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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成就动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领悟社会支持与希望特质为例，进一步探究影响成就动机的

个体因素与作用机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生涯规划教育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本文使用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成人素质希望量表和成就动机量表对33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和希望特质水平较高，而成就动机水平波动较大，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性，

从总体结果来看成就动机水平处于低成就动机水平；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成就动机(β = 0.195, p < 
0.001)；希望特质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成就动机间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174, p < 0.01)。结论：领悟社会

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成就动机，也可以通过影响希望特质，进而对成就动机水平的高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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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Taking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rait hope as example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mechan-
isms affect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 In this paper, 334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dult Qualitative Hope Scale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26.0. Results: 
College students had high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rait hope, whil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vels fluctuated, with significant individual variability, and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ed 
that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vels were at low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evel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β = 0.195, p < 0.001);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rait hope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significant (β = 
0.174, p < 0.01).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n influenc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di-
rectly, as well as by influencing trait hope, which in turn can have an impact on the level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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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成功的追求有了多种方面的考量。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
tivation)是指人们在日常活动中，追求成功的内部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个体为追求成就而付诸的

努力程度[1]。现有研究结果表示成就动机与学业倦怠呈现显著的负相关[2]，且成就动机被证明能够显著

影响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水平[1]。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建立积极的成就动机有

利于个体明确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由成就动机理论可知，成就动机可以分为两种相对稳定的倾向

——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3]。当个体力求成功的动力高于避免失败的动力时，则个体会为了获得成功，

付出努力；但是当避免失败的动机强度更高时，个体会选择能轻松完成的简单任务或无论如何努力也完

不成的过难任务，减少努力的付出[4]。因此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如何培养积极的成就动机，选择恰当

的任务和目标是实现个体发展的重要部分。 
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个体在主观维度上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是个体从各种社会

支持源如家庭、朋友或他人中感到自己被尊重、支持与理解的情绪状态体验及满意度[5]。以往研究验证

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指出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且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个体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和积极的情绪体验。在韩国的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感知到来自父母

的支持对青少年的动机和成就指数的预测范围最广[6]。同时在不同类型的学生中，领悟社会支持对成就

动机的影响也同样得到了验证，在 2018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特殊教育的学生对来自同学的领悟社会支持

水平与成就动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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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领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然而对于其中的作用机制仍存

在争议。希望特质(Trait Hope)是指个体对个人的目标产生合理路径的感知能力和利用这些路径实现人生

目标的动机[8]。Snyder 的希望理论指出，希望特质包含三个重要的部分——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

[9]。路径思维是希望特质的认知成分，指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相应的计划；而动力思维是希望特质的动机

成分，指执行目标计划的动力，此成分高的人往往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轻言放弃，不半途而废。以往

研究证实，个体的希望特质与学业适应[10]、压力应对[11]、心理弹性[12]等能力息息相关，是个体获得

积极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在 2020 年的研究中，学者探究了希望特质在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的作用，

结果证明当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时，希望特质水平同样表现出较高水平[13]。同时，Pratt 和 Foster
在 2020 年对影响监狱囚犯自杀的因素进行探索，发现希望的分维度——路径思维和领悟社会支持与低自

杀意愿显著相关[14]。综上研究对于领悟社会支持与希望特质之间的关系比较明确，即领悟社会支持与希

望特质之间正相关。在冯维等人 2018 年的研究中，希望特质与成就动机共同影响工作责任心，且成就动

机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15]。这一研究从侧面证明了希望特质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领

悟社会支持、希望特质与成就动机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不够充足，无法直接得出结论，因此本研

究综合以往结果，提出假设： 
H1：希望特质能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成就动机高低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中介作用，并能共同预测成就

动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和施测过程 

本研究利用网络调查，通过平台向各地大一到大四的大学生发放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问卷、成人希

望特质问卷以及成就动机问卷，其中男生 158 名(47.3%)，女生 176 名(52.7%)，被试平均年龄在 20.25 岁

(SD = 1.51)。通过问卷星整理并发放问卷。通过链接发放问卷 364 份，回收 359 份，回收率为 98.6%，有

效答卷数为 334 份，有效率为 93.0%。 

2.2. 测量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 
使用 Zimet 等人编制，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16] [17]。量表有三个维度——家庭支

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量表由 12 题组成，采用李克特计分法。各题分数的累加之和则表示该个体在

领悟社会支持上的水平高低。以 36 和 60 为分界线，区别低中高三个等级。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8，
重测信度分别为 0.85。 

2.2.2. 希望特质 
使用成人素质希望量表(ADHS)，中文版由任俊翻译，陈灿锐等人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良好[18]。

量表统共 12 题，包含三个部分(路径思维、意愿动力以及干扰项目)，采用四点计分法，干扰项目不计分。

个体的希望特质水平由各题分数相加得出。量表的 α系数在 0.74~0.88 之间，重测信度为 0.86。 

2.2.3. 成就动机 
使用 T. Gjesme 等人编制，叶仁敏修订的成就动机量表(AMS) [19]。量表统合 30 个项目，由与获得

成功相关的动机和与避免失败相关的动机这两个部分共同组成。量表采用四点记分法，每个选项对应相

应的分数。量表的信效度较好，其中分半信度为 0.77，效度为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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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6.0 进行分析。使用非参数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20]，如果统计结果显

示置信区间不跨零，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数据都来自被试的报告，因此在数据处理之前需要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法[21]。根据检验

结果第一公因子的解释率为 4.35，小于 40%，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 

从表 1，表 2 中可知，领悟社会支持、成就动机和希望特质中，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差异不显著，

且领悟社会支持、成就动机和希望特质三者间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领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机呈显

著正相关，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成就动机水平越高，且在成就动机的力求成功维度上领悟社会支

持水平越高，力求成功的动机强度越强；领悟社会支持与希望特质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即领悟社会支

持水平越高，希望特质水平也越高，在希望特质的意愿动力维度，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意愿动力水

平也越高；同时，还可以看出希望特质与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即希望特质水平越高，成就动机水平

越高。 
 

Table 1.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with correlation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与相关 

 M ± SD 1 2 3 4 5 6 7 

领悟社会支持 56.68 ± 0.430 —       

MA (成功倾向) 37.60 ± 0.283 0.291** —      

MF (避免失败) 39.38 ± 0.285 0.012 −0.020 —     

MA (成就动机) −1.78 ± 0.406 0.195** 0.713** −0.716** —    

路径思维 11.01 ± 0.107 0.028 0.095 −0.009 0.073 —   

意愿动力 10.95 ± 0.117 0.127** 0.170** −0.122* 0.205** −0.034 —  

希望特质 21.96 ± 0.156 0.114* 0.193** −0.098 0.203** 0.663** 0.726** — 

注：*p < 0.05，**p < 0.01。1 为领悟社会支持，2 为追求成功维度，3 为避免失败维度，4 为成就动机，5 为路径思维，6 为意愿动力，7 为

希望特质。 

 
Table 2. Difference test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表 2. 差异检验统计结果与相关 

 性别 年级 专业 

领悟社会支持 
t p F p F p 

0.280 0.780 1.124 0.339 0.675 0.510 

成就动机 
t p F p F p 

−0.745 0.457 1.140 0.333 0.401 0.670 

希望特质 
t p F p F p 

−0.092 0.927 1.217 0.303 1.274 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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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希望特质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温忠麟 2014 年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结果如表 3，表 4。 
希望特质对领悟社会支持和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结果如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 0 (LLCI = 

0.0013, ULCI = 0.0604)，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 0.1076，即中介效应能占到总效应值的

10.76%，表明希望特质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成就动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如图 1。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trait hope  
表 3. 希望特质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SE β T 

成就动机 领悟社会支持 0.195 0.038 13.107 0.054 0.195 3.620*** 

希望特质 领悟社会支持 0.114 0.013 4.403 0.055 0.114 2.098* 

成就动机 
希望特质 0.267 0.071 12.675  0.174 3.261** 

领悟社会支持     0.183 3.43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rait hope  
表 4. 希望特质的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上限 Boot CI 下限 中介效应比例 

0.0210 0.0143 0.0013 0.0604 10.76% 

 

 
注：***p < 0.001。 

Figure 1. The mediation model of trait hope 
图 1. 希望特质的中介效应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领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有助于厘清大学生个体因素

对其成就动机的影响，对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生涯规划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结果发现领悟社

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的成就动机越积极。此外，希

望特质这种能力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成就动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在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中，领悟社会支持、希望特质的水平与以往研究一致[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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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同时在性别、年级和专业上没有显著差异。而成就动机与以往研究存在不同[26]，
处于低成就动机水平，而且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证明其分数波动较大，分数范围较广，说明成就

动机存在强个体差异性。考虑到研究进行的时间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根据以往研究，处于重大灾难性

事件下，个体的成就动机会受到一定影响[27]。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8]：当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时，个体更有可能选择追求成功的目标取向，表现出更积极的成就动

机[29]。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积极情感，对于个体适应变化环境，同时保持心理健康，能够积极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也是个体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30]。领悟社会能力强的个体能

够充分利用积极情感转化成生活动力，在选择人生方向和目标的时候能够综合各种资源，做出理性的判

断，努力追求成功；相反，领悟社会能力弱的个体则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阻碍，造成

其心理资源的缺乏[31]，从而使个体只追求相对简单或者难以完成的任务目标。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希望特质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领悟社会支持能

够直接影响成就动机，同时也可以通过影响希望特质对成就动机产生影响。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

希望特质。Snyder 在 1997 的研究中指出在群体中有着共同目标，且相互支持的个体，他们的希望特质能

提升到更高的水平[32]。同时在对临床样本的研究中发现，个体感知到的来自他人的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

其希望特质的水平[33] [34]。 
而希望特质也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成就动机。根据 Snyder 在 1991 年提出的认知动力理论模型，希

望特质是一种积极的动机性状态，它包含的目标、路径思维以及意愿动力这三个方面与个体对目标的树

立和追求都有重要意义。高希望特质个体相信他们可创造有效路径达到目标，相比低希望特质个体，他

们即使面临失败的威胁，也能够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心理状态，这种积极情绪促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感知，

从而增强信心获得个人成功。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对来自外界的支持和鼓励，包括来自家人、朋友、

工作伙伴以及社会等等的支持会给予人向前的力量。主观感受的支持是获得完善的人格特质的要点之一。

情感上领会到的力量可能更加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发展。而希望特质所表现出来的是个体对目标的追求，

一方面既是对目标路径的分析和计划，另一方面也是执行计划的动力。希望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

困难时更有坚持下去的毅力，从而在建立目标前，会综合考虑各种问题选择那些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更

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综上所述：领悟社会支持和希望特质是影响成就动机的内部因素；领悟社会支持对成就动机既有直

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影响希望特质对成就动机产生间接影响；希望特质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成就动机之间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为领悟社会支持到成就动机的心理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引入新的中介变量——希望特质，

补充了以往的研究。同时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理论和希望理论，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理论

支持。研究结果对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1) 高校对大学生的成就动机的培养需要细化到实现的方

式和具体目标的建立，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2) 针对大学生不同的特点，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提升成

就动机水平，如加强心理辅导，保障情感支持，指导家庭教育，提升自我效能感等。 
虽然本研究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到成就动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但仍存在一定局限：1) 

从研究被试的角度来说，样本的选取较为集中，大多是大二大三的学生，没有综合考虑大一和大四，因

此其代表性存在一定的限制；2) 从研究数据的获取角度来说，通过网络问卷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被试的范围，简化了一定的实验程序，在带来了便捷的同时，也会对数据的真实性带了一定的减损，以

及通过网络难以了解被试当时的情景，可能对研究的数据造成一定的影响；3) 从研究的时间上看，由于

研究进行时期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时期，这一重大公共事件是否对个体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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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商榷。因此难以排除该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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