个条目.采用Likert５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依次计１~５分,
总分３４~１７０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
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６~０９５[３,１２].(４)一般

学业自我概念量表:郭成等[１３]编制,包含学业情感体验、
学业行为自控、学业能力知觉、学业成就价值４个维度,
共２０个条目.该量表采用Likert５级计分法,从“非常符

合”至“非常不符合”依次计１~５分,总分２０~１００分.得

分越高,提示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０~０．９３[３,１４].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电子问卷匿名调查,由护

理本科生自愿填写.研究者将答题时间少于５min的问

卷判为无效问卷,并设置每个IP只能填写１次.

１．２．３　 统 计 学 处 理 　 采用 SPSS２６．０ 与 AMOS
２４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数据,用x±s
描述,计数资料用比率及频数说明;学习动机、学业

自我概念、隐性逃课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相关

性分析;采用 AMOS２４．０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验证学习动机在学业自我概念与隐性逃课间的中介

作用;采 用 Bootstrap 方 法 (抽 样 ２０００ 次),确 定

９５％置信范围,检验标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共回收问卷６３５份,其

中有效问卷６２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９％.６２８名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N＝６２８)

项　　目 数量 构成比(％)

学校所在地　西南西北 ２３０ ３６．６
　　　　　　华中华南 １１６ １８．５
　　　　　　华东 １２６ ２０．１
　　　　　　东北华北 １５６ ２４．８
年级　大一 １９７ ３１．４
　　　大二 ２６３ ４１．９
　　　大三 １５４ ２４．５
　　　大四 １４ ２．２
性别　男 ９３ １４．８
　　　女 ５３５ ８５．２
民族　汉族 ５６９ ９０．６
　　　其他 ５９ ９．４
生源地　城市 ２７２ ４３．３
　　　　农村 ３５６ ５６．７
考研意向　有 ４６８ ７４．５
　　　　　无 １６０ ２５．５
就业意向　护理 ４５２ ７２．０
　　　　　其他 １７６ ２８．０
成绩排名　年级前２０％ ７９ １２．６
　　　　　年级２１％~４０％ ２０４ ３２．５
　　　　　年级４１％~６０％ ２２３ ３５．５
　　　　　年级６０％以后 １２２ １９．４
是否喜爱护理专业　是 ３３８ ５３．８
　　　　　　　　　否 ２９０ ４６．２

２．２　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和隐性逃

课的得分情况　６２８名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

总分为(６７．７７±１２．３１)分,条目均分为(３．３９±０．６２)
分;学习动机总分为(１２３．６５±２５．２１)分,条目均分为

(３．６４±０．７４)分;隐性逃课总分为(７８．５８±１２．１３)
分,条目均分为(２．８１±０．４３)分.详见表２.

表２　护理本科生自我概念、

学习动机和隐性逃课得分情况(n＝６２８)

项目 条目数 条目均分 得分

学业自我概念 ２０ ３．３９±０．６２ ６７．７７±１２．３１
　学业行为自控 ５ ３．３５±０．７１ １６．７３±３．５７
　学业成就价值 ５ ３．７９±０．８７ １８．２７±４．００
　学业能力知觉 ５ ３．２０±０．７５ １６．０１±３．７６
　学业情感体验 ５ ３．３５±０．７２ １６．７６±３．６０
学习动机 ３４ ３．６４±０．７４ １２３．６５±２５．２１
　求知兴趣 １１ ３．５１±０．７４ ３８．６６±８．１９
　能力追求 ８ ３．８６±０．８３ ３０．８９±６．７４
　声誉获取 ７ ３．５８±０．８７ ２５．０４±６．１０
　利他取向 ８ ３．６３±０．８３ ２９．０６±６．６１
隐性逃课 ２８ ２．８１±０．４３ ７８．５８±１２．１３
　学业认知 ５ ２．４９±０．９０ １２．４６±４．５２
　学习习惯 ６ ２．８４±０．７０ １７．０７±４．１７
　自我调整 ７ ２．８１±０．４４ １９．６４±３．０６
　课堂认知 ５ ２．９５±０．７９ １４．７３±３．９５
　学习环境 ５ ３．０７±０．６８ １５．３５±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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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和隐性逃

课得分的相关分析　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与隐

性逃课呈负相关(r＝－０．５８９,P＜０．００１),与学习动

机呈正相关(r＝０．４２０,P＜０．００１),学习动机与隐性

逃课呈负相关(r＝－０．４９２,P＜０．００１).

２．４　学习动机在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和隐性

逃课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护

理本科生的学习动机在学业自我概念和隐性逃课间

的中介作用,详见图１.该模型各拟合指数良好:卡
方自由度比(chiＧsquareratio,χ２/df)为４．７３３,渐进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meansquareerrorofapＧ
proximation,RMSEA)为 ０．０７７,比 较 适 配 指 数

(comparativefitindex,CFI)为０．９６２,非规准拟合指

数(tuckerＧlewisindex,TLI)为０．９４１,适配度指数

(goodnessＧofＧfitindex,GFI)为０．９４６,规准适配指

数(normedfitindex,NFI)为０．９５３.模型中各条路

径系数均显著,其中学业自我概念对学习动机有正

向预测作用(β＝０．４５２,P＜０．００１)、学习动机对隐性

逃课有负向预测作用(β＝－０．２５３,P＜０．００１)、学业

自我概念对隐性逃课有负向预测作用(β＝－０．３８５,

P＜０．００１).进而,研究采用 Bootstrap法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学业自我概念通过学习动机

对隐性逃课发挥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０．１１４)
占总效应(０．４９９)的２２．８５％,详见表３.

图１　学习动机中介效应拟合模型

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标准化)及Bootstrap分析结果

项　目 效应值 标准误
偏差校正９５％CI

下限 上限
P

效应

占比(％)

间接效应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５７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 ２２．８５
直接效应 －０．３８５ ０．０４１ －０．３０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１ ７７．１５
总效应　 －０．４９９ ０．０４０ －０．３３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和隐性逃

课的情况分析　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均分为

(３．３９±０．６２)分,处于中等水平,与贺荣珍[１５]对文史

科、理工科学生的研究结果(３．６２±０．５４)相似.同

时,本研究提示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能力知觉维度得

分最低,可能与学生的理想学业自我和现实学业自

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有关.学生对自身学业能力有

积极期望,但对现实学业能力却不满意,这可能与学

校教育中缺乏鼓励、过多批评、以及激烈的竞争等因

素密切 相 关[４].护 理 本 科 生 的 学 习 动 机 均 分 为

(３６４±０．７４)分,处于中等水平,与耿译航[１２]对医学

生的调查结果(３．８８±０．６９)相似.本研究中护理本

科生的能力追求维度均分最高,求知兴趣得分最低.
能力追求是反映学生通过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求获取卓越表现、增加就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在

动机维度.求知兴趣反映学生发展个人兴趣和获取

新知识的愿望和动机[１２].因此,本研究认为大多数

护理本科生有着高水平表现的追求,但学习体验感

较差.护理本科生隐性逃课均分为(２．８１±０．４３)分,
处于中等水平,与尹忠泽[３]对文史科、理工科学生的

调查结果(２．６１±０．４４)相似.本研究提示,护理本科

生的学习环境维度得分最高,学习环境综合了学校

教学设施、师生关系,以及学术学习氛围等因素.学

校良好氛围及师生和睦,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动

力.研究同时显示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认知维度得分

最低,可能与学生对护理专业缺乏充分、全面的了

解,以及外界对本专业的负性评价、就业困境等带来

的不良体验相关[１６].

３．２　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对隐性逃课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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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预测作用　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能直接负

向预测隐性逃课(β＝－０．３８５,P＜０．００１),即护理本

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发生隐性逃课的行

为越少.学业自我概念高的护理本科生对自身学业

能力评价较积极,能明确学习方向和期待结果,会合

理利用和分配时间,并在学习中获得更愉悦的体验,
有效降低学习倦怠感,使其保有热情和动力,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探索发展,从而减少隐性逃课[３].
反之,学业自我概念较低的护理本科生,缺乏学业自

信,面对学业压力可能会产生消极的情感和应对方

式,学习效能降低,影响学业表现和成就[１５],增加隐

性逃课发生的可能性.由此,一方面教育者应促进

学生学习行为的自律与自控.指导学生设立学习目

标,督促其自觉完成学业任务,提高学业决策和调控

能力;另一方面教育者要提升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与

价值感.充分了解学生需求,设计合理难度,分层施

教,使其饱有热情地积极探究,创造性解决问题,并
对学生提供充分的支持和及时的反馈,强化愉悦快

乐、富有价值感和意义的学习体验.

３．３　护理本科生的学习动机直接负向预测隐性逃

课,且在学业自我概念与隐性逃课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　本研究显示,学习动机能直接负向预测隐性逃课

(β＝－０．２５３,P＜０．００１),学业自我概念能通过学习动

机对隐性逃课产生中介作用(效应值为０．１１４),占总

效应的２２．８５％.学习动机是护理本科生通过学业自

我概念减少隐性逃课的重要途径,具有较高学业自我

概念的个体通过增强学习动机,减少其隐性逃课行

为,这与之前关于动机中介效应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７].
具体而言,学业自我概念对学习动机产生影响,当个

体有积极的自我认知、相信自己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

和自控力时,就会更加主动地投入学习.研究发现,
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内、外部动机均呈正相关[１８].积

极的学业自我概念可以促进护理本科生端正学习动

机,基于兴趣和喜爱进行深度学习,使其持续追求更

高的成绩.此外,具有高学业自我概念的护理本科

生,能清晰地认识到学业成功并非取决于运气等外在

因素,而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由此增强其学习的内

在动机.学习动机影响学习行为,学习动机强的护理

本科生职业奋斗目标明确,能更有效地进行自我管

理,抵挡外界的各种诱惑,坚定学习态度,隐性逃课行

为发生的更少.因此,教育者可以将学习动机较低的

学生作为重点关注群体,以学习动机提升为核心的干

预可能对改善其隐性逃课具有重要意义[１０].教育者

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竞赛或展现机会以充分彰显

其个人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此外,教育者不仅应将

课堂表现纳入过程性评价,还应营造良好和谐的学习

氛围,为学生提供支持性的心理环境.

４　小结

综上所述,护理本科生学业自我概念、学习动机

和隐性逃课均处于中等水平,有待提升,学习动机在

学业自我概念和隐性逃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

护理教育者从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和学习动

机干预入手,减少隐性逃课.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对隐性逃课的影响路径

中可能还涵盖其他变量,未来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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