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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检验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及自我效能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

用,依据自我效能感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广东省部分高校体育院系768名专项学生的学业成

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进行测量,运用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等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

与分析.结果显示:①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②学业成就动机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并且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间起完全中介

作用;③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维度的得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自我效能感得分不存在性别差异.男生

的学业成就动机得分高于女生,但男生的技术学习投入得分却低于女生;④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

投入的维度得分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的维度得分高于运动训练

专业学生,但其学业成就动机得分低于运动训练专业学生.认为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不是直接影响

其技术学习投入,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强化才会更稳定、持久地影响技术学习投入;树立目标、榜样和情感激

励、建立正确的归因方式、合理转换外部动机、优化动机结构以及积累成功体验等,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改善体育院

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上进心缺乏、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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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learningengagementoftechnicalstudentsinsportsacademy,andthemediatingeffectofself-effi-
cacybetweenthem.Accordingtothetheoryofself-efficacyandachievementmotivation,academicachieve-
mentmotivation,theself-efficacyandtechnicallearninginvestmentof768studentsinsportsacademiesof
someuniversitiesinGuangdongProvinceweremeasuredbyquestionnaire.Thesurveydatawerestatisti-
callyanalyzedbycorrelation,structuralequationmodelandbootstrap.Resultsshowthat:1)Therewasa
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amongacademicachievementmotivation,self-efficacyandtechnicallearning
engagement;2)AcademicachievementmotivationpositivelyaffectedSelf-efficacy,Self-efficacypositively
affectedtechnicallearningengagement,andself-efficacyplaysacompletemediatingeffectbetweenaca-
demicachievementmotivationandtechnicallearningengagement.Itisconcludedthattheacademica-
chievementmotivationofsportsAcademyTechnicalSubjectSpecialstudentsdoesnotnecessarilydirectly
affecttheirtechnicallearningengagement,butitcanmorestablyandlastinglyaffectthetechnicallearning
engagementthroughtheenhancementoftheirself-efficacy.Anditissuggestedthatsettinggoals,role
modelsandemotionalmotivation,establishingcorrectattributionmode,reasonablytransformingexternal
motivation,optimizingmotivationstructureandaccumulatingsuccessfulexperiencearehelpfultodirectly
orindirectlyimprovetheproblemssuchasinsufficientengagementintechnicallearning.
Keywords:academicachievementmotivation;self-efficacy;technicallearningengagement;sportsacademy

提高教育质量始终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过去,高校把学校的师资力量、科研成果、经费以

及教学规模作为大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忽视了大学生在高校教育的主体地位[1].已有研究发现,
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决定因素[2],对学习收获有较高的解释力[3],可以正向预测学业

成绩[4-5].
近年来,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受到重视,有研究[6]从影响学习投入的内外部因素予

以讨论,但涉及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专业认同和积极情绪等内部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还未获得充分关

注;有研究[7]发现内部因素中的学业成就动机是学习投入的基础.虽然国内外学者围绕学业成就动机对学

习投入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技术学习投入是学习投入概念的一个分支,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且关于学业成就动机与学习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直接探讨二者关系,对动机

和行为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的过程变量(如自我效能感)影响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尚未有研究在

一个完整的框架中对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三者关系加以考查.其次,已有研究多聚焦于

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学生,较少涉及以运动技能学习和训练为主的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第三,已有研究

侧重于对以学科为主的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探讨,忽视对以术科技能学习为主的体育院系学生的学习投入

研究.因此,以学科为主的大专院校、中小学学生的学习投入影响因素是否能解释以术科技能学习为主的

体育院系学生的学习投入影响关系,还有待验证.
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作为体育教学和训练人才的后备军,其大学期间的技术学习投入和学业质量势

必影响我国体育教学和训练的长足发展.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在4年的学习中有2~3年的专项技术学

习,学生容易产生目标模糊、学习动力和技术学习投入不足等棘手问题,影响体育教学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因此,本研究将影响学习投入的主要内部因素,即学业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考查体

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丰富和拓展学习投入的理论

和机制研究,为改善术科大学生自主学习水平、提高学习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学业成就动机与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指在学习过程中持续的认知状态和积极的情感投入,它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主要特征[8].
学习投入是有效衡量学业质量的观察指标,也是预测学业成就的重要变量[9].学业成就动机是学习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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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维度,是学习投入的预测变量和重要因素[10-11].
“成就需要”最早由 Murry提出[10],有学者把成就需要转化为成就动机,即努力追求卓越以达到更高

目标的内在动力和心理倾向.成就动机有2种倾向冲突,一是追求成功的意向,二是回避失败的意向[12].成
就动机作为内在驱动力对人类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0].学业成就动机是成就动机的子概念,指学生

在学业领域获得成功或取得成就的内在原动力,在行为上表现为学生对学业目标的刻意追求与努力[13].有
研究表明[14-16],不同学业成就动机的大学生在学习投入及其3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上的投入水平差

异显著,追求成功动机占主导的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避免失败动机占主体的大学生.此外,成就

动机对科研活动等需要进行学习投入的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能直接影响学生的投入状态并

最终影响学业成绩.个体的学业成就动机越高,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8].
综上所述,学业成就动机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业成绩,但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技术学习

投入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尚待研究.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正

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
1.2 学业成就动机与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在某一行动和任务执行之前对自己能否完成该任务和行动的主观判断,它往往被视

为人类重要的中介认知因素[17],不仅影响人的行为、思维和情感,还决定人有可能付出的努力和坚韧程度.
学业成就动机是成绩目标定向这一认知因素引入学习动机研究后产生的概念,是动机的重要分支之

一[18].有研究表明[19-20],不同的成就目标定向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自我效能感.学业成就动机与自我效能感

具有显著相关性,成功动机、合成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失败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

关[21-22],此结论在体育专业大学生学习中得到证实[23].还有研究指出,成就动机是学习行为的远端影响因

素,自我效能感是学习行为的近端影响因素[24].大学生较强的内生学习动机,使其体验到更多的学习成就

感和愉悦感,有助于形成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效能感[25].因此,成就动机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预测

作用[22].
目前,关于学业成就动机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较多,而关于学业成就动机对自我效能感影响作用

的实证研究较少.为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关系,本研究提出假设H2: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

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1.3 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

自我效能感对人类行为起着关键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方式[26].学业自我效能感

是自我效能感的分支概念,是个体对自身学习能力的肯定和认可,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情境中的具体应

用[27].关于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习投入的解释有以下2种:首先,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能够通过降低情绪将

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少从而增强学习投入.有研究表明[28],只要利用合适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就

能够有效地降低情绪低落带来的无助感,从而提高学习投入的效能.第二,人类自我系统中的自我反思能

力促进自我效能感提升,进而影响学习投入.Bandura[29]认为人类自我系统中有5种能力,自我反思是重要

和独特的能力之一,通过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参照思维评价个体获得的经验可以改变其想法和行为.自我效

能感不仅影响学生选择学习任务的性质,也影响其学习的努力性和坚持性,通过不断反思提高自我效能感

增强学习投入的力度.研究表明[9],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的各个维度高相关,且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

有正向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
1.4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学业成就动机通过哪些内部心理变量影响学习投入呢? 文献整理发现,自我效能感是值得考虑的中介

变量.成就动机理论者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成就动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30]甚至提出直接用自我

效能感代替成就动机解释人的成就需要行为.大量已有研究证实,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与学习行为

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如有研究表明[31],学业成就动机的个体内驱力通过自我效能感发挥耦合节点作用

影响个体外显的学习投入行为.同时,与学业成就动机密切关联的成就目标定向也可以通过情感或认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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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中介作用对学习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如:Elliott等[32]实验研究证明自我感知能力是成就目标定向对结

果变量产生影响的关键中介因素;姚景等[33]研究表明初中生成就目标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考试

焦虑情绪.另外,自我效能感被发现在某些认知或情感因素和学业成就之间中介效应显著.如:高校研究生

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拖延和时间管理倾向间中介作用显著[34];体育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成就动机

和心理求助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5].由此推断,自我效能感可能也是学业成就动机影响学习投入

的一个有效的中介认知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通过自我

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
综上所述,本研究根据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理论建构中介模型(图1),考查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

学业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图1 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关系模型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广州大学、肇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等高校的体育

教育和运动训练专业的专项学生共847名作为研究对象,运动项目涉及体操、羽毛球、足球、健美操、乒乓

球和篮球6个项目.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修订后的成就动机量表测量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该量表由叶仁敏等[36]编译,本研究将原量表内

容修订为技术学习情境,修订后的样题如“我在完成有难度的技术学习任务时,感到快乐”.量表共2个维

度,分别为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每个维度均为15道题目.量表采用5点记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计1
分;5表示完全符合,计5分;中间程度分别计2,3,4分.成就动机分数由追求成功的动机减去避免失败的

动机得分构成,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学业成就动机越高.内容效度根据单项与总和相关分析法统计每个题

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是否显著,检验修订后的题目是否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统计发现,所得题项单项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568~0.749之间(p<0.01),说明各题项得分与总

分的相关关系显著,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2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0.923和0.949,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x2/df=2.712,CFI=0.904,

TLI=0.904,RMSEA=0.08,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2.2 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修订后的自我效能感量表测量学业效能感.该量表由王才康等[37]编译,本研究将原量表内容修订

为技术学习情境,修订后的样题如“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决大多数技术学习的问题”.采用

内容效度检验修订后的题目是否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统计发现,所得题项单项得

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582~0.726之间(p<0.01),说明各题项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关系显著,修订后

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量表采用5点记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计1分;5表示完全符合,计5分;中

间程度的计分分别为2,3,4分.将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即为该维度总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

高.此量表只有一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5,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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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df=4.164,CFI=0.961,TLI=0.971,RMSEA=0.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2.3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修订后的学习投入量表测量学生的技术学习投入程度.该量表由方来坛等[38]编制,本研究将原量

表内容修订为技术学习情境,修订后的样题如“即使学习技术遇到困难,我也毫不气馁”.采用内容效度检

验修订后的题目是否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统计发现,所得题项单项得分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介于0.621~0.826之间(p<0.01),说明各题项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关系显著,修订后的量表具有

良好的内容效度.量表分3个维度,分别为活力(共6题)、奉献(共5题)和专注(共6题),采用5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计1分;5表示完全符合,计5分;中间程度的计分分别为2,3,4分.将各维度内所有题

目的得分相加,即为该维度总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学习投入的程度越高.量表在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维

度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4,0.817和0.863,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

x2/df=4.164,CFI=0.961,TLI=0.935,RMSEA=0.06,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在征得各学校管理者、辅导员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院(系)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当场填写问

卷并回收.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768份,其中:体育教育专业398人,运动训练专业370人;男

生388人,女生380人;大一学生231人,大二学生271人,大三学生266人.
采用SPSS24.0和AMOS24.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查学业成就动机、自

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在性别和专业上的差异;其次,除控制性别、年龄和专业等背景变量外,对主要

研究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计算;最后,采用AMOS24.0软件对本研究所构建的学业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

投入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只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通过匿名调查、部分题目反向计分的方式进行

一定的控制,同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6个,其

中第1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31.35%,少于40%的临界值[39],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学业成就动机维度下,学生在追求成功和回避失败2个因子上的平均分分别为3.625和

3.468,高于理论中值3分,表明学生对学业成就动机的评价趋向积极,但整体水平不高;技术学习投入维

度下,学生在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因子上的平均分分别为3.690,3.545和3.703,高于理论中值3分,表

明学生对技术学习投入的评价趋向正面,但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自我效能感维度平均分为3.658,表

明学生对完成技术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趋向正面.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学业成就动机

技术学习投入

自我效能感

追求成功 2 5 3.625 0.573
回避失败 1.53 4.87 3.468 0.625

活力 1.4 5 3.690 0.726
奉献 1 5 3.545 0.848
专注 1.23 5 3.703 0.770

自我效能感 1.15 5 3.658 0.738

  各研究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学业成就动机、技术学习投入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

著的中等正相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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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成就动机 自我效能感 技术学习投入

学业成就动机 1.00
自我效能感 0.358** 1.00

技术学习投入 0.263** 0.472** 1.00
均值 3.52 3.63 3.64

标准差 0.516 0.738 0.66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3.2 变量间差异分析

3.2.1 性别差异

比较3个变量的性别差异,t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在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这2个变

量上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业成就动机男生显著高于女生,技术学习投入女生显著高于

男生;在自我效能感维度上性别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性别差异性

变量 性别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学业成就动机

技术学习投入

自我效能感

男 388 3.628 0.492
女 380 3.398 0.533

男 388 3.536 0.688
女 380 3.866 0.553

男 388 3.658 0.670
女 380 3.661 0.860

3.516 0.001

-4.211 0.000

-0.028 0.979

3.2.2 专业差异

比较3个变量的专业差异性,t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专业的学生在学业

成就动机、技术学习投入和自我效能感3个变量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业成就动机方面,体

育教育专业的学生显著低于运动训练专业学生;技术学习投入和自我效能感维度方面,体育教育专业的学

生显著高于运动训练专业学生.
表4 专业差异性

变量 专业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p

学业成就动机

技术学习投入

自我效能感

体育教育专业 398 3.479 0.495
运动训练专业 370 3.661 0.528

体育教育专业 398 3.915 0.458
运动训练专业 370 3.224 0.709

体育教育专业 398 3.791 0.750
运动训练专业 370 3.450 0.672

-2.856 0.000

8.818 0.000

3.772 0.000

3.3 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3.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验证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逐步检验回

归系数法进行[40].首先,检验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模型数据拟合指数为:x2/df=
1.524,NFI=0.983,CFI=0.994,TLI=0.985,RMSEA=0.044,说明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学业

成就动机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β=0.49,p<0.001).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学业成就

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为潜变量,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和量表维度归属建立测量模型.
追求成功与合成成就动机2个观察变量构成学业成就动机;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观察变量构成技术学习

投入;自我效能感由6道题项构成作为观察变量.模型适配度分析结果为:x2/df=2.053,NFI=0.932,

CFI=0.963,GFI=0.946,AGFI=0.913,IFI=0.964,RFI=0.908,RMSEA=0.063,说明模型拟合

101第4期  成波锦,等: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指数良好.
图2为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其中学业成就动机显著正向

影响自我效能感(β=0.90,p<0.001),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β=0.47,p<0.001),而

学业成就动机到技术学习投入的路径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β=0.20,p>0.05).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图2 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3.3.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方法(抽样的次数设定为5000次)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利用重复

抽样法在原始数据(n=768)中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生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用第2.5百分位数和

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结果见表5.如果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

明中介效应存在;如果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是完全中介[41].由表5可知:学业成就动机

对技术学习投入的间接效应为0.260,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47,0.422]和
[0.135,0.197],说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存在;直接效应为0.129,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95%置

信区间分别为[-0.066,0.330]和[-0.066,0.331],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

和技术学习投入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5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点估计值 SE

Bootstrap5000timesCI
Bias-corrected

95%置信区间

Percentil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0.260 0.099 0.147 0.422 0.135 0.197
直接效应 0.129 0.102 -0.066 0.330 -0.066 0.331
总效应 0.389 0.068 0.185 0.572 0.324 0.639

4 讨论

本研究在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等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体育院(系)术科专项

学生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存在显著

正相关,简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当自我效能感变量

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后,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的直接影响作用变为不显著,研究假设 H1未得到验

证.中介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假设

H2,H3和 H4均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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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当学业自我效能感变量进入模型后,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对技术学习

投入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国内已有的大学生学习投入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33-35],出现这一结果可能的原

因.首先,技术学学习投入受多重因素影响.有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因素较复杂,其中先赋性

因素[42](智力、性别、家庭背景等)、院校环境因素[43](工作责任、课余活动和缺乏学习技能指导等)和认知

因素(期待、兴趣和意义感)以及个性心理特征[44](学习动机、择业动机)都是影响学习投入的重要前提,他

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对于以技能学习为主的体育院系专项学生,其学业成就动机不能直接

预测技术学习投入的程度,再次说明作用于学习投入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45].
其次,成就动机的二重结构造成对技术学习投入预测的不稳定性.成就动机水平由追求成功的动机和

避免失败的动机2部分构成,其差值得分越高表明成就动机越强[36].本研究显示,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

追求成功动机维度得分为3.625,避免失败维度得分为3.468,其差值较小,说明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

业成就动机总体水平并不高,处于既想成功又怕失败的矛盾境地,2种动机交织且相互抵消,成就表现的

降低势必影响技术学习投入预测的稳定性.
第三,技术学习投入受个体学习动机自主性程度的影响和制约.自我决定动机理论将个体动机分为无

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3种类型,其自主性程度逐渐递增,只有自主程度较高的学习动机才能引发高

绩效的学习效果.内部动机是个体为了寻求挑战、兴趣、投入和满足好奇心而参与学习活动的倾向,是自主

性程度最强的动机;而外部动机是个体为了获得奖励、他人认可、完成任务与他人竞争而参与学习活动的

倾向.根据自主性程度差异又将外部动机分为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4类.外在调节涉

及学习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惩罚等,内摄调节是为了维持自尊和避免内疚感等,这2类属于自主性程度

较弱的动机.而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与内部动机相似,属于自主性程度较高的外部动机[46].本研究发现,体

育院系专项学生个体动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自主程度的外部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呈现出不同强度

和方向的关系,这些都可能影响学业成就动机而无法有效预测技术学习投入水平.另外,自我决定动机理

论强调,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外部动机可以不断增强自主性程度,向高自

主性的内部动机转化,最终更有效地促进学习投入.有研究表明,国内大学生外部动机高于内部动机[47],
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动机表现同样呈现类似的趋势[48],即学生面临专项技术学习时,主要依赖训练、
比赛的驱动甚至是学校奖励、他人认可和考试成绩等外部动机支撑,逐渐丧失自我体验和评价能力,从而

削弱了个体的学习动机和信心,影响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至降低技术学习的投入.因此,教育者应因势

利导将学生的部分外部动机合理有效地转化为内部动机.
4.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专业等变量后,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不能直接影响技术学习

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二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并不直接

影响技术学习投入,而是通过个体自我效能感倾向影响技术学习投入.本研究发现,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

生成就动机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2,49].具有较高成就动机的术科专项学生为了

实现学业目标,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如增加练习时间,寻求教师、同学帮助等.通过这些措施,学生可以提

高专项技术的熟练性,建立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持有更高的自信度,从而付出更多的技术学习努力,
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50-51].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中介了学业成就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成就动机只是

一种主观愿望,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从愿望到付诸行动需要过程,依靠某种中介认知因素克服种种学习

障碍是实现主观愿望的关键[52],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稳定认知和评价[49];因此,成就动机通过

自我效能感这一认知变量的中介才能更稳定、更持久地影响技术学习投入.这拓展和深化了成就动机和自

我效能感之间影响关系的认识,有部分学者[31]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成就动机的前因变量,本研究表明,成就

动机也能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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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影响关系,具

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揭示了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三者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同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成就动机与技术学习投入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不仅深化了成就动机与自

我效能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对技术学习投入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成就动机对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

响作用,为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理论的扩展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同时,针对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成就动机不足、外部动机水平高于内部动机水

平[48]、缺乏上进心和自信心,以及技术学习投入欠佳等现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首先,树

立情感激励、目标激励和榜样激励,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提高学生在实现学习目标过程中的

自信心和内驱力.其次,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客观、正确的归因方式.将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努力,提高学生

的成就动机水平,消除无力感,增强自我效能感,促进学习成就感的提高.教师应避免个别学生失败动机的

极端表现———习得性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无论多么努力,注定都会失败.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成功机会,哪怕

是极小的成功,并及时给予反馈和有效的奖励,逐步提高学生成就动机.第三,内部和外部动机并非截然对

立.教师不仅应提高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内部动机和自主性程度较高的部分外部动机,还应合理利用学

生外部动机向内部动机转移的条件和时机,激发学生外部动机自主性程度的提升,从而促进技术学习投入.
第四,优化学生成就动机结构,凸显“竞争意识”和任务掌握型动机在学生自我效能感和成长性思维发展中

的积极作用.教学中,以任务掌握型学习动机为导向,开展技术学习竞赛并及时反馈,巩固和深化学生的认

知内驱力,提升自主性.第五,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追求成功动机和累积成功体验.个体多次成功经验的积累

会增强自我效能感,有利于建立专项技术学习的高度自信心,激发行为动机.教师应该区别对待学生成功

体验和竞争观教育上的性别差异,因材施教.男生倾向于以过往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自我进行评价,而女

生习惯于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因此,鼓励学生进行技术操作时,全面客观地评价个人表现,增强自我

的内、外调节能力,有助于提高不同性别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及可以改进的方向有3个:首先,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今后可考虑在技术学

习投入的测量指标上采用更多的学习行为指标,如技术学习投入的频次(周或月)、学习累计时长等.其次,
为了体现“技术学习”这一特殊情境,虽然在选择测量工具和“技术学习”方面予以考虑,如测量工具添加技

术学习情境,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被试要报告所学专业和专项名称,并自我报告技术学习投入情况,但是

如果能针对一个单纯的“专项技术学习”情境,如乒乓球、篮球或体操分专项对技术学习投入予以考查可能

更合理.最后,相较于学科学习,专项技术学习遵循技能形成的规律,如自我感知和实操性等.未来研究可

联合考查学习者个人特征与技术学习特点对技术学习行为的交互作用,以期建立惠及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化

自主的技术学习方式.

6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之间的影响关系.研
究表明:①学业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三者间存在显著正相关;②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

动机和技术学习投入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厘清了成就动机对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学习投入的影响作

用;③树立目标、榜样和情感激励,建立正确的归因方式,合理转换外部动机,优化动机结构以及积累成功

体验等,将有助于直接或间接改善体育院系术科专项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上进心、成就动机和技术

学习投入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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