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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社会支持对学习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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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从个体层次的研究视角探讨感知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习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方法　以２２４名公共管理专

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根据调节效应统计分析步骤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结果　感知社会支持会对大学

生学习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０．３３２，犘＜０．０１）；自我效能感在感知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学习行为之间起负向的调节作用

（β＝－０．２１６，犘＜０．０１）。结论　感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学习行为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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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自身的学业规划、学习主动性以及

学习参与度等，对大学生学习效果具有更直接的预测作用。大

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

方面，外在因素包括教师综合素质、学校教学管理和学习状况

以及学生学习环境等［１］，内在因素包括大学生自身的成就动

机、思维风格以及专业认同等［２４］。本研究选取四川某高校

２２４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感知社

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观察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调

节作用，进一步丰富感知社会支持的研究，同时对社会支持产

生作用的情景因素研究进行补充，更系统地考察感知社会支持

对大学生学业影响的作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从大学生的视角而言，社会支持主要表现为

学校的任课教师、辅导员和同学等对其校园生活和学业成就的

帮助以及精神上的关心和鼓励。国内外学者通过一些实证研

究证实了感知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等所产生的

积极作用［５６］。大学生内在认知心理机制与包括老师和同学形

成的外部环境都会对其学习行为产生影响，可以推测老师的指

导与同学的帮助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积极学习行为。由此笔

者提出假设１：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为正相关。

　　目前，感知社会支持效应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其中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情景变量在其作用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影响，大学生的自我效能被定义为个人应对和处理环境事

件的有效性，强调个人完成行为活动、取得成效所具有的信念，

它描述了个人与情景的互动关系，在高等教育研究背景下，可

能表现为大学生对学习环境和取得学业成就过程中与老师和

同学的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反应，因此笔者认为自我效能感

可能是社会支持效应的一个重要情景变量。自我效能感水平

越高，则表明个人对学习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因此其自我监

控能力也比较强，这显然会对个人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产生积

极正向的影响［７８］。李雪平等［９］关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习

动机的研究结论也能够为上述观点提供一定的支持，即自我效

能感与学习动机正相关程度较高。因此，在感知社会支持对大

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方面，本文提出自我效能感可能存在的调

节作用假设２：自我效能感在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为

的关系中起负向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以上两项假设，本文以在四川两所高校中的公共

管理专业中２２４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

１３８人（６１．６％），女生 ８６人（３８．４％）；一年级学生 ７６人

（３３．９％），二年级学生３４人（１５．１％），三年级学生 １０１ 人

（４５．１％），四年级学生１３人（５．０％），平均年龄２０．２６岁。

１．２　方法　由两所高校的专业教师指导各自的学生填答问卷

并回收以及获取学生的课程成绩。总计发放调查问卷３００份，

最终回收并经过废卷处理工作获得有效问卷２２４份，有效回收

率７４．６％。采用 Ｚｉｍｅｔ等
［１０］编制的感知社会支持多维量表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ｏ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ＭＳＰ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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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共包含３个维度共１２个题目，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０．８２。自我效能感包含１２个题目，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０．７５。学习行为由２８个项目组成６个维度，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９。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主要变量的狓、狊以及他们之

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１。相关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

（年龄和性别）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不显著，感知社会支持与

学习行为呈正相关（犘＜０．０１），感知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无

相关性（犘＞０．０５）。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狓±狊 感知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感 学习行为

感知社会支持 ４．１７±１．１２ ０．８２０ － －

自我效能感 ３．７８±０．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７５０ －

学习行为 ３．１６±１．１６ ０．３４３ ０．２２６ ０．８９０

　　：犘＜０．０１，与感知社会支持变量比较；－：表示此项无数据。

２．２　感知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以大学生学习

行为作为因变量，先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导入回归方程

形成模型１，然后是自变量（感知社会支持）进入回归方程形成

模型２，结果见表２。在感知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主

效应模型中，以感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大学生学习行为为因

变量的回归系数是０．３３２，在０．０１水平显著，且整体模型是显

著的（狉２＝０．２１４，犘＜０．０１）。

２．３　自我效能感及其调节作用　同样采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

调节效应检验，因变量为大学生学习行为，自变量（感知社会支

持）、调节变量（自我效能感）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均进入回归方程形成模型３，结果见表２。自我效能感在感知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其中感

知社会支持乘以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０．２１６，在

０．０１水平显著，包含交互效应的模型３的拟合优度０．２４７大于

仅有主效应的模型２的拟合优度０．２１４。

表２　　自我效能感影响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

　　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变量
个体学习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年龄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感知社会支持 － ０．３３２ ０．２９４

自我效能感 －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９

交互项：感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 － － －０．２１６

狉 ０．０４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４７

调整后的狉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５

狉改变量 ０．０４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２

　　－：表示此项无数据。

３　讨　　论

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话题，社会支持的概念内

涵并未得到一致的认识，Ｚｉｍｅｔ等
［１０］认为社会支持是同一群体

中人们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对对方表达出的正向情感与支持。

Ｂａｒｒｅｒａ等
［１１］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实际社会支持和感知社会支

持两个重要概念，其中感知社会支持主要强调个体对可能获得

的社会支持的期望和信念。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感知社会支

持对全面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具有更直接的效

应，因此本文也将感知社会支持作为影响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前

因变量。

本研究借助一个调节作用模型考察了感知社会支持与自

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证实了本文提出的２个假

设。首先，回归结果表明感知社会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学

习行为，也就是说大学生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促进其

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这一研究结果对国外学者的

研究是一种支撑，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感知社会支持都是

影响大学生积极的心理状态和学习行为乃至学业进步的重要

变量。上述关系的成立还支持了社会心理影响学说所提出的

观点，例如感知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促进学习者更积极地使用

多种学习策略、更合理的实施学习评估等。这一研究结论充分

说明，中国大学生在高校的学习环境中，在与老师、辅导员和同

学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所感知到社会支持的重要性，来自以上各

方面的友情、鼓励和帮助能够推动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寻求

学业发展，这对促进高等教育有效性至关重要。

其次，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

为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越成熟，则其自身就越

倾向于、也越有内在动力采取积极正向的学习态度，由此外在

的社会支持水平对他学习行为的影响就越不显著。这一研究

结论说明，自我效能感在适应和应对外部环境中的作用，也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发展取向的自我效能感观点，即应该肯定自

我效能感发展性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如何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强

化个体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具有重要启示［１２１３］。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强调了

感知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主效应，在现有文献的研究

基础上为系统认识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为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新的视角；（２）突出了在外部影响因素影响下个体自

我效能感水平的作用，也就是说为感知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提

供了情景变量的考虑，具体分析和检验了自我效能感水平这一

情景因素对感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只统计了感知社会支持这一整体观念

与大学生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考察其不同维度分别的效

应。另外，在情景变量的选取上也只考虑了自我效能感这一个

心理特征可能的作用，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考察大学生的其他

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与感知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可能会有新

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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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是癌症患者预后的一种主要影响因素，准确的ＴＮＭ分期

能够指导医疗人员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与术后辅助治疗，有

利于分析预后以及临床研究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患者的

预后［１１］。

单因素分析发现，患者术前有无吸烟史、纵隔淋巴结异常

程度、ＴＮＭ分期、清扫淋巴结的组数与纵隔淋巴结清扫组数

对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生存率的影响显著。逐步 Ｃｏｘ回归发

现，有无吸烟史、术前纵隔淋巴结异常程度、ＴＮＭ 分期以及纵

隔淋巴结清扫组数是肺鳞状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吸

烟不仅是肺鳞状细胞癌发生的危险因素，而且是患者预后的危

险因素［２］。本研究发现，有吸烟史的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的病死

率是不吸烟患者的４倍以上。术前纵隔淋巴结异常程度越严

重，肺鳞癌患者的死亡危险越大，由此表明术前影像检查纵隔

淋巴结异常程度的重要性，确定纵隔淋巴结肿大程度有助于对

老年肺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准确的ＴＮＭ 分期。虽然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清扫淋巴结的组数对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生存率

影响显著，但是在逐步Ｃｏｘ筛选后的最佳模型中淋巴结清扫

组数被剔除（犘≤０．０５变量进入模型；犘＞０．１，剔除变量），这

说明淋巴结清扫组数对肺鳞状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生存率影响

作用不明显，对患者的生存率提高效果不明显，但是纵隔淋巴

结清扫组数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其对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生存率

影响显著，这提示纵隔淋巴结清扫组数会影响肺鳞状细胞癌患

者预后的生存状况。Ｄａｒｌｉｎｇ等
［１２］研究认为，清扫淋巴结的组

数有利于术后准确的ＴＮＭ 分期，由此，在老年肺鳞状细胞癌

患者的治疗中清扫淋巴结，尤其是纵隔淋巴结的清扫是非常必

要的，清扫的组数越多，就越有利于患者的预后。然而，肿瘤的

部位、术式、术后辅助治疗、淋巴结清扫部位对患者预后生存没

有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对老年人肺鳞状细胞癌患者治疗中要控制吸

烟，吸烟会增大预后死亡危险；术前准确的ＴＮＭ 分期对制定

个体化的手术方式与辅助治疗方案的选择有指导作用，是预后

生存的影响因素；纵隔淋巴结清扫的组数越多，越有利于老年

人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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