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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关系的Meta 分析

李西金，李斌，刘得锐，向江涛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目的探讨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关系，分析调节变量，为学业拖延

相关研究提供量化依据。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以我国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获取数据库建立至 2021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相关文献，检索关键词包括学业拖延、学业拖沓、时间管理倾向、高校等。

应用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CMA 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通过文献检索，

纳入原始研究 41 项，被试为 19535 名高校学生。发表偏倚检验显示元分析结果稳定

可靠，合并效应量结果显示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显著负相关

r=-0.376，95%CI（-0.442，-0.306）；调节检验结果显示，专科生时间管理对学业拖

延程度影响较大，其次是本科生、研究生。结论：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

相关关系紧密，两者受学段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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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Li Xi-jin，Li Bin，Liu De-rui，Xiang Jiang-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time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alyze the regulatory variables, and provide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Methods: The CNKI, Chinese excellent master’s thesis full-text database, VIP database and Wanfang 

database were searched. Taki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September 1, 2021 was obtained. The search keywords includ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ime management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tc.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CMA 3.0)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41 original studi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subjects 

were 19535 college students. Publication bias test showed that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were stable and reliable, 

and the combined effect scal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moderat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r = -0.376, 95% CI (-0.442,-0.306); The adjustment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ime management of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followed 

by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time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which are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school stage.

Key words: Time managemen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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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符合研究要求。纳入原始研究 41 篇中，发表时间区

间为 2009—2020 年，其中期刊文献 19 篇，硕士学位论

文22篇，共统计41项独立原始研究，合计样本量19535人。

2.2  数据提取及编码

使用 Excel 进行原始研究的数据录入，为了保证数据

提取及编码的准确性，本研究数据处理工作由 3 名研究

生共同完成。研究员根据研究内容进行数据提取和特征

编码，包括文献类型、发表年份、被试、研究地区等标

准进行分类。数据提取过程中任何灰色区域都会提交并

与第二研究员进行讨论，任何分歧都会由第三研究员仲

裁。具体编码情况主要依据以下情况：（1）文献类型：

指文献来源方式期刊或硕士学位论文；（2）发表年份：

文献发表年份；（3）研究对象：指被试的学习阶段，包

括专科、本科、研究生；（4）研究地区：指研究对象所

在区域；（5）相关系数、样本量；（6）量表类型

我国研究人员最常使用的时间管理倾向测量工具是

ATMD 量表。该量表是黄希庭翻译整合国外两种时间管

理问卷（TMQ 量表、TSQ 量表），并通过开放式访谈搜

集问卷项目，最终形成国内使用率极高的时间管理倾向

量表（ATMQ）。该量表共包含 3 个维度时间效能感、

时间监控观、时间价值感。本研究 42 篇纳入文献中，41

项研究使用了 ATMQ 量表。故，本研究在分析时间管理

倾向对高校学生学业拖延影响时，将采用 ATMQ 量表对

学业拖延进行划分，细致分析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对高

校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

2.4  效应量的计算

效 应 量 的 计 算 具 体 是 使 用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CMA 3.0）软件，它是将若干个同类研究的结

果合并为一个效应量，需要通过以下程序：首先，将原

始研究数值转化或直接提取为相关系数（r），然后将相

关系数通过公式转化为 Fisher Z，并计算出每一篇原始研

究的效应量 Zri，计算公式为：

Zri=0.5×ln（
1+r
1-r）

第二，根据原始研究的样本量进行加权，得到原始

研究的权重 Wi。

第三，计算多项原始研究的平均效应量 Zr，计算公

式为：

Zr=
∑Wi	Zri

∑Wi

合并效应量的大小根据 Wilson（2001）的标准，相

关系数值（r）为 0.1、0.25、0.4 时分别对应低、中、高

相关程度。

2.5  异质性检验

根据统计学原理，纳入元分析的原始研究来自不同

1  前言
人们的拖延行为以及对时间管理的斗争具有悠久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1400 年前的古埃及象形文

字，研究人员认为拖延症是人类的固有倾向之一［1］。学

业拖延是拖延类型中最常见的一种，最早出现在 1984 年

Solomon 的《咨询心理学》中［2］，是传统意义上的拖延

行为发生在学习领域中，学业拖延是包含认知、情感、

行为的多维心理现象，被认为学生有目的的推迟必须完

成的学业任务［3］，从而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变化的非

理性行为［4］，无法有效地管理时间，可能会导致放弃或

仅完成部分任务，是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

时间管理倾向是学业拖延发生原因中认同度最高的

一项［5，6］。黄希庭、张志杰［7］将它定义为：个体在运

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时间管理

倾向属于控制时间的人格倾向，具有跨情景的稳定性［8］，

它包括3个维度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

它是有效利用时间的行为，同时执行特定的目标导向活

动，强调时间的利用而非达到目的本身，是完成学业任

务过程中的“工具”。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学业拖延是

学生自我调节失败，高度的学业拖延学生有必要利用时

间管理策略以实现学业目标。

本研究对国内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关

系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影响两者关系的调

节变量，使学业拖延的相关研究更加具体全面。

2  方法
2.1  文献获取

通过关键字检索、主题检索的方式获取原始研究，

主要检索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立至

2021 年 9 月 1 日公开发表的文献。关键词检索：拖延、

学业拖延、学业拖沓，联合时间管理倾向、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时间价值感，联合本科生、大学生、高校、

高校学生进行组合检索共得到 321 篇文献。

初步得到的文献是无法进行元分析的，需要进一步筛

选。根据研究需要，设定元分析的纳入排除标准。（1）文

献必须是对本科生学业拖延和时间管理倾向关系的定量实

证研究，不包含综述、会议类文章；（2）研究中必须使用

学业拖延量表，并至少报告一个学业拖延程度量表与时间

管理倾向总分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3）研究数据不可

重复使用；（4）研究对象为本科生；（5）样本量明确。

将检索得到的321篇文献导入Endnote X8文献软件。

首先，剔除重复文献 115 篇，经过标题摘要筛选剔除文

献 137 篇，最后阅读全文，经过纳入与排除标准，4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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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地区，研究对象、样本量也不尽相同，研究内容

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将系统评价中不同研究的差异统称

为异质性［9］。检验异质性是为了确定研究间是否异质，

进一步选定数据分析模型。检验方法主要是 Q 检验和 I2

检验，Q 检验是基于总变异的检验，假设效应量服从卡

方分布，如果 p<0.05，则说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I2 检

验主要呈现了效应量的真实变异在总变异中所占比重，

I2>50%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10］。

2.6  发表偏倚

通常，在学术期刊论文中，具有显著性的统计结果

更易接受和发表，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发表偏倚的问

题［11］。偏倚又称系统误差，是指研究的结果或推论偏

离真实值，或导致这种偏离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在资料

的收集、分析、解释或发表过程中，能够导致结论系统

地与真实值有所不同的任何趋势［12］。首先，我们在文

献获取阶段就尽可能搜集符合标准的文献，其次是使用

Egger’s 法和 Begg 法三种方法进一步量化发表偏倚。

2  结果
2.1  纳入文献

数据库检索共得到 321 篇文献，导入 Endnote X8 文

献软件。首先，剔除重复文献 115 篇，经过标题摘要筛

选剔除文献137篇，最后阅读全文，经过纳入与排除标准，

41 篇文献符合研究要求。纳入原始研究 41 篇中，发表

时间区间为 2009—2020 年，其中期刊文献 19 篇，硕士

学位论文 22 篇，共统计 41 项独立原始研究，合计样本

量 19535 人。

2.2  发表偏倚检验

在分析时间管理倾向对高校学生学业拖延的效应前，

需要进行发表偏倚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稳健可靠。本

研究使用 Egger’s 法、Begg 法检验此次元分析发表偏倚。

Egger’s 线性回归法检测结果 t=0.13，p=0.89>0.05，Begg

秩相关法检验结果 Z=0.85（p>0.05），两种方法检验结

果均显示无明显发表偏倚。

2.2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1，高校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

管理倾向各维度的 Q 检验结果在统计学上都达到显著性

水平（p<0.001），表示元分析结果存在异质性。同时 I2

值都高于 50%，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表 1  时间管理倾向及各维度异质性检验

结果变量 k Q Df p I2 Tau-squared

时间管理倾向 33 820.088 32 0.00 96.09 0.052

时间价值感 29 707.641 28 0.00 96.04 0.051

结果变量 k Q Df p I2 Tau-squared

时间监控观 34 873.505 33 0.00 96.22 0.055

时间效能感 31 699.531 30 0.00 95.71 0.047

2.3  主效应检验

高校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主效应检验结果

见图 1，时间管理倾向及各维度与学业拖延关系的结果

见表2。时间管理倾向（-0.376），时间价值感（r=-0.236），

时间监控观（r=-0.376），时间效能感（r=-0.355）与高

校学生学业拖延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01），

时间价值感与学业拖延低程度相关关系，其余维度与学

业拖延均呈现中等程度相关关系。

图 1  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表 2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调节变量 结果变量 k r 95%CI

最低值 最高值

学业拖延 时间管理倾向 33 -0.376 -0.442 -0.306

时间价值感 29 -0.236 -0.314 -0.155

时间监控观 34 -0.379 -0.446 -0.307

时间效能感 31 -0.355 -0.422 -0.285

2.4  学段的调节效应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各个效应量之间存在高的异质

性，因此研究进一步分析异质性的来源，主要分析学段对

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

显示（见表3），学段显著调节时间管理倾向（Qb=782.07，

p<0.01）及各维度时间价值感（Qb=675.18，p<0.01）、时

间监控观（Qb=792.02，p<0.01）和时间效能感（Qb=650.02，

P<0.01）。其中，专科生在时间管理倾向、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相关系数效应量更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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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学段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检验

调节变量 结果变量 类别 k r 95%CI I2 QW Qb

最低值 最高值

学段 时间管理倾向 专科 8 -0.443 -0.457 -0.418 96.07 237.78** 782.07**

本科 14 -0.397 -0.419 -0.375 94.35 230.23**

研究生 6 -0.308 -0.337 -0.28 98.1 263.66**

时间价值感 专科 8 -0.248 -0.265 -0.231 93.89 114.63** 675.18**

本科 12 -0.261 -0.288 -0.234 94.17 188.61**

研究生 4 -0.251 -0.283 -0.219 99.19 369.75**

时间监控观 专科 8 -0.453 -0.477 -0.428 97.46 276.01** 792.02**

本科 13 -0.408 -0.43 -0.385 93.91 196.96**

研究生 7 -0.348 -0.375 -0.321 97.91 286.86**

时间效能感 专科 8 -0.414 -0.44 -0.389 95.09 142.62** 650.02**

本科 11 -0.391 -0.416 -0.366 92.97 142.2**

研究生 6 -0.283 -0.311 -0.254 98.41 314.3**

注：专科包括中职生、高职生；**P<0.01。

预测具体行为是不合理的。元分析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

导致拖延行为与时间价值感的低相关。

研究表明，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对学业拖延的影

响存在高度异质性，需要进行调节效应检验，以分析两

者关系的情境性差异。由于纳入元分析文献的原始研究

大部分并未交代研究对象学校类别、男女生人数，但基

本上交代了研究对象的所在学段，因此本研究以学段为

调节变量，分析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关系

的调节效应。由表 3 可知，不同学段学生的效应量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学段层次提高，高

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的相关效应量逐渐变小

（专科（r=-0.443）、本科（r=-0.397）、研究生（r=-0.308）），

一个可能解释是不同学段学生在学业模式上有着很大程

度上的变化，学生从被动学习切换到主动接受学习，学

业任务性质各不相同，随着学段层次提高，学业任务的

难度、重要性也在提高，研究生阶段学业任务繁重，不

仅要完成课程学习，实践任务也较多，以及期刊写作和

毕业论文的撰写［16］。Ferrari［17］等要求 37 名大学生在连

续５周的时间里，列举打算完成和真正完成的学习和非

学习任务，结果发现，任务越难，学生拖延的水平越高。

以上因素可能造成时间管理策略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变弱。

学段对时间监控观与学业拖延相关关系的调节检验

结果显示，专科生时间监控观与学业拖延相关关系最高、

本科生次之，这意味着专科生较容易受监控观的影响，

时间监控观越高，则学业拖延的出现率越低。结果显示，

时间效能感随学段层次提高，与学业拖延相关关系效应

量逐渐变低（专科（r=-0.414）、本科（r=-0.391）、研

究生（r=-0.283））。时间效能感是反馈时间监控的重要

3  讨论
本研究综合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的实证研究，

探讨了高校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对学业拖延的作用效果，

以及可能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高校学

生时间管理倾向和学业拖延关系密切，如表 2 所示，时

间管理倾向（r=-0.376）及各维度时间价值感（r=-0.236），

时间监控观（r=-0.379），时间效能感（r=-0.355）和高

校学生学业拖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前人研究一

致［5］。具体而言，高校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对学业拖延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有效的时间管理策略，能

够有效降低学生学业拖延程度。成功的时间管理可以解

释为在最高水平上最有效地利用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和

自我满足，它不仅仅是计划时间，还包括在时间的利用、

计划、监测以及组织目标方面的高度认识。

诸多实证研究发现［13-15］，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中，

时间监控观是与学业拖延相关关系最高的因子，本次元

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见表 2），时间管理倾向各维

度中时间监控观（r=-0.379）与高校学生学业拖延的相关

高于时间效能感（r=-0.355）和时间价值感（-0.236），

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表现

为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等外显的、直观的行

为层面，是一系列外显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主观

评价，与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相比较更具有操作性，

与行为的关系密切，因此检测效力更强，相关程度更高。

时间价值感对学业拖延的相关关系效应量最低，从内容

上看，时间价值感结构非常抽象，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

能和价值的稳定态度和观念［5］。从态度与行为的因果出

发，时间价值是高度内化的情感态度，以一般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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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个体对掌握时间的预期，体现了对时间管理的信心。

效能感来自监控观的反馈，只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行为，

才有效能感的体验。时间价值感在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

中，相关关系效应量差异不明显（±0.1），价值感的检

测低效度，可能是导致学段差异不明显的主要因素。

4  结论
通过对 41 项有关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相关关系

进行元分析，结果证明，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相关

关系的平均效应量为 -0.378（-0.442，-0.306）的中等程

度相关，即可以通过时间管理策略降低学业拖延程度，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发表偏倚检验结果显示，本次元

分析所纳入的 41 项研究结果稳健可靠。同时，对不同学

段的调节效应检验研究发现，研究生层次学生与专科生、

本科生变比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业拖延相关程度更低，研

究认为，随着教育层次提高，学业任务难度、重要性随

之增加，可能导致时间管理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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