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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fectionism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With the 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CFMPS) and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MS), 400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were tes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17.0. Results: 1) The 
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 medium level perfectionism psychology tendency. 2) The college stu-
dents have hig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vel. 3) The perfectionism psychology tendency and the 
motivation of pursuing success and avoiding failure have remarkable correlation. Conclusions: 
The perfectionism psychology tendency and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vel affec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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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的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用中文版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

表(CFMPS)和成就动机量表(AMS)，对重庆4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数据用SPSS17.0统计软件

分析处理。结果：1) 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完美主义心理倾向。2)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

3)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结论：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

两者之间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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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完美主义心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个体心理学派的创始人 Alfred Adler。Adler 认为，在人类的众

多动机中，追求完美是最为纯净和最为本质的动机[1]。完美主义是一个深刻影响人格的心理特征，表现

为在个性中具有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倾向。完美主义是在资质优异和成绩出众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

现象。成就动机的概念最早是由 H. A. Murry 提出的，他认为，凡是成就动机高者，在从事任何工作时，

都会设定较高的目标，并能全力以赴，以期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2]。成就动机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

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完美主义和成就动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完美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

是一种稳定的追求高标准的人格特质，而成就动机的核心是一种追求高标准的倾向[3] [4]，因此，完美主

义与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期

望值较高的青年群体，当代大学生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他们自我评价及抱负水平比较

高，普遍存在着追求尽善尽美的自我完美主义倾向和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 
本研究尝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的现状，并

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的原则，选取重庆 4 所本科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样本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等属

性的分布都较为均匀。当场发放问卷，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389 份，回收率 97.25%。剔

除无效问卷，共有有效问卷 341 份，有效率 85.25%。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版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CFMPS) [5] 
采用由者香港学者 Cheng 等人修订后的中文版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CFMPS)。该量表共有 35 个

题目，分为 5 个维度，分别为：① 担心错误(CM)，反映个体对错误的消极反应，以及将错误等同于失

败、认为失败就意味着会失去他人对自己的尊重的倾向；② 行为疑虑(DA)，反映人们怀疑自己完成任务

的能力的程度；③ 条理性(OR)，反映个体想使物体整齐、有条理的倾向；④ 个人标准(PS)，反映个体

设置高标准，进行自我评价时过度依赖这些高标准的倾向；⑤ 父母期望(PE)，反映个体意识到父母是过

度苛刻的倾向。采用 5 点记分法，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能确定”、“比较符合”、



徐承平 
 

 
107 

“完全符合”分别记 1~5 分，各维度所属项目的总得分就是 5 个维度得分，计算量表总分时不包括“条

理性”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完美主义心理倾向越强。此量表已被使用多次，具有很高的信效度。在本研

究中总量表 Coronbach α = 0.876，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 0.808、0.703、0.511、0.801、0.740。 

2.2.2. 成就动机量表(AMS) [6] 
采用叶仁敏修订奥斯陆大学 Gjesme 和 Nygard 编制的成就动机量表(AMS)。该量表共有 30 个题目，分

为两部分，每部分 15 道题，分别测量追求成功的动机(Ms)和避免失败的动机(Maf)。采用 4 点记分法，从“完

全不符合”、“有点符合”、“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 1~4 分，得分越高，表明这类动机越强。

同时根据 Atkinson 的理论得到成就动机总分(Ma = Ms − Maf)，得分越高，表明成就动机越强。此量表已被

使用多次，具有很高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oronbach α = 0.826，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848和0.889。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信效度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相关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大学生完美主义的结果分析 

由表 1 可知，大学生完美主义心理倾向总体呈中等水平，完美主义总均分为 2.99 (0.47)。其中，在“担

心错误”和“父母期望”两个维度上得分偏低，而在“条理性”维度上得分偏高。与其他研究者所得数

据较为一致[5] [7] [8]。 

3.2.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结果分析 

由表 2 可知，大学生成就动机总体呈现较高水平，其中追求成功的动机要略微高于避免失败的动机。

与其他研究者所得数据较为一致[5] [9] [10]。 

3.3.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由表 3 可知，大学生完美主义总均分与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避免失

败动机的相关程度更高。完美主义各分量表与成就动机各分量表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其中完美主义量表

的“个人标准”、“条理性”与成就动机量表的“追求成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完美主义量表的“担

心错误”、“行为疑虑”、“父母期望”与“避免失败”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4. 讨论 

4.1. 大学生完美主义的讨论 

大学生完美主义心理倾向总体上呈现中等水平，在“担心错误”和“父母期望”两个维度上呈现中

等偏下水平，在“条理性”维度上呈现中等偏上水平，与王春娜[5]和杨宏飞[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

大学生普遍具有自信、自立的特点，他们不会因为失败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会因为父

母给予的压力而轻易放弃自我价值观，在处理事情时具有条理性。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和社会

成长能力，这也正是当今社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的迫切要求。 

4.2. 大学生成就动机的讨论 

大学生成就动机总体上呈现较高水平，追求成功的动机要略微高于避免失败的动机，与丁新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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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erfectionism 
表 1. 大学生完美主义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所得数据 
(n = 341) 

王春娜测量数据 
(n = 189) 

杨雪艳测量数据 
(n = 375) 

杨宏飞测量数据 
(n = 505) 

张萍测量数据 
(n = 1197) 

担心错误 2.79(0.67) 1.77(0.72) 2.24(0.83) 2.69(0.77) 2.14(0.41) 

个人标准 3.32(0.59) 2.38(0.74) 3.12(0.78) 3.48(0.71) 3.06(0.40) 

行为疑虑 3.13(0.65) 2.01(0.78) 3.02(0.79) 2.89(0.80) 3.14(0.44) 

条理性 3.81(0.69) 3.04(0.86) 3.98(0.72) 3.75(0.87) 3.94(0.39) 

父母期望 2.74(0.60) 1.85(0.67) 2.98(0.91) 3.11(0.75) 2.98(0.47) 

完美主义 2.99(0.47) 2.16(0.57) 3.07(0.51) 3.05(0.49)  

 
Table 2.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表 2. 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所得数据 
(n = 341) 

杨林测量数据 
(n = 187) 

王春娜测量数据 
(n = 189) 

丁新华测量数据 
(n = 353) 

赵忠宇测量数据 
(n = 332) 

追求成功 36.70(7.08) 50.21(8.03) 40.91(6.86) 50.34(7.38) 38.86(6.77) 

避免失败 32.48(8.02) 47.59(8.17) 37.52(6.97) 43.77(9.22) 31.59(8.01) 

成就动机 4.22(10.86) 2.62(0.53) 3.39(8.30) 6.56(13.47)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表 3.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担心错误 个人标准 行为疑虑 条理性 父母期望 完美主义 

追求成功 0.151** 0.410** 0.194** 0.320** 0.083 0.274** 

避免失败 0.410** 0.030 0.381** −0.090 0.316** 0.384** 

成就动机 −0.204** 0.245** −0.155** 0.275** −0.179** −0.105 

注：**p < 0.01，*p < 0.05。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属于高成就动机者，追求成功的动机较强。当代大学生处于一个

高速竞争的时代，学业竞争、考研竞争、求职、择偶等各种各样竞争使得当代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成就动

机。由此可以说明这是当代大学生具有的一个普遍特征，这说明大学生渴望成功，为了追求成功而敢于

冒风险、不怕失败，具有较为积极的进取心态，甚至也可以说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优势。 

4.3.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的关系讨论 

完美主义的总均分与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避免失败动机的相关程度

更高，与马珺[2] [1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就说明大学生的完美主义心理倾向越高，追求成功的动机也就

越高，避免失败的动机也越高。因为完美主义者通常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且害怕失败，而高成就动机的

个体也有追求高标准的倾向，因而完美主义者在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上都是很强烈的。由于成就

动机的总分是“追求成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之差，因而导致成就动机在总分上反而与完美

主义的相关性不显著。 
完美主义量表的“个人标准”、“条理性”与成就动机量表的“追求成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说

明对自己的标准越高、做事情井井有条的重庆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越强烈。完美主义量表的“担心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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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行为疑虑”、“父母期望”与“避免失败”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中国强调父母权威的

文化背景有关，子女为了避免失败的恐惧追求完美主义，提示父母对子女过高的成就期望，可能使子女

表现出神经质的完美主义，不利于心理健康。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完美主义的“个人标准”、“条理性”可强化个体的成就动机，而“担心错

误”、“行为疑虑”、“父母期望”则会减弱个体的成就动机。所以说，完美主义在成就动机上是一把

“双刃剑”，既可加强个体对成功的追求，也会强化个体害怕失败的动机。 

5. 结论 

(1) 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完美主义心理倾向。 
(2)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水平。 
(3)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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