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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学习动机的中

介作用

蒋志明　吴亭亭

兰溪市第五中学　浙江省兰溪市　3211007

摘　要：采用感知教师情感、学习动机、学习投入问卷对 444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感知教师情感对学习投入的影

响，以及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由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得出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学习动机、

学习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进一步的 Boot-strap 检验显示，感知

教师情感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为 0.36，95% CI( 0. 46，0. 85) ，以学习投入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 0.18，95% CI( 0.12，0.25)。

结论：感知教师情感对学习投入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且学习动机在这一作用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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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1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双减”政策的意见。文

件指出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

能学足学好，学习质量成为影响教育改革的关键因素。学

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的

卷入程度。最近研究发现，学习投入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学

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的发展有长远影响，反映了教育质

量。中学是重要的过渡阶段，中学生学习科目增多，难度

增大，而且自我意识的增强导致他们对学习的重压易产生

反抗心理。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表明，感知教师情感相关的

支持，例如人际卷入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学习投入。学生感

知到教师对自己的关爱理解和支持时，会更好地参与到学

校活动中，减少分心和偏差行为，有更高的学习投入。

学习动机是一种源自个体内部的力量，能够激发学习

行为，使个体能够积极地、持久地保持学习活动。有研究

者发现教师支持与学生学习动机之间存在关联，在不同的

学科研究中，均表明教师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学

习动机。

综上所述，本研究尝试探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学习

动机与学习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以期通过研

究为实际教学提供建议，帮助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情感支持，促进学生学习动机，增加学习投入。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温州市某私立学校初中部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

调查。共收集问卷 444 份，其中有效问卷 412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2.8%。其中，男生 274 人，女生 138 人；城镇学生

218 人，农村学生 94 人；独生子女 98 人，非独生子女 314 人。

本研究已与调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匿名调查，承诺保

护个人隐私。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数据录

入后，拟采用 SPSS 对数据进行分析。问卷法采用的问卷如下：

2.2.1 中学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问卷

采用高冬东编制的中学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问卷，包

含四个维度理解、关心、尊重和鼓励，共 18 个题目，采用

五点计分法。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

四个维度的一致性系数均在 0.82 以上，该量表的信度表现

可靠，可作为评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的工具。

2.2.2 学习动机量表

采用池丽萍等人基于 Amabile 的学习动机量表改编的

版本。包括内生动机与外生动机两个子量表，其中内生动

机主要包括热衷性和挑战性两个维度共 14 个题；外生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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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依赖他人评价、选择简单任务、关注竞争、追求

回报四个维度共 16 个题，共 30 个题目，采用四点计分法。

本研究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外生动机子量表

和内生动机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78。

总体而言，该量表的信度表现可靠，可作为评估学习动机

的工具。

2.2.3 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由方来坛、时勘等修改的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

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活力、奉献、专注，共 17 道题，采用

7 点计分。本研究中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8-0.90

之间，信度表现可靠，可作为评估学习投入的工具 [5]。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7.0 进行分析，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检验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学习动机

及学习投入三者的相关性 ; 再通过中介模型进行学习动机的

中介效应检验，并使用 Bootstrap 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

性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特征值 > 1 的有 7 个因子，

同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8.63%，小于 40% 的临界

标准。因此，本研究中各变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感知教师情感、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的描述性统计

及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感知教师情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两两

之间均呈现正相关。感知教师情感中的理解、关心、尊重、

鼓励和学习动机、学习投入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同时，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与学习动机及学习投入均呈负相关。

因此在下一步分析中将对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进行统计控

制。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矩阵见表 1。

表 1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r 值）

因素 x ̄±s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33±0.47 1.00

2. 是独生子女 1.76±0.43 0.05 1.00

3. 理解 4.33±0.91 -0.07 -0.06 1.00

4. 关心 4.32±0.92 -0.09 -0.05 0.93a 1.00

5. 尊重 4.36±0.87 -0.07 -0.08 0.95a 0.93a 1.00

6. 鼓励 4.37±0.85 -0.09 -0.06 0.90a 0.94a 0.91a 1.00

7.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4.34±0.86 -0.08 -0.06 0.97a 0.98a 0.97a 0.97a 1.00

8. 学习投入 5.59±1.53 -0.14a -0.10b 0.52a 0.55a 0.55a 0.54a 0.55a 1.00

9. 学习动机 3.09±0.57 -0.14a -0.05 0.40a 0.42a 0.41a 0.45a 0.43a 0.60a 1.00

注：性别和独生子女为虚拟编码变量，男 / 是独生子女 =1，女 / 不是独生子女 =2

ap ＜ 0.01  bp ＜ 0.05

3.3 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相关分析可知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学习动机和学习

投入三者间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故可进一步研究三者间

的影响机制。运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4 和 Bootstrap 法进行

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同时设置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

为协变量，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学习动机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9 -2.29* -0.11 -2.36* -0.05 -1.31

独生子女 -0.06 -1.48 -0.02 -0.43 -0.05 -1.45

感知教师情
感支持 0.54 13.21*** 0.42 9.43 *** 0.36 8.98***

学习动机 0.44 10.88***

R2 0.40 0.20 0.47

F 63.79 *** 33.32 *** 91.23 ***

注：模型 1，即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预测学习投入；模型 2，即感知教师情感
支持预测学习动机；模型 3，即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和学习动机共同预测学习

投入（*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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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Bootstrap 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法，经过 5000 次重复抽样并设定 0.95 的置信区间，对学习

动机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

检验。如表 3 所示，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

效应、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

间均不包括 0 且 P 均小于 0.05，表明 3 个效应均达到显著

水平。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到学习投入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

应加间接效应 (0.54 = 0.36+0.18)，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为 0.18/0. 54 = 0.33，即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作用于学习投入

的效应有 33.33% 是通过学习动机这个变量所起的作用。上

述结果再一次验证，学习投入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和学习

投入上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Effect BootSE
95%CI

相对效应比
LL UL

总效应 0.54 0.11 0.76 1.17

直接效应 0.36 0.11 0.42 0.85 66.67%

间接效应 0.18 0.03 0.12 0.25 33.33%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将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作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作为因变

量，学习动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见

图 1）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4.1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学习投

入及其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

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可见，师

生之间的互动在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对学校的感受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随着学生与教师人际卷入程度加深 , 如果学生感

觉到教师的理解、关心、尊重与支持，可以让学生在面对

一个与小学全然不同的校园学习环境时，也能获得安全感。

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学习活动的乐趣，感受到轻松愉

悦的氛围，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展现出良好

的学习投入状态。

4.2 学习动机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中，学习动机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习投入

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部分通

过学习动机影响到中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这意味着，教

师情感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学习投入，还可以通过激发

学习动机来对学习投入产生积极影响。Li、Xu 和 Liu 等人

对高中生进行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

的结论。情感支持能够满足学生的归属感和自尊心需求，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自我决定理

论，当个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感到被认同和理解，

进而激发出更多的内在学习动机。此外，学习动机可以显

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与前人研究一致，高学习动机可以

进一步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投入水平。

这可能是由于高学习动机会驱使学生激发学生更自主地探

索知识，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增加了学习的

持久性与深入性。同时，高学习动机可以使学生从被动学

习转为主动学习，减少学生的学习倦怠，增加学习投入行为。

因此，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可以部分通过

学习动机这一中介效应实现。

4.3 研究意义与局限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的学习动机在感知教师情

感支持与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剖析了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对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探究了感知教师情

感支持与学习动机在学习投入中的综合作用。该结果从理

论上表明了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投入的正向影响，同时发

现了学习动机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在实际教育教学实

践中，对于提升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以及教师的教育教学也

有指导意义。教学活动中应给予学生更多情绪、情感的积

极反馈，学习更多的情感相关教学技能，比如说倾听、共情、

积极关注的沟通技巧，应用于课堂当中。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 :

(1) 研究的变量均为学生角度自我报告，后续如果从教

师角度检验教师情感支持水平以及评价学生投入水平，可

以有效降低结果测量偏差；

(2)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无法揭示教师情感支持以及学

习动机与学习投入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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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考虑后续追踪观察等方法，

深入探讨教师情感支持和学习动机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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