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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

（一）研究内容

本文把三峡大学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选定现有研

究中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成熟量表，整合之后发放问卷，

再通过 SPSS 软件对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并对大学生学

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

分析，以归纳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总体

现状。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来收集数据。采取纸质问

卷的方式发放，共收到 314 份有效问卷，为本研究实证

部分提供数据来源。

二、相关概念及研究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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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指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以达

到一定学业目标的一种动力趋势，它作为一种内在动

力能直接促进学生学习，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的需要。

2.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自我效能感实际上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的

延伸，是指个体对任务成功与学习计划的主观判断，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对自身所具备相关能力的判断，

二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任务的感受。

（二）理论基础

1. 强化动机理论

强化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提出

的一种理论，他相信人类或动物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应对

环境，以达到某种目的。当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对他

有正面作用时，在将来他会重复采取这种行动；在造成

负面作用的情况下，这种行动会减弱甚至消失。作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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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采用这种积极强化或消极强化的方法来改变学生

的行动以影响这些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例如，老师对学

生们说：“做得好！我知道如果你努力学习，你可以做得

好。”对于那些难以完成任务的学生来说，这句话是一种

鼓励或强化；对于容易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来说，这实

际上类似于惩罚，因为老师的话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特

别的努力来完成任务。

2. 自我效能理论

班杜拉从社会学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我效能理

论，解释了动机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原因。它强调人们

对是否能够成功完成某种行为的主观判断，其形成形成

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个人行为的成功或失败经历。一般来说，成

功的经验会提高效能期望，而反复的失败会降低效能期

望。然而，成功经验对效能预期的影响也受到个人归因

的影响。

第二，替代经验。其关键在于观察者要与榜样保持

一致性。

第三，言语劝说。它具有简洁、有用等特点，因此

获得了广泛应用，但为了巩固其效果，需要操作者具有

较为熟练的经验基础。

第四，情绪唤醒。当唤醒的水平足够高时，能够降

低成绩从而影响自我效能，当人们不被厌恶刺激所困扰

时，他们更有可能更能期待成功。

三、研究假设

在国内外的研究分析中，学者们对于学习动机中的

内外部动机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结果并不是一致的。

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外部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正向

相关关系，有的结果则认为是负相关关系，还有一些认

为二者不存在关系。本文提出的假设为：

H1：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

系呈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1. 学习动机量表共分为求知兴趣、能力追求、利他

取向和声誉获取这四个维度。求知兴趣和能力追求被视

为内部动机，利他取向和声誉获取则被视为外部动机。

量表一共有 34 个题项，用五点计分法来计分。求知兴趣

这个维度一共有 11 个题项，内容是通过大学生对自己所

学专业的兴趣的提升，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从

中取得使人愉悦的体验；能力追求这个维度一共有 8 个

题项，内容是大学生为了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增

强自己的学习动机等等；利他取向这个维度一共有 8 个

题项，内容是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想要提升自己在班级

中所处的地位，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等；声誉获取这个维

度一共有 7 个题项，内容是通过达到自己的学业成就来

获取他人对自己的优秀评价。

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拥有两个维度，其是学业能

力，其二是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所以总计具有 22 个题

项，用的计分方法也是五点计分法。

（二）样本情况

本文利用 SPSS 软件对所收集到的 314 份有效数据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1 所示。

表4.1　样本基本信息

统计内容 类别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70 54.1

女 144 45.9

年级

大一 118 37.6

大二 10 3.2

大三 186 59.2

学习氛围
较好 213 67.8

一般 101 32.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168 53.5

否 146 46.5

生源所在地
城市 120 38.2

农村 194 61.8

根据上表所示，其中男性占数值为 54.1%，女性

则为 45.9%，所以在本研究中男性样本较多；在年级变

量中，大三年级最多，占 59.2%，其次是大一年级，占

37.6%，大二年级最少，占 3.2%；在学习氛围分布中，

有 67.8% 的同学认为班级学习氛围较好，32.2% 的同学认

为自己班级的学习氛围一般；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变量

中，是独生子女的样本为 53.5%，不是独生子女的样本

为 46.5%；在生源所在地分布中，农村占比更多，达到

61.8%，城镇相对较少，占 38.2%。

五、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一）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的信度分析如下表。

表5.1　两个主要变量量表的信度分析

变量名称 题项数 Cronbach'sα

学习动机 34 0.907

学业自我效能感 22 0.909

从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大 学 生 两 个 主 要 变 量 的

Cronbach'sα 系数都在 0.7 以上，证明本研究所采用用的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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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度分析

本文运用 KMO 和 Bartlett 验证到的方式来检验效度。

表5.2　两个主要变量量表的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学习动机 学业自我效能感

KMO 0.857 0.929

Bartlett 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4728.872 3650.249

df 561 231

Sig. 0.00 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研究最终得到的 KMO 值都大于

0.8. 所有 Bartlett 的值都小于 0.001，证明本研究具有良好

的效度。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3　大学生学习动机及各维度总体描述表

题项数 均值 标准差

学习动机 34 93.13 31.396

求知兴趣 11 38.64 9.464

能力追求 8 29.41 7.011

利他取向 8 28.88 7.229

声誉获取 7 23.2 7.692

根据上表可得，大学生学习动机总量表均值约为

93.13. 比较各个维度的平均值，最大的是求知兴趣，其次

是能力追求和利他取向，最小的是声誉获取，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影响大于外部

学习动机。

2.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4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各维度总体描述表

题项数 均值 标准差

学业自我效能感总量表 22 74.08 19.734

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 11 36.57 9.87

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 11 37.51 9.864

上表显示，大学生自我学业效能感总量表的均值为

74.08。由此可以得出，首先是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具有信

心，其次是对学习计划和目标富有信心。

（三）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本文对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二者的相关性做

出以下分析，以此来验证前面的假设。

由表 5.5 可以得出：大学生学习动机维度与学业自我

效能感维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在 0.01 的水平上）。从各个

维度看：学习动机的四个维度分别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

两个维度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在 0.01 的水平上）。

六、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讨论总结

本文在第三章提出假设，经过实证分析之后，得出

以下结果：

表6.1　假设检验结果表

假设 结果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成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通过了验证，

具体讨论如下：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其学业自我效能感

关系紧密，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存在正向预测的作用。

该结论与前文假设一致，证明了促进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能提高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如果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学习

动机，将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此来增强其

学业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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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相关分析表

学业自我效

能感总分

学业能力自

我效能感

学业行为自

我效能感

学习动

机总分

Pearson 相关性 0.770** 0.762** 0.68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求知

兴趣

Pearson 相关性 0.754** 0.749** 0.668**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能力

追求

Pearson 相关性 0.727** 0.750** 0.613**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利他

取向

Pearson 相关性 0.750** 0.770** 0.642**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声誉

获取

Pearson 相关性 0.578** 0.507** 0.580**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