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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不同调节聚焦倾向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

用参与动机量表、调节聚焦量表、自主学习量表、规则服从量表以及服务绩效量表对204位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对志愿服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 自主学习在大

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 规则服从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

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4) 促进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自主学习的关系间起到正向调

节作用；5) 防御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规则服从的关系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也为

提高持不同调节聚焦策略下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做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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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focus tendencies on college students’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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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teer service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regulatory mediation model. In this study, 
20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scale, regulation focus scal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cale, rule obedience scale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impact on volunteer service performance; 2) Autonomous learn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and their voluntary ser-
vice performance; 3) Rule obedienc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volun-
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voluntary service performance; 4) Promoting focu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5) Defense focu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gu-
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rule obedience.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regulatory focus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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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动，并将使行动导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部驱动力。根据张爱卿

对“动机”的定义，我们将志愿服务动机定义为个人在自我调节的作用下使得自身的内在要求与行为的

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志愿服务行为的动力因素[1]。而服务绩效是指服务企业或服务人

员在一定时期内，在对客户提供的服务工作时所表现出的能力与素质以及服务结果。基于上述，我们将

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定义为大学生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专业素质以及志愿服务结

果。动机作为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素，能够在个体层面转化为个人的需求和工作动力，进而促进岗

位工作绩效的提升[2]。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作为推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

力量，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

动机对志愿服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 
华东师范大学庞维国教授认为，自主学习本质上是学习者对学习的整个过程主动做出调节和控制，

学习者有明确学习目标，并制定学习计划，同时还能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最后依据评价结果

来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3]。在动机绝对论的观点中，强调学习动机对自主学习起决定性作用，自主

学习行为的促进和维持依赖于学习动机。此外，依据主流的学习理论，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变成积极主动

的参与者，认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在学习过程中采取相应的行为，学习者才可能真正地完成信息加

工和知识建构的过程，并最终实现学习绩效[4] [5] [6]。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的实现是

其在一定条件下对学习目标和行为方法进行主动管理进而获得知识建构与绩效提升的过程。基于此，本

研究假设自主学习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2)。 
有研究表明，动机越强的个体越具有强烈的规则服从行为，在工作中更愿意遵守组织或群体的规章

制度[7]。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越强，在工作任务中更会遵守组织指定的规则，

其规则服从行为更强烈。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对其规则服从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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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帕森斯提出，行动者对规则的服从“从逻辑地被演绎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地指

引下的角色执行过程”，而这个过程通常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与素质。循此逻辑，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大学生对规则的服从，可以表现出其专业素质以及志愿服务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规则服从行

为正向影响其志愿服务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规则服从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

志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3)。 
近年来，在影响创新行为的个体因素中，调节聚焦备受学界关注。作为个体行为意向的自我调节动

机系统，调节聚焦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趋利和避害两种调节倾向，包括促进聚焦和防御聚焦。前者追

求理想自我中成长和发展的趋利需要，关注是否获得；后者则追求现实自我中安全和稳定的避害需要，

更关注是否失去[8]。也就是说，对于大学生志愿者群体而言，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有促进聚焦倾向的大

学生更倾向于采用能够促使积极结果出现的方式来完成任务，有防御聚焦倾向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采用能

够避免消极结果出现的方式来完成任务。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在基于进取型动机的促进聚焦作用

下，会对自己设置更高的要求，从而能提高其自主能动性与工作驱动力。相反地，大学生在基于消极避

免型动机的防御聚焦作用下，会规避风险，从而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其规则服从行为更强烈。基于上述分

析，本研究提出假设，促进聚焦在大学生服务参与动机与自主学习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H4)；而防御

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规则服从之间的起到正向调节作用(H5)。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为自变量，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为因变量，自主学习、

规则服从为中介变量，调节聚焦为调节变量，探究不同调节聚焦下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绩效。根据研究假

设，本研究建立了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面向在校大学生进行，共发放 22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收回有效

问卷 20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7%。其中，男生 70 名，女生 134 名；大一年级 6 名，大二年级 34 名，

大三年级 121 名，大四年级 29 名，研究生 14 名。 

2.2. 工具 

2.2.1. 参与动机量表 
采用宫文育[9]开发的量表，选取其中 4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825。 

2.2.2. 调节聚焦量表 
采用 Zhou 等[10]在 Lockwood 等[11]基础上开发的量表，选取其中 6 个题项。此量表将划分成促进

聚焦和防御聚焦两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分别是 0.709、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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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自主学习量表 
采用朱祖德等[12]开发的量表，选取其中 4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787。 

2.2.4. 规则服从量表 
采用赵书松[13]开发的量表，选取其中 3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857。 

2.2.5. 服务绩效量表 
采用 Sotter 和 Motowidlo 开发的量表，选取其中 4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

数是 0.789。上述量表均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从 1~5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2.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使用 SPSS29.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SPSS 的宏程序 PROCESS 对

数据进行了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分析前，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4 个因子的

特征值 > 1，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总变异的 35.64%，低于 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见，本研究数据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采用偏相关法在控制性别、学历和年级变量后对参与动机、调节聚焦、自主学习、规则服从和服务

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P < 0.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ous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项目 ±s 
参与动机 调节聚焦 自主学习 规则服从 服务绩效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参与动机 4.0 ± 0.7 —     

调节聚焦 3.7 ± 0.5 0.34 < 0.001 —    

自主学习 3.8 ± 0.6 0.39 < 0.001 0.46 < 0.001 —   

规则服从 4.0 ± 0.7 0.50 < 0.001 0.36 < 0.001 0.52 < 0.001 —  

服务绩效 3.9 ± 0.5 0.47 < 0.001 0.42 < 0.001 0.67 < 0.001 0.56< 0.001 — 

3.3. 中介作用的检验 

在控制性别、学历、年级的情况下，分别对自主学习和规则服从在参与动机与服务绩效之间的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见表 2)。结果表明，参与动机对服务绩效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47, p < 0.001)。当放入中

介变量自主学习后，参与动机对服务绩效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17, p < 0.001)，自主学习对服务

绩效的正向预测也显著(β = 0.50, p < 0.001)；同时，当放入中介变量规则服从后，参与动机对服务绩效的

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17, p < 0.001)，规则服从对服务绩效的正向预测也显著(β = 0.22, p < 0.001)。
此外，参与动机对服务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及自主学习和规则服从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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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见表 3)，表明参与动机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服务绩效，而且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和规

则服从的部分中介作用预测其服务绩效。该直接效应(0.131)、自主学习的中介效应(0.145)与规则服从的

中介效应(0.086)分别占总效应的(36.19%, 40.05%, 23.76%)。因此，假设 H1、H2、H3 成立。 
 
Table 2. The mediation between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rule obedience 
表 2. 自主学习与规则服从的中介作用 

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服务绩效 自主学习 规则服从 服务绩效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9 1.39 0.18 2.87** 0.08 1.38 −0.02 −0.46 

学历 0.01 0.20 −0.01 −0.11 0.01 0.14 0.02 0.29 

年级 0.03 0.36 0.05 0.73 0.07 1.04 −0.02 −0.30 

参与动机 0.47 7.47** 0.38 5.90** 0.50 8.16** 0.17 2.95** 

自主学习       0.50 8.39** 

规则服从       0.22 3.59** 

R2 0.24 0.20 0.28 0.54 

F 15.85 12.40 19.11 39.09 
 
Table 3. A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rule obedience 
表 3. 自主学习与规则服从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 
效应值 

总效应 0.362 0.05 0.27 0.46  

直接效应 0.131 0.04 0.04 0.22 36.19% 

自主学习的中介效应 0.145 0.04 0.08 0.23 40.05% 

规则服从的中介效应 0.086 0.03 0.03 0.15 23.76%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控制性别、学历、年级的情况下，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7 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

行检验，结果见表 4。将促进聚焦放入模型中，参与动机与促进聚焦的乘积项对自主学习的预测作用显

著(B = 0.18, P < 0.001)，这说明促进聚焦正向调节了参与动机对自主学习的影响。将防御聚焦放入模型中，

参与动机与防御聚焦的乘积项对规则服从的预测作用显著(B = 0.18, P < 0.05)，这说明防御聚焦正向调节

了参与动机对规则服从的影响。因此，假设 H4、H5 成立。 
 
Table 4. Testing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promoting focus and defending focus 
表 4. 促进聚焦与防御聚焦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自主学习 规则服从 

B t B t 

性别 0.16 2.51* 0.11 1.21 

学历 −0.03 −0.39 0.02 0.18 

年级 0.03 0.85 0.0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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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参与动机 0.78 3.59** 1.12 4.85** 

促进聚焦 1.19 5.07**   

参与动机*促进聚焦 0.18 3.06**   

防御聚焦   0.83 3.02** 

参与动机*防御聚焦   0.18 2.82* 

R2 0.44 0.31 

F 25.88 14.83 

4. 讨论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自主学习与规则服从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绩效中的中介作用、

促进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自主学习中的调节作用以及防御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

与规则服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了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模型，为本研究提出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策

略建立基础。 

4.1. 参与动机与服务绩效 

本研究中，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对志愿服务绩效有着显著正向影响(β = 0.47, p < 0.001)。参与动

机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内驱力，能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转化为激发、维持个人志愿服务行为的

动力，因此激发大学生参与志愿内驱力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当今社会、高校要重点关注大学生对于志

愿服务活动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信念显得

尤为重要。各大高校、社会公益组织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信念[14]。可以通

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或者校内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宣讲来帮助大学生理解志愿服务的价值与意

义，使得大学生自愿、主动的投入志愿服务活动，以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绩效。 

4.2. 自主学习与规则服从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主学习与规则服从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自主学习的中介效应(0.145)与规则服从的中介效应(0.086)分别占总效应的(40.05%, 23.76%)。在自主学习

的中介作用下，大学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而在规则服从的中介作用下，大学

生会更加愿意遵从志愿服务活动中的规则，严格按照志愿服务规则办事，这两种中介作用下都会使得大

学生志愿服务绩效得到提高。 
自主学习是由自我、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8]，因此不仅是大学生需要提高自身主动性，

学校以及社会也要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自主学习环境。针对自主学习中介作用下的大学生志愿者，学校可

以与外校企业等共同创建网上志愿服务平台，将大学生与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方联系在一起，提供与大学

生专业技能紧密结合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互联网平台为大学生志愿者匹配合适的志愿服务活动，创造

一个能让大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环境，以此提高志愿服务绩效。 
而针对规则服从中介作用下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依靠外部规则决定志愿服务绩效，因此，建立完

善的志愿服务制度、制定严格的志愿服务要求会使得这一类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绩效得到显著提高。 

4.3. 促进聚焦与防御聚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表明，促进聚焦正向调节了参与动机对自主学习的影响，防御聚焦正向调节了参与动机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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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服从的影响。 
在受到促进聚焦影响下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更容易给自己设立更高的要求、更

加关心是否能有收获，也就是说他们会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志愿

服务专业知识，希望能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能收获的更多成果。针对这一人群，各大高校可以建立正规的

志愿者服务培训基地，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提升自身技能、学习志愿服务专业知识的平台，让大学生志

愿服务变得更加正规化、专业化。 
而受到防御聚焦影响下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更加关注于不在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出错，因此，他

们会严格按照志愿服务要求执行。所以，针对这一人群，在制定志愿服务要求的时，可以为他们建立更

加严格的志愿服务制度，提出更高标准。或是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流程制度，将志愿服务流程细分，严

格规定每一流程要求，使得大学生服务绩效得以提升。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对志愿服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 自主学习在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志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 规则服从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

志愿服务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4) 促进聚焦在大学生服务参与动机与自主学习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

用；5) 防御聚焦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与规则服从之间的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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