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5140-514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702  

文章引用: 张萌. 初中生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的关系: 父母学业参与的调节作用[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5140-5148. DOI: 10.12677/ass.2023.129702 

 
 

初中生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的关系：父母学业

参与的调节作用 

张  萌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6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3日 

 
 

 
摘  要 

目的：探讨初中生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学业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缓解初中生的学业焦虑提供依

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所中学随机发放问卷，最终收取有效问卷771份。结果：

1) 初中生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 = −0.24, P < 0.001)。2) 追求成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的

动机均与学业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 = 0.25, P < 0.001; r = 0.50, P < 0.001)。3) 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

与学业焦虑以及追求成功的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ΔR2 = 0.02, P < 0.001)。结论：初中生

成就动机负向预测学业焦虑，较高的父母学业参与水平能增加成就动机对学业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减

少追求成功动机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以及父母对子女

高水平学业参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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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parents’ academic 
anxiet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relieving academic anxiet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randomly distributed in three mid-
dle school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77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r = −0.24, P < 0.001). 2) Both the motivation to pursue success and the motiva-
tion to avoid failu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anxiety (r = 0.25, P < 0.001; r = 0.50, 
P < 0.001). 3) Parental academic participat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as well as on pursuit of succes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ΔR2 = 
0.02, P < 0.001). Conclus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negatively predicts academic anxiety in ju-
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igher level of parental academic involvement can increase the neg-
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academic anxiety and reduce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success-seeking motivation on academic anxie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
dic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rec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arents’ partic-
ipation in their children’s and girls’ high level of academ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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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迅速发育和第二次飞跃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任务的增加，在日常的

学习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积极或消极的学业情绪。学业情绪是指学生在学业成功或失败后所体验到的情绪，

以及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在日常做作业过程中以及在考试期间的各种情绪体验[1]。学业焦虑是学业情绪

的一种，属于消极高唤醒维度，是学生在学业情境中频繁体会到的消极的情绪状态[2] [3]。长期处于学业

焦虑情绪下，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活动和学业成绩，还可能会有情绪和睡眠障碍，甚至产生自残自杀等

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4]。 
学业焦虑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我国学者围绕学业焦虑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系列研究。谢明

强发现人格特质和结构需求能够显著预测学生的学业焦虑[5]；黄杰等研究了学业焦虑与亲密同伴之间的

关系，发现学业焦虑会在亲密同伴之间产生影响[3]；李楠发现学业焦虑与情绪表达能力有关[6]；王秋韵

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硕士研究生的学业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合适的应对方

式、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业焦虑的预防及缓解[7]。其余研究主要围绕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消极

学业情绪的调节等。 
影响学业情绪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成就动机、自我概念、人格类型因素、

归因方式；外部因素有班级成绩状况及学习氛围、教师教学质量和人格魅力、同辈群体和同伴关系、家

庭教育方式以及父母的理解、支持与期望等。对于消极学业情绪的调节，可以从学生自身内部入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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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对失败进行积极的归因以及提高自身的情绪调控能力；也可以从外部环境出发：如教师要提高教

学水平和人格魅力，建立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班级氛围；家长要提高教育理念，多多参与孩子的学习，

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等[8] [9] [10]。成就动机是影响学业情绪的一个内部因素，指人们努力追求卓越，以

期望达成更高目标的内在动力和心理倾向[11]。阿特金森的期望–价值理论将个体的成就动机分为追求成

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Pekrun 等的研究证明高兴、偷快、自豪等积极学业情绪与成就动机正相关，

而沮丧、心烦疲乏、悲伤等消极学业情绪使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付出的努力降低，并且与成就动机呈负相

关[12]。王静发现成就动机与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成就动机信念可预测个体的

学业情绪[13]。常慧青和潘运的研究也表明消极的学业情绪与避免失败动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14]。学业

焦虑与学业情绪关系密切，学业焦虑是一种消极高唤醒的学业情绪，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学业焦虑更

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焦虑情绪的体验[15]。目前，关于学业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待进一步补充，并且

在中学生群体中学业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的关系。 
父母学业参与是指父母在学校和家庭中做出的促进孩子学业发展的行为[16] [17]，是父母对子女学业

方面的一种积极影响因素[18]。初中生父母参与子女学业的次数虽然不及小学那样频繁[19] [20]，但很多

研究已经证明了其积极影响。父母学业参与对于缓解学业倦怠，改善学生消极的学业态度和行为有重要

作用[21]，是子女在学业上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22]。子女还会因为父母对自己学业的积极参与更加具有

坚持性，让自己聚焦于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为了让自己不比别人差，父母学业参与还会激发学生

超越他人的学习动机[23] [24]。父母学业参与还能改善学生的情绪，高父母学业参与水平下的学生，生活

满意度和自尊相对较高，抑郁和焦虑水平较低[24] [25] [26]。父母提高对孩子学习情况的认识，这将有

利于改善家庭教育环境，让学生能够得到父母的理解、支持和引导，能够起到调节消极学业情绪的作用

[8] [9]。 
综上所述，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学业焦虑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

联。成就动机可能是学业焦虑的一个影响因素，父母学业参与作为积极变量可能会调节成就动机与学业

焦虑之间的关系。根据期望–价值理论，成就动机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这两个维度，

鉴于这两种动机同时存在并可能与不同结果相联系，本研究分别考察初中生总成就动机、追求成功的动

机、避免失败的动机分别与学业焦虑关系，并探究父母学业参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三所普通中学的初中生作为被试，采用随机取样法发放 8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

卷 77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4%。其中男生 356 人，女生 415 人；初一年级 220 人，初二年级 348 人，

初三年级 203 人。本次研究提前联系了被试群体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在确保学生、老师和家长完全同意

的前提下进行施测。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学生自愿参与并填写父母学业参与量表、学业焦虑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认真完成后会给予相应报酬。 

2.2. 方法 

2.2.1. 父母学业参与问卷 
由 Cheung 和 Pomerantz 改编，在中国群体中信效度良好[27]。父母对子女学业的参与通过 10 道题来

测量(例如，“当我要求的时候，我的父母会替我检查家庭作业”)。采用 5 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

依次记为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参与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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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叶仁敏翻译的中文版《成就动机量表》，该量表在中国的大、中学生中进行了修订[28]。问卷共

30 题目，包含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维度。根据阿特金森的期望价值理论，总成就动机

Ma 等于追求成功维度得分 Ms 减去避免失败维度的得分 Mf，计算公式：Ma = Ms − Mf。得分越高，表

明成就动机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成就动机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4。 

2.2.3. 学业焦虑量表 
选用董妍和俞国良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中的学业焦虑分量表[1]。该量表包含 7 道题目，如“考

试前我感到紧张不安”，“我很担心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差”。该量表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依次记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业焦虑水平越高。在本次测验中，该量表的信度为 0.855。 

2.3. 统计处理 

选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其插件 Process 中
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学业焦虑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对各变量的性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年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parental academic particip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in different de-
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学业焦虑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变量 
性别 年级 

男(356) 女(415) t 初一(220) 初二(348) 初三(203) F 

学业焦虑 3.34 ± 1.03 3.60 ± 0.91 −3.68*** 3.50 ± 1.08 3.47 ± 0.95 3.46 ± 0.89 0.09 

总成就动机 3.49 ± 12.09 1.58 ± 10.89 2.31* 4.52 ± 13.08 1.08 ± 10.45 2.60 ± 11.08 6.12** 

追求成功的动机 41.06 ± 8.50 40.85 ± 7.45 0.36 42.12 ± 8.19 40.69 ± 7.62 40.12 ± 8.15 3.68* 

避免失败的动机 37.57 ± 9.67 39.27 ± 8.97 −2.54* 37.60 ± 10.43 39.61 ± 8.47 37.52 ± 9.33 4.63* 

父母学业参与 3.33 ± 0.85 3.21 ± 0.86 1.90 3.54 ± 0.80 3.23 ± 0.82 3.03 ± 0.89 20.82*** 

*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初中生父母学业参与、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s’ academic participa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r, n = 771) 
表 2. 父母学业参与、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相关性分析(r 值，n = 771) 

 M SD 1 2 3 4 5 

1) 学业焦虑 3.48 0.97 1     

2) 追求成功的动机 40.95 7.95 0.25** 1    

3) 避免失败的动机 38.49 9.33 0.50** 0.12** 1   

4) 总成就动机 2.46 11.49 −0.24** 0.59** −0.73** 1  

5) 父母学业参与 3.27 0.86 0.04 0.29** −0.01 0.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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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为成就动机及其各维度与父母学业参与、学业焦虑的相关性分析，由表可知，初中生的总成就

动机与学业焦虑负相关，其中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维度与学业焦虑均呈正相关；父母学业参与

和总成就动机以及追求成功的动机正相关，父母学业参与与学业焦虑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3.3. 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间的调节作用 

为考察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是否起到调节作用，以学业焦虑作为因变量，成就

动机及其各维度作为自变量，父母学业参与作为调节变量，中心化处理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29]。如表

3 所示，第一层放入控制变量性别和年级，第二层放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第三层放入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的交互项。结果发现总成就动机负向预测学业焦虑(β = −0.25, P < 0.01)，总成就动机与父母学业参与的

交互项对学业焦虑的影响显著(β = −0.13, Δr2 = 0.02, P < 0.01，表明父母学业参与在总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

之间起调节作用。此外还分别分析了成就动机两个维度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

追求成功的动机能正向预测学业焦虑(β = 0.25, P < 0.01)，追求成功动机与父母参与的交互项对学业焦虑

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13, ΔR2 = 0.02, P < 0.01)，即父母学业参与在追求成功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也起

到了调节作用；避免失败动机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50, P < 0.01)，避免失败动机与父母

学业参与的交互项对学业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即父母学业参与在避免失败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没有

起到调节作用。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academic involvemen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ll dimensions) 
and academic anxiety (n = 771) 
表 3. 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及各维度)与学业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n = 771)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P R2 ΔR2 

学业焦虑 

成就动机 −0.23 −6.27*** 0.000 

0.09 0.02*** 父母学业参与 0.09 2.57* 0.010 

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 −0.13 −3.57*** 0.000 

追求成功动机 0.25 7.09*** 0.000 

0.10 0.02*** 父母学业参与 −0.02 −0.59 0.555 

追求成功动机*父母学业参与 −0.13 −3.88*** 0.000 

避免失败动机 0.50 15.70*** 0.000 

0.26 0.00 父母学业参与 0.05 1.54 0.125 

避免失败动机*父母学业参与 0.00 0.04 0.972 

3.4. 初中生父母学业参与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父母学业参与的调节作用，对不同水平的父母学业参与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直线斜

率反映了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的大小。如图所示，当父母学业参与得分较高时(M + SD)，初中生成就

动机对学业焦虑影响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03, t =−7.98, P < 0.01)；当父母学业参与得分较低时(M − 
SD)，成就动机总分对学业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B= −0.01, t = −2.21, P < 0.05)，见图 1。此外，当父

母学业参与得分较高时(M + SD)，追求成功的动机正向预测学业焦虑(B = 0.02, t = 2.88, P < 0.01)；当父母

学业参与得分较低时(M − SD)，追求成功的动机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B = 0.05, t = 7.96, P < 
0.01)，结果证明，成就动机及其追求成功动机维度与学业焦虑的关系受到父母学业参与的调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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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academic involvement on total achievement mo-
tivation and academic anxiety 
图 1. 父母学业参与在总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academic involvement on motivation for success 
and academic anxiety 
图 2. 父母学业参与在追求成功的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初中生成就动机、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考察初中生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父母学业参与在两者之间是否起到

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追求成功的动机显著的高于避免失败的动机，表明初中生总成就动机处于较高的

水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0] [31]。初中是学习知识的关键时期，较高的成就动机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成就动机和学业焦虑在性别上存在差异，男生的成就动机总分显著高于女

生，而避免失败的动机显著低于女生；男生的学业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女生。性别在父母学业参与中未表

现出差异，这表明初中生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参与程度没有因为子女的性别而有所不同。年级在成就动

机与父母学业参与两个变量上差异显著，初一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级；初一年级学

生的父母学业参与水平最高，初三年级父母的学业参与水平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初三年级相对于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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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所学内容难度加大，父母所能提供的帮助减少所导致。 
对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成就动机能负向预测学业焦

虑，且成就动机中避免失败的动机能正向预测学业焦虑，这与以往关于成就动机与学业情绪、考试焦虑

的研究结果一致[14] [32] [33]。关于追求成功动机与学业情绪的关系，以往研究还未得出一致结论，本研

究发现追求成功的动机与学业焦虑正相关。这也许可以说明，追求成功的动机并不是越高越好，追求成

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过高都会影响学业焦虑，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业的提高。本研究还发

现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焦虑之间并无相关，这也进一步说明父母学业参与对学业焦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其与成就动机的交互作用上。 

4.2. 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通过分层回归考察了父母学业参与在成就动机及各维度与学业焦虑之间的作用。在控制了性别

和年级后，结果表明：成就动机与父母学业参与的交互项对学业焦虑的影响显著，初中生的父母学业参

与在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当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参与水平高时，学生的成就动机越高，

学业焦虑水平越低；当父母学业参与水平低时，成就动机对学业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少。具体分析成

就动机两个维度发现，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都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学业焦虑水平，追求成功的动

机或避免失败的动机过高都会导致学业焦虑情绪的产生。追求成功与父母学业参与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

学业焦虑，即父母学业参与在追求成功与学业焦虑之间也起到了调节作用，追求成功的动机越强烈，学

业焦虑水平越高，并且父母高水平的学业参与能降低追求成功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避免失败动

机虽然显著预测了学业焦虑，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受到父母学业参与的调节，这或许表明了避免失败的

动机对学业焦虑的严重影响，当学生避免失败的动机过于强烈时，此时即使父母积极参与学生学业也并

不能改变其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了。 
结果表明，成就动机是影响学业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成就动机对缓解学业焦虑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成就动机的两个维度，追求成功或避免失败的动机过高都可能会导致学业焦虑，只有当两者处

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使总的成就动机水平较高时才能够起到负向预测学业焦虑的作用。与此同时，父母

学业参与这一积极因素在两者之间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父母高水平的学业参与能提高成就动机对学

业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少追求成功的动机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学业参

与可以提高子女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学生掌握目标取向的培养；还能激发超越他人的动机，也有利于表

现目标取向的形成[18]。这或许是由于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在学业上追求成功也是孝顺父母的一种体现，

学生希望自己比同龄人强，这样可以回报父母的辛苦付出[34]。除此之外，父母对子女学业的关心和关注

也有利于营造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可以有效的调节学生的消极学业情绪。这提示家长和老师不要“唯

成绩论”，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成就动机，不能只关注学生的成绩，更要注重学生知识的习得和能力

水平的提升。父母也要尽可能的关注和参与和学生的学习，尽可能去满足学生在学习上的各种需求，让

孩子们感受到父母对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营造和谐良好的家庭氛围。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1) 初中生成就动机与学业焦虑显著负相关，成就动机负向预测学业焦虑。2) 追求

成功动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与学业显著焦虑正相关，能正向预测学业焦虑。3) 父母学业参与在总成就动

机、追求成功的动机与学业焦虑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较高的父母学业参与水平能增加成就动机总分对

学业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少追求成功动机对学业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培养学生正

确的成就动机以及父母对子女高水平学业参与对于缓解学业焦虑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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