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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ict admission and leniency” in higher education, 

which bring about a lot of educational problem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how 

some negative behaviors in their college life, such as being late for class, leaving early 

or even skipping class, cheating in order to get excellent grades, etc.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se behaviors are related to academic entitlemen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the academic entitlement. Academic entitlement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belief that he can achieve the desired academic results as long as he 

makes appropriate efforts. Chowning and Campbell divided the academic entitlement 

into two dimensions: external responsibility and entitlement expectations; Achacoso 

measured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d sense of entitlement in two areas (expectation 

and negotiation); Kopp and colleagues built the AEQ on a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which included eight-item. Secondly, we introdu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academic entitlement on classroom engagement, uncivilized behavior (such as 

cheating), teacher-student conflict management. Finally, the role of warm or controlled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efficacy for college coursework i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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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lement is introduced.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academic entitlement, and exploring whether these problems also exist 

in other groups and academic entitlement mediates or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learn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Academic entitlement; Classroom engagement; Uncivilized behavior; 

Parenting style; Self-efficacy for college cour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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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严进宽出”的特点，带来了很多教育问题。研究发现，当

代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表现出一些消极的行为，如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是逃课，

为取得优异的成绩作弊等等，这一系列行为与学业特权感有关。本文首先介绍

了学业特权感的概念及测量方法。其次，介绍了大学生的学业特权感对课堂参与、

不文明行为（如作弊）、师生冲突管理的消极影响。最后，介绍了以温暖或控

制的养育方式和课程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的学业特权感的影响。未来需要增加

对学业特权感的本土化研究，并且探索其他群体是否也存在这些问题以及学业

特权感在养育方式与大学生学习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或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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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8 月 22 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学校高等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其中强调了要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

教育教学过程管理，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当代社会高等教育是比较普及的，

每年大学生数量都在增长，但是高等教育“严进宽出”的这种特点，带来了很

多教育问题，如 2002 年《中国青年报》对大学生逃课情况做过系统的调查，调

查结果表明，高校中大学生基础课逃课率在 25% 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 20% 左

右，至于一些公共课的逃课率甚至达到 50% 以上。

在大学课堂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同学没有在认真听老师讲课，有的在玩

手机，有的在睡觉，甚至有的人逃课。为保证教学质量，大部分教师也不会让

太多的同学不及格。因此，大部分学生认为只要自己期末考试把重点背一背也

就可以不挂科，也就是认为自己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可以取得对自己来说不

错的成绩；还有一点，当代大学生属于 95 后，这一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自恋水平偏高，有些时候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有些东西是自己应得的，比如在学

习生活中，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应该不用付出很多努力就可以取得学业的成功，

因为他们觉得在学业上，专业课老师不会让自己挂科，这样会影响对他们的教

育评价［1］，这种表现被称为学业特权感。国外的一些研究证实，在大学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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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特权感与学生的心理健康、行为和态度负相关。例如，有特权感的学生会

对成绩感到焦虑，更有可能在课堂上作弊［2］。有特权感的学生更有可能缺乏

真正的自尊，更有可能赞同学术上不恰当或不文明的行为，对那些在考试中给

他们消极反馈的评价者评价很差［1］。此外，研究发现，学业特权感的态度与

性别（例如，男性报告学业特权感更大）［3］［4］，外控点［1］，低自尊［2］，

教育的外部学业动机或消费主义取向［2］［5］、父母对学业成功的高期望有

关［2］。

因此，本文先介绍学业特权感的概念和测量方法；然后，介绍了学业特权

感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影响；最后，介绍了父母的养育方式和课程自我效能

感对学业特权感的影响。

2  学业特权感的内涵

初步证据表明，学业特权感是一个独特的结构，也不是心理权利或自恋的

一个方面。学业特权感不同于心理特权，因为它是学生可以在大学环境中展示

的特权［1］。学生们可能想要通过一种夸大的分数优越感来提升自己的学业成

绩，而这种优越感并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在其他活动中也

应该获得不劳而获的积极成果。然而，心理特权表现在多个领域，如工作场所、

家庭和社会领域［6］。学业特权感是一种发展但稳定的个体差异特征，其定义

为“一种拥有学术成功期望的倾向，但不承担实现该成功的个人责任”［1］。

教师们经常抱怨，一些大学生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承担很少的责任，期望付出很

少就能得到高回报［7］。这些学生可能会因为成绩差而责怪老师［2］，并试

图争取更高的分数［7］。Singleton-Jackson，Jackson 和 Reinhardt 进一步将学业

特权感定义为学生的信念，即“学生在课堂内的实际表现或责任之外，有权或

应该得到他们的机构和教授提供的某些商品和服务”［5］。那些表现出学业特

权感的学生的特点是，他们相信积极的学术成果是应得的，不管他们的实际学

术表现如何，而教授对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提供学习和良好教学的机会。此外，

他们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责任感［5］。

Chowning 和 Campbell 的学业特权感模型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1］。外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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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指学生认为他们有责任付出努力以获得理想的结果（例如，成绩）。高外

部责任的个体认为，高校、教师或同学主要负责在教育过程中发挥必要的努力，

帮助他们成功。权利期望关注的是被调查者对教师的期望（如，关于评分过程

的政策），并考虑学生认为他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不受教师课程政策的约束。

有权利期望的学生对大学水平的作业有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任何努力都应该

直接转化为理想的结果。Achacoso 通过创建一个量表，在两个领域（期望和协

商）测量大学生感知到的权利意识，从而扩展了对学术环境中权利的研究。“权

利期望”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学生要么期望在不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

下获得高分，要么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特殊待遇。“权利协商”指的是学生有权

与老师就某个分数进行辩论或要求某个分数［8］。Achacoso 发现，这两种权利

形式都与外部或非适应性因果归因呈正相关。此外，权利期望与元认知策略使

用呈负相关，而权利协商与元认知策略使用和学业成绩测量均呈正相关［8］。

Kopp 和他的同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具有八个测量项目的学业特权感问

卷（AEQ），利用多个样本探索和确认了测量的结构，并在经验上支持了与心

理变量的假设关系［9］。

3  学业特权感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

3.1  课堂参与

学业特权感会影响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和认知。对于学业特权感高的学生来

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缺乏个人责任感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表现。Jeffres 等人［10］

发现，具有学业特权感的学生不太成功，需要更多的补救措施。Anderson，

Halberstadt 和 Aitken 发现，更高的权利态度预测那些认为该课程具有挑战性的

学生期末考试的分数更低［11］。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挑战，但缺乏强大的

内控点，可能会在学期临近结束时放弃，觉得自己做的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成

绩。如果感知失败较高，学生更倾向于报告外部控制点［12］。也就是说，学

业特权可以通过参与课堂内外的方式影响课堂表现。学生参与衡量的是学生在

课堂上的想法和行为［13］。学业参与主要关注课外活动，如家庭作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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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y 等人发现有特权感的学生使用的学习策略更差［15］。具体来说，高特

权感与表面学习技能有关，导致了这些学生表现出深度和策略性学习策略下降。

Vallade，Martin 和 Weber 认为，拥有更高学术特权感的学生更注重成绩取向，

他们的制度信念水平会更低，这反过来会导致学习行为的参与度更低［16］。

3.2  不文明行为

学业特权感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对课堂教学和学习的潜在影响。一个特别的

问题是课堂上的不文明行为，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检验：学生在课堂上的消

极行为，或者学生对老师消极行为的看法。在这两种情况下，不文明会导致学

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减弱，从而影响学习过程［17］。在理想的学习环境中，

教育的目标是促进知识的增长。然而，有权利态度的学生可能会认为老师是天

生的对手，特别是当冲突涉及到分数和出勤政策时。学业特权感反映了学生的

信念，即他们有资格获得学业上的成功，所以当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发生冲突时，

他们会更有说服力。事实上，Goodboy 和 Frisby 发现，学生的学业特权感与他们

表达性和报复性的异议呈正相关［18］。具有学业特权感的学生所持有的不切

实际的高期望可能会导致攻击性行为，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

的关注很低［19］。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强烈权利态度的学生更有可能使用

分配策略和妥协，而不太可能在处理与导师的冲突时使用综合冲突管理。

有研究者通过潜在变量分析发现学业特权感与班级不文明行为有关（如逃

课、迟到）［20］。有理论认为，权利导致了破坏性和非文明的学生行为的增加［1］

［8］。不文明的学生行为通常包括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如“上课时发送无线信息、

上课迟到、早退、上课时不适当使用笔记本电脑”［1］。不文明行为也会以粗

鲁和苛刻的电子邮件的形式出现在课堂外［21］。一项关于教师对待学生不文

明行为的调查发现，不文明的学生行为很普遍，从相对轻微的（如上课不专心）

到与教授的主要冲突（如愤怒地叫喊、威胁）［22］。学生的不文明行为会减

少其他学生对课堂的热情和投入，从而造成消极的课堂环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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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术欺骗

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学里的学术欺骗已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Whitley 发现，

70% 的大学生承认他们在大学期间至少有过一次作弊行为［24］。最近的研究

发现，学业特权感和学术欺骗行为有关［25］［26］。Greenberger 等人发现具

有高水平的学业特权感的个体的特征是对学术的外部取向，较少强调教育的内

在价值，如学习和自我发展［2］。那些和具有高水平的学业特权感个体可能认

为自己更值得获得学术奖励，因此合理化“不择手段”的心态，以获得学术上

的成功，如学术欺骗［27］。Menon 和 Sharland 认为，学业特权感和学术欺骗之

间的关系可能是通过学生的剥削态度来调节的。他们的框架是，自恋和学业特

权感的结合将导致剥削和操纵态度，然后是学术欺骗态度，这种心态导致了学

术欺骗［28］。

4  学业特权感的影响因素

4.1  养育方式

研究者在一个大学生样本中发现，宽容型的养育方式与较高的学业特权感

有关，尤其是对男性受访者而言。宽容的父母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

并且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业特权感。这种关系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宽容，

即父母为孩子预见和避免障碍或问题，将孩子的自我价值膨胀到人为的水平。

因此，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期望每个人都能同样地从他们的道路上清除障

碍，而不是他们自己去克服障碍［29］。此外，父母对孩子有很高的成就期望，

并利用社会比较来激励或引导他们追求卓越（“你在学校应该比你的朋友做得

更好”“你的表弟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学生”），可能会不知不觉地鼓励学业特

权感的发展。在这种类型的家庭环境中，具有学业特权感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会

作为一种应对策略而出现，以确保对父母乃至自己都很重要的学术目标的实现。

如研究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与更高的权利期望相关［2］。Boswell 认为，当学

生的期望过高而不知道如何满足这些期望时，权利期望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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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心理上的控制往往包括对孩子的严格期望，以满足父母的要求，无论合

理与否。孩子的反应可能是通过要求给他们需要或渴望的分数是老师的责任来

保护自己［3］。

研究者发现，父母的温暖与更强的内部控制感知相关［30］，父母的心理

控制与更强的外部控制感知相关［31］。心理控制只在温暖的条件下与外部责

任相关。Greenberger 等人认为，学业特权感可能源于善意的过度控制，即温暖

的父母阻止孩子做出独立的决定，防止孩子犯错［2］。这种过度的控制和高水

平的温暖相结合可能会导致孩子认为他 / 她没有能力做出有效的决定，相反，权

威人士，如家长和老师，有责任确保满足学生的需要和愿望。相反，也许在低

温暖的环境中，过度控制可能导致其他负面结果（如攻击性），但不太可能导

致孩子认为他的成功 / 失败是别人的责任。

4.2  课程自我效能感

较低的课程自我效能感预示着在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中具有更高的学业

特权感［3］。具有学业特权感的学生倾向于对他们的学业结果负外部责任，倾

向于有一个外部控制的轨迹［1］。认为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学术成就，这与

大学课程的低自我效能感是一致的；这些学生认为他们无法执行在课堂上取得

成功所必需的行为［32］。因为在具有学业特权感的学生倾向于对他们的课程

成功负外部责任，他们不应该被期望对他们创造积极的学术成果的能力更有信

心。这一关系也表明，学业特权感可能是一种应对困难的机制，以满足学术需求。

在学业失败的情况下，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可能会利用学业特权感来保护自

己的自尊。然而，对大学课程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可能不依赖学业特权

感作为应对策略；相反，他们可以通过努力的自我调节策略和目标的坚持来应

对明显的学业失败［3］。

5  研究展望

千禧一代在前所未有的积极强化和关注下成长［33］。社会普遍倾向于基

于参与而不是表现来奖励这一代的孩子，导致一些人把这些孩子称为模范儿童



·73·
学业特权感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在大学生学习行为中的作用2020 年 1 月

第 2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01005

［34］。随着这一代人进入大学，学业特权感的概念在国外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父母更希望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期望孩子

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综上所述，学业特权感会给当代大学生带来很多心理和

行为问题，并可能影响未来他们职业生活，而这种学业特权感的 形成不仅仅受

到父母的影响，还可能受到自我、老师、甚至学校的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

的学业特权感，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大学生各种消极的学习行为产生的原因，

选择更恰当的方式去减少这种消极的行为，如根据大学生课程自我效能感与学

业特权感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大学课程自我效能感来改变学业特权感，

进而改变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干预措施可侧重于促进学术成功的技能，如项目

规划、时间管理和适当的自信沟通。此外，未来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第一，关于学业特权感的研究大部分来自国外，国内研究较少。因此，要

对学业特权感的问卷进行修订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现有的三种学业特权感问卷是否都适合中国大学生，需要我们对其修订并进行

验证，筛选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测量方法。具有高水平的学业特权感的大学生对

未来工作环境也有很大的期望［35］。那么，从刚入学到毕业，大学生学业特

权感的水平会有什么变化，其对未来工作环境期望的影响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纵向研究来对它进行探讨。此外，对于学业特权感的研究大

部分来自大学生群体，那么在其他学生群体，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中学生是否

也具有学业特权感，是否也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消极的结果呢？未来我们可以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

第二，学业特权感可以作为一种中介机制可以解释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大学

生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29］。那么它在父母的养育方式和个体的学习行为（学

习策略的使用、课堂参与等）是否也存在中介或者调节作用？养育行为与课堂

参与有关［36］。根据动机的自我系统模型，父母对孩子消极养育行为（如粗

暴养育）会影响个体的自我系统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课堂参与行为［37］，

那么消极的养育行为是否可能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学业特权感，进一步影响到他

们的课堂参与呢？这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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