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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专业承诺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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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６１２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成就目标量表、专业承诺量表和学习投入量表，考察大学生成就
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１）男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女大学生；文科生
学习投入显著高于理科生；大一学生学习投入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而大四学生学习投入显著高于大二和

大三学生。（２）掌握目标定向、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呈
显著负相关。（３）大学生专业承诺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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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学习投入就是一个反

映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指标，也是预测学生学业成

就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可以通过积极的情感（情感投

入）、朝向奋斗目标的倾向（认知投入）和有活力的行

为（行为投入）得到实现。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等认为，学习投入
是一种与学习、科研和就业相关的、持久的、积极的、

完满的情感和认知的心理状态，以活力（Ｖｉｇｏｒ）、奉献
（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和专注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为三个核心维
度［１－２］。学习投入作为学生学习心理积极面的重要

指标，能够反映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乐观主义、抗逆力、意义感和创造力等积极

的品质，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成熟和发展，为其走

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学习投入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专业承诺和学业成就目标定向作为其中两个重

要的心理因素对学习投入有着具体而深入的影响。

大学生的专业承诺是指大学生认同所学专业并

愿意付出相应努力的积极的态度和行为［３］。对专业

学习的承诺反映了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喜爱、

愿意付出的努力和良好的行为表现等积极的学习心

理。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专业的学习态度和学习

动机，是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最重要的心理

基础。连榕等人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提出了专业

承诺的四因子模型：情感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和

理想承诺［３］。段陆生等人的研究表明，学习投入与专

业承诺呈显著正相关，专业承诺的两个维度情感承诺

和规范承诺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预测作用［４］。

成就目标定向是目前动机领域一个影响广泛的

概念，它是指个体对从事某一任务的目的或原因的认

知，及其完成任务的信念，它具有动机、认知、情感和

行为等特征［５］。目标定向理论试图解释个体追求成

功的原因和对工作任务的投入。早期的成就目标理

论把成就目标划分为掌握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

掌握目标定向关注的是个体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对

任务的理解和掌握，成绩目标定向关注的是个体的

自尊，以及自己的能力是否超过别人或自己的成绩

是否获得公众的承认［１］。近来，Ｅｌｌｉｏｔ等提出了成就
目标四分结构观。四分结构观从逻辑分析的角度，

将掌握目标、成绩目标和成就动机中的趋近、回避维

度进行完全交叉，从而构成掌握—趋近目标、掌握—

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６］。何

丽明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掌握趋近、成绩回避、

掌握回避是预测大学生学习投入程度的重要变量［７］。

王学坚的研究显示成绩趋近目标、掌握—趋近目标分

别与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且正向预测其学

习投入［８］。

综上可知，大学生的成就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

学习投入关系密切，但目前对于这几个变量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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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比较分散，且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太明

确。基于此，本研究对大学生的成就目标定向、专业

承诺与学习投入状况及其关系进行探讨。在当前许

多专升本院校在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过程中，探

讨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关键心理因素，对于教育管

理部门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增进大学生专业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研究采用分层整体抽样的方法，对河南省两所

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共７００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
效问卷６１２份，有效回收率为 ８７．４３％。其中男生
２９０人，女生３２２人；大一１４０人，大二１６２人，大三
１５０人，大四１６０人；文科３３０人，理工科２８２人。

（二）工具

１．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采用刘慧军（２００３）编制的四分成就目标量

表［９］。该量表共２９个项目，分掌握趋近目标（共９个
项目）、掌握回避目标（共５个项目）、成绩趋近目标
（共９个项目）和成绩回避目标（共６个项目）四个分
量表。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Ｌｉｋｅｒｔ－５
点制记分。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２，四个
分量表的 α系数分别是０．７４、０．７２、０．７６、０．７７。
２．专业承诺量表
采用连榕编制的《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３］。量

表共２７个项目，包括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
继续承诺四个分量表。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记分。得分越高说明专业承诺
水平越高。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８４，分量
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７、０．８９、０．７７、０．７８。
３．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等编制的《投入量表》（学生

版）［１０］。方来坛等人已经检验过该量表中文版的信

效度［１１］。量表共１４题，分为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
度。该量表采用从“从来没有”到“总是”Ｌｉｋｅｒｔ－７
点记分。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９。分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３、０．８１、０．７５、０．７４。

（三）统计方法

主要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和Ａｍｏ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建构。

三、结果

（一）大学生学习投入的状况

以性别、专业和年级为自变量，以学习投入及其

因子为因变量进行平均数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学

习投入及其各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均显

著高于女生。学习投入及其各因子在专业分类上存

在显著差异，文科生显著高于理科生。学习投入及其

各因子在年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大

一学生在学习投入及其各因子上都显著高于其他年

级的学生；而大四学生在学习投入及其各因子上则显

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学生（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学习投入差异比较（Ｎ＝６１２）

学习投入（Ｍ±ＳＤ） 活力（Ｍ±ＳＤ） 奉献（Ｍ±ＳＤ） 专注（Ｍ±ＳＤ）

女生 ５７．５０±２６．７１ ２０．１２±１０．３５ １８．０４±６．４２ １９．３５±１０．４３

男生 ６９．７６±２１．８１ ２６．２１±７．９４ ２４．８１±６．６５ ２４．７３±７．８４

ｔ －１．９７８ －２．７１１ －２．８８１ －２．４０７

理科 ６３．０８±２２．３９ ２１．８３±８．２８ １８．７９±６．６３ ２２．４６±７．９５

文科 ７６．２３±１９．５３ ２６．５４±７．０２ ２２．８４±６．０１ ２６．８５±７．３８

ｔ －６．１８７ －６．０６５ －６．３３０ －５．６６８

大一 ７８．３７±１６．５５ ２７．０９±６．１１ ２３．７８±５．１７ ２７．５０±６．３５

大二 ６８．３５±２２．４７ ２２．８１±８．１９ ２０．２３±６．８０ ２２．３２±７．９１

大三 ６４．１６±２２．４２ ２２．２８±８．２４ １９．０５±６．６３ ２２．８３±８．１３

大四 ７２．６３±２６．３８ ２５．２２±９．６８ ２１．９１±７．４３ ２４．５０±９．８４

Ｆ ９．４０７ ７．９２９ １１．８４２ ７．６６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学习投

入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进

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成就目标定向的各维

度与学习投入的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专业承诺各

维度相关为负值，但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专业承诺

各维度与学习投入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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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Ｎ＝６１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掌握趋近目标
２．掌握回避目标 ０．３２

３．成绩趋近目标 ０．３７ ０．３４

４．成绩回避目标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３４

５．情感承诺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１４
６．理想承诺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３４

７．规范承诺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３７ ０．２５

８．继续承诺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２４

９．活力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３８

１０．奉献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２８

１１．专注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４２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三）成就目标定向和专业承诺对学习投入的路
径分析

根据表２的相关分析结果，有理由推测专业承诺
是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

根据温忠麟等［１２］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３种变
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如图１所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拟合指
数良好，χ２／ｄｆ＝２．７５，ＧＦＩ＝０．９０，ＮＮＦＩ＝０．９３，

ＣＦＩ＝０．９４，ＲＭＳＥＡ＝０．０６，模型得到支持。该模型
显示，高中生情绪智力对网络成瘾倾向有显著的直接

效应（效应量为０．３７，ｐ＜０．０１）和间接效应（效应量
为０．４６×０．５６＝０．２６，ｐ＜０．０１）。由此可见，专业承
诺在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投入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

应，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既对学习投入有直接影响，

同时又能通过影响专业承诺进而间接影响学习投入。

图１　专业承诺在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Ｐ＜０．０１

四、讨论

（一）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差异比较

男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

一结果与崔文琴的研究一致［１３］。这可能与男女生的

自我效能感差异有关。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等人的研究表明，学
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习投入水平会越高［１０］。

由于传统观念和社会评价，男性的社会胜任能力一直

比女性要高，因而男大学生具有的优越感让他们的自

我效能感也比女大学生高，相应的其学习投入水平也

比女大学生高。但廖友国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１４］。值得注

意的是，廖友国的研究还发现在学习投入水平上，女

大学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１４］。这与本研究结果相

左。原因可能与测量工具、被试所在地不同等都有

关。廖友国的研究采用的是自编的学习投入量表，而

本研究选用的是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等编制的《投入量表》（学
生版）的中文版；廖友国的研究被试为福建７所高校
的部分学生，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则是河南的２所高
校的部分学生。东南沿海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应该会

影响学生的学习心理。

文科生学习投入显著高于理科生。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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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课程多与数据统计处理有关，相对于文科课程的

内容来说比较枯燥。加上理科生功课紧，任务重，有

限的时间多被用来应付专业课程的学习，因而理科生

对所学课程的厌倦情绪较高。相反，文科类大学生有

相对充裕的时间学习社会所需的实用知识，并且他们

很少担心考试是否不及格，因为他们有相应的对策应

付考试，如考前突击就很奏效。因此相对于理科学生

来说，文科生对自己的专业实际学习投入更高。但崔

文琴的研究发现，不同专业类别的大学生的学习投入

整体水平无显著差异［１３］。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

关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专业差异有待更多的实证研

究在测量工具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

大一学生学习投入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而

大四学生在学习投入上显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学生。

这可能是因为，大一新生刚从高中进入大学，憧憬着

美好的未来，仍然保持着高中时的学习热情。另外，

初入大学，学生的动机中，想取得好成绩，想得到周围

人赞赏、奖励的学习动力因素占很大比重［１５］。而随

着年级的升高，学生更注重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工

作技能，很多学生热心于参与社团活动。另外，好奇

心也是学习的内部动机之一。大一的学生刚入大学，

对校园环境和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对大学里的

学习也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学习较为投入；而

到了大二、大三，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对大学学习都已

经很熟悉了，先前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已经消失，学习

投入自然明显降低。但进入大四后学生会出现分流

的情况，一部分为了考研和考公务员的学生此时的学

习投入水平非但不降反而还会升高，这是因为大四的

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在这最后的时间

都不好好学习，那么以后就业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

此，在大四阶段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上升，这与连榕

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很高具

有一致性［４］。

（二）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成就目标定向的掌握目标定向、

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而成绩

回避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

与已有研究一致［８］。根据成就目标理论［１６－１７］，掌握

目标定向者持有能力增长观，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努

力改变和增长的，所以，他们会把学习任务看作是增

长能力的机会，把失败看作是学习中的一部分，从而

很少产生焦虑体验，在学习活动中表现积极，学习投

入高。成绩趋近目标定向者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者

都持有能力实体观，认为能力是稳定不变的，不可控

制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学习中追求优异成绩

以获得基于社会的胜任力和良好能力评价，因而学习

积极努力，投入水平高；而后者追求的是避免不胜任

感的发生，回避获得不利的能力评价，学习活动中力

避有挑战性的任务，学习投入低。

（三）大学生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成就目标是学习结果的预测变

量，但在成就目标与学习结果之间包含着一系列的

中介过程。例如 Ｌｉｎｎｅｎｂｒｉｃｋ和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认为不同目
标定向能够产生不同的动机、情感、认知和行为过程，

并通过这些中介过程或通过这些中介过程间的相互

作用影响学习结果［１７］。目前考察成就目标与学习结

果之间的中介过程已成为成就目标研究的热点。本

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大学生专业承诺在成就

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大学生

专业承诺是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间的部分中介

变量。这一结果表明，成就目标定向可以显著预测学

习投入。目前国内尚未有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

考察总体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有限的

几个研究都是分维度检验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

的预测作用。例如，何丽明等发现，大学生的掌握趋

近、成绩回避、掌握回避目标定向可以显著预测大学

生学习投入程度［７］。王学坚的研究显示成绩趋近目

标、掌握趋近目标可以正向预测其学习投入［８］。尽管

研究设计不同，但本研究与这些已有研究的结果基本

是一致的。

中介模型还表明，成就目标定向可以显著预测专

业承诺。目前考察成就目标定向与专业承诺的研究

极为有限，且缺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总体考察成就目

标定向与专业承诺的实证研究。李义安和王一楠基

于成就目标的四分观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分维度检验

了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专业承诺的预测力，结果发

现掌握趋近和成绩趋近目标定向可解释专业承诺

２１．９％的方差变异量［１８］。陈兴胜和郭远兵基于成就

目标的二分观通过调查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发现掌握

定向对学习承诺的三个维度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继

续承诺都有显著的正性预测作用［１９］。这些研究发现

也与本研究基本一致。总的来说，成就目标中的趋近

状态是一种有利于学习的积极趋向，能激起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大学生在为取得好成绩而掌握专业知

识的过程中，一方面能体会到专业知识所蕴含的趣

味性，另一方面能理解专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所起

的作用，因此更容易产生对所学专业的积极认同。

对所学专业承诺感的提高又会进一步促进其成就目

标中掌握趋近和成绩趋近倾向的进一步提升，这种

良性循环将有利于该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大学生专业承诺在成就目

标定向与学习投入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意

味着，专业承诺是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影响其学习投

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机制。大学生的成就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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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不但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其学习投入，而且可以通

过影响其专业承诺进而间接正向影响学习投入。专

业承诺的提升有利于增进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段陆

生等人的研究显示专业承诺对学习投入的正向影响

主要是通过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这两个维度实现

的［４］。这提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学习的情感承诺和

规范承诺的办法的成功实施最终会促进大学生的学

习投入。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知，引导大学生形成以

掌握趋近和成绩趋近为主的成就目标定向是提升大

学生专业承诺的重要途径。为此，高校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改革招生制度，扩大学生专业选择的自主

权；修订培养方案，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兴趣和发展需

要；开展职业生涯指导，帮助学生准确了解所学专业

的就业领域和发展前景；改革传统课堂教学方式，让

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充分发挥学生专业学习

的主动性。

五、结论

通过对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专业承诺与学习投

入状况进行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１）男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文科生学习投入显著高于理科生；大一学生学习投入

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而大四学生学习投入显著

高于大二和大三学生。

（２）掌握目标定向、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学习投
入呈显著正相关，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呈

显著负相关。

（３）大学生专业承诺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
入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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