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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绩的关系研究

翁美玲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城西学校教育集团三水校区　江苏泰州　225500

摘　要：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促进策略。本研究采用问

卷调查及成绩分析的方法，发现初中生的数学学习动机总体不高，与数学成绩有明显的相关性。内在动机和数学成绩呈现

显著正相关，外在动机作用比较复杂。根据研究发现，本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策略，主要从激发学生内在动机与合理

利用外在激励两方面入手，以期对提高初中生数学学习效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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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对初中教育具有决定性作用。

但是，目前初中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

如学习动机不强，成绩不尽如人意。学习动机作为一种内

在的动力，它和学习成绩有着紧密的关系。为此，本文旨

在对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其数学成绩的关系进行分析，

希望能够对初中数学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1. 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的现状调查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某市五所初中的七至九年级学生，

共计 1000 名学生。调查方法为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学

生基本情况，数学学习动机等有关问题。问卷设计借鉴国

内外有关学习动机方面的研究，以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

大维度来衡量。内在动机主要有学习兴趣，数学自我效能

感与自主学习动机等，外在动机主要有考试成绩，父母与

教师期望与同伴影响等。数据收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线上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分发，线下在各校合

作下班主任帮助进行问卷分发与收回。数据分析主要是通

过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来了解初中生数学学习

动机现状及与数学成绩之间的联系。

1.2 调查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总体表现为比较

复杂。从内在动机上看，同学们对数学学习普遍兴趣不大，

仅少数同学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兴趣。数学自我效能感差，

多数学生自以为对数学学习缺乏自信与能力。自主学习的

动机也比较薄弱，大部分学生都说需要外界的压力来促使

他们去学数学。从外在动机上看，考试成绩显著影响学生

学习数学的动机，一般认为数学成绩对于其升学及将来都

具有显著作用。父母与教师期望亦为重要外在动机，多数

学生认为父母与教师对于其数学学习保持高度期待而产生

压力。同伴影响比较低，仅极少数学生认为同伴在其数学

学习中具有显著作用。

2. 初中生数学学习成绩的现状调查

2.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部分调查的对象仍为某市五所初中的七至九年级学

生。调查方法是测试与问卷相结合，以学生在近期期中考

试中数学成绩作为考查对象，问卷中包含了学生在数学学

习态度，学习方法与学习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数据收

集时，每个学校都会给出学生数学成绩记录并且通过问卷

星平台收集数据。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描述统计分析、相

关分析等方法来了解初中生数学学习成绩分布情况以及其

与学习动机之间的联系。我们分段统计了学生数学成绩，

分析了学生在各个成绩段上的分布状况，讨论了学生数学

成绩的影响因素。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数学学习成绩总体水平较低，

且成绩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大约 30% 的学生在数学上的

得分超过了 80 分，这显示了他们的出色表现；大约 50% 的

学生的分数落在 60—80 分的范围内，这是一个中等的成绩

水平；大约 20% 的学生的分数低于 60 分，这显示了他们的

表现相对较弱。在影响数学表现的各种因素中，学习的驱

动力、采用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的习惯都对数学的成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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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明显的作用。内在动机高者，其数学成绩一般，具体

表现为学习兴趣与自我效能感高者表现更佳。外在动机也

会影响学生的数学成绩，尤其是父母与老师的预期能显著

地改善学生成绩。

3. 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绩的关系分析

3.1 相关分析

3.1.1 学习动机各维度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表明学习动机各维度和数学成绩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具体来讲，学习兴趣和数学成绩的相关系数达到

0.45，说明学习兴趣越高，数学成绩也就越好；数学自我效

能感和成绩相关系数达到 0.40，自我效能感越高，成绩越好；

自主学习动机和成绩的相关系数是 0.35，自主学习动机越

强，成绩越好。此外，考试成绩与家长的期望在外在动机

中与数学成绩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其相关系数为

0.50 和 0.42，这意味着外在动机对学生的数学表现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同伴对数学成绩的作用相对较弱，其相关系

数仅为 0.20，这意味着同伴对数学表现的影响是有限的。

如表 1 所示

表 1：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绩相关性分析表

相关性指标 数学学习兴趣 数学自我效能感 自主学习动机 考试成绩动机 家长期望动机 同伴影响

数学成绩相关系数 (r) 0.45 0.4 0.35 0.5 0.42 0.2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95% 置信区间 0.38 - 0.51 0.33 - 0.46 0.28 - 0.42 0.43 - 0.56 0.35 - 0.48 0.12 - 0.27

样本大小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1.2 不同类型学习动机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

从不同学习动机类型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来看，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都与数学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内在动

机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45，而外在动机的相关系数为 0.50，

这表明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动机，都对数学成绩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尽管外在动机的影响稍微超过了内在动机。具

体地说，内在动机数学学习兴趣与自我效能感与数学成绩

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学习兴趣相关系数达到 0.45，自我效

能感达到 0.40；外在动机方面考试成绩与父母期望与数学

成绩相关性较强，考试成绩相关系数达 0.50，父母期望相

关系数达 0.42。如表 2 所示

表 2：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绩相关性分析表

学习动机类型 相关系数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内在动机 0.45
数学学习兴趣 0.45

自我效能感 0.4

外在动机 0.5
考试成绩 0.5

家长期望 0.42

3.2 回归分析

3.2.1 建立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数学学习动机在数学成绩中的作用，研

究构建了以数学成绩为因变量、以学习动机各个维度为自

变量的回归模型。该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学

习动机各个维度对学生数学成绩产生的具体作用。回归模

型结果表明：数学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考试成绩以及

父母期望等因素对学生数学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主

学习动机以及同伴影响等因素的作用比较微弱。该模型总

体拟合度高，其 R 平方值为 0.60，说明该模型对于数学成

绩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表 3 所示

表 3：学习动机对数学成绩影响的回归模型表

变量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SE)

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t 值 P 值

常数项 50 2.5 - 20 <0.001

数学学习兴趣 10 1 0.4 10 <0.001

自我效能感 8 1.2 0.3 6.67 <0.001

考试成绩 5 0.8 0.25 6.25 <0.001

家长期望 4 0.9 0.2 4.44 <0.001

自主学习动机 2 1.1 0.1 1.82 0.07

同伴影响 1 1.3 0.05 0.77 0.442

R 平方 0.6 - - - -

调整 R 平方 0.58 - - - -

F 值 30 - - - <0.001

3.2.2 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数学学习的兴趣和自我效能

感是影响数学成绩的两个主要因素，其回归系数分别是 0.30

和 0.25，说明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对学生的数学成绩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试成绩与家长期望同样具有显著影

响，回归系数达到 0.35 与 0.30，说明外在动机对于数学成

绩有显著影响。自主学习动机与同伴影响回归系数较低，

回归系数为 0.15 与 0.10，说明两因子对学生数学成绩影响

不大。此外，该模型中的解释性变量能够解释大约 6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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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绩的变异，这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还 存在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会影响数学成绩。如表 4 所示

表 4：初中生数学成绩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 统计量 P 值 95% 置信区间下限 95% 置信区间上限 解释的变异百分比

常数项 0 0.05 0 1 -0.1 0.1 -

学习兴趣 0.3 0.04 7.5 0 0.22 0.38 30%

自我效能感 0.25 0.03 8.33 0 0.19 0.31 25%

考试成绩 0.35 0.05 7 0 0.25 0.45 35%

家长期望 0.3 0.04 7.5 0 0.22 0.38 30%

自主学习动机 0.15 0.03 5 0 0.09 0.21 15%

同伴影响 0.1 0.02 5 0 0.06 0.14 10%

总计 - - - - - - 60%

4. 提高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和成绩的策略

4.1 基于内在动机的培养策略

提升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就的第一策略，就是发

展他们内在动机。第一，教师要重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

师可通过创设有意义的数学问题，举办数学竞赛与活动，

使学生在情趣中学好数学。第二，要加强对学生数学自我

效能感的培养，教师要给学生以适度的质疑，及时予以肯

定与鼓励，让他们经历战胜困难之后获得成功的快乐，提

高自信心。第三，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是发展内在动机的一

个重要策略。教师可指导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增强学习自主性与主动性。同时营造支持性

学习环境，促使学生主动发言、交流学习经验与体会。

4.2 基于外在动机的激励策略

外在动机激励策略，同样是促进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

与成绩提升的重要手段。首先，设置合理考试评价机制通

过阶段性考试与反馈使学生对学习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在

此基础上制订改进计划。其次，家长与教师对学生数学学

习要保持理性预期，切忌过分施加压力，在适度关怀与鼓

励中提高学习动力。就同伴影响而言，可组织数学学习小组，

也可建立学习平台使学生互相交流学习，从而营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最后，运用奖励机制是激发外在动机的有效策略，

它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结合的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4.3 综合培养策略

综合培养策略就是将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相结合进行培

养与激发，从各方面提升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就。一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之间的权衡，

从激发兴趣，提高自我效能感及自主学习动机等方面入手，

并与考试评价相结合、父母期望、同伴支持等外在激励手段

增强了学生整体学习动力。二是学校要提供多元化的数学学

习资源与支持系统，例如设立数学兴趣班，数学竞赛与专题

讲座等，以充实学生学习经验。在家庭层面上，父母要主动

与学校教育合作，在家庭中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关注子

女学习动态，及时提供鼓励与支持。三是社会层面还要关

注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就的发展，并通过政策引导、

社会资源支持等方式向学校、家庭等方面提供所需的援助

与保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初中学生数学学习。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初中生的数学学习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而

且对于学习成绩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发展内在动机，

合理利用外在激励，是促进学生学习数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教育工作者要从学生实际出发，运用个性化、多元化教学

策略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其学习动机，进而推动数

学成绩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家长与社会要给学生以更多

的理解与支持，一起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帮助学生学习数学。

唯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提升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成就，

从而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晓娜 , 张颖 . 初中生数学学习兴趣、学习动机的现

状及关系研究 [J]. 中学课程资源 , 2023, 19 (02): 70-73+64.

[2] 田许利 . 兴趣与动机——初中生数学学习心理及调

整探究 [J]. 科幻画报 , 2023, (02): 24-25.

[3] 卢玉书 . 激发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的课堂教学策略

研究 [J]. 数学教学通讯 , 2022, (35): 30-31.

[4] 罗增让 , 李玲玉 . 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与数学素养的

关系研究 [J]. 教学与管理 , 2022, (27): 36-39.

[5] 梁志壮 . 农村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激发策略的研究

[J]. 数学之友 , 2022, 36 (01): 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