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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就动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间题是如何对它进行客观的测量 目前应用较多的两种方法

是结构测验和 自陈式量表法
,

但二者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投射方法对被试

的成就动机水平进行了测量
,

结果表明
,

这种方法的信度
、

效度都是比较好的
,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成就动机测量方法

关键词 成就动机
,

测量方法
,

投射测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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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成就动机 是人类心理濡要之一
,

是一种潜在的人格特质
,

是指一

个人把 自己的活动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和不断增加的努力之中
,

从而把活动的成绩推

到最好的心理倾向
。

自本世纪 年代开始
,

成就动机就广泛地被认为是人类动机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课题
。

这不仅 由于它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的正式内容
,

也因为这一

术语 已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用语
。

如何使自己获得成就或教育后代有所作为一直是人们

关心的问题
。

因此
,

有关成就动机的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一时大童涌现出来
。

有关成就动机的研究
,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之进行客观的测量
。

给

出了成就动机的定义
·

并提出可以用主题统觉测验 以
,

的

方法测量包括成就动机在 内的人类各种心理需要
,

但 没有进行探入的具体研究
,

丁 用来测量成就动机的正式建立是 及其同事的贡献川
。

另一类成就动机的测

量方法是 自陈式 一 量表法
。

这两种方法在国外的研究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应用
,

在我国也有相应的研究报告 一幻 。

人们对投射测验和 自陈式量表用于测量成就动机的优劣做过许多论述 认

为
,

想象法是有效而可靠的动机测量方法
。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

独立的交叉评分测定的结

果
,

即评分者信度是
,

但再测信度没那么高
,

只有 左右 他们用追踪法对

的效度进行测定 在对 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

把这些学生 年前在

大学时期得到的成就动机测验结果
,

同以后在工作中的成绩联系起来
,

发现他们之间的相

关很高
,

得分高者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成绩
,

验证了 有较好的预测效度
。

①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一 弱 一 第 刁卷第 期 心理学动态 年

对 丁 进行批评的也大有人在 ’在整理过去的文献后指出 在再侧

信度方面
,

的信度系数值为 一 在内部一致性方面
,

的信度也较低
。

闭报告说
,

由于投射侧验 只能提供很少的信息
,

它的信度不会很高
,

一般只

能达到 至 峨
,

但评分者信度却较好
。

曾经指出匡 人 的结果是人 们的愿望
、

需要在幻想或想象情况下的反

映
,

通过 测量
,

我们获得的是在标准化的情境中
,

个人行为或思想的一个样本
。

一般而言
,

被试所做出的反应是他们自然产生的
,

而不是由研究者在极端控制下的刺

激
、

反应 相反
,

自陈式量表通常有特定的刺激
,

要求特定的反应
,

以及特定的指导语等
。

。 将这种工具称之为
“

应答式的测盆 ” 。 ,

而把投射测量称之为
“

操作式测量
” 。

他进一步指出 这两种测量工具所测的其实是不同的人格

层面
。

所测到的是
“

成就裕求 记 ,

它是一种动机 自陈式盘表所测

的是成就价值 喇
。

简单地说
,

投射测验所测的是动机
,

自陈式量表所测

的是态度或价值
。

正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同的问题
,

所以
,

人们也在不断寻求其他的测量方法
。

本研

究的 目的就是采用一种新的方法 —半结构式的投射测验
,

用来测量成就动机的水平
,

并枪

验其信度和效度
。

研究方法

被试

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理科实验班高一学生 人
,

普通班高一学生 利 人 清华大学附属 中

学理科实验班高一学生 人
,

高二学生 人
,

普通班高一学生 人
,

高二学生 人 黄庄

职业高中一年级学生 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年级学生 人
,

共有被试 人 其中男

性 人
,

女性 人

测 工具

张同延等人 在引进原版 丁 测验技术的基础上
,

按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
,

形

成 主题统觉测验中国修订版 琳 一 血
,

一

。

该测验的信度值分别是
,

同质性信度为 。
、

评分者信度为
、

再测信度为
、

分半信度为
。

同时该盆表的效度也较好
。

我们参照主题统觉测验中国修订版 一 的方法和部分 内容
,

对原版的

测验进行了修订
,

目的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上述两种方法的成就动机测童工具
。

修订后的测

验其形式为
,

左侧是 原版图片
,

右侧为描述语句
。

这些描述语句是在大量投射材料的

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

基本上能包括大多数被试的反应
。

整个测验共包括 张图片 测验过

程仅要求被试在联想的基础上
,

选择被试认为较符合心理投射内容的语句
,

在答案纸上做

出相应的记号
,

主试按照计分键评分
。

我们对以上所有被试都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投射测验 同时
,

为了检验该量表的效度
,

我

们还对部分被试进行了其它测脸
,

它们分别是

投射测验
,

由王辉在 助 投射测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

该测验在北京大学学生样本

中的信度为 内部一致性
,

评分者信度为
,

该测验的效度也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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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陈式量表
,

由陈为参照国内外有关的问卷编制而成
。

包括竞争
、

臂险
、

作业偏好等五个

因素
,

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
,

该量表的构念效度是比较好的
。

社会赞许性量表
,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社会赞许性量表是在中国被试 中使用和修订过的
,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

①

判断力测验
,

这是为检验该测验的效度而进行的一项实验
。

实验的具体方法为
,

主试告诉

被试说
,

自己手中有一个由
、

组成的
,

具有一定规律的数列
,

被试的任务是根据主试给予

的反馈判断数列的规律是什么
。

主试先呈现一个数字 或
,

让被试判断后面的数字是什

么
,

然后给予正确的答案
,

被试再根据这一反馈判断下面的数字
。

买际上主试是按随机的方

式将
、

两个数字呈现给被试的
,

所以
,

被试判断的正误也完全是由随机造成的
。

个数字

呈现完后
,

让被试回答下面的问题
。

答对的数目是多少

在以上答对的数 目中
,

有多少个数字是由自己的能力使你答对的 能力归因

你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
,

努力程度如何 努力程度

如果让你重新做一次
,

你认为 自己会答对多少 重新评估

程序

所有测验的具体程序为
,

先 由主试将指导语呈现给被试
,

待所有被试都理解之后分别

呈现各个测验
。

所有结果均在 刁
·

版本上进行统计
。

结果与分析

该测验的信度

在对该测验进行信度分析时
,

我们参照 了主题统觉测验中国修订版 一
,

修

订过程中使用的部分信度指标
,

即内部一致和分半信度 在本研究中
,

所有 名被试都进

行了半结构式的投射测验
。

在这一样本中
,

该测验的信度值分别是 内部一致性为 卜

分半信度为
。

从这两个结果中可以看出
,

该测验的信度是比较好的
。

效度分析

为了验证该测验所测量的内容是否为我们所要测的成就动机水平
,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了效度分析
。

该测验与其它测验的关系

对成就动机进行测量
,

使用 比较多的方法是投射式测验与 自陈式里法
。

我们分别采用

王辉建构的投射测验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
,

内部一致性为 “
,

分半信度为 的和 陈为建

构的 自陈式童表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
,

内部一致性为
,

分半信度为 对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名学生这一共同样本进行了测孟 另外
,

对成就动机测盆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认为

它所测的是成就价值
,

而且受社会赞许因素的影响较大 为此我们对这些被试也进行了社会

赞许性的侧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社会赞许性盆表是在中国被试中使用和修订过的
。

在本

实验的样本中 其内部一致性为
,

分半信度为 以上三项侧验与该侧验的相关见

下表

。 余安邦
,

成就动机建构效度的研究 博士论文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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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该测验与其它测脸之间的相关

投射侧脸 自陈式云表

半投射侧脸

注 双侧检脸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
,

本研究采用的半投射式测验和投射测验与自陈式 表都有一

定的正相关 分别为 和 “
,

说明在投射测验和 自陈式 表上得分高的被试
,

在

该测验上的得分也较高 , 在投射测验和 自陈式 表上得分低的被试
,

在该测验上的得分也较

低
,

表 明该测验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度
。

同时我们也看到
,

该测验与社会赞许量表之间役有显

著的相关
,

说明这种半结构化的投射测验受社会赞许因素的影响较小
,

二者不是同一特质
。

以上分析表明
,

该测验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

该测验与作业选择之间的关系

成就动机高低者的行为表现历来是研究成就动机者所关心的间题
,

他们进行大量的实

验研究
,

试图找出成就动机高低者所表现的不同行为 恤 和 诬幻在他人研究的基

础上总结出
,

高成就动机者倾向于把作业成绩归因于 自己而不是外界因素
。

也就是说
,

成就

动机水平越高
,

其能力归因的倾向也越强
。

同时
,

高成就动机者在完成作业时的努力程度也

越高 在重新评估 自己的作业成绩时
,

自信心也更强 根据以上结论
,

我们将被试按在该测

验上的得分高低划分成高分组与低分组 分别为 和 人
,

让他们进行判断力实验
,

然

后对他们的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如表

表 高分组与低分组在能力归因等行为上的差异

低分组

值 自由度

﹃“自七舀七点能力归因

努力程度

盆断评枯

平均数

。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一

表 中的能力归因是指被试完成一定作业后
,

他认为 自己 由能力取得的成绩是多少
。

高分表示被试将自己的成绩更多地归因于能力
,

低分表示被试能力归因的倾向较弱
。

在该

测验上得分商的被试组
,

能力归因平均分数为
,

低分的平均数为
,

二者的显著

差异表明
,

在该测验上的得分高的人
,

具有内在归因的行为特点
。

虽然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努

力程度与重新评价两项上存在差异
,

高分组的得分都高于低分组
,

但差异不显著 造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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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样本数较少
。

所以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该测验上得分高低的

被试
,

其行为表现与成就动机高低者的行为是一致的
,

这进一步表明该测验具有一定的构

念效度
。

理科实验班与普通班的对比研究

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理科实验班的学生
,

是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品学兼

优的学生
。

他们不但成绩好 而且求知欲高
,

进取心强
,

是公认的成就动机水平高的典型人

群
。

为了进一步检验该测验的效度
,

我们以清华附中理科实验班一年级学生 人 和北大

附中理科实验班一年级学生 人
,

共 人为实验组
,

我们又从这两个学校的普通班高一

学生中各选一个班共 人
,

作为对照组
,

比较他们在该测验上的得分 结果发现
,

理科实验

班的学生在该测验上的得分 平均为 要显著地高于普通班 平均为 ”
。

这进一

步证明该测验有一定的效标关联效度
。

具体结果见表
。

表 理科实验班和对比班测验得分的比较

理科实验班

普 通 班

值
餐 长

自由度
今‘勺乙︸

, ,

峨该测验与文理科成绩的相关

在检验成就动机的效度时
,

人 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指标是学业成绩
,

在本研究中
,

我们

以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学生期末的考试成绩为效标
,

检验学业成绩与该测验评分之间的

关系
,

具体结果如下

表 月 该测验与学业成绩的相关

文科成绩

半投射侧验 刁

理科成绩

从上表中可看 出 该测验与文理科成绩都有一定的正相关
,

即在该测验上的得分较高

的被试
,

其文
、

理科的成绩也较好
,

但这一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这一结果与国内外有关

的研究相符合
,

二进一步证 明了学业成绩与成就动机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

也就是说
,

学

业成绩可能不是成就动机测验的理想效标
。

该项测验与专家评定之间的关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
,

采用 了一个较好的办法
,

即在学生被录取之

后就为他们指派了一名指导员
。

该指导员从新生入学之前
,

就要求记住学生的姓名 学号
、

个 人简历
、

家庭情况等等 学生入学后
,

要求指导 员参与他们的学 习
、

生活
、

工作
,

甚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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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活动
‘

所以
,

指导员对学生的思想
、

行为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邀请了这些被试

的指导员对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进行评定
,

评定的具体方法是
,

首先向指导员呈现成就动

机的操作性定义
,

然后给出成就动机水平高者的五种行为表现
,

如遇到 困难有一定的坚持

性
、

自信
、

内在归因等
。

让指导员用五点量表对每一被试逐项打分
,

将五个方面的得分之和

与测验得分进行比较
,

其相关为
,

达到了 的显著性水平 进一步说明了该测验的

效度是比较好的
。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
,

我们认为
,

在本实验的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

这种半结构式的测验用于测量成就动机具有一定的信度 内部一致性为 头分

半信度为 ‘

效度检验也表 明
,

该测验的聚合效度
、

区分效度
、

构念效度及其它效度指标较好 该

测验既克服 了投射测验存在的操作烦琐和评分易受主观影响的困难
,

也排除了 自陈式量表

所受的社会赞许性因素影响
,

因而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就动机测量方法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
,

进一步的研究应对图片和题 目进行探入的分析
,

并着手建立常

模的工作
。

参考文献

【习王辉 成就动机的理论发展及其侧 问题 社会心理研究
, ,

一
·

〔〕 二 比泌 , , 知 沁 洲钊止 凡明 的

匕。叮 沁 目 ”招 血 川说口远 ” 创 一
·

〔 毗血二
,

比 川 脉 沁 小 。。详。 , 因 二 介
, ,

一

月毛晋平 我国当代大学生成就动机取向特点初探 社会心理研究
, ,

一

〔 王辉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 人 侧 社会心理研究
,

·

〕 。 匕 比 讥 加‘ 向二 水
, ,

一
·

〔〕 ,
。 。臼讲 治 一 ‘创七

二 以“ 二 六 匕侧 助 业

一

〔〕张同延 徐润荪等 主题统觉侧脸中国修订版 一 的编制与常模 心 理学报
, ,

一

〔〕 认 “。 。阔 耐 ” 睐
。 , 沁 为 目 垃 界 ‘

一

〔 〕 ‘ 二 ‘ 。一 一 二 讥 匕 咏 , 为 侧 。

囚 匕。‘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