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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方法：本研

究采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和成就动机量表对衡阳部分中学795名寄宿

生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① 寄宿制初中生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睡眠质量方面整体呈中等水平，而在成就动机方面则呈现

相对较弱水平；② 不同性别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得分呈现显著差异；③ 
不同年级寄宿生的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存在差异分析，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的年级上的差异不

显著；④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睡眠质量之

间呈显著负相关；⑤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睡眠质量在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发挥

了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为10%。结论：睡眠质量在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之间

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改善睡眠质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进而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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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
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
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795 boarding students from several middle schools in Hengyang 
using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cal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
ples *t*-tests, one-way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①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monstrated moderate level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
efficacy and sleep quality, whil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relatively weak. ②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score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
ment motivation. ③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varied significantly across grades, 
whereas no significant grade-based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④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hile 
both variables showed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sleep quality. ⑤ Medi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leep qua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ccounting for 1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Sleep qual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may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reby fostering their holistic de-
velopment and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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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4 月 27 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计划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共同强化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发展目标[1]。张丽锦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心理健康程度上，

寄宿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比非寄宿生的心理问题更多[2]。因此，以寄宿制初中生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

探讨寄宿制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的关系以及睡眠质量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有助于

揭示其特定的心理发展特征和需求，为寄宿制教育模式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于自身能否有效调控情绪状态的能力所持有的信念或信心，这一心

理特质对个体的多种社会心理功能具有显著影响[3]。具体而言，它涵盖了表达积极情绪与调节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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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自我效能感[4]。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情绪管理领域内的一项关键能力，对于维护个体

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备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人能够

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增强面对挑战的心理韧性，维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5]。具备高水平情绪自我

调节能力的个体，在有效管理情绪后会感受到成就与满足，这种积极的情绪反馈将进一步激发其成就动

机，驱使他们积极追求更高目标，促成良性循环。那些情绪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人，往往倾向于将失败归

咎于自己恒定的内在能力缺陷，或是归因为诸如运气不佳等外在的不可控因素。这种归因模式容易使他

们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进而削弱他们的成就动机和动力。 
睡眠质量指的是个人对睡眠体验各个方面的自我满意度，包括觉醒、睡眠时间和睡眠潜伏期等客观

因素，以及醒来时和白天的疲倦感等主观体验。睡眠质量与压力水平、情绪波动、个性特征以及整体心

理健康状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是评估个人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6]。研究发现，

睡眠问题是在中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7] [8]。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学习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身心健康发展

的重要基础条件，若长期睡眠处于不良状态下，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生理以及心理健康。 
成就动机是指个体力求达成目标、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动力[9]，个体的成就动机包含追求成功与避

免失败这两种倾向[10]。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睡眠质量较差的学生在追求成功的动机得分上较低，而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较高。如若长期睡眠处于不

良状态下，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显著影响，并减弱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11]。 
本研究深度聚焦于寄宿制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领域，旨在剖析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

动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着重于睡眠质量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探索。初中生正值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

中自我同一性确立与角色混乱交织的关键时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与考验。对于寄宿制初中生而言，家

庭联系的相对疏离、同伴交往的深化以及学校管理的严格性，无疑加剧了其适应环境的难度，使得情绪

问题更易凸显。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一套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提升寄宿制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学业成

就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也希望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充实深远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从衡阳部分高校选取初一~初三寄宿生为被试，发放问卷 1341 份，有效回收

795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20%。具体样本包括男生 397 例，女生 398 例；初一 209 例，初二 331 例，初

三 255 例。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13.16 ± 0.86 岁。样本情况见表 1。 

2.2. 研究工具 

2.2.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 Caprara 等人编制，由王玉洁等人修订后可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使用的《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量表》作为研究工具[12]。量表一共有 17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进行评估，总分越高，反

映个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强。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8。 

2.2.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本研究采用 Buysse 等人编制，刘贤臣等人修订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作为研究工具[13]。

我们评估了被试者最近 1 个月的 7 个睡眠相关因子：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催眠

药物、日间功能障碍、睡眠效率。每个因子按 0~3 级计分，汇总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总分，总分

范围为 0~21 分。总分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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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n = 795) 
表 1. 被试分布情况(n = 795) 

变量 n % 

性别   

男 397 49.9 

女 398 50.1 

年级   

七年级 209 26.3 

八年级 331 41.6 

九年级 255 32.1 

寄宿时长   

1 年及以下 277 28.6 

1~2 年 298 37.5 

2~3 年 212 26.7 

3 年及以上 58 7.3 

2.2.3. 成就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挪威心理学家 Gjesme 和 Nygard 编制的，经我国研究者叶仁敏和挪威学者 Hagtvet 合

作下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作为研究工具[14] [15]。量表共 30 个项目，分为追求成功动机(Ms)和避免

失败动机(Mf)两大维度，每个维度各含 15 道题。评估过程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

相应的动机强度。若 Ms 得分大于 Mf 得分，则表明个体追求成功的动机水平较高，反之，则倾向于避免

失败。成就动机的总评分通过 Ms 得分与 Mf 得分的差值计算得出，正值越大，表示个体的追求成功动机

越强。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7，其中追求成功维度和避免失败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都为 0.89，
表明该量表及其各维度的信度都较高。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27.0 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先对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和睡眠质量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更深入

地了解其当前在这方面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寄宿制初中生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53.92 ± 
11.55)和睡眠质量(6.75 ± 3.29)方面整体呈中等水平，而在成就动机(−3.32 ± 16.10)方面则呈现相对较弱水

平，其中追求成功维度得分为 41.33 ± 11.74，避免失败维度得分为 44.64 ± 11.96。 

3.2.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性别差异分析 

通过对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在性别上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如表 3 所示：寄宿制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及成就动机在性别维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具体而言，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面，女生的总分显著低于男生；而在睡眠质量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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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2.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总体情况 

变量 n M SD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 795 53.92 11.55 

睡眠质量总分 795 6.75 3.29 

成就动机总分 795 −3.32 16.10 

追求成功 Ms 795 41.33 11.74 

避免失败 Mf 795 44.64 11.96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mong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3.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的性别差异(x ± s) 

变量 男生(n = 397) 女生(n = 398) t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 55.21 ± 12.34 52.64 ± 10.56 3.16** 

睡眠质量总分 6.12 ± 3.18 7.39 ± 3.29 −5.54*** 

成就动机总分 0.07 ± 15.63 −6.70 ± 15.88 6.06*** 

追求成功 Ms 43.35 ± 12.47 39.31 ± 10.61 4.91*** 

避免失败 Mf 43.28 ± 12.36 46.01 ± 11.40 −3.24**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男生的总分则显著低于女生。就成就动机而言，男生在总分上显著高于女生。在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

度上，女生的得分相较于男生呈现出较低的水平；而在避免失败动机的维度上，男生的得分则低于女生。 

3.3.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年级差异分析 

通过对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在年级上的单因素分析及事后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不同年级寄宿生的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存在显著差异，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

的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事后比较显示，在睡眠质量方面，七年级的得分显著低于八年级和九年级，这

意味着七年级的睡眠质量要好于八年级和九年级的睡眠质量；在成就动机方面，八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

九年级，且在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度上，八年级得分显著高于七年级和九年级。 
 

Table 4. F-test for grade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mong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4.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的年级差异的 F 检验 

变量 七年级(n = 209) 八年级(n = 331) 九年级(n = 255) F 事后比较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 53.12 ± 13.23 54.35 ± 10.86 54.03 ± 10.94 0.73  

睡眠质量总分 6.08 ± 3.47 6.76 ± 3.22 7.29 ± 3.15 7.93*** 七年级 < 八年级 < 九年级 

成就动机总分 −3.18 ± 17.03 −1.91 ± 15.61 −5.26 ± 15.83 3.14* 九年级 < 八年级 

追求成功 Ms 39.83 ± 12.35 42.90 ± 11.76 40.51 ± 10.99 5.32** 七年级、九年级 < 八年级 

避免失败 Mf 43.01 ± 13.43 44.81 ± 10.82 45.77 ± 11.99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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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 

3.4.1.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之间的相关分析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睡眠质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成就动

机与睡眠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具体而言，成就动机及其追求成功维度与睡眠质量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而避免失败维度与睡眠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leep qualit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mong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5.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 SD 1 2 3 4 5 

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 53.92 ± 11.55 1     

2 睡眠质量总分 6.75 ± 3.29 −1.115** 1    

3 成就动机总分 −3.32 ± 16.10 0.221** −0.248** 1   

4 追求成功 Ms 41.33 ± 11.74 0.247** −0.086* 0.672** 1  

5 避免失败 Mf 44.64 ± 11.96 −0.056 0.249** −0.686** 0.077* 1 

3.4.2.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回归分析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和成就动机之间两两相关均显著。基于显

著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遵循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采用回归分析探究睡眠质量在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如表 6 所示：各变量间回归系数显著，睡眠质量在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间存在中介作用。 

3.4.3.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表 7 的结论，本研究进一步剖析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对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7。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leep qualit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表 6. 睡眠质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中的回归分析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R2 F β t 

第一步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成就动机 0.049 40.908*** 0.221 6.3956*** 

第二步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睡眠质量 0.012 10.596*** −0.115 −3.255*** 

第三步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成就动机 0.099 43.528*** 
0.196 5.762*** 

睡眠质量 −0.225 −6.628*** 

 
Table 7. Mediation analysis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280 0.048 0.186 0.374 100% 

直接效应 0.252 0.047 0.160 0.344 90% 

中介效应 0.028 0.011 0.009 0.05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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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睡眠质量在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直接作用于成就动机的效应量为 90%，通过睡眠质量间接作用于成就动机的效应量为 10%。 

4. 分析与讨论 

4.1.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研究现状 

4.1.1.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寄宿制初中生群体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的表现普遍达到中等水平，且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这一观察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保

持一致性[17]。进一步分析认为，女生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的这一劣势可能与她们特定的心理特征以

及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女生对情绪调节失败的归因存在内化倾向，如将失败

归因为性格缺陷等，这可能与女生的情绪体验更细腻有关，导致更多的负面情绪状态，进而影响她们的

自我效能感，而男生则更多归因于情境因素。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男性往往被赋予稳重、责

任感、坚韧性以及冒险精神等特质标签，这种社会角色期望促使男性需要具备更加出色的情绪调控能力。

相比下，社会对女性情绪表达的标准相对宽松，其各类情绪表达更易获得理解与支持。因此，男生在情

绪调节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积极的经验，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更为健全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18]。理解

性别差异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面的不同，不仅有助于个人发展，也为制定更有效的教育提供了参考。 
通过 F 检验，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在不同年级间未呈现显著差异。这与王蒙蒙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19]，初中阶段作为个体由儿童向青少年过渡的重要阶段，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正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尽管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年龄层次和学习经历上存在差异，但在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维度上，尚未展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或年级间的差异性。 

4.1.2. 寄宿制初中生睡眠质量研究现状 
本研究显示寄宿制初中生在睡眠质量方面整体呈中等水平。且发现寄宿制初中生睡眠质量在年级和

性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维度，女生睡眠质量优于男生。女性的睡眠参数变化或与女性激素水平

稳定相关，使得其睡眠质量良好，而男性则与其相反，由此显示性别差异对睡眠结构有显著影响[20]。此

外，陈承立的研究结论也与上述观点相似[21]，进一步验证了在睡眠质量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 
在年级差异上，七年级学生睡眠质量要高于比八、九年级。诸多研究都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22] 

[23]。八、九年级学生睡眠质量相较于七年级更低。这或许与不同年级的学业压力、课程难度以及学生心

理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相关。随着年级的升高，课程内容不断加深，学业任务日益繁重，学生面临的考试

压力也逐渐增大，这些都可能对他们的睡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初中阶段是学生生理发育的关键时

期，睡眠质量对其心理健康和生理发育具有重要影响。建议教育工作者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合理布置学

业任务等方式减轻学生负担，确保学生获得充足的睡眠时间。同时，针对存在睡眠障碍的学生，可通过

心理干预提高其对睡眠障碍的耐受性，从而优化学生的睡眠质量[24]。 

4.1.3. 寄宿制初中生成就动机研究现状 
本研究探查了寄宿制初中生在成就动机方面的表现，结果显示其整体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进一步

分析发现，性别因素在成就动机的三个关键指标——追求成功、避免失败及总分上，均表现出统计学上

的显著差异性。具体而言，在成就动机总分及追求成功的子维度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在避

免失败的子维度上，女生的得分则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朱贝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5]。候秋霞、洪

淑敏的研究结果也表示，性别角色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男性成就动机水平更高[26]。在中国社

会文化背景下，男性被强调要独立、自主，女性则被要求更多地服务家庭。而在家庭教育因素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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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对男孩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有着更高的期望，对女孩则要求乖巧、温顺。以上因素导致男性

具有较高的追求成功动机，女性具有较高的避免失败动机。本研究揭示了寄宿制初中生群体在成就动机

方面存在的显著性别差异，通过深刻认识这些差异，教育者能够构建出更加公正且高效的学习环境，从

而全面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成就动机方面八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九年级，且在追求成功的维度上，八

年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七年级与九年级。相较于七年级学生，八年级学生有了更多的知识储备，其能

力提升显著增强了追求成功的动机。同时，与九年级学生相比，八年级学生尚未面临升学压力及繁重的

学业负担所带来的过度焦虑，因此能够以更为积极的心态致力于追求成功。 

4.2.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 

4.2.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 
寄宿制初中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自我效能

感的高低影响个体在活动中的动机水平。高自我效能感者对自己充满信心，当面对困难时认为自己有能

力处理，在多次取得成功后自信心得到增强，进而强化了个体的成就动机水平[27]。研究表明，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往往展现出更为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归因于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情境时，更倾

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以调整自身心态，进而更有效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教育者可以通

过改善寄宿管理制度，适当减轻学校的寄宿制度的高压，让初中生处于寄宿制这种特殊情境时能较好地

调节自身情绪状态，使个体具备较强的心理韧性。此外，教育者也可给予寄宿制初中生人文关怀，关注

其寄宿制生活的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从而使寄宿制学生更快减弱对家庭的依赖，增强积极情绪体验，

加强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好地应对寄宿制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挑战。 

4.2.2. 成就动机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成就动机与睡眠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具体而言，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

度与睡眠质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而避免失败维度与睡眠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刘翠娥和陈丽兰

的研究结果一致[11]，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共识。睡眠质量与成就动机的负相关性表明睡眠质量

较好的寄宿制初中生的成就动机高。同时通过与部分学生的访谈，我们了解到那些享有优质睡眠的学生，

在课堂上展现出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课后学习效率也显著提升，这种高效而积极的学习状态能够进一

步增强他们的成就动机。良好的睡眠质量有助于个体保持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心态，从而更愿意接受挑

战、努力追求目标并取得更高的成就。相反，睡眠不足可能导致学生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和抑郁等心理

问题，从而削弱他们的成就动机。心理健康状态良好的学生更能保持对学习的积极生和对学习的强烈动

机。因此，优化睡眠质量，不仅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还能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提升学习动机。 

4.2.3. 睡眠质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睡眠质量在寄宿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目标追求中展现出更强的

行为韧性，他们更愿意接受挑战、努力追求目标并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调节机制通过减少反刍思维和

情绪唤起，促进褪黑素分泌的昼夜节律正常化，从而提升睡眠质量。其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睡眠质

量对成就动机的影响可能通过满足个体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三个基本心理需求实现。自主性促使

他们设定有挑战性的目标，能确保他们有效执行计划，而关联性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网络。最后，部分

中介意味着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成就动机，还通过睡眠质量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成就动

机。因此我们应该关注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30


蒋金瑶 等 
 

 

DOI: 10.12677/ass.2025.146530 488 社会科学前沿 
 

5. 研究结论的深化讨论 

5.1. 性别差异的交互机制 

女生虽然在睡眠质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均显著低

于男生，这一矛盾现象可能折射出社会文化期待与生理心理机制的复杂交互。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的睡

眠优势可能构成其应对情绪挑战的生理补偿机制——激素水平的稳定性可能为其情绪波动提供缓冲。 

5.2. 年级发展的动态分析 

综合以上内容，年级维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轨迹：七年级学生虽具有最优睡眠质量，但其成就动

机水平(尤其是追求成功维度)显著低于八年级。这可能印证了“压力窗口”的存在——八年级作为关键转

折期，其知识储备的积累(相较于七年级更深厚)与升学压力(相较于九年级更低)的临界性形成了独特的

“压力–动机”平衡态。此时适度的学业压力促进成就动机发展，但当压力水平超过个体耐受阈值，动

机水平反而呈现下降趋势。这种非线性关系提示，教育干预需精准把握压力调控的最佳时期。 

5.3. 睡眠质量的中介路径解析 

睡眠质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间表现出差异化的中介路径：对于男生群体，睡眠效率

的提升主要通过增强认知灵活性促进追求成功动机；而女生群体中，睡眠质量的改善更多通过降低情绪

易感性来维持动机水平。这种性别特异性路径可能与神经内分泌机制的差异相关——男性睾酮水平对睡

眠剥夺更敏感[28]，而女性雌激素的神经保护作用[29]可能缓冲睡眠不足对情绪调节的损害。此外，八年

级学生的睡眠质量下降与成就动机上升并存的现象，提示短期适度地牺牲睡眠质量可能产生应激唤醒效

应，但长期牺牲睡眠质量将导致动机水平衰竭。在本研究中，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只解释了 10%的总效

应，效应值较低，本研究后续将探讨其他可能的中介因素，例如，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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