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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 
◆欧春红 

（乐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为了探究石灰岩山区乐昌市的学前教育专业学习动机的基本情况，

采用 MAAT 量表对乐昌市中职生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244 人的学习动机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该地区学习动机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

平；（2）不同家庭类型学生的学习动机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3）在

运动场面和要求水准方面，各类家庭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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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动机是指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是激

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1]。是制约学习行为和学习质
量的关键因素。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学者对学习动机进行了一些
有益的探索，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乡镇中学初一学习动机困
扰程度高于城乡结合部的初一学生，表现为乡镇中学初一学习动
机不强，学习兴趣不浓[2]；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存在的学生文化基
础较差、缺乏正确学习目的和学习兴趣、没有形成良好学习行为
习惯的不良现象[3]等等。乐昌市是粤北的一个石灰山地区，因为
贫穷，该地的幼儿园师资一直处于强大的缺口，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本市唯一一所中等职业教育技术学校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
拟为本地输送大量的幼儿园师资，笔者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该校
学前教育专业整体的学习动机；以便为该地区的学前教育工作提
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指导该地区的中学根据现实具体情况充分有
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方法和对象 
（一）测量工具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周步

成先生主持修订的学习动机诊断测验（MAAT）作为测量工具。
本测验由成功动机、考试焦虑、自己责任性和要求水平四个分量
表组成。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折半相关系数为 0.83-0.89，
重测相关系数为 0.79-0.86[4]。按此量表测验规定对学生进行测
评，得出学习动机的理论分进行分析。 

（二）测量对象 
我们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家庭因素和内外宿等分析因子随机

抽取了该校高一、高二、高三各两个班 244 人作为被试，其中高
二两个班随机抽一个班 37 人为实验班级作为后测班级。其中有
效卷 235 份，有效率为 96%，其中高一年级 107 人，高二年级
67 人，高三年级 70 人。在施测过程中，绝大部分班级都是笔者
自己亲自去测的，只有个别班级由于时间冲突的关系，我先给被
测班级的班主任说明测验实施办法、注意事项，对他们进行培训
后由她们到所在的班级实施测量。 

所有数据在微机上采用统计软件 SPSS18.0 进行分析。 
三、结果 
（一）一般情况：对本次学习动机调查结果的各因子进行相

关性分析，其中成功动机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高，r 值为
0.74-0.81。其它分因子间的相关性也都有显著意义，说明本次应
用的 MAAT 量表的测验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学习动机年级分布情况：对年级的各个因子做了方差
分析，对有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多重范围的检验，结果除了考试焦
虑的促进紧张和失败回避略高于全国常模外，其它因子都偏低于
全国常模，其中以自己责任性和要求水准表现尤为显著。在知识
场面上，高一和高三（P﹤0.5）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考试焦虑
的促进紧张和失败回避方面，高一和高三（P﹤0.5），高二和高
三（P﹤0.5）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要求水准和知识场面上，高
一和高三（P﹤0.5）存在显著差异。 

（三）家庭类型与学习动机各因子的方差分析 
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我们家学生的家庭类型分为孤儿、单亲

和正常家庭三类。在运动场面上，正常家庭和单亲家庭、孤儿和
单亲家庭（P﹤0.5）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单亲家庭的学生优于正
常家庭的学生，也优于孤儿家庭；在期望水平上，正常家庭的学

生和单亲家庭（P﹤0.5）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单亲家庭的学生高
于正常家庭的学生。 

（四）各类型家庭学生在年级中的差异 
1、孤儿 
在考试焦虑的失败回避上，高一和高三级（P﹤0.5）、高二

和高三级（P﹤0.5）存在显著性差异，即高三在考试焦虑回避上
明显优于高一和高二级，在全国常模上达到了优等级。 

2、单亲家庭 
在考试焦虑的促进紧张上高二级明显好于高一级和高三级，

以高三级最差（P﹤0.5），在失败回避上高三级最好。而其它年
级和学习动机的其它因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四、讨论 
学习动机是错综复杂的内在因素，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

活动的内驱力。它是学生对学习的一种需要，是社会和教育对学
生的客观要求在学生头脑里的反应，直接影响到学习成绩的优劣
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一）该地区学习动机总体低于全国水平 
这可能与该地区为石灰岩地区所处的地段、经济状况、学校

教育、师资力量、家庭教育及学生的年龄特征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由于该地区与发达地区相距较远，经济较为落后，因此，该地区
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力度不够，学校教育普遍滞后，师资
力量比较薄弱。 

（二）不同类型的家庭学生学习动机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该地区学前教育生在知识场面、考试焦虑和要求水准上，都

表现出随着年级增高而降低的趋势，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沉重的发
现。一方面说明该地区的学期教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自
己的个人期望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学前教育生本应该
是动手和实践操作性很强的专业，因多实操和实习，但是学校成
天把学生束缚在课本知识的学习上，束缚在应试科目的学习上，
结果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低，越来越不想学。个人要求也越来
越低，与我们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韦纳[5]认为，一个人对行为结果的原因分析可归结为能力、
努力、身心状况、作业难度、运气和别人的反应六个方面。前三
者属内部原因，后三者为外部原因，其中努力是自己可以控制改
变的。如果一个外部归因的单亲家庭学生，可能对学习动机和个
人要求水准都有很大的影响，而内归因的单亲家庭则可能相反。 

五、结论 
（一）该地区学习动机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常摸水平； 
（二）不同家庭类型学生的学习动机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

异； 
（三）在运动场面和要求水准方面，各类家庭的学生存在显

著差异。 
六、建议和对策 
中学阶段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

矛盾的时期。因此，教育者应把握学生的身心特点，运用恰当的
教育机智，根据她们的现实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教育手段，引导
她们健康成长。 

（一）教育学生正确面对挫折与失败 
中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总要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的

“磨合期”，比如说某次考试失败，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比赛的败
北等等。教师应让学生正确看待这种挫折与失败，敢于正视挫折
的存在，要有与挫折奋勇抗争的精神，学会在挫折中奋起，在挫
折中成长。 

（二）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把握学习目标 
目标如航灯，有了明确的目标，学生就会在学习中产生巨大

的力量，奋勇当先，永不畏缩。我们可以从确立学生的学习目标
入手，通过心理辅导课、主题班会课、故事活动课等途径，让她
们认识自己，成长自己，超越自己。 

（三）引导学生摆脱学习的功利性，全面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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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读书无用论”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
固，也可能是市场经济对农村教育的冲击。在个别交谈中，有的
家长甚至认为读书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有的中职生根本就没有什
么学习动机，一心只想着外面的精彩世界，特别是高年级学生。 

（四）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 
本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多数学前教育的学生具有中等强

度的焦虑水平，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具有较高的焦虑。针对这一
点，我们除了可以教学生科学用脑和养成良好的的生活习惯外，
“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善于引导和调节
学生的情绪，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使她们能以积极
饱满的情绪去学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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