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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新工科大学生为例 
李鸿娟  周苗苗  董雅梅  李金珊 

(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266237） 

摘要：以新工科专业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分析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强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可行性建议对策。研究得出，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整体水平较好。男生、有学
生干部工作经历、城镇生源、独生子女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较高。专业认同感越强，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越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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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新兴技术的涌现，全球迎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越来越被重视。为积极应对新机遇

和挑战，我国启动新工科工程建设。相比较传统工科而言，新

工科人才在培养过程中，更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本研贯通培

养、混合式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相结合等，以满足人才多样化、

个性化和动态变化的需求[1]。因此，在新工科学习的过程中，学

生将面临课程难度大、知识更新迅速、实践创新能力要求高、

跨学科学习等挑战。 

自我效能感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 最早提出的，他认

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

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

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2]。面对繁重的学业负担和激

烈的竞争环境，新工科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保持

积极心态以应对挑战。关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国内学

者主要聚焦在影响因素方面上。仪李芹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我

效能感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而郭

旭婷等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

年级、专业、是否学生干部和是否独生子女上，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4]。吴静涛的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

效能感[5]。从学习认可的角度，王光强等的研究表明，专业认同

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且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专业认同

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6]。 

目前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研究中，主要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

生和高职学生，针对新工科学生的研究较少。新工科学生在学

习、科研、就业等方面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分析新工科大学生

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培育和增强

其自我效能和心理素养的可行性的建议，对高校实现新工科人

才培养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某双一流高校的新工科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

象，面向大一至大四本科生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共发放 698 份，

回收 694 份，剔除无效问卷 4 份，有效样本 690 份。 

（二）方法 

采 用 Zhang 和 Schwarzer 等 编 制 的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

（GSES）[7]，共有 10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1=完全不

符合，4=完全符合），所有题目得分之和的区间为 0-40 分，得

分越高表明受试者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中内

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947，信誉度良好。 

（三）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1.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

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处理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现状的描述性统计 

整体来看，新工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均值在中等偏上

的水平，平均得分为 32.96 分，整体总分在 25 分及以上的同学

占比 95.07%、在 30 分及以上的同学占比 72.90%。 

（二）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因素分

析 

以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担任过学生

干部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为分组变量，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比

较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得到的结果如表 1。在性

别方面，男女之间的双尾显著性P值小于 0.05，即新工科大学生

自我效能感在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看，男生

的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在担任学生干部方面，是否担任过学

生干部的双尾显著性P值小于 0.05，说明自我效能感与担任学生

干部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看，担任过或正在担任学

生干部的学生自我效能感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在

生源地方面，不同生源地的学生之间双尾显著性P值小于 0.05，

说明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生源地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

看，城镇生源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要高于农村生源的学生。在家

庭情况方面，是否独生子女的学生之间双尾显著性P值小于

0.05，说明自我效能感与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均值上看，独生子女的学生自我效能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在

年级方面，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均值差异不大，且从显著性P

值来看，大于 0.05，即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不同年级学

生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1 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变量 
样本

数 
均值 F P 

男 469 33.29±5.55 
性别 

女 221 32.25±5.33 
2.316 0.021 

大一 316 32.77±5.40 

大二 251 33.35±5.81 

大三 74 31.99±5.20 
年级 

大四 49 33.65±4.87 

1.588 0.191 

担任过或正在

担任 
401 33.58±5.14 担任学生

干部情况 
没有担任过 289 32.10±5.87 

3.44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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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395 33.60±5.45 
生源地 

农村 295 32.10±5.52 
3.563 0.000 

是 262 33.88±5.42 是否是独

生子女 否 428 32.39±5.48 
3.478 0.001 

（三）专业认同和学习目标与计划对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 

以专业认同感和学习目标与计划为分组变量，对数据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上的情况，以

探究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得到的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看出，

在专业认同感方面，不同专业认同感的学生之间显著性P值小于

0.05，说明自我效能感与学生专业认同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均值上看，专业认同感越强，自我效能感越强。在学习目标

与计划方面，不同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情况的学生之间显著性P

值小于 0.05，说明自我效能感与学生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之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看，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越好，自

我效能感越强。 

表 2 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目标

与计划差异 

 变量 均值 F P 

较强 35.54±4.75 

一般 29.93±4.65 专业认同感 

较弱 26.67±6.12 

125.515 0.000 

较好 36.27±4.41 

一般 30.22±4.52 
学习目标与计

划 
较差 28.22±5.43 

167.488 0.000 

三、讨论与结论 
（一）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整体水平较好 

自我效能感满分为 40 分，本次研究发现，新工科大学生自

我效能感总得分 32.96±5.50，其中最低分为 18 分，最高分为

40 分，自我效能感总体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性别、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生源地、家庭情况对新

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性别、担任学生干部情况、生源地、

家庭情况对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在性别方

面，男生的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这可能是由于男生在新工科

的学习挑战中，更倾向于积极应对，也愿意通过参与各种竞赛

等活动来展示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而女生可能更多地关注学业成绩等方面，对于工科领域的实践

探索较少,导致她们的自我效能感上相对较低。在学生干部工作

经历方面,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学生自我效能感高于无学生干部

经历的学生,这是由于大学生处在一个人生观、价值世界观定型

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担任学生干部经历，可以增加学生胜任

职务的自信心，也可以通过以及完成任务后老师同学的奖励和

赞赏，强化自我效能感[8]。在生源地方面，来自城镇的学生自我

效能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在生活质量和对高

科技产品的接触和利用程度上，农村和城镇有一定的差距，所

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习新工科的课程时，面对的挑战更大，

所以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低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家庭情况

方面，独生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这可能是

因为独生子女从小在家庭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陪伴，这种关

注和陪伴有助于他们建立更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他

们的自信心；而非独生子女由于家中孩子的增多，导致父母的

陪伴和关注分散，而无法获得与独生子女同等的情感支持[9]。 

总体来说，男生、有学生干部工作经历、城镇生源、独生

子女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较高。年级与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三）专业认同感、学习目标与计划对新工科大学生自我

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专业认同感、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对

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在专业认同方面，专

业认同感越强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越强。这可能是由于专业认

同影响大学生专业学习的认知、态度和情绪状态，当学生认同

专业领域的价值，相信能够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其

自我效能感会得到显著提升[9]。在学习目标与计划方面，学习目

标和学习计划越强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越强。这可能是因为明

确的学习目标和详细的学习计划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提升自我认知、增强自信心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升自我效

能感。 

总体来说，专业认同感越强，学习目标与计划越好，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较高。因此学校可以通过提供全面的专业认知、

增强专业实践体验、营造良好的专业学习氛围等方式，提高学

生的专业认同感，并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制定合理的学习

计划，从而提升新工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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