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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通过对近几年相关研究的梳理与整合，发现有关学习自我调

节能力的有关研究数量并不多。但是结合现实的学校情况考虑，
想要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成绩，对于大学生群体进行学习自我调节
能力的研究很有必要。

2　方法
2.1被试
本次研究以沈阳市多所大学的在校学生为被试，总计回收

2442份问卷星答卷，其中有效填写1910人次，其中男生946人
次，女生964 人次，问卷回收率为78%。

2.2测量工具
2.2.1成就目标定向问卷
根据成就目标定向三分法选取了成就目标定向问卷，由张咏

梅等人修订，三个维度共有14 道题目，问卷的信度为0.703。
2.2.2学习自我效能问卷
采用了梁宇颂、周宗奎于2000年参考Pintrich和DeGroot

(1990)编制的学习自我效能问卷。问卷分两个维度，量表的信
度为0.89。

2.2.3学习自我调节能力问卷
采用了王先亮在2006年编制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调查问卷其中

的学习自我调节分量表，分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4，
折半信度为0.814。

2.3施测过程
本研究总和形成大学生学习感受调查网络问卷，发放到大学

生群体中进行填写，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问卷回收与筛选。
2.4数据处理
将量表的数据录入到SPSS21.0统计软件中，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
3　结果及讨论
结果表明，成就目标定向各维度和学习自我调节水平在性别

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年级差异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选择和学
习自我调节能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成就目标定向中的成绩—趋
近目标与学习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掌握目标与学习自
我效能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均存在高度线性正相关，学习自我效
能与学习自我调节能力之间存在高度线性正相关。

根据我国学者温忠麟（2004）老师的检验中介作用程序，利
用依次检验法，对上述三者之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大学生学习
自我效能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自我调节能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4　讨论
在不同的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自我调节水平的影响环节中，

掌握目标是属于自我内驱力的范畴，增强学习自我效能之后，学
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心增加。对于掌握目标的倾向者来说，更
加有信心去挑战任务。对于成绩—趋近目标的倾向者而言，由于
成绩—趋近属于外部驱动力，自信心提高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
的内驱力，并且降低这类学生的心理压力，减少对他人评价的在
意程度，能更加脚踏实地的学习；成绩—回避目标倾向者也同理，
内部驱动力得到提高在遇到难题时，第一反应是去思考分析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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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而非放弃。
5　结论
第一，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自我调节水平有显著的男

女性别的差异。
第二，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自我

调节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三，大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在掌握目标定向因子和学习自

我调节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成绩—趋近定向因子和学习自
我调节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6　建议与反思
引导选择树立合适的成就目标。引导大学生尽量树立掌握目

标定向，更加注重实际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掌握，并且为自己所
用，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

提高学习自我效能。在高等院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中，应当
加入有关这类主题的课程设计，增强学生自信心，在活动中提
高积极性，调整好心态，并延伸到学习生活中。

使学生充分意识到学习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性。利用组织学
生进行以学习策略方法为主题的交流课堂这样的一些方法，向学
生指出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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