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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的关系。方法：使用陈会昌等修订的《朱拉德自我表

露问卷》和连榕等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对304名大学生进行施测；采用SPSS18.0对数据

进行分析。结果：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自我表露中的个性因子是学业倦怠的有

效预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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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disclosure and academic burnout. Methods: 304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using the "Jullard Self-Disclosure Questionnaire" revised by Chen Huichang et al.; 

SPSS18.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College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burnout; the personality factor in self-disclosure is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academic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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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我表露指一个人不仅愿意和别人分享个人的、秘密的想法

与观点,而且乐于与人真诚地交流思想情感的过程[1]。自我表露的

程度是一个人健康人格的标志,也是个体自我调节情绪与情感的

方法。适当的自我表露对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特别是人格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2],也有利于健康人际关系的建立[3,4]。 

学业倦怠是指学生面对学习活动产生的兴趣与动力的缺失

现象。同时因为各方的影响又不得不继续从事学习活动而产生

的焦虑、厌烦、学习热情丧失等消极情绪；当遇到挫折时主动

退缩、停滞不前等不良行为[5]。甚至还会出现对同学态度冷漠

及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等问题[6]。 

以往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会显著影响个体自我表

露水平,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学业倦怠水平不同：个体越外向,学

业倦怠水平越低[7]。适度的自我表露可以使个体有效缓解压力,

宣泄情绪从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改善则可以使

自身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降低不当行为表现的发生率,进而提

高自我成就感。本研究将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河南省某大学在校学生400人为被试发放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304份。男生119人,女生185人；大一到大四学生分

别21人、139人、131人、13人。 

1.2研究工具 

1.2.1朱拉德自我表露问卷 

该问卷包括6个维度,即态度和观点、兴趣和爱好、学习或

工作、金钱、个性、身体等,每个维度由10个项目组成,共60个

项目；每题对4个目标人(父亲、母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分别回答：0—不向他人表露；1—向他人说了一些；2—非常详

细地告诉他人；X—对他人说谎或不正确地表达自己；分别以1、

2、3、1分进行计分,分数越高表明自我表露的程度越高。该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4[8]。 

1.2.2大学生学业倦怠调查量表 

该量表包括20个项目,三个维度,即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

成就感低。该量表采用5级计分方式[5]。 

1.3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 

2 结果 

2.1大学生自我表露程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该研究中,女生的自我表露总体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t=2.320,p=0.021)。具体来说,在学习或工作(t=2.902,p=0.004)、 

个性(t=2.303,p=0.022)、身体(t=2.447,p=0.015)等三个维度

上女生的自我表露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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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学生学业倦怠程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大学生学业倦怠总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0.630,p= 

0.037),男生学业倦怠程度显著高于女生。而在情绪低落维度上,

男生学业倦怠程度则显著低于女生(t=0.052,p=0.008)。 

2.3大学生学业倦怠水平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大学生的学业倦怠得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2.690,p= 

0.046)。事后检验显示,大一学生学业倦怠总分显著低于大二和

大三学生,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行为不当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

(F=2.686,p=0.047)。大一学生在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维度上学

业倦怠得分显著小于大三学生。 

2.4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及其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自我表露和学业倦怠总体上呈显著

负相关(t=-0.201,p<0.01)。大学生学业倦怠与自我表露的5个

维度(态度和观点、爱好和兴趣、学习或工作、钱和个性)都有

显著负相关。大学生自我表露总分与学业倦怠的各个维度也存

在显著相关。 

表2 自我表露对学业倦怠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因变

量

预测变

量
R R² F B β t

情绪

低落
0.161 0.026 8.038

**

个性 -0.271 -0.161 -2.835
**

行为

不当
0.222 0.049 7.837

**

个性 -0.586 -0.322 -3.788**

身体 0.318 0.177 2.080
*

成就

感低
0.229 0.052

16.701
**

爱好和

兴趣
-0.327 -0.229 -4.087

**

 

2.5自我表露对学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学业倦怠为因变量,自我表露各维度为预测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自我表露中的个性是情绪低落的有效预

测变量；自我表露中的个性和身体是行为不当的有效预测变量；

自我表露中的爱好和兴趣是成就感低的有效预测变量。 

3 讨论 

3.1大学生自我表露水平分析 

女生的自我表露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是由于两个群

体不同的人格特征和社会期待所造成的。一方面,男性与女性在

人格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的人格中更多具有强壮、理性

等特征,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事情倾向于独立思考,自我

表露较少；而女性则多具有情绪化、主观性、依赖性等人格特

征,使得她们在问题情境中会过多的自我表露。另一方面由于生

活环境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与认识。当被

试得知自己将一些私人问题表露给男性时会比表露给女性出现

更多的心理适应不良。另外,本研究还表明不同性别的学生也存

在一致的方面,即男生和女生在个人隐私方面的表露较少,而在

其他方面表露较多[2]。 

3.2大学生学业倦怠水平分析 

对于学业倦怠中的情绪低落因子,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情绪

低落。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性别特点方面,女生

较敏感,细注重细节,面对事情较情绪化,而男生比较粗枝大叶,

更加理性；其次,在对负性情绪的处理方面,男生较多使用外部

归因方式,遇到问题喜欢从外部寻找受挫的原因,相反,女生多

数会从自身寻找失败原因原因,易受消极情绪困扰[9]。 

另外,本研究发现大学中年级的学生倦怠水平高于低年级

和高年级学生。大一新生刚入校对大学校园充满好奇心,具有很

高的学习动机和积极的学习态度。进入大二、大三年级,由于学

生对专业的兴趣程度下降,学习动机的减弱等原因,出现一系列

表1 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的相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1.000

2 0.708** 1.000

3 0.616** 0.756** 1.000

4 0.555** 0.594** 0.637** 1.000

5 0.585
**

0.647
**

0.744
**

0.720
**

1.000

6 0.542
**

0.564
**

0.600
**

0.688
**

0.750
**

1.000

7 0.787
**

0.849
**

0.867
**

0.836
**

0.882
**

0.820
**

1.000

8 -0.067 -0.124* -0.143* -0.147* -0.161** -0.060 -0.141* 1.000

9 -0.102 -0.109 -0.140* -0.134* -0.189** -0.065 -0.147* 0.598* 1.000

10 -0.200** -0.229** -0.192** -0.134* -0.172** -0.125* -0.208** 0.429* 0.417* 1.000

11 -0.144
*

-0.186
**

-0.193
**

-0.171
**

-0.213
**

-0.100 -0.201
**

0.869
**

0.819
**

0.733
**

1.000

注：1—态度与观点,2—爱好与兴趣,3—学习或工作,4—钱,5—个性,6—身体,7—自我表露,8—情绪低落,9—行为不当,10—成就感

低,11—学业倦怠。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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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学习等不当行为。到了四年级,学生意识到了毕业后的压力,

逐渐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 

3.3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表露水平越高,学业倦怠得分越低,

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已有研究表明,个性中的外向性是影响自我

表露的重要因素[7]。自我表露对学业倦怠有重要的影响,个体较

高的自我表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其对学习的兴

趣,保持积极良好的情绪状态和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从而降低

个体学业倦怠水平,促进其有效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成绩。还有研

究表明,外向性与大学生学业倦怠有显著负相关[10,11]。较外向的

人喜欢与他人沟通交流,遇到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调节方式。在学

习中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倾向于和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学

习,从而提高对学习的动机。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 

(1)大学生自我表露与学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自我表

露越高,学业倦怠水平越低；(2)自我表露中的个性、身体及爱

好与兴趣可以分别有效预测学业倦怠中的情绪低落、行为不当

及成就感低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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