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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成就动机（Motivation of achievement，Ma）是在人的成就需

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激励个体乐于从事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

值的工作、并力求获得成功的一种内在驱动力[1]。动机心理学家

阿特金森（J.W.Atkinson）将成就动机分为两类，一是追求成功

的动机（Motive to Success，Ms），二是避免失败的动机（Motive to
avoid failure，Mf）。力求成功者的目标是获取成就，因此会选择

有些难度的任务。避免失败者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难的

任务以减少失败感。
2 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

2.1 研究工具

采用挪威奥斯陆大学 T.jesme 和 N.ygard 编制、上海师范大

学叶仁敏 1988 年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 （Achievement Motive
Scale，AMS）。量表共 30 题，共两个因子，前 15 题为被试追求成

功的倾向（Ms），后 15 题为被试避免成功的倾向（Mf）。成就动机

（Ma，又称合成动机）为追求成功的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得分，

即成就动机 Ma= Ms- Mf，得分越高，成就动机越高。量表采用 4
点记分，自己认为这句话“完全正确”记 4 分，“基本正确”记 3
分，“有点正确”记 2 分，“完全不对”记 1 分。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77（P<0.00），效度为 0.58（P<0.01）[2]。在本研究中，AMS的实测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为 0.801，效度为 0.50，符合心理测量学的

要求。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此次调查于 2011 年 11 月进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整班

发放问卷的方式。选取河西学院 2008—2011 级 4 个年级部分

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涉及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共向学生发放问卷 1 516 份问

卷，回收 1 482 份，剔除没完成者及选项有空缺的问卷后，有效

问卷为 1 43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7.76%，有效率为 96.69%，学

生平均年龄 21.15 岁。调查对象约占河西学院全体学生总数的

1/8。
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总体特点

成就动机是学生在长期的家庭生活及学校中形成的心理

特征之一。本次调查的 1 433 名大学生中，追求成功的动机

（Ms）、避免失败的动机（Mf）、合成动机（Ma）的平均数及标准

差分别为：39.10±6.91、33.29±7.99、5.81±10.79；使用 SPSS 中

的重复度量 方 式 对 3 者 进 行 分 析 ，F 值 为 5512.42，P 值 为

0.000。显示河西学院的学生成就动机以追求成功的动机为

主，成就动机较高。
3.2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群体差异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Ms）和性别

显著相关，大学生在避免失败的动机（Mf）、合成动机（Ma）在性

别方面无显著差异，但男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高于女生（见

表 1）。

农村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高于城市学生，在避免失败

的动机和合成动机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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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体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对于学生选择任务难易有重要影响。了解大学生成就动机的现状，有利于有

针对性地采取目标设置、强化等教育措施，提高学生的成就动机。以成就动机问卷（AMS）为工具，调查河西学院 1 433 名大学

生成就动机的特点。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性别、年级、城乡、学科类型、出生次序、是否为班干部等方面都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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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各群体在成就动机各因子上的差异（x±s）

男
女
城市
农村
理科
文科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班干部
普通学生

对比项 n（人） Ms（分） t Mf（分） t Ma（分） t
39.81±6.80
38.61±6.94
38.09±7.56
39.29±6.76
39.76±6.71
38.34±7.05
39.75±7.37
39.02±6.84
39.75±6.72
38.72±6.99

585
848
226

1 207
766
667
163

1 270
526
907

3.236**

- 2.213*

3.881**

1.277

2.714**

33.46±8.04
33.18±7.97
32.62±8.71
33.41±7.85
33.69±7.95
32.82±8.02
31.62±8.12
33.50±7.96
32.55±8.06
33.71±7.93

0.592

- 1.279

2.058*

- 2.833**

- 2.666**

6.37±10.39
5.43±11.04
5.48±12.15
5.87±10.51
6.07±10.57
5.52±10.51
8.13±11.65
5.52±10.64
7.20±10.62
5.00±10.80

1.368

- 0.461

0.949

2.722**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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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都高于文科

学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追求成功的动机方面无显著差

异，非独生子女避免失败的动机更强，独生子女的合成动机更

强。
在 1 433 名大学生中，曾经或正在担任校、系、班级中班干

部及团干部者共有 526 人（36.71%），普通学生 907 人（63.29%）。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在追求成功的动机和合

成动机方面显著高于普通学生，普通学生有更强的避免失败的

动机。
此次调查还涉及学生专业性质、父母文化水平、家庭结构

（家庭完整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人特征及其与成就动机各

因子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表明，上述个人特征与个人成就动

机及其各因子无显著相关。
3.3 大学生成就动机发展的年级差异

为验证不同年级学生在成就动机各因子上的差异，对各年

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见表 2）。大学生在追

求成功的动机上体现出年级差异，表现为大一学生追求成功的

动机最强，大四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最弱；在避免失败的动机因

子上各年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合成动机方面，各年级表

现出显著差异。动机由强到弱依次为大一、大三、大二、大四，即

整个大学期间，学生的成就动机表现为波浪式发展。

4 讨论

通过调查河西学院 1 433 名大学生的成就动机特点，可以看

出当代大学生的成就动机以追求成功的动机为主，是积极的动

机，也反映了大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男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高于女生，这和陈权 2007 年的

研究[3]结果相一致。体现出马上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对男性在社

会上所承受的压力与社会期待有更深切的体会。霍纳（Horner，1965）[4]

提出，女性对一些激烈、重大的任务或职业持逃避态度，形成

“成功恐惧”（The Fear of success），在本研究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说明女性在成就动机方面的特征具有跨文化意义。秦晓红对大

学生进行的“对自己性别爱与憎”的调查中[5]，有 2.6%的男大学

生不喜欢自己的性别，而在女生中这一比例高达 15.6%，男女生

愿意换为另一性别的比例分别为 8.3%和 42.8%。说明男大学生

更为自信。
农村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这可能与农

村条件较为艰苦，农村学生更迫切希望通过学业改变自身及家

庭状况有关。理科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都高

于文科学生，这和刘永恒 2007 年的研究[6]基本一致。这反映出

理科学生的焦虑心态，可能与理科学生学业较难有关。
独生子女的成就动机更强，非独生子女避免失败的动机更

强。反映出在多子女家庭中诸多孩子之间的竞争有可能会受到

一些挫折，而独生子女有更强的自信心。班干部比普通学生具

有更强、更积极的成就动机，这与陈权的研究[3]结果一致。反映

出学生干部更为自信、具有创新精神等特质。
曾经有人用 4 句话形容大学生的心态：大一不知道自己不

知道，大二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知道自

己知道。大学生的成功动机大一、大三、大二、大四依次减弱的

趋势似乎印证了上述描写。说明大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自我

意识逐渐成熟，对自己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
5 提高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建议

5.1 引导大学生积极归因，强化大学生成就动机

归因是个体为自己或他人的成功或失败所做的解释。一般

来讲，将活动结果归因为努力、能力等自身因素，有利于激发个

体的动机；如果归因为外界、运气等外界因素，将会削弱个人的

成就动机。因此，在学生遇到考试、恋爱、就业等事件时，无论是

成功或者挫折，都要将学生的归因引导到自身因素方面，才能

强化、提高大学生成就动机。
5.2 完善社会文化系统，提高女大学生成就动机

社会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教育、传统观念、政策

导向等都对社会文化系统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建立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距离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尚有距离。通过

学校教育系统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传统观念，才能逐渐形成

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为提高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创造根

本的社会环境。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经常处于劣势，比如一些单

位在选拔毕业生中要求“只限男生”，导致女生参与社会的权利

受到限制。因此，在社会竞争领域赋予女性平等的竞争机会，是

提高女生成就动机的有效手段。另外，要在高校开设女性学、心
理保健等课程，提高女生的自我意识，也使男大学生受到教育。
5.3 获得成就感，增强大学生自信

成就感可以使学生轻松学习，是学生前进的内部驱动力。在

学校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体验成功，增强

自信，提高参与活动的意识。通过成就感的获得，强化学生的成

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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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年级大学生成就动机各因子的差异（x±s）

Ms

Mf

Ma

因子 年级 n（人） Ma（分） F P
40.34±6.56
38.74±7.16
39.24±6.69
37.77±6.98
33.75±7.85
32.82±7.65
42.18±7.65
33.83±8.14
6.59±10.80
5.95±11.26
6.42±10.61
3.94±10.11

0.000

0.142

0.006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402
407
323
301
402
407
323
301
402
407
323
301

8.592

1.818

4.125

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