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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级小学生学习动机的结构分析 

张 敏 

(上海市委党校学历教育部 ，上海，200233) 

雷开春 

(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上海 ，200436) 

王振 勇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518001) 

摘 要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 4～6年级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小学生学习动机包括 

回报动机、求知动机、交往趋利动机、利他动机、学业成就动机、生存动机 、实用动机七类。(2)男生在交往趋利动机 、生存 动机、 

实用动机上动机强度高于女生，重点和非重点小学学生在七种学习动机上差异不显著。(3)四、五年级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结 构 

差别不大，六年级小学生开始形成具有长远社会意义的自我实现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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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学习动机是激发并维持个体进行学习活动，导致其行为 

朝 向一定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过程或 内部 心理状 态⋯。学 

生的学习动机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 ，因而 

它历来是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 

近年来 ，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日益增多 ，但大多是介 

绍国外有关学 习动 机的理论 ，也 有一部 分经验探讨性 的研 

究[ 】。对于学习动机的结构问题 ，除有人 曾对大学生和高 

中生进行过探讨外[ ，目前国内尚无其他实证性研究。关 

于学习动机，有人按作用久暂将其分为间接的远景性学 习动 

机和直接的近景性学习动机 ，从来源出发又将之划分为内部 

动机和外部动机⋯ ；也有人按 学习动机作 用的主次不同，将 

其划分为主导性学 习动机和辅导性学习动机【1̈。包若维奇 

则把学习动机分为两大类 ，其中一类 与学习活动的内容和完 

成学习活动的过程有关系 ；另一类和儿童与周围更广泛的相 

互联系有关系[ 】。Biggs和 Moose将学习动机分为 四类 ：外 

部动机 ，指学生学习动机指 向“学 习结果带来什么”，不指 向 

学习过程，甚至也不指向学习结果本身 ；社会动机 ，学生学习 

的目的是为 了让 自己身边的某类重要人物 高兴 ，这时的学习 

不是指 向物质结果 ，而是指向一种人 际关 系或情感 的和谐 ； 

成就动机 ，学生可能因为期望或通过和其他 同学的竞争并击 

败对手来提高自我，因而重视学习的价值；内部动机，学生的 

学习可能仅仅是对学习任务或活动本身感兴趣，而不是 因学 

习之外 的其它东西_1引。还有学者将学习动机划分为认知的 

内驱力、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和附属的内驱力三部分【1引。以上 

有关学习动机的结论都是据 国外 的研究所得 。事实上 ，不少 

学者 的研究发现 ，动机并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1 J，不 同 

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对学 习动机的结构有着 

深刻的影响 ，中国学生的学 习动机有着 自己的特点。有鉴于 

此 ，本研究试图从具体的学习动机结构上对我国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进行初步分析。 

2 方法 

2．1 测试问卷的建立 

2．1．1 开放式调查 

采用开放式问卷，对山西 、贵州、云南 、四川I四所小学 中 

的 320名 4～6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307份 ， 

÷ 通讯作者 ：张敏。E—mail：zhangmin@sunlong．com 

其中男生 159份，女生 148份，然后对收集到的学习动机方式 

进行归纳和整理。 

2．1．2 专家访谈 

对四位教育心理学专家进行访谈 ，了解他们 对小学生学 

习动机的看法并征询他们的意见。 

2．1．3 文献综述 

广泛查阅有关学习动机的文献，参考各种已有的学习动 

机同卷或量表 。 

2．1．4 问卷题项的确立 

在开放式调查 、专家访谈及文献综述 的基础上 ，我们对 

所得到 的资料和信 息进行 了梳理 ，最终得到 49类 学习动机 

方式 ，制成封闭式的小学生学习动机同卷。该 问卷采用五级 

评分法记分 ，要求被试进行 自我评 定。其 中，“完全不符 合” 

记 5分 ，“比较不符合”记 4分 ，“不确定”记 3分 ，“比较符合” 

记 2分，“完全符合”记 1分。分值越小 ，动机强度越大 。 

2．2 学 习动机问卷的取样测定 

随机抽取重庆、开封 、海口及唐河地区九所小学 820名 4 
～ 6年级小学生作为被试 ，分别进行集中测试 ，剔除废卷后剩 

余有效问卷 725份，其中男生 358份 ，女生 367份；重点小学 

304份，非重点小学 421份；四年级 180份 ，五年级 412份 ，六 

年级 133份。 

2．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问卷分半信度为 0．8124，再铡信度为 0．7821，表明其具 

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在效度方面 ，由于缺乏有 效的效 

标 ，就邀请 四位教育心理学专家对 问卷进行 了效度评定。他 

们认为，该问卷基本上已涵盖了小学生学习动机的各个方 

面，能有效地对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进行测定 ，题项 代表性较 

强。可见 ，该 同卷具有较为理想 的内容效度 。 

3 结果与分析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份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 对问卷 的 49个项 目 

进行一阶因素分析，抽取 出特征值 大于 1的 7个 因素，可解 

释总方差的 54．9％。但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一阶因素分析的 

结果有一定缺陷 ，这表现在有 6个项 目在 7个 因素上 的载荷 

量均小于 0 50，无法判定它们归于哪个 因素。为解决这一问 

题．继续进行二阶因素分析，方法是 ：把因素分析时生成的 7 

个 因素变量与这 6个项 目放在一起进行第二次主因素提取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84 

结果发现小学生的学习动机仍保持 7个 因素未变 ，但 一阶因 

素分析时载荷小于 0．50的 6个项 目在各 因素 的分布中发生 

了明显变化，该 6项重新分配到 7个新的因素中，使 7个因素 

的累积贡献率提高到 76 8％。根据因素贡献率的大小．我们 

对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进行了划分并加以命名，结果见表 l： 

表 1 小学生学习动机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名称 回报动机 求知动机 交往趋利动机 利他动机 学业成就动机 生存动机 实用动机 

因素负荷范围 0．5448～0．7536 0．4535—0．7062 0．4285—0．7642 0．5330—0．5992 0．3941—0．7197 0．5284—0．7520 0．5417—0．6387 

解释方差 19．3％ 15．5％ 11．2％ 9．1％ 7 9％ 7．2％ 6 7％ 

因素 1回报动机：学习的动力来 自于个体潜在的回报心 

理 ，如对得起父母 的学费 ，对得起老师 的期望 ，为父母 、老师 、 

亲戚朋友争气等。 

因素 2求知动机 ：学习的 目的仅在于对知识或学习活动 

本身感兴趣 ，不存在其它 的出发 点 ，如学到新东西 、新知识 ， 

懂得道理 ，一天 比一天进步，成为科学家 、工程师等。 

因素 3交往趋利动机 ：个体 在学习过程 中能满足自己交 

往的需要并获取各种物质、精神 上的满足 ，这些满足成为他 

(她 )学习的主要动力 ，如能认识许多朋友 ．可 以和别的 同学 

一 起玩 ，学习好，别的同学会羡慕我 ，能得到老师、父母 、亲戚 

朋友的表扬 ，学 习是 为 了得 到老师 、父母 的物 质奖励 ，成绩 

好 ，父母会带我出去旅行等。 

因素 4利他动机 ：学习的 目的在于能为其他人带来一定 

的好处 ，如减轻父母 的负担 ，帮助别的孩子更好地念书，让人 

高自我，获得与众 不同的社会地位 ，如超过 别人 ，比别人强， 

成为三好生 ，成为班上的尖子生，考出好成绩等。 

因素 6生存动机 ：学习的 目的是 为了今 后更好的生活 ， 

如找到一份好工作，不让别人欺负等。 

因素 7实用动机 ：学习的动力来 自于它能为个体 的 日常 

生活带来一定的便 利，如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避 免 自己上 当 

受骗等 。 

从表 1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小学 生的学习动机以回报动 

机、求知动机、交往趋利动机为主 ，表明其 内在 的学习动机还 

很弱 ，近景的外部学习动机起着主导作用。 

3．2 七种学习动机的性别、学校差异 

由表 2可知 ，男女生在交往趋利动机、生存动机、实用 动 

机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女生 的均数显著大于男 生，表明男 

生有更强的交往趋利动机、生存动机及实用动机。重点小学 

民过上好 日子等。 和非重点小学的学生在各因素上无显著的差异，表 明不同学 

因素 5学业成就动机：个体渴望通过学 习上的竞争来提 校的学生在各种学习动机强度上相差无几。 

表 2 不同性别、学校的均数检验结果 

注： 声<0．05* P<0．O1 

3．3 不同年级小学生学习动机结构 的变化 成份法及最大方差旋转抽取因素后 ，分别得 出不同年级小学 

根据特征值检验 结果及 总体学 习动机 的结构 ，我们对 生的学习动机结构，结果见表 3： 

四、五、六年级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结 构选择 了七因素解 ，用主 

表 3 不同年级小学生学习动机因素分析结果 

由表 3可知 ，四年级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可解释总方差的 6O．3％，主要表现为交往趋利一求知动机 、回报动机 、利他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张敏等：4～6年级小学生学习动机的结构分析 l85 

机和学业成就动机 ，外部学 习动机 占据着 主导地 位；五年级 

小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解释总方差的 49．3％，主要表现为交往 

趋利动机 、求知动机 、回报动机和学业成就动机，外部学习动 

机仍 占据着主导地位 ；六年级小学生 的学习动机可解释总方 

差的 64，2％，主要表现为交往趋利 一求知动机、回报动机 、自 

我实现动机和实用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学 习动机仍为外部动 

机。与其它两个年级相比，六年级小学生学习动机的最大特 

点是把 自我实现动机作为一种单独的学习动机表现出来 ，表 

明小学生具有长远社会意义的学习动机正在逐步形成。 

4 讨论 

追溯以往关 于学习动机的研究，从学习动机的指向性可 

将学习动机划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 ；按个体卷入任务的 

程度 ，可将其划分为外部动机 、社会动机 、成就动机和 内部动 

机四类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小学生存在七种学习动机，即 

回报动机、求知动机、交 往趋利动机、利他动机、学业成就动 

机 、生存动机 、实用动机。我们知道 ，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是 

两个外延相当广泛的概念，它们基本上包括 了学习动机 的各 

个方面，本研究得 出 的七 种动机 中，回报动机、交往 趋利动 

机 、利他动机 、生存动机 、实用动机可归于外部动机 ，求知动 

机及学业成就动机则可归为内部动机。由此 可以看 出本研 

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有一致之处 ，但我们对其进行了进一步 

的分类和完善。本次结果与 Biggs和 Moose划分的学习动机 

类型[13】存在不同之处 ，本研究分析出的小学生学习动机存在 

一 定的交往动机、利他动机、生存动机，它们在小学生中广泛 

存在且对学生学 习有着一定 的影响 ，但 Biggs和 Moose有关 

学习动机的划分对之阐述甚少。与认知 、自我提高和附属三 

种内驱力的划分相 比，显然它们在类别、数 目和主导性上都 

很不一致 。可见，在 不同文 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学 生的学 

习动机既有类似之处 ，又有很大的差异。 

表 2的结果表明 ，学习动机 中的交往趋利动机 、生存动 

机和实用动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 ，男生在三种学习动机上 

强度都高于女生。小学时期是儿童获得社会 自我的时期 ，在 

这一阶段 ，儿童显著地受 到社会文化 的影 响，是学习社会角 

色最重要的时期。由于社会对男女性别有不 同的评价和待 

遇，致使男女生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形成 了不 同的性别认 

同角色 ，它极大地影 响着学 生的学 习动机 水平 ，导致男生在 

学习中更重视与同伴的交往 ，追求老师 和父母 的表扬 ，极力 

逃避来 自于外界的各种消极的惩罚；重视对 自己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克服依 赖性，重视对个人 和社会 利益 

的追求，希望通过学习解决自己今后的生计问题，而女生则 

相对较弱。 

表 3的结果表明，不同年级小学 生的学习动机在整体结 

构上相似，仅存在因素顺序上 的差别 。三个年级相比，四、五 

年级小学生的学 习动机结构基本上没有差别 ，但四年级儿童 

的利他动机强度较大，这可能缘于四年级的小学生更易受老 

师的影响 ，该动机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儿童 自身 的认识。六 

年级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结构 与前两个年级相 比则有着一定 

的差别 ，主要体现在 自我实现动机和实用动机上 。小学六年 

级是儿童自我意识发展 的上升时期，随着儿童抽象逻辑思维 

的逐渐发展和辩证思维 的初步发展．小学儿童的自我意识更 

加深刻 ．他们摆脱了对外部控制的依赖 ．逐渐 发展 了内化 的 

行为准则来调节 、控制 自己的行为Ll 。这时，儿童能够 比较 

客观地认识社会．考 虑 自己的行为后果 ．既注重 眼前 的实 用 

价值，又开始确立 长远 的 目标 ，将 自己的学 习与社 会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从 而 出现 了具 有长远社 会意义 的 自我实现 动 

机 。 

此外 ，从本次结果 中还 可以看 出，在 小学生 的学习动机 

中，外部学习动机始终 占据 着主导地 位，内部学 习动机还处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并且具有长远社会意义的 自我实现动 

机正经历着从无到有 的过程。这 主要 与儿童 自我 意识的发 

展阶段以及学习环境的特点有关 。这也提示我们 ，在培养与 

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动机时应充分考虑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 

因“时”制宜。一方面 ，小学生的学习动机 以外部动机 为主， 

这就促使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应 大量地采用合理奖赏、及时反 

馈 、适度竞争等教育方式 ，激发其学习动机 ；另一方面 ，我们 

也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从学生 的需要 、好奇心 、求知欲 、兴 

趣等方面出发 ，通过 自我调节 、自我激励 、培养 主体 意识 ，发 

挥主体作用等方式 ，促使其学习动机 由外部动机向内部动机 

转化。 

5 结论 

5．1 小学生学习动机主要包括回报动机 、求 知动机 、交往趋 

利动机 、利他动机 、学业成就动机、生存动机 、实用动机七类。 

5．2 男生在交往趋利动机、生存动 机、实用动机上动机强度 

高于女生，重点和非重点小学学生在七种学习动机上差异不 

显著。 

5，3 四、五年级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结构差别不大 ，六年级小 

学生开始形成具有长远社会意义的自我实现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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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部队心理测量使用。这与以上国外相关研究 存在分 

歧 ．我们认为这与文化 背景、语言类 别、量表长 度等 因素有 

关 

在应用心理测量前，针对被试的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 的选 

项类型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实验调查中 ，我们 只对 

士兵的情况进行 了分析，但是这项尝试性的研 究为分析其他 

类型被试对语义量词的区分情况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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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ulti-grade Qualifiers’Adaptation to Psychological Testing 
Li Yahong，Hu Wendong，Xu Zhipeng 

(Military Medieial Psychologieal Institute，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710032)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optimal rating numbers of qualifiers in psychological testing
． A concise 

questionnaire to comprehend semantic qualifiers was designed and employed in our experiment．180 private soldi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They was requested to designate values for intervals and points．Fuzziness-grade was analyzed in different rating qualifiers
．Our 

results were that 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values designated for intervals and 95％，99％ Co idence Interval 

(CI)．2)The sequences of qualifier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natural language．But the interval designating value between 

qualifiers was incompletely isometric．3)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uzziness—grades between three points and six to seve]I1 

po ints qualifiers．I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ere were high fuzziness-grades in six and seven points qualifiers
． It was concluded  tha t they 

did not adapt to psychological tes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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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Grades 4--6 Pupils’Learning Motivation 

Zhang M in Lei Kaichun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of CCP，Shanghai，200233)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l，200436) 

Wang Zheny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Shenzhen，518001) 

Abstract By employ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tructure of grades 4～ 6 pupils’learning motivation
． 

The study showed：(1)pupils’learning motivation consisted of repaying motivation，knowledge—seeking motivation．associatioI1． 

benefit—seeking motivation，altruistic motivation．1earn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living motivation and practicability motivation
． 

(2)Schoolboys’motivation was obviously stronger than schoolgirls’in terms of association—benefit—seeking motivation．riving 

motivation and practicability motiva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upils from key schools and those from non．key 

schools．(3)Grade 4 and grade 5 pupils had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ir structure of learning motivation．And during grade 6．pupils 

began to form self—realizing motivation with long-reaching soci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pupil，study motivation，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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