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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院校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牛宏伟

中国民航大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天津

摘  要｜目的：探讨民航院校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以及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心理资本量表、

学习投入量表和学业成就问卷，对 1658 名民航院校大三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

学业成就均呈显著正相关；学习投入在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心理资本对大学生

不同层面的学业成就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大学生心理资本既可以直接，也可以通过学习投入间接影响

学业成就。在教育中应注意培养大学生的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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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要建设交通强国。民航业是交通强国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有力支撑［1］。民航业的发展离不开民航人才，而民航院校是民航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担负着培

养高质量民航人才的使命。学业成就是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学业成就也

具有重要意义。高学业成就有助于增强个体自信心，而低学业成就是问题行为的预测指标［2］。因此，

有必要对民航院校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研究。本研究以民航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探讨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1.1  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关于学业成就的概念，不同研究者因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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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学业成就应该是学生各种表现的综合状况，包括学习成绩和各种素质等［3］。另一类认为，学业成

就应该是学生在某一时期内的学习结果、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的总和［4］。本研究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

除注重学习成绩外，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也是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中，将学业成就定义为

大学生学习成绩，学习相关表现及相关素质的综合。在具体的评估指标方面，通过绩点指标代表学生的学

习成绩，通过学业奉献和学习绩效代表学习态度行为相关表现，通过成长性自评代表学生的综合表现。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受到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心理资本指个体在

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5］。心理资本与结果变量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四种范式：直

接效应模型、缓冲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以及动态效应模型［6］。关于心理资本对学习成就影响的研

究方兴未艾，特别是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采用直接效应模型，即心理资本直接对学业成就产生

影响。如张阔等对心理资本与学业成绩之间进行的关系研究显示，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其学业成绩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7］。除了直接效应，心理资本可能通过一些中介因素间接影响学业成就，即缓冲效应模

型可能有助于深化研究。如王雁飞等以 473 名大学生被试的研究发现，成就目标定向在大学生心理资本

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4］。陈秀珠等人以 1208 名初中生为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心理

资本既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成就，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间接预测学业成就［8］。关于心理资本对

学业成就的缓冲模型研究还很少。

综上所述，心理资本会影响学业成就，应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资本促进学业成就的机制。

1.2  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学习投入指学生进行学习活动时的情感和行为投入，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努力付出的程度、意

愿和质量［9］。它是取得良好学习成果的重要影响因素［10］，也是影响学习者学习成功的关键因素［11］。

国外有关学习投入的研究呈逐年递增态势，说明该变量的重要价值［12］。

研究表明，当学生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时，能够提升其学习绩效［13］。高学习投入能够使个体在学习

时投入更多的情感和行为，因而可能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同时，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积极资源，

应有助于大学生在学习中的投入。有研究以本专科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14］。因此，学习投入可能在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间起类似桥梁的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以学业成就为因变量，探讨以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的缓冲模型。

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两方面：（1）在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资本与不同层面的学业成就的关系；（2）学

习投入在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以期深化对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间关系的认识，有

助于进一步干预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某民航院校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有 1712 名大三学生参加网络

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658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85%。其中，男生 1343 人，女生

315 人，平均年龄为 21.06 岁（SD=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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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张阔、张赛和董颖红编制［15］，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共 26 个题目，采用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 Likert7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积极心

理资本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8、

0.76、0.81 和 0.82，说明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良好。

2.2.2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 Schaufeli 等人编制，方来坛等人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16］。该量表共 17 个题目，包括活力、

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采用从“完全没有”到“总是”的 Likert4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习投入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学习投入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活力、奉献和专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

0.88 和 0.90，说明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良好。

2.2.3  学业成就测量

学业成就的测量包含三个层面。在具体的评估指标方面，通过绩点指标代表学生的学习成绩，该数

据来源于学校教务系统。

通过学习表现量表测量学生的学习态度行为相关表现。对王雁飞等编制的绩效评价量表进行改编。

采用其中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反映学生在学习任务中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共计

8 题。采用从“低”到“高”的 Likert6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学习表现越好。在本研究中，学习

表现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说明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良好。

通过成长性自评代表学业成就的综合表现。该数据来源于学生的自评。成长性自评的题目为“相较

大一入学时，我现在有了几分的成长？”，采用 10 级评分，（1=“完全没有成长”，10=“非常多成长”）。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22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来源于问卷，由自评收集而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17］。为降低偏差可能，

收集数据前，在问卷题目的反应方式上进行了控制，使计分方式不同，包括 4 点、6 点、7 点和 10 点计分。

反应选项方面叙述不同，包括同意程度、符合程度和高低程度等。收集数据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

验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有 7 个因子的未旋转特征值大于 1，且第一个

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0.19%，小于 40% 的临界值，所以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计算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各个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1 所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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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绩点指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学生的心理资本越高，其学习投入、

学业成就的绩点越高；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学习表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心理资本越高，

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表现越好；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成长评价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心理

资本越高，学生的学习投入、成长评价越高。

表 1  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各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 SD 1 2
1 心理资本 4.82 0.77 -
2 学习投入 4.61 0.96 0.59*** -
3 大三绩点 3.15 0.61 0.14** 0.24**

4 学习表现 4.24 0.82 0.60*** 0.74***

5 成长自评 6.71 1.93 0.44*** 0.39***

注：**p<0.01，***p<0.001，下同。

3.3  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研究者的建议进行中介检验［18］。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以学

习表现为指标的学业成就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学业成就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0.60，p<0.001）；心理资本对学业投入

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59，p<0.001）；而加入学习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后，心理资本仍能显著预测学业

成就（β =0.25，p<0.001）。因此，学习投入满足在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运用回归分析检验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

Table 2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engagement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学习投入 心理资本 0.35 887.73*** 0.59 29.80***

学业成就 心理资本 0.36 931.70*** 0.60 30.52***

学业成就 心理资本 0.59 1188.94*** 0.25 12.77***

学习投入 0.59 30.43***

为了进一步检验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中介检验方法对数据做补充分

析［19］。学习投入在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间的中介效应值的 95% 置信区间没有包含 0（LLCT=0.33，

ULCI=0.41），表明学习投入在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的

95% 置信区间没有包含 0（LLCT=0.60，ULCI=0.68）。中介效应为 0.37，占总效应的 61.67%。因此，学

习投入在心理资本和学业成就间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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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大学生学业成就的表现

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学业成就更多是单一使用学习的成绩。而在本研究中，根据学业成就的本质及

表现，由浅入深的设置了三个指标。表层指标是学生的客观绩点，由教务系统获得；中层指标是学生学

习相关的态度及行为习惯，反应了学生所形成的与学习有关的心理行为层面的特征，由问卷测得；深层

指标是学生的成长性，反映了大学生综合表现，由大学生自评获得。这三个指标，由表及里立体体现了

大学生在大学生涯中学业成就状况。这拓展了学业成就的广度，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大学生学业成就。

4.2  心理资本、学习投入和学业成就的相关分析

心理资本、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各指标三者间均显著相关。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水平越高，学生

的绩点越高，其学习表现越好，成长性越大。这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大学生获得较好的

学业成就，心理资本不足可能导致其在学业发展上发生问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王雁飞等人的研

究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其学业成就正相关［4］，王小凤等人发现中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其学业成就正相

关［20］，周卓钊等人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其学习投入水平正相关［21］。

心理资本是个体积极的心理状态，是个体的内在心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绩

效表现的提升。大学学习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难。心理资本水平较

高的大学生，能够保持较好的心态和学习投入，从负性情绪中更快的解脱，恢复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

自信的应对困境，从而在学习成绩、学习表现和成长方面有更好表现。

4.3  学习投入在心理资本对学业成就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学习投入在心理资本和以学习表现为指标的学业成就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学生的

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学习投入越高，学业成就也越高，心理资本部分通过影响个体的学习投入状况间

接影响学业成就。

心理资本的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并非是直接影响结果变量，而是通过影响一些中介变量而

间接影响结果变量的。初步的研究已发现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促进作用［22］，指出开发大学生心理资本，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14］。本研究丰富了心理资本促进学业成就的机制的理论解释。提升学生心

理资本，进而提升学习投入，最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培养高质量人才。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机制，对提高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具

有参考意义。研究结果提示高校教育管理者，为提高学生学业成就，除了直接进行学业辅导，教授学习

策略外，还应重视学生心理资本的培育。心理资本是一种类似于状态的积极心理力量［23］，具有可测量、

可开发的特点［5］，是可以培养提升的。因此，应通过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提高学生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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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源，有更多学习和成长的动力，更多乐观和韧性克服学习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学习中有更多投入，

进而有更好的学习成绩，更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行为，以及更多的个人成长，实现全方面发展。

同时，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本研究采取横断模式研究，只能获得心理资本、学习投入及学业成就三

者的相关关系，无法进一步判断因果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心理资本、学习投入对大学生不同层面的学业成就均具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2）大学生心理资本既可以直接，也可以通过学习投入间接影响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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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ivil Aviation Colleg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Niu Hongwei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enter of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civil aviati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Methods: 1658 junior 
students in civil aviation colleges were investigated by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engagement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affect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learning engagement. In educa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eng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