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4), 1121-112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33   

文章引用: 黄灵星(2022). 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与悦纳进取的关系. 心理学进展, 12(4), 1121-1127.  
DOI: 10.12677/ap.2022.124133 

 
 

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与悦纳进取的关系 

黄灵星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4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2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19日 

 
 

 
摘  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悦纳进取和价值观对成就动机的影响。方法：采用价值观量表、悦纳进取量表和成就

动机量表，对30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 大学生悦纳进取对成就动机有正向预测作用；2) 价值

观在大学生成就动机和悦纳进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大学生的悦纳进取、价值观会对成就动机产

生影响，其中，悦纳进取除了直接影响成就动机，还会通过价值观间接影响成就动机。 
 

关键词 

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悦纳进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Values and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of College Students 

Lingxing Hua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r. 14th, 2022; accepted: Apr. 12th, 2022; published: Apr. 19th, 2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and values on test achieve-
ment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0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chieve-
ment Motivation Scale, Values Scale and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Scale. Results: 1) Posi-
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2) Values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Conclusion: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and achieve-
ment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an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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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which,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rough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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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学者 MeClelland (1958)正式提出了成就动机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追求成就感、寻求成

功的欲望。我国学者朱智贤(1989)提出成就动机是指个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事情，个体不仅非

常愿意去做，而且力争获得成功的心理过程。在阿特金森的期望–价值理论中，他将成就动机分成追求

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维度：前者的目标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成功，并对自己的目标

充满把握、饱含热情；后者由于对自己不够自信的心理，会使得个体对成功把握不大，从而以避免失败

为目标，逃避挑战和难题，进而容易放弃、很难坚持长期目标。由此可见，个体拥有积极的价值观也是

至关重要的，当学生想要成功地完成某项任务时，需要个体内部心理资源的高度配合，如果个体对自己

自信，认为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也会使自身的价值得到体现，其内部的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才能

更容易被调动起来(邹媛园，魏书堂，2016)。成就动机作为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在个体发展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大学生学习成绩、心理健康、职业探索等方面都密切相关(李力，郭进，漆岚，2020)。
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动机对个体的学习和工作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庞维国，

2010)。 
根据 Rogers (1951)的定义，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Schwartz

和 Bilsky (1987)提出，价值观是个体的一系列不同的、有差别的目标，是个体的行为准则。国内学者朱

智贤(1989)则认为价值观是帮助个体采取行动的信念和行为准则，引导人们对生活的判断，进而影响人们

对事物的观念及行为方式。辛志勇与金盛华(2006)主张，价值观是人们在确定目标、通过什么方法来达到

这些目标以及在遵守原则的过程中会反映出来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可以决定个体的行为方式。黄希庭

(2007)对价值观的定义则是，价值观是一种人们对事物的是非、对错、好坏进行区分的心理偏向，并通过

这种偏向来引导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价值观往往带有情感和意志色彩，由此可见，让人们具备正当的、

合理的价值观对于个体的行为选择、形成积极的成就动机具有重要意义。 
“悦纳进取”是由戴吉等人(2013)根据心理接纳理论提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悦纳”一词初次

由郭长桑(1983)在《学生心理健康标准及其维护》里提出。随后，王登峰(2007)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八条标

准中提出“悦纳自我”。“悦纳”因其积极层面被大众所接受，并且广泛用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的各项研究中。在国外学者看来，“心理接纳”又称“接纳”或者“经验接纳”，“接受与承诺疗法”

的创始人 Steven Hayes (Hayes et al., 1996)将心理接纳定义为“愿意体验所有积极或者消极的心理事件而

不逃避、回避或者控制”，并认为其是二维过程：首先愿意体验所有的心理事件，如思想、情感和感觉，

然后通过接受这些心理事件把用来回避、抛弃和控制这些事件的力量转为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Cordova (2001)从行为主义角度出发，将“接纳”定义为“准许、忍受、接受或触碰一系列之前会引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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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逃避的不愉快刺激”，Butler 和 Ciarrochi (2007)将其定义为“一种经历消极心理事件而不逃避或不让消

极事件影响自身行为的心理倾向”。国外学者 Jimenez 等人(2010)的研究就发现，自我接纳与更高水平的

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如：希望、喜悦和兴趣。大学生如果具备高水平的自我悦纳能力，那么通常能

够掌握更加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同时更愿意追求成功，不轻言放弃。Schwartz 等人(2005)指出，21
世纪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多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环境，这使得他们的身份难以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从

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接纳能力。因此，如何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提升悦纳进取能力需要通过研究来进一步

解答。 
Needham 和 Austin (2010)提出，自我接纳为大学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使得其选择性地内化个人价

值体系(Tulviste & Tamm, 2014)。例如，Ceyhan 和 Ceyhan (2011)发现，在大学生中，提高自我接受度的

人提高了整体幸福感，并且对其成就价值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Hofmann-Towfigh, 2007)。Bernard 等人

(2013)和 Schwartz (1994)的研究表示价值观和自我接纳都描述了年轻人对自己的内在立场。姜良杰和周爽

(2018)提出个体的成就需求会受到正确价值观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学者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不足。

因此，本研究通过探究价值观、成就动机和悦纳进取间的关系，验证价值观在大学生成就动机与悦纳进

取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随机抽取大学生在校学生，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4 份，有效回收

率 95%。其中，男生 46 人，女生 258 人；大一学生 76 人，大二学生 46 人，大三学生 136 人，大四学生

46 人；理科生 95 人，文科生 172 人，艺术生 37 人；城市 184 人，农村 120 人。 

2.2. 测量工具 

2.2.1. 成就动机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由叶仁敏(1992)修订。量表共 30 题，分两部分，每部分 15 个题目，分别用来测量被试

的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采用 4 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为 0~3 分，成就动机的得

分由追求成功得分减去避免失败得分构成。得分越低，成就动机越弱。本次测验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分别为 0.79，0.85；总量表的 α系数为 0.75。 

2.2.2. 价值观量表 
价值观问卷由张麒(2001)编制。该量表比较成熟，有明确的信效度，包括个人生活价值取向、社会生

活价值取向以及权威意志取向三个维度，共有 45 个因子。采用 5 点计分，从“一点也不”到“非常”分

别为 1~5 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1。 

2.2.3. 悦纳进取量表 
悦纳进取量表由戴吉、邓云龙教授等人(2013)编制，共由 25 道题目组成，包括悦纳和进取两个维度。

悦纳维度由自我接纳、社会接纳和挫折接纳因子组成，进取维度由主动规划、注重过程和行动活力因子

组成。采用 5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为 1~5 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

求。 

2.3. 数据处理 

问卷收集后，将合格问卷录入系统，采用 SPSS25.0 和 Amos24.0 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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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未旋转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 14 个

特征大于 1 的公因子，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可以解释所有变异的 37.732%，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

究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3.2. 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与悦纳进取的相关 

表 1 结果表明，大学生悦纳进取与价值观呈显著正相关。悦纳进取与价值观的各个维度呈显著正

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and values 
表 1. 悦纳进取与价值观的相关矩阵 

 自我接纳 社会接纳 挫折接纳 悦纳维度 积极规划 行动活力 过程投入 进取维度 

个人生活

价值取向 
0.613** 0.599** 0.629** 0.685** 0.621** 0.639** 0.086 0.827** 

社会生活

价值 
0.556** 0.600** 0.620** 0.657** 0.631** 0.643** 0.088 0.767** 

权威意志 0.487** 0.483** 0.481** 0.541** 0.462** 0.485** 0.015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表 2 表明，大学生悦纳进取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悦纳进取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

功维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悦纳进取与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败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表 2. 悦纳进取与成就动机的相关矩阵 

 自我接纳 社会接纳 挫折接纳 悦纳维度 积极规划 行动活力 过程投入 进取维度 

追求成功 0.632** 0.624** 0.607** 0.696** 0.624** 0.632** 0.068 0.626** 

避免失败 −0.365** −0.495** −0.437** −0.478** −0.405** −0.438** 0.087 −0.38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从表 3 可以看出，大学生价值观与成就动机相关性较为显著，其中，价值观中的各维度与成就动机

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价值观中的各维度与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败维度呈现显著的负

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lues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表 3. 价值观和成就动机的相关矩阵 

 个人生活价值 社会生活价值 权威意志 

追求成功 0.787** 0.733** 0.689** 

避免失败 −0.518** −0.535** −0.54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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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对悦纳进取路径分析 

为了考察大学生成就动机、价值观对悦纳进取的路径关系，价值观是否是大学生成就动机和悦纳进

取的中介变量。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 以成就动机为

因变量，价值观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2) 以悦纳进取为因变量，价值观为自变量时，回归

系数具有显著性；3) 以成就动机为因变量，悦纳进取和价值观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因变

量成就动机和自变量价值观具有显著相关性，当在它们之间加入中介变量悦纳进取后，成就动机和价值

观之间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偏回归系数从 0.097 降低到了 0.014)。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values and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表 4. 成就动机、价值观和悦纳进取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成就动机 价值观 0.265 0.070 0.070 22.800*** 0.097 4.775*** 

悦纳进取 价值观 0.607 0.368 0.368 176.197*** 3.215 13.274* 

成就动机 
悦纳进取 

0.312 0.098 0.098 16.281*** 
0.014 2.010*** 

价值观 0.051 3.024*** 

3.4. 价值观在成就动机与悦纳进取之间的中介效应 

在对成就动机影响的路径中，有三条显著的路径，一是“悦纳进取–成就动机”；二是“悦纳进取–

价值观–成就动机”；三是“价值观–成就动机”。为了验证中介效应模型，我们采用 SPSS25.0 和 Amos24.0
对价值观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价值观在成就动机和悦纳进取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β = 0.712, P < 0.001)。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见表 5。具体模型见图 1。 

4.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悦纳进取、价值观和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察价值观

在悦纳进取和成就动机间的中介作用。首先，通过相关关系矩阵可以看出，悦纳进取与价值观、追求成

功动机、避免失败动机均相关。其次，悦纳进取能够正向预测价值观，悦纳进取程度越高，价值观就越

正向。不难理解，悦纳进取是个体接受自我的程度以及积极进取的程度，如果大学生悦纳进取程度越高，

其就越容易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观(陈万芬，刘俊升，李丹，陈欣银，2018)。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也提出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个体最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说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追求更令自己满意、

更完美的自己。这就必须要经过 3 个环节：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改变(王璇，2008)。因此，大学生

也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调节、控制自己的活动，接着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改变自

己，弥补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当大学生完全做到悦纳进取也就是无条件接纳自己的全部的时候，其自

我价值观才能不断地趋于完善。最后，我们还发现，大学生悦纳进取和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习总书

记表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大学生群体成就动机

越高，越愿意追求成功并坚持下去，国家的前途和兴旺发达就越有希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之

一就是要有正确的成就动机，要做到对自己的认识客观全面、正视自己的优缺点，对优点感到欣慰而又

不狂妄自大，对缺点不回避并能够努力改进，悦纳自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总之，自

我接纳是个体人格完善和心理健康的前提条件，因此其作为预测大学生成就动机的重要因素，作用不可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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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alues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表 5. 价值观在成就动机与悦纳进取间的中介效应 

NFI CFI GFI χ2 χ2/df RMSEA 

0.966 0.972 0.946 62.702 5.225 0.118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diagram of values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图 1. 价值观在成就动机与悦纳进取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价值观在大学生悦纳进取和成就动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悦纳进取直

接影响成就动机，另一方面，悦纳进取通过价值观间接对成就动机产生影响。同时，悦纳进取和价值观

的中介作用对于成就动机的影响有所差异，大学生个体悦纳进取程度高，价值观也积极、正向时，那么

个体更趋向于追求成功的动机，反之，个体会更倾向于避免失败的动机，但是这样会使得个体无法接纳

自己不完美的一面甚至会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王丽，2018)。由此可见，为使大学生个体能够形成追求成功

的成就动机，学校或者有关部门可以采取措施，从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手，帮

助个体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让个体能够积极地接纳自己，鼓励个体能够更加自信，在行动上能够更加

主动、坚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成功。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的抽取范围有局限，本研究的问卷主要以在线形式发放，因此

还需要扩大样本抽取的数量和范围，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此来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其次，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有局限，仅限于大学生群体，在后续研究中还可以将中小学生群体也纳入到研

究群体中去。最后，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也有待提高，由于问卷题目数量较多，存在漏答、乱答现象，因

此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较低。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使用小礼品等方式奖励被试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作

答，从而提高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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