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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动机是指对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工作

或活动，个人愿意去做，并力求成功的一种内在推

动力量。国内关于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实证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成就动机的比较研究，诸

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的个体成就动机

比较，优生与差生成就动机比较，不同家庭环境、教

育方式的学生成就动机比较等等。二是成就动机

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外部因素，诸如家庭、社会

的情境对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个体的内部因素，

如性格、归因等对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三是提高

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的干预实验，大多数学者都是

通过改变归因这一过程来达到干预学生成就动机

的目的。

国内对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实证研究较多，对少

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研究现状如何？笔者就少

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研究意义、现状等作如下综

述。

一 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的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中坚力量，受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围和环境的影

响，这些大学生是一个特殊重要的群体。调查和了

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中及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方

面,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成绩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就动机高的学生在学

校里更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成功诱发了获取更多

成功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又促使更多的成功得以产

生。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成就动机与

大学生自觉性、坚持性人格品质相关[1]，因而会对学

业成绩有积极影响 。

（二）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以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成就动机与自

信相关显著。以成就动机为因变量，以自信各分量

表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学业表现、社

会相互作用对成就动机具有较强的预测效果[2]。追

求成功的动机与自信诸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而避免

失败的动机与自信诸维度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自

信对个体成就动机有明显影响，而整体自信和学业

自信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此外，身体自信对成

就动机亦产生间接影响[3]。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

自信，增强成就动机，可以使大学生更好地奉献社

会，享受生活。

在成就动机和人格的关系中，研究者主要借助

大五人格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其中公正严谨性、外

向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与自我取向成就动机有较高

的正相关，神经质则与之有较高的负相关；神经质、

外向性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有比较高的正相关，开

放性、愉悦性则与之有显著的负相关；在人格因素

对成就动机的回归分析中，公正严谨性、开放性、外

向性可以为自我取向成就动机提供很好的预测，神

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公正严谨性则能够为社会取

向成就动机提供很好的预测[4]。

研究普遍认为，大学生在自我取向成就动机上

得分非常显著地高于社会取向上的平均得分。研

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越强，对其心

理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越大，而较强的自我取向成

就动机有利于维护心理健康[5]。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职业决策

成就动机和大学生职业决策和职业心理之间

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成就目标

和成就动机对职业心理的影响大于职业心理对成

就目标和成就动机的影响，同时掌握目标倾向对职

业信念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抱负、坚持性和冒险性

对职业抉择、职业信念有显著影响作用。追求成功

的成就动机与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倾向性之间存在

正相关，避免失败的成就动机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倾

向性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二者都没有达到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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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因而，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进行目标干

预，转变大学生成就目标倾向，提高大学生成就动

机，能够促进大学生职业信念和抉择的改善[6]。

二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的研究现状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研究现状

赵德肃，吴俊华通过对贵州教育学院268名成

人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在避免失败动

机（Maf）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少

数民族要略低于汉族；而在追求成功动机（Ms）和合

成动机（Ma）上，民族间不存在显著差异[7]。

张 兴 贵 自 编 了 涵 盖 社 会 取 向 成 就 动 机

（SOAM）、个我取向成就动机（IOAM）、坚持性、焦虑

性、竞争挑战性在内的成就动机问卷，对150名大学

生的测查结果表明，我国当代各民族大学生均表现

出鲜明的个我取向成就动机[8]。

张兴贵以余安邦、杨国枢的成就动机理论为构

架，探讨不同民族、性别、生态环境中大学生成就动

机取向的特点，并就文化背景对个体成就动机取向

的影响做以初步分析表明，我国当代大学生，无论

汉藏回维族均以自我取向成就动机为主，自我取向

成就动机分数明显高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两类动

机的差异非常显著。该研究同样证实了，汉藏回维

族大学生均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取向成就动机[9]。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其所处的教育环境、经济

水平、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状况的差异，造成学生

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素质等方面与一般大

学生差别较大。据已有的研究表明，性别、年级、学

习情境、文化背景、时间管理方式，都可能对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成就动机产生影响，下面就一一介绍。

1、性别

王洪礼等人运用成就动机问卷和投射测验研

究了12种447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就动机与成

功恐惧。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男大学生的成就动机

总分显著强于少数民族女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

显著强于少数民族女大学生；而避免失败的动机显

著弱于少数民族女大学生[10]。

张兴贵研究了成就动机的性别差异，其研究结

果显示，除汉族女性的SOAM明显高于男性外，维藏

族在SOAM和IOAM上均无明显性别差异。

赵德肃，吴俊华的研究发现：在避免失败动机

（Maf）上，男性与女性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要

略低于女性；而在追求成功动机（Ms）和合成动机

（Ma）上两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张兴贵对150名维藏汉回族大学生的测查结果

表明：在成就动机要素上，维族学生的IOAM得分高

于汉藏学生，竞争性得分显著高于藏族学生；汉族

的成功焦虑性显著高于回族；在坚持性和SOAM上

各民族学生无显著差异。就成就动机的性差看，除

汉族女性的SOAM明显高于男性外，回维藏族在成

就动机取向上均无显著差异。

2、年级

赵德肃、吴俊华的研究表明，在避免失败动机

（Maf）、追求成功动机（Ms）和合成动机（Ma）上年级

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其他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

的影响因素时，未考虑年级可能对其成就动机产生

的影响。

3、学习情境

王洪礼等人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文、理科大

学生的成就动机、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

机无显著差异。

而其他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

的影响因素时，未考虑学习情境可能对其成就动机

产生的影响。

4、文化背景

王洪礼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与城镇学生在成

就动机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张兴贵自编了涵盖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个我

取向成就动机、坚持性、焦虑性、竞争挑战性在内的

成就动机问卷，对150名大学生的测查结果表明：在

I0AM上，各民族农村学生均高于城市学生，藏族中

牧区高于城市学生，但差异均不显著。在SOAM上，

各民族农村学生均低于城市学生；藏族中牧区低于

城市学生。其中藏和回族的城乡差异显著。赵德

肃，吴俊华的研究表明，在避免失败动机（Maf）上，

汉族与少数民族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要略

低于汉族；而在追求成功动机（Ms）和合成动机（Ma）

上民族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吕庆燕用黄希庭、张志洁等编制的青少年时间

管理倾向量表和成就动机测量表对184名回族、汉

族、藏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表明从总体上说,回

族、汉族、藏族大学生在避免失败动机上存在差异[11]。

5、时间管理方式

吕庆燕的调查表明，藏族大学生在时间价值

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上的平均分高于汉族

和回族大学生,在避免失败动机上的平均分低于汉

族和回族大学生。

三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研究的缺陷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研究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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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输入词条“大学

生成就动机”，自1985年到2009年，共有57条记录，

而输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仅有1条记

录。在各类杂志中，鲜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

动机的系统研究。

（二）测量工具混乱

国内的绝大多数成就动机研究，主要采用的工

具是《成就动机量表》，即AMS，这个量表由挪威奥

斯陆大学心理学家Gjesme 和 Nygard R 于1970年编

制，中文修订版由叶仁敏修订，共30题，分为两部

分，每部分l5题，分别测定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

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的得分由追求成功的动机

减去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构成，得分越高表明成就

动机越强。也有研究使用台湾杨国枢、余安邦的个

我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量表等，还有许多研究者根

据各自的研究角度自编的问卷。

测量工具的混乱和测量手段的单一势必影响研

究结果的科学性，对结果的解释又因缺乏客观统一

的标准更使结论相离。同时成就动机是受社会、文

化的影响较大的习得性动机，而社会、文化又是处于

不断发展变化的变量，虽然有学者对一些量表进行

过修订，但在对已有量表修订的基础上有必要开发

新的研究工具，借助更客观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

工具才可能使成就动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2]。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研究的水平较低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因素上，比如性

别，年级，专业，文化背景等，这些因素同样也会影响

汉族学生，缺少对其它可能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成

就动机因素的探索，比如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

况等。由于对少数民族成就动机影响因素研究的不

充分，得到的研究结果也难于运用到现实中。

综上，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以及影响

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培养他们的成就动机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成就动机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学业成绩和

职业决策存在重要影响。因此，系统研究少数民族

大学生成就动机现状和影响因素，对培养适合民族

地区的合格大学毕业生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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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s’achievement moti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n Psychology recently.
The author sums up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undergraduates’achievement motivation. We wish
the summary can refer researches about minority nationality undergraduates’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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