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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小学生抑郁和拖延之间的关系,运用《儿童抑郁量表》、《一般拖延量表》对3997名小学

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拖延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抑郁存在年级差异；(2)抑郁和拖延相关显著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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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rocrastination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99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Child Depression Scale an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procrastination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2) De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ocrastination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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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拖延是指虽然能想象到延迟行为会

导致不良后果,并伴随不良的情绪反应,

个体仍自愿推后开始或完成某种预定任

务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自我控制不良

或调节失败的行为[1]。维也纳的经济学

家Peter认为当偶然出现的拖延行为渐

渐变多,逐步养成惯性后,导致拖延出现

的因素将成为暗示,与个人从拖延中得

到的利益一起构成习惯回路[2],即形成

了拖延的习惯。小学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

要时期,是学习态度初步和个性及良好习

惯的塑造期。因此调查影响小学生拖延的

因素,减少其拖延行为,养成良好习惯,

对其学业成就和未来发展极为重要。 

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其特

点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缺少兴趣,在行

动上表现为运动迟缓、工作效率下降。资

源保护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努力维持、保护

和建造其珍贵的资源,资源的缺损会使个

体产生威胁感,而类似接受负面事件存在

的资源的缺失会更易引发个体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并在任务完成过程中耗费更

多的情绪调控资源[3],个体为了保护资源

会选择暂时回避任务,即出现拖延行为。 

过往关于拖延和抑郁的研究大多以

中高大学生为被试,且对小学生的研究

更多集中于学业情绪而非抑郁倾向,且过

往研究样本数都较少,缺乏代表性。因此

本研究将调查大量样本,在此基础上对小

学生的抑郁和拖延的关系进行研究。 

1 方法 

1.1被试 

向7个小学,3至6年级共103个班的

学生进行调查,回收问卷4251份,有效问

卷剩余3997份,问卷有效率为94.9%。当

中女生1869人,男生2128人；3年级1183

人,4年级965人,5年级1066人,6年级

783人；年龄为8~13岁,平均年龄9.85

±1.16岁。 

1.2研究工具 

(1)儿童抑郁量表。量表由芬德里希

等编制[4],由20项条目组成,单一个维度,

包含抑郁的六个主要症状,采用4点计分,

最低分为0,最高分为3。所有题目分数之

和即为量表得分,分数越高,抑郁倾向越

明显。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

为0.85。(2)一般拖延量表。量表由雷编

制[5],为单一维度,由20个题目组成,10个

反向计分题目,采用5点计分,题目分数相

加得到总分,得分越高则拖延行为越多。

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3。 

1.3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6.0录入、整理数据并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抑郁在性别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抑郁在性别

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学生的抑

郁得分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t=-7.44, 

p<0.001),男生的抑郁倾向比女生明显。

(参见表1)。 

表1 抑郁在性别上的差异 

变量 人数 均值 标准 t 值

性别 女 1869 43.53 10.98 -7.44***

男 2128 46.17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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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下同。 

2.2抑郁和拖延在年级上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抑郁和拖延

在年级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抑郁

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F=7.17,p<0.001),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6年级学生的得

分均高于其他年级,即6年级学生表现出

更少的抑郁倾向。拖延在年级上存在显

著差异(F=2.70,p<0.05),事后多重比较

结果显示6年级学生的得分比3年级和4

年级的低,说明6年级学生的拖延行为更

少。(参见表2) 

2.3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抑郁和拖延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发现小学生的抑郁得分不高,总体

抑郁情绪较少。拖延得分在中等水平,

说明小学生存在拖延行为,但拖延程度

不高。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明,抑郁与

拖延呈正相关(r=0.42,p＜0.01)。(参见

表3) 

表3 抑郁与拖延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M±SD 1 2

抑郁 17.8±10.74 1

拖延 44.93±11.27 0.42** 1
 

注：N=3997；**P<0.01。 

3 讨论 

分析表明,抑郁在性别上有显著差

异,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倾向,

究其原因,在小学时代,女生的身心发展

比男生快,在结友和交流方面占优势,男

生较少跟朋友、家人谈及内心的想法,

这可能导致男生将情绪压在心里,得不

到疏解,女生会较愿意将内心的情绪跟

他人述说,以排解情绪压力。抑郁和拖延

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6年级学生的比其

他年级的学生表现出更少的抑郁情绪,

且其拖延行为比3年级和4年级的少,其

可能的原因是6年级的学生处于升学压

力下,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备考中,及时完成学习任务,且6年级

的学生年龄较大,有比较好的自我控制

能力,能比较及时的发现自身问题并进

行调节。而3年级的学生还处于幼儿向儿

童转变的转折期,尚在适应学校学业生

活的改变,因此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

郁和拖延。这提示我们要多关注学生在

性别上的差异,也要多留意低年级的学

生的整体状态。 

描述统计的结果表明小学生存在拖

延行为,总体程度不高,但仍需对存在拖

延行为的学生给予引导。学生体验到的

抑郁情绪较少,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

郁与拖延呈显著正相关,即当个体体验

到的抑郁情绪越多,其拖延程度越高,而

越多的拖延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

抑郁情绪。情绪作为一种反应个体内部

需求的信息会影响个体对特定任务的评

估,如果任务导致了个体产生了消极情

绪,那么个体将会产生回避倾向推迟进

行任务[6]。这说明学生在发现自身情绪

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告知父母或老师,

以解决情绪问题；学生家长和教师应积

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在班级

中处于边缘地带和情绪易感及已有问题

的学生,及时帮助这类学生走出困境,从

而减少拖延,按时完成学业任务。另外,

要多鼓励小学生进行户外运动,环境的

转变有利于个体补充其在学习生活中消

耗的资源,从而更好地进行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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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抑郁和拖延在年级上的差异

变量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F 值

抑郁 年级

3 1183 18.42 9.82 7.17***

4 965 18.31 10.41

5 1066 17.72 11.17

6 783 16.30 11.69

拖延 年级

3 1183 45.40 11.12 2.7*

4 965 43.32 11.09

5 1066 44.67 11.26

6 783 44.09 11.70

注：*P<0.05，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