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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习动机是激发和维持学习的基本动力，在学

生学习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被西方研究者认

为是决定学生学习成败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

代末，Uguroglu和Walberg综合分析了232个学习动

机和学业成就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其中 99.98%

的结果为正，平均相关系数为0.338。[1]近年来，大

型国际测试项目，如，PISA和TIMSS的研究报告也

都支持了类似的结论，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表明学

习动机与学业表现呈正向联系。[2]学习的发生可能

受到内部心理力量的制约，也可能受到外部情境与

事物的影响。近代教育心理学将学习动机分为内部

动机和外部动机，其中内部动机是由学习活动本身

的价值及意义所引发的动机，学生努力学习是出于

兴趣和活动带来的乐趣；外部动机是由学习活动之

外所产生的后果而引起的动机，学生努力学习是为

了获得认可、表扬和取得好成绩等。著名教学心理

学家布鲁纳和奥苏贝尔都非常重视内部动机的作用，

认为学生的主动学习主要受到内部动机的驱使，内

部动机对学习的积极作用是持久和稳定的，同时也

不否认外部动机对学生学习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尽管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结果都显

示内部动机对学生学习有积极作用[3]，同时，具有

更高内部动机的学生往往在学业成就[4]、智力和意

志力[5]等方面也都有更好的表现；但与之不同的

是，外部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作用并不清晰。有

研究发现外部动机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立见成效，有

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影响的深度解析*

——基于大规模学生调查的实证研究

郭 衎 曹一鸣

[摘 要]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关于学习动机和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教

育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但量化研究中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影响结果的不稳定性也常常令理论研究者和

一线教师困惑。基于我国东部某省的25，000多名8年级学生的调查，分析学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对

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的内部动机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更大，性别、家庭结构和地域性质

对学习动机的调节作用有限，但随着学生内部动机的增强，外部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会逐步由积极

转变为消极。

[关键词]学业成就；学习动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

[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9）03-0062-06



E D U C A T I O N A L S C I E N C E R E S E A R C H 63

课程与教学

研究发现其与学业表现无关，但也有研究发现其存

在消极作用。[6]-[8]有研究者尝试解释这些不一致的

结果的由来，假设某些人口学因素 （如性别、年

龄、年级、地域等）可能会调节学习动机对学生学

业成就的影响。但元分析研究或国际比较研究中仅

发现年级因素和文化差异的效应较为显著和稳定，[9]

包括性别、城乡因素，甚至动机的调查和学业成就

测试的方式，都无法很好地问答这一问题，学习动

机影响差异化的来源仍然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

心的话题。

具体分析已知的解释变量可以发现一定的共

性：文化圈可以解释学习动机影响的差异，而非城

市、农村这类地域指标；年级的变化不会带来学生

性别或地域的变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身心

会走向成熟。这揭示了一种由关注学生外部差异转

向关注学生学习内在因素的思路，而最为直观有效

的方式就是尝试从学习动机内部寻找答案。事实上，

学界对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

议。如，传统二元对立的观点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

动机相互对抗；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

动机是连续体的两极，可以相互转化；也有研究者

发现两者可以并存，共同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动。[10]

本研究并非意在厘清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本身

的关系，而是探索它们实际在影响学生学习时，其

中一者是否会受到另外一者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本研究以学生的数学学习为例，分析学习

动机对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同时考察学习动机是

否对不同学生群体 （性别、家庭结构、地域性质）

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探究内部

动机是否对外部动机具有调节作用，即对于不同内

部动机水平的学生，外部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是

否存在差异。研究假设是：内部动机对学生的学业

成就有积极影响，同时内部动机也能够调节外部动

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与改进提升”项目对我

国东部某省内501所中学的8年级学生进行抽样调

查，研究对象来自该省的 11 个地市和 90 个区县，

涵盖该省下辖全部行政区域。经数据清理后，有效

的学生样本为25，029人，每所学校至少20人，大

部分学校为50人左右。学生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

（二）测试工具

1. 学生数学测试

学生数学学业成就测试形式为纸笔测试，测试

时间为100分钟，主要从内容和能力两个维度全面

考查课程标准所要求8年级学生应当掌握的数与代

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和综合与实践等内容

及其应当达到的能力水平。

测试结果分析采用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

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简 称 IRT） 结 合 的 方

法。试题难度分布合理，符合测试的性质和目标；

试题区分度大部分位于0.4以上，对测试学生的能

力有所区分；题册信度均在0.85以上，保证了测量

科学可信。

2. 学生调查问卷

学生问卷使用5点计分，让学生对每项表述从

“不同意”到“同意”进行选择，并使用 IRT计算

合成相应变量的分值。其中，有4道题调查学生的

内部动机：我喜欢学习新知识；学习本身是一件有

趣的事情；我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学会思

考，掌握知识；我乐于尝试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比如科技小制作、科学实验、课堂展示等。有4道

题调查学生的外部动机：只有获得好成绩才能得到

学生样本基本信息 表1

基本信息

性别

家庭结构

地域性质

男

女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单亲家庭

非单亲家庭

城市

县城

乡镇农村

比例（%）

52.6

47.4

53.2

46.8

6.6

93.4

20.6

32.9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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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父母的表扬；努力学习是为了获得好成绩；

任何一门课程，无论喜欢与否，我都要争取好名

次；我经常想在和同学的学习竞争中获胜。

学生的学习动机调查问卷是项目中学生问卷的

一部分，学生问卷经过领域内专家内容审查、小规

模学生试测、信度和结构效度检验等，保证了调查

问卷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分析方法

学生数学测试成绩和学习动机值均基于单参数

Rasch 模型并使用 ConQuest 软件分析得到。[11]首先

使用SPSS软件分析了不同性别、家庭结构和地域

性质的学生群体间的学习动机差异；然后对学生学

习动机和数学学业成就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研究学习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习的影响；最后通过内

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交互作用分析，进一步探索在

不同内部动机水平上外部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习的影

响变化。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地域性质为三分类

无序变量，因此，将地域性质重新编码为两个哑变

量 （dummy variable） 纳入回归分析中使用，得到

的两个哑变量分别为是否为城市、是否为农村。

三、分析结果

（一）学习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

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其数学学业成就的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其数学学

业成就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内部动机和学生数

学学业成就为中等强度相关 （r=0.218，p<0.01），

外部动机与数学学业成就的相关系数仅为 0.074，

效应较小，几乎不具有实际意义。此外，外部动机

和内部动机之间的相关较弱 （r<0.1），同样也说明

了学生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是从关联性上来看比

较独立的心理因素，即很难通过加强外部动机来促

进学生的内部动机。

控制学生的基本信息，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

根据表3中模型2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学

生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学习动机可以再解释学生数

学学业成就变异的4.1%，和学生基本信息的共同

解释率为12.2%。此外，内部动机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大于外部动机，即说明内部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业

成就的影响更大，这与相关分析的结论一致。

（二）学习动机对不同群体学生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学生的基本人口学变量（性别、家

庭结构、地域性质）是否能够调节学习动机对其数

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即学习动机对不同群体学生的

学业成就影响模式是否存在差异。如表4所示，交

互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学生性别对内部动机和外部

动机的调节作用都显著，家庭结构对外部动机的调

节作用显著，地域性质和学习动机的交互作用都不

学习动机与数学学业成就的相关分析 表2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数学学业成就

0.218**

0.074**

内部动机

-

0.098**

外部动机

-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侧）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学习动机预测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层次回归模型 表3

模型1

模型2

因素

性别

单亲家庭

独生子女

是否为城市

是否为农村

性别

单亲家庭

独生子女

是否为城市

是否为农村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回归系数

8.730***

19.363***

-19.089***

15.189***

-32.512***

5.553***

17.042***

-17.945***

15.196***

-30.875***

23.385***

10.331***

标准化回归

系数

0.052***

0.058***

-0.114***

0.073***

-0.193***

0.033***

0.051***

-0.107***

0.073***

-0.184***

0.194***

0.047***

Δ R 2

0.081***

0.041***

注：*** 表示p<0.001。

学习动机和学生人口学变量的交互作用分析 表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包含的
主效应

性别、家庭结
构、地域性质、
内部动机、外部

动机

交互作用

学生性别×内部动机

学生性别×外部动机

单亲家庭×内部动机

单亲家庭×外部动机

独生子女×内部动机

独生子女×外部动机

地域性质×内部动机

地域性质×外部动机

F值

22.026

10.372

0.482

5.176

0.106

8.137

0.858

2.755

p值

<0.001

0.001

0.487

0.023

0.745

0.004

0.424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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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但计算8个交互作用模型的η 2后发现均小

于0.01，所有交互作用的效应均很弱，通过观察图1

所列出的不同群体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数学学业成就

的相关系数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得出此结论。

如图1所示，学生学习动机和数学学业成就的

相关系数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

不同地域性质的学生之间的差异都比较小，即学生

基本人口学变量对学习动机的调节作用实际效果都

很小。具体来说，相对较大的调节作用出现在不同

性别之间。计算可知，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学业

成就的相关系数在男女生之间的差异仅为0.067和

0.068，实际效应微弱，几乎可以忽略。

（三）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交互作用

采用交互作用分析，进一步探索学生学习动机

内部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当学生

的内部动机处于不同水平时，其外部动机对数学学

业成就的影响大小也存在差异。为了更加直观形象

地展示这种交互作用，将样本学生的内部动机从低

到高划分为10个水平作为横坐标，以每个划分下

学生的外部动机和数学学业成就的相关系数为纵坐

标，进行描点作图，若相关关系显著则用实点表

示，得到图2。

可以发现，当学生的内部动机处于低水平时

（最左侧的10%点），外部动机和学生数学学业成就

的关联性最强 （r=0.332，p<0.01）；随着学生内部

动机水平的提升，外部动机和其数学学业成就的相

关系数逐步降低；当学生的内部动机水平达到前

20%时，外部动机和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甚至呈现出

负向相关关系；内部动机达到最高水平时，外部动

机的消极影响最强（r=-0.166，p<0.01）。

所以，当学生没有较强的内部学习动机时，则

外部动机（如父母的鼓励、教师的表扬、竞争的奖

励）可以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业成就；但倘若学生已

有较高的内部学习动机时，过高的外部动机反而不

利于学生的数学学习，对学业成就产生消极影响。

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外部动机对全体样

本学生的数学学业成就影响较弱的原因。因为外部

动机对不同特定心理因素的学生的影响模式不同，

甚至相反，故在整体上的影响就有所削弱。

四、结果讨论

（一）内部动机对数学学习有积极作用，外部

动机影响较小

综合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学

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对其学业成就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而外部动机的影响较小。从表2的相关系数可

以看出，内部动机和学生学业成就的关联大于外部

动机，且外部动机的相关系数小于0.1，这种影响

本身的实际意义较小。同样，在表3回归分析的结

果中，外部动机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约为内部动机的

五分之一。总体来说，内部动机对学生学业成就的

影响大于外部动机。该发现与国内样本已有的量化

图1 不同群体学生学习动机与数学学业成就

的相关系数

学习动机内部的交互作用分析 表5

模型包含的主效应

性别、家庭结构、地域
性质、内部动机、外部

动机

交互作用

外部动机×内部动机

F值

377.150

p值

<0.001

图2 学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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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刘加霞、王振宇和甘诺等

人在调查研究中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内部动机与学业

成就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学业成就呈显著的负相

关的结果。[12]此外，本研究表明外部动机和内部动

机的关联较小 （r=0.098，p<0.01），说明学生的外

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相互比较独立，即无法通过加强

外部动机的方法直接促进学生内部动机的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学生的考试升学压力大、竞争

激烈，甚至有外媒宣称中国高考是世界上“压力最

大的考试”。而本研究的结果则说明，在学生的学

习活动中，应当更加注重对学生内部动机的培养，[13]

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积极的学习目的和培

养解决挑战性任务的愿望，弱化成绩、名次、竞争

等外部刺激的作用。

（二）学生性别、家庭结构、地域性质的调节

作用有限

学生背景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不容忽

视，[14]但数据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内部动机、地

域性质对内外部动机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尽管在

本研究大样本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了学生性别和内外

部动机、家庭结构和外部动机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

意义上显著，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不同群体间相关系

数的差异，可以发现这种交互作用的实际效应十分

微弱。所以，学生的人口学变量对学习动机影响学

业成就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

机的交互作用不同，不同学生群体间学习动机和学

业成就的相关系数差异的效应量 ①① 仅为 0.070、

0.068、0.040、0.053，而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交

互作用中相关系数差异的效应量可以达到 0.512，

和前者相差一个数量级。

在学生的人口学变量中，相对而言性别因素的

调节作用较大，表明学习动机对男生的数学学业成

就影响更大。根据已有研究的结论可知，中国家长

对男生的学业要求更为严格，女生家长对其学业表

现的愉悦程度明显高于男生家长，同时认为男生是

为了避免家长失望才努力学习。[15]因此，有理由相

信，男生的学业成就表现更容易受到学习动机影

响，特别是外部动机的影响。

（三）学生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存在交互作用

学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交互作用是本研究

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发现，有别于已有研究对内部动

机和外部动机本身关系的讨论，如，外部动机削弱

还是促进内部动机，本研究重点关注在影响学生学

业成就时，其中一者的影响模式是否会受到另一者

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当学生的内部动机处于不同

水平时，其外部动机对学业成就有不同的影响模

式。随着学生内部动机水平的提高，外部动机和学

生学业成就的关联逐渐变弱，直至出现负相关。值

得一提的是，该交互作用下相关系数差异的效应量

可达到0.512，而在已有研究中发现的能够调节学

习动机作用的年级变量的最大效应也仅为0.402，[16]

所以即使摒除样本量大的因素，本研究分析得到

的内部动机对外部动机的调节作用都是一个十分可

观的发现。

其实，这种交互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

有量化研究呈现的外部动机对学生学习影响结果不

一致的情况。总体上，内部动机的效应大于外部动

机，只有当学生的内部动机较弱时，外部动机才能

产生积极作用，而当学生的内部动机较强时，外部

动机和学生的学业成就呈负相关。同时该结论也为

学习动机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刻画，当学

生已经具备较高的学习动机时，教师或家长就不应

再施加有关成绩和名次的外部奖励或竞争，因为此

时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此外，

也有研究表明，外部奖励和刺激可能会削弱学生的

内部动机，[17]导致学生减少学习投入，造成学业成

就的下降。

五、结论启示

综上所述，就学习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

影响而言，内部动机的作用大于外部动机，外部动

机的作用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实际效应微

①此处效应量的计算方法：q=|z1-z2|，其中z=
1
2 ln1 + r

1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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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学生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家庭结构、地

域性质，对学习动机影响学业成就的调节作用有

限。研究还发现内部动机对外部动机影响学业成就

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当学生内部动机处于不同水

平时，外部动机对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差

异。随着内部动机的提升，外部动机对学生学业成

就的作用会由积极转向消极。

学生的内部动机会随着年级的增长稳步提升，[18]

所以对高年级的学生就不能施加过强的外部刺激以

催化其外部动机，甚至应适当降低外部动机。这对

我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

几乎每年都有因升学压力过大而自残、因高考失利

而轻生的学生。我国中学生尤其是高学段的学生，

普遍不缺乏因竞争、排名和选拔压力而带来的外部

动机，甚至具有较强外部动机。结合已有研究和本

研究的发现可以合理推测，高年级学生在高内部动

机和高外部动机的双重压力下，不但可能会遭受身

心健康的伤害，而且此时的外部动机还会对学业成

就起到消极作用，使学生无法获得高学习成绩的

“回报”。因此，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关注学生内

部学习动机的培养与维持，同时也应重视内部动机

和外部动机的互动关系。当学生的内部动机较低

时，适当的外部刺激会激励学生学习；但倘若学生

已经具有较强的内部动机，过度的竞争压力反而会

对学生学习产生消极影响，应适当降低学生的外

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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