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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hop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yberloafing an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yberloafing considering in-
dividual self-control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self-control ques-
tionnaires, college student moral evasion questionnaires, cyberloafing ques-
tionnaires, and 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s. A total 
of 201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with 175 valid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grade i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as no grade difference but gender difference 
in cyberloafing; girls had more cyberloafing than boy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elf-control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yberloafing; 
moral disengagem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yberloafing.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elf-control played a paralle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online lou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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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闲逛(cyberloafing)这一概念最初由 Kamins 在 1995 年[1]提出，他将

How to cite this paper: Peng, J.H. (2022)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Cyberloafing: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Individual Self- 
Control.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e8788.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788 
 
Received: April 25, 2022 
Accepted: May 20, 2022 
Published: May 23, 202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788
http://www.oalib.com/journal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7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J. H. Peng 
 

 

DOI: 10.4236/oalib.1108788 2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网络闲逛定义为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工作内容无关的新型的偏差行为。在研究

集中于工业领域的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当代高校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所使用的工具逐渐革新，其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以及多样化，

这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学生处理学习任务的效率，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高校学

生越来越普遍地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信息。 
根据调查，有 62%的高校学生在学习期间使用电子设备进行非学习活动，

也就是网络闲逛(Flanigan & Kiewra, 2018) [2]。郭凯娇等(2018) [3]将其定义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互联网设备从事偏离学习目标的活动。对于网络的过

度依赖会造成使用者对网络信息产生依赖，从而降低其主动思考以及自我控

制的能力(Gackenbach, 2007) [4]，长此以往，当高校学生多数时间处于缺乏直

接监管的自主学习状态时，面对屏幕前繁杂的干扰信息往往会难以控制网络

闲逛行为。刘林、梅强和吴金南(2019) [5]将网络闲逛定义为新近的分散注意

力行为，通过研究发现在学习时间分散注意力会对学生的学业产生诸多影响，

如投入程度不足(Adler & Fich, 2012) [6]以及影响内容理解(Fried, 2008) [7]。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于自己能够组织并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达成目的的能

力的信念(Bandura, Freeman, & Lightsey, 1999) [8]。其在个体需要完成任务以

达成目标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有不少学者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但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魏源(2004) [9]认为对于自

我效能感的研究应当和具体的领域相联系以避免模糊其概念。所以本研究采

用了和学业领域联系更加密切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来进一步探究二者关系。学

业自我效能感以 Bandura，Freeman 和 Lightsey (1999) [8]提出的个体对于自己

有能力完成特定学业任务的信心为基础，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发展能力自

我效能感(个体对于自己未来的学业发展的信心)，行为能力自我效能感(个体

对于自己能否达到学习目标的评价)以及应对能力自我效能感(个体对于学习

过程中所出现事件的应对能力的评价)。 
已有许多研究者在探索网络闲逛时研究了与之相关的预测因素及其造成

的后果，但对于网络闲逛行为发生过程的机制探索还不足。对网络闲逛这一

类网络偏差行为的研究，有研究者通过探索个人特质和网络闲逛之间的关系

来探究这一行为具体的作用过程(杨继平，王兴超，杨力，2014 [10]；范翠英，

张孟，何丹，2017 [11]；Vazsonyi et al.，2012 [12])。不难看出对于高校学生

的网络闲逛行为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学生的内部因素。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

感对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有着许多影响作用，无论是对思考学习策略还是制定

计划方面都有所影响(Toni et al., 2016) [13]，所以应当进一步探索学业自我效

能感这一内部原因和网络闲逛之间的关系和具体的作用过程。在个体发生网

络闲逛的过程中，一方面必然涉及到个体对于偏差行为的自我控制水平，另

一方面在发生偏差行为违背个体道德准则的情况下，个体可能会使用道德推

脱来降低偏差行为的消极性，即个体为避免自己的行为和内部价值出现矛盾

从而导致自我制裁的一种认知倾向(Moore, 2008) [14]。 
道德推脱的机制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类为认知重构，即将人们认为的

不道德行为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具体包含委婉标签，有利比较等三个机

制，委婉标签指个体运用语言技巧为行为进行辩解，使其看起来危害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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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比较指个体通过将自己的行为和危害更大的行为进行比较来使得自己的

行为显得可以被接受；扭曲行为结果包含扭曲结果等三个机制，即个体通过

减小对于结果危害性的预估来使行为看起来不具有危害性。最后一类为减少

对受害者的同理心，包括非人性化，责任归因两个机制(Bandura, et al., 1999) 
[8]。个体可能通过这些机制说服自己从而发生偏差行为，故本研究希望引入

自我控制和道德推脱来对网络闲逛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内容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网络闲逛的影响，

并在考虑到自我控制与道德推脱的作用下研究网络闲逛可能的发生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通过网上问卷星软件的形式对问卷进行发

放。共发放问卷 201 份，剔除无效答卷的原则为答错所包含的两道筛选题的

答案或作答时间较短，通过筛选剔除无效的 26 份问卷后，共收集有效问卷

175 份。其中，男生为 51 人，女生 124 人。大一 28 人，大二 71 人，大三 46
人，大四 17 人，研究生 13 人。 

2.2. 测量工具 

2.2.1. 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是庄桂芳(2015) [15]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共计 19 题。采

用 5 点计分法。在本研究中通过 SPSS 分析可得此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6。 

2.2.2. 自我控制问卷 

本研究使用谭树华和郭永玉(2008) [16]所修订的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该

量表包含五个维度，分别为控制冲动，良好习惯，抵抗干扰，专心工作以及

适度娱乐。问卷共计 19 道题，采用 5 点计分法，除 1、5、11、14 题正向计

分外，其余题目均反向计分，通过正向及反向题交错排布的方式可以一定程

度上避免被试对单调重复的题项感到疲倦而导致错答、漏答。本研究中此问

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6。 

2.2.3. 道德推脱问卷 

本研究采用王兴超和杨继平(2010) [17]在 Bandura 等人编制的道德推脱

问卷的基础上所进行修订得出的量表，共计 32 道题，道德推脱的八个机制均

包含四道题目，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6。 

2.2.4. 网络闲逛问卷 

本研究使用郭凯娇等人(2018) [3]所使用的学生网络闲逛问卷，该问卷共

10 道题，采用 6 点计分法而非传统的 5 点计分法来避免趋中效应，即被试倾

向于选择奇数项答案的中间项作为答案，来减少数据偏差(Leung, 2011) [18]。
在本研究中此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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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S22.0 对被试所填数据进行整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

被试在各变量水平上的基本频率、数值，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各变量

之间的相关倾向，通过 Bootstrap 法对样本进行重复抽样分析得到自我控制及

道德推脱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及网络闲逛之间的中介关系，使用 Harman 单因

素检测法排除纯自我报告问卷数据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使用 Mplus7.4
对各变量所构成的模型进行建构。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法为问卷法，所获得的个体数据均来自其自我

报告，所以要对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与否这一问题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

2004) [19]。通过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测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发现共存在 2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首个公因子的贡献率仅为 23.20%，

低于 40%的临界标准值，故可以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Harman, 1967) [20]。 

3.2.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网络闲逛的基本特点 

3.2.1.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的性别差异 

通过 t 检验对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网络闲逛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结果

由表 1 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网络闲逛表现出显

著的性别差异(t = −2.07, p = 0.04 < 0.05)，女生的网络闲逛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3.2.2.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的年级差异 

通过对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网络闲逛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学业自我

效能感以及网络闲逛的年级主效应均不显著(F = 0.43, p > 0.05; F = 0.30, p > 
0.05)，故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3.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自我控制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均和网络闲逛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而道德推脱和网络闲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3.4. 自我控制与道德推脱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中的 

并行中介模型分析 

柳士顺和凌文辁(2009) [21]提出当自变量与因变量皆为单个，且存在多个

并行的中介变量时，变量间所呈现的模型为单变量并行中介模型。对于该模

型存在的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为首先检验模型的有效性，之后通过偏差

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法对各中介路径的显著性进行检测(方杰等，2014) 
[22]。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究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网络闲逛的影响，同

时对道德推脱以及自我控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间的中介作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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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的性别差异 

 男 女 t p 

学业自我效能感 
(M ± SD) 68.27 ± 9.13 65.37 ± 9.56 1.850 0.066 

网络闲逛 
(M ± SD) 34.20 ± 11.66 38.03 ± 10.94 −2.068* 0.040 

注：*p < 0.05，**p < 0.01，下同。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表 

 M SD 网络闲逛 自我控制 
学业 

自我效能感 
道德推脱 

网络闲逛 36.91 11.26 -    

自我控制 33.98 14.54 −0.606** -   

学业 
自我效能感 

66.22 9.50 −0.327** 0.364** -  

道德推脱 72.45 23.64 0.259** −0.198** −0.245** - 

 
检验。使用 Mplus7.4 建立并行多重中介模型。 

使用线性回归法对各变量间回归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VIF 值均小于 10，故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性别和年级在模型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为了

简化模型，更加简洁的表现出变量间的作用，因此不对性别和年级加以控制。

通过分析发现所建构的模型拟合指数为：χ2/df = 2.57 < 3，CFI = 0.99 > 0.9，
TLI = 0.92 > 0.9，NFI = 0.98 > 0.9，RMSEA = 0.095 < 0.1，各项拟合指数都未

超过临界标准，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具体的模型路径系数见图 1。 
通过进一步对各路径的中介作用分析，使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有放回地进行 5000 次抽样。当模型中表示的中介路径在 95%置信区间下

不包含 0 时，就可以认为该路径为显著的。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学业自我效

能感和网络闲逛的关系中，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显著(95%CI: −0.317~−0.137)，
即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越高，道德推脱的水平越低，网络闲逛发生越少；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显著(95%CI: −0.088~−0.003)，即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

越高，个体的自我控制越强，从而产生更少的网络闲逛行为。该模型的总效

应为−0.37，从表 3 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道德推脱进而影响网络闲逛和学

业自我效能感影响自我控制进而影响网络闲逛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比例分别为 0.622 和 0.108，道德推脱和自我控制的总间接效应为−0.27，通过

计算可得总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0.27/−0.37 = 0.73，即学业自我效能

感对网络闲逛的影响中有 73%是通过道德推脱和自我控制起作用的。 
综上可以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网络闲逛的作用主要通过道德推脱和自

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实现，其中自我控制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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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道德推脱、自我控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间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 

 
表 3. 道德推脱和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 

中介路径 
间接 

效应值 

95%的置信区间 间接 
效应占比 下限 上限 

学业自我效能感 → 自我控制 → 网络闲逛 −0.23 −0.317 −0.137 0.622 

学业自我效能感 → 道德推脱 → 网络闲逛 −0.04 −0.088 −0.003 0.108 

4. 讨论 

4.1.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及其与网络闲逛的关系 

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和矫冬梅(2017) 
[23]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性别和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差

异。但本研究和熊无昧(2017) [24]所得到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这一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熊无昧(2017) [24]所调查的对象为某一省份的

大学生，不同的省份可能存在学业上的不同刻板印象，对于男生或女生的学

业期待不同。刻板印象威胁效应会对个体的学业表现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本

研究所调查的对象和矫冬梅(2017) [23]的研究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并不单独考

察某一省份，故并不存在这种影响。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上文所提出的对于前人研究个体自我效能感和网路闲逛之间关系时出现的结

果不一致的现象的解释，即前人的研究中对于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所采用的概

念较为笼统，其所测量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既包括积极的效能感水平，也

包括消极的效能感水平，从而导致测量结果可能和某一特定情境下的积极或

消极行为之间的关系混淆。同时结果也支持根据魏源(2004) [9]所提出的对于

自我效能感这一类概念的测量应该更加贴近所要研究的领域这一想法。 

4.2. 网络闲逛的性别差异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高校女性的网络闲逛行为多于男性，这和 Baturay
和 Toker (2015) [25]的研究结果相反。对此解释如下，Baturay 和 Toker (2015) 
[25]的研究中发现高校学生网络闲逛最常见的形式为线上社交，且男性对于社

交网站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而随着网站的不断优化以及女性的多样化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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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在工作时间更轻松地使用社交网站，不同以往需

要较多的互联网技巧，同时女性在使用社交网站的频率上也超过了男性(Acar, 
2008) [26]。除此之外，廖伟和施春华(2016) [27]的研究从大学生回避水平的

角度发现女生的心理整合能力好于男生，在人际关系上适应程度更强。而男

生相比于女生社会压力更大，从而导致其人际交往方面回避水平更高，进而

负向影响其线上交往。 
综上所述，由于当下高校学生在网络闲逛时最普遍的行为形式为线上人

际交往(刘林，梅强，吴金南，2019) [5]且女生相比于男生更多地使用社交网

站且线上社交适应能力更强，故高校女生的网络闲逛多于男生。 

4.3. 自我控制和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自我控制学习的社会认知模型为基础来对自我控制的作用机

制进行探索。结果中自我控制的显著中介效应说明网络闲逛行为符合上文中

对高校学生学习过程的假设：个体先对当下学业任务进行分析并产生一系列

计划，此时受到自我对于完成任务的信念的影响，之后个体在学习中会对当

下的行为进行自我监控以及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的水平受学业自我效能感影

响，自我控制水平的高低进一步决定是否产生偏差行为。Schunk (2001) [28]
也提到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自己能力的信念能够影响其自我控制能力从而

对其最终产生的行为造成影响。但本研究并没有对该模型的三个阶段进行整

体的探究，这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探索完整的自我控制学习过程的一个方向。 
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

用，即个体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会通过影响道德推脱的水平进而影响网络闲逛

行为。通过结果可以对个体学习过程中发生网络闲逛的过程进行推测，在学

习中使用电子设备时，面对其他信息的诱惑，当网络闲逛的冲动和自己的道

德标准产生冲突时，学业自我效能感较差的个体对于自己完成当前任务的信

念较低，从而通过道德推脱(无论是否玩一会手机，我都无法立刻完成这个作

业)来使网络闲逛看起来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心安理得地实现自己当下的冲动

需求产生偏差行为。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有以下几条：首先是所测量的被试数量较少，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同时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全部为问卷法，所收集的数据均为个体自我

报告的结果，容易受到社会期许性的影响，从而对结果的可推广性造成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增加实验室研究，从而使结果更加可信；二是本研究并没有对

道德推脱的具体八个机制分别进行探索，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对其进行逐一考

察从而得到更为详细的影响关系；三是本研究所采用的道德推脱问卷和现实

中的问题行为联系更密切，未来研究中如果使用网络背景下的道德推脱问卷

效果会更好。 

5. 结论 

1) 本研究中高校学生的网络闲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为负相关关系，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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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为负相关关系，和道德推脱为正相关关系。即高校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强、道德推脱水平越低，其出现网络闲逛行为的

倾向越低。 
2) 本研究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和道德推脱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

之间起并行中介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为学生通过道德推脱减少对偏差行为

的内疚感，或因为学生本身较低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而影响其自我控制行为的

能力，进而导致网络闲逛行为。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再深入探索道德推脱在

网络闲逛行为中的具体过程及机制，如学生具体通过某机制进行道德推脱，

进一步帮助学生减少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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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网络闲逛的影响： 
道德推脱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摘要：本研究希望探索高校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之间的关系，并

在考虑到个体自我控制和道德推脱水平的情况下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

逛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本研究使用问卷法，通过自我控制问卷、大学

生道德推脱问卷、网络闲逛问卷以及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对高校学生

进行调查，共发放 201 份问卷，有效问卷 175 份。结果发现：高校学生学业

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年级上不存在差异，网络闲逛不存在年级差异，存在性

别差异，女生比男生的网络闲逛行为更多；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与网

络闲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道德推脱与网络闲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道德推

脱和自我控制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网络闲逛间起并行中介作用。 

关键词：网络闲逛，自我控制，道德推脱，学业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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