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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完美主义与学习动机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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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习动机间的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对 ３６４ 名在

校大学生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１）自尊在积极完美主义与内部学习动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为 １７． ５３％ ）；（２）自尊在消极完美主义与内部学习动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３）消极完美主义

对外部学习动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１）。 研究认为，大学生积极完美主义和

消极完美主义通过不同途径对内部学习动机产生作用，只有消极完美主义对外部学习动机有一定

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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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动机指激励并维持学习者朝向某一目的的

学习行为的动力倾向［１］２１５⁃２２２。 这种动力倾向可能来

自个体内部，也可能源于外部，因此部分心理学家将

学习动机划分为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这也得到了不

同动机理论及实证研究的支持。 内部动机行动本身

就是一种动力，是由个体对学习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

动机，是学习者从事学习活动的最主要的决定力量；
外部动机由外部诱因、奖惩等引起的，个体只对学习

的结果感兴趣，并不喜欢学习本身［２］２２⁃２３。 对学习动

机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动机作为一种动力因素对

学生学业成绩、学业态度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学

习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大多指向客观的外部因素，
而探讨人格因素、认知成分对学习动机的研究较为缺

乏，将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分开探讨的也不多。
完美主义是指追求完美的一种思维方式或人格

特质，是多维度的心理建构。 这是当前在完美主义

的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定义。 实际上完美主义的定义

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最早的单维观完美主义主要

是对完美主义消极的认识，倾向于将完美主义与精

神病性或神经病性相联系［３］；二维观完美主义研究

开始关注完美主义的积极方面［４］，即积极完美主

义；而对完美主义多维度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

的观点［５］。 本研究采用的是 Ｆｒｏｓｔ 等人的定义。 他

们依据完美主义心理产生的原因，把完美主义划分

为六个维度：条理性、担心错误、父母期望、父母批

评、个人标准、行动疑虑。 中文版的定义将父母批评

合并到了父母期望维度，并将条理性作为良性心理

特征，即将 ５ 个维度划分到积极完美主义与消极完

美主义两个大维度中［６］。 积极完美主义者追求现

实的、合理的标准，并能从中获得自我满足与肯定，
往往与高自尊、积极情绪等变量相关［７］；而消极完

美主义者有比较高的标准，害怕失败，害怕让别人失

望，行动前迟疑，常常与负性情绪相联系［６］。
高校大学生对自己往往存在较高的期望，加上

来自父母、社会的高期望，更倾向于产生追求完美的

心态，更注重自己各方面的表现，而大学时期的人格

发展特点又倾向于将学业与自我紧密联系，因此完

美主义势必会影响到学业水平。 已有研究中完美主

义影响学业拖延的较多［８］，如 Ｂｕｒｎ 等的研究表明学

业拖延与消极完美主义呈显著正相关。 田芊和邓世

昌探讨了自我效能感在积极完美主义与拖延行为的

中介作用［９］。 林崇德和陈陈等的研究发现积极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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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消极完美主义显著正

向预测学业拖延［１０］。 而邓世昌的研究表明外部学

习动机、内部学习动机都能够显著地预测工科大学

生的学业拖延［１１］。 这些研究说明完美主义与学习

动机之间也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只是当前探讨完

美主义与学习动机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将

完美主义与学习动机划分为不同维度，探讨两者各

维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更缺乏。 因此，本研究目的之

一就是深入探讨完美主义与学习动机间的关系，尤
其是两者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完美主义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对学习动机的作

用还可能会受到其他与认知相关变量的影响，如自

尊。 Ｂｅｓｈａｒａｔ 对伊朗大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完

美主义与自尊显著正相关，消极完美主义与自尊显

著负相关［１２］；韩树杰［１３］、孔文迪等［１４］的研究均表明

大学生的自尊得分与完美主义总分及其各维度之间

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相关，而且自尊作为一种

与自我评级有关的情绪自我调节变量，其高低势必

会影响到学习动机的强度；逄宇等在对自尊和学习

动机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自尊能显著预测

学习动机。 因此，自尊是否在完美主义对学习动机

的影响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研究中分别研究了大学

生完美主义与自尊、自尊与学习动机间的关系，但缺

乏探讨三者间关系及三者各维度间关系的研究，尤
其是缺乏自尊在完美主义对学习动机影响中可能存

在作用的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建立结构方

程模型的方法探讨完美主义不同维度与学习动机不

同维度间的关系，并验证自尊在完美主义对学习动

机作用中的中介效应。
一、对象与方法

１． 对象

在河南某大学发放问卷 ４００ 份，回收 ３６４ 份，回
收率为 ９１％ ，其中有效问卷 ３２８，有效率为 ８２％ ，大

一学生 ８４ 人（男 ３８ 人，女 ４６ 人），大二 ８６ 人（男 ３４
人，女 ５２ 人），大三 ７６ 人（男 ４０ 人，女 ３６ 人），大四

８２ 人（男 ４８ 人，女 ３４ 人）。
２． 研究工具

采用中文 Ｆｒｏｓｔ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６］。 该问

卷由 Ｆｒｏｓｔ 编制，可测量完美主义的典型认知、情绪

和行为表现。 中文版问卷由訾非和周旭修订，问卷

共 ２７ 项，采用 ５ 点评分法，包含 ５ 个维度，即条理

性、担心错误、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及行动疑虑，其中

条理性属积极完美主义，其余 ４ 个维度属消极完美

主义。 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７９５，积极完美主义维度和消极完美主义维度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４１、０． ７８３。
采用由田澜和潘伟刚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动机问

卷［１５］。 该问卷包含声誉获取、利他取向、求知兴趣

和能力追求 ４ 个维度，共 ３４ 个项目，采用 ５ 点评分

法，其中前 ２ 个维度得分之和为外部动机得分，后 ２
个维度得分之和为内部动机得分。 本研究中总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６９，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０８、０． ７７５。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自尊量表（ＲＳＥＳ）。 该量表是由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编制，用来测量青少年一般的、单维的自

我评价，即个体重视、尊重自身的程度，包含 １０ 个项

目，采用 ４ 级评分法，其中第 ３、５、８、９、１０ 项反向计

分，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根据以往研究的建

议，去掉了第 ８ 题［１６］，去掉后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０２。
３．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

析，采用 ＡＭＯＳ２１． ０ 建构模型，进行路径分析。
二、结果

１． 描述统计

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和学习动机及其各维度

的成绩（Ｍ ± ＳＤ）见表 １。
表 １　 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和学习动机的平均数及标准差（Ｍ ± ＳＤ）

自尊 学习动机 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 完美主义 消极完美 积极完美

３０． ８４ ± ４． ５０ １１４． ２０ ± ２３． ６４ ４６． ４４ ± １２． ８１ ６７． ８３ ± １２． ７１ ７９． ４９ ± １２． ５６ ５７． ３０ ± １１． ６ ２２． １９ ± ４． ４９

　 　 ２． 大学生完美主义倾向分析

关于大学生完美主义倾向性的已有研究中，大
多将訾非和周旭得到的大学生完美主义总分的均值

（８０． ５）作为常模。 将本研究中大学生完美主义总

分与常模进行单样本 Ｔ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不

存在显著差异（ ｔ ＝ － １． ０３，ｐ ＝ ０． ３１）。 将本研究中

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得分与消极完美主义倾向临界

值（６９）进行单样本 Ｔ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中

大学生消极完美主义得分显著小于该临界值（ ｔ ＝ －
１３． ５４７，ｐ ＝ ０． ００）。

３． 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习动机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自尊、学习动机的相关矩阵

见表 ２。
积极完美主义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ｐ ＜

０． ０１），与内部学习动机（ｐ ＜ ０． ０１）、学习动机总分

（ｐ ＜ ０． ０５）也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完美主义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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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与学习动机总分（ｐ ＜
０． ０１）、外部学习动机（ｐ ＜ ０． ０１）呈显著正相关；自
尊只与内部动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ｐ ＜ ０． ０５），与
外部动机相关不显著。

表 ２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自尊、学习动机的相关矩阵

自尊 积极完美 消极完美 学习动机 外在动机

积极完美 ０． ２２∗∗

消极完美 － ０． ２０∗∗ ０． １６∗

学习动机 ０． １２ ０． ２０∗ ０． ２５∗∗

外在动机 ０． ０２ ０． １５ ０． ２２∗∗ ０． ９１∗∗

内在动机 ０． ２４∗ ０． ３０∗∗ ０． １２ ０． ８９∗∗ ０． ６３∗∗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５
４． 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习动机关系的路径分析

以积极完美主义、消极完美主义、自尊、内部学

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 ５ 个显变量，建立如图 １ 所

示的结构方程模型 Ｍ⁃１，并对该假设模型进行了检

验，χ２ ＝ ８７． ２１８，ｄｆ ＝ ３，ｐ ＜ ０． ００１，ＣＦＩ ＝ ０． ３７１，ＴＬＩ
＝ － １． ０９７，ＧＦＩ、ＮＦＩ、ＩＦＩ、ＡＧＦＩ 均小于 ０． ５，ＲＭＳＥＡ
＝０． ４１５，模型拟合度较低。

图 １　 假设模型 Ｍ⁃１
对模型Ｍ⁃１ 提供的数据进行修正，即将内部学习

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的误差项之间建立起联系，再次

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的拟合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χ２ ＝４． ５４５，ｄｆ ＝２，ｐ ＝ ０． １０３，ＣＦＩ ＝ ０． ９８，ＴＬＩ ＝ ０． ９０５，
ＮＦＩ ＝０． ９６８，ＧＦＩ ＝ ０． ９８９，ＩＦＩ ＝ ０． ９８２，ＡＧＦＩ ＝ ０． ９１８，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８８。 这说明内部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

机虽然在动机来源上不同，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
对模型进一步观察发现，自尊对外部学习动机

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ｐ ＝ ０． ５１６），于是删除自尊到

外部学习动机的路径，得到修正后的假设模型 Ｍ⁃２
（如图 ２ 所示）。 在该模型中，所有的路径系数都显

著（ ｐ ＜ ０． ０１），模型拟合水平进一步提高： χ２ ＝
４． ９６５，ｄｆ ＝ ３，ｐ ＝ ０． １７４，ＣＦＩ ＝ ０． ９８５，ＴＬＩ ＝ ０． ９５１，
ＮＦＩ ＝ ０． ９６５， ＧＦＩ ＝ ０． ９８８， ＩＦＩ ＝ ０． ９８６， ＡＧＦＩ ＝
０． ９４０，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６３。

５． 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图 ２ 可知，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都对

内部动机产生了影响，但各自产生影响的路径却不同。
积极完美主义对内部动机的影响有两条路径：第一条

是积极完美主义对内部动机的直接影响，直接效应的

结果是 ８２． ４７％；第二条是积极完美主义通过自尊对内

部动机的间接影响，即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

的结果是 １７． ５３％。 由此可以看出，直接影响是积极完

美主义对内部动机的主要路径，而消极完美主义对内

部动机的影响完全是通过自尊实现的，即自尊起到了

完全中介作用。 对于外部动机而言，只有一条影响路

径，即消极完美主义对外部动机的直接作用，积极完美

主义及自尊都没有对其产生任何影响。

图 ２　 假设模型 Ｍ⁃２
三、讨论与结论

１． 大学生完美主义倾向分析

单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与訾非和周旭得到的

大学生完美主义总分的均值（８０． ５）不存在显著差

异，因此本研究所选大学生群体的完美主义处于中

等水平。 该结果与郑思［１７］３１⁃３２、唐辉一［１８］ 的研究结

果一致。 此外，研究者往往将 ７７ 分作为区分消极完

美主义者的临界值，即消极完美主义维度总分若大

于 ７７ 分表示被试属于消极完美主义者，而 ６９—７７
分提示被试有消极完美主义的倾向。 本研究中被试

消极完美主义的平均分（５７． ３）明显小于 ６９ 分，说
明本研究选取的大学生群体消极完美主义水平偏

低，他们不会给自己设置过高、不切实际的标准，并
且乐于尝试、不惧怕失败。

２． 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习动机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积极完美主义与自尊显著正相关，
消极完美主义与自尊显著负相关。 这与陈陈等的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０］。 积极完美主义只与内在学习

动机显著正相关，消极完美主义只与外在学习动机

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与其各自本质是相对应的，积
极完美主义与内部动机都是指向个体本身的，而消

极完美主义与外部动机都是指向个体外的因素。 研

究结果还发现自尊与内部动机表现出显著相关，说
明大学生自我评价越积极，对自己价值感、重要感的

体验越深刻，越能激励大学生主动学习。 在一般情

况下，我们会认为自尊较高的大学生为保持高的自

我价值感、得到他人尊重的也会保持比较高的外在

动机，但本研究没有得到自尊与外在学习动机的相

关，这可能与所选的被试群体有关。
３． 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及路径分析的结果验证了

自尊的中介效应。 首先，自尊在积极完美主义与内

部动机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这说明积极完美主义

者除了为实现自己合理的、切合实际的高标准，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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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动、有条理、有计划的学习外，还会通过各种调

节策略增强自我价值感、为赢得他人尊重而主动为

自己制定合理的目标，主动学习，但直接效应还是最

主要的影响路径。 其次，自尊在消极完美主义与内

部学习动机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 Ｃａｎｔｅｒ 指出消极

完美主义者经常因害怕自己失败、担心让别人失望，
常给自己设置不切实际的目标。 因此，消极完美主

义能显著的预测外部学习动机。 但上文相关研究结

果中并没有发现消极完美主义与内部动机的相关，
说明虽然由于消极完美主义者各种不合理的信念存

在，对内部动机的产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也可

以通过增强个体的自尊水平，使学生在面临新的学

习任务时能够主动应对、学习。
本研究从积极和消极完美主义、内部和外部学

习动机关系探讨了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习动机三者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完美主义如何通

过自尊影响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有助于增加我们

对学习动机机制的认识。 此外，自尊在积极完美主

义、消极完美主义与内部动机间不同的中介效应更

加表明完美主义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积极完美主

义和消极完美主义对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预测作用

的不同路径也表明学习动机也是个多维的概念［１９］。
在日常的学习中，内部动机的培养比外部学习动机

的培养更为重要，因此在教学中注重改变学生的非

理性的标准或信念，培养积极完美主义特质、较高的

自尊水平，进而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
四、本研究不足及展望

Ｆｒｏｓｔ 的完美主义更多地关注完美主义产生的原

因，而不是完美主义的本质。 因此，未来研究可根据研

究目的选择使用 Ｓｌａｎｅｙ 所定义的三维度的完美主义，
该定义关注的是完美主义的本质。 虽然研究发现，自
尊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但相关研究也发现，自尊其实

包含自我肯定和自我贬低两个独立的维度［２０］，两维度

在完美主义不同维度与学习动机不同维度间的作用也

是不同的。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将自尊不同的维

度带入结构方程模型中，进一步探讨不同自尊维度与

完美主义、学习动机的关系。 经 ＡＭＯＳ 建立起来的结

构方程模型只是以样本数据为基础的模型，本研究没

有验证模型的外部效度如何。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我
们可以将样本随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模型的建

构与修正，另一部分用于验证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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