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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业成绩是衡量学生掌握知识水平的重要指标，受到学习动机、教师关怀行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等多重

因素的显著影响，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对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学

习动机问卷、教师关怀问卷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对305名初中生进行测试，并以语数外三科测验成绩

总分的平均值作为学业成绩指标。结果表明：1) 学习动机、教师关怀行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均与学业成

绩正相关；2) 教师关怀行为在学习动机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学生感受到的教师关怀

行为水平越高，学业成绩表现越好，且其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越强；3) 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

作用部分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因素(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

效能感)和社会环境因素(教师关怀行为)共同影响学业成绩的理论模型，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学习动机影

响学业成绩的内在机制，为提升藏族中学生学生学业成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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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tudents’ mastery of knowledge, which is sig-
nificantly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motivation, teacher car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o im-
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30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the Teacher Care Questionnaire, and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the average of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three tests was used as an in-
dicator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cademic motivation, teacher car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2) Teacher 
caring behavior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motivation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erceived teacher caring behaviors, the better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stronger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motivation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acher caring behaviors was partly realized through the mediating va-
riab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joint in-
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fac-
tors (teacher caring behavior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an in-depth un-
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motivation affe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ro-
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ibet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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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要重视和支持民

族教育事业。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业成绩是反映中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

一直是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1]。大量学者之所以研究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因为学业成绩是学

生课业学习掌握水平的直接反应。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从学生的个体因素(认知能力和学习动

机)和社会环境因素(师生关系、友谊质量和父母支持)两个方面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在影响

学生学业成绩的个体因素中，学习动机作为引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业成绩[2]。
并且学习动机作为一种非认知因素，外部环境的改变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环境的改变会

通过学习动机进而影响行为结果。教师是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外部因素以及学生在学业上最亲密的人，

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对于学生的影响应该比较大。并且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当父母、教师或同伴对自己的

奖励和认可越多时，学生更容易发掘潜能，更主动地发展能力，积累经验[3]。由此可见，教师关怀可能

是影响学生学业动机的重要变量之一。而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的特殊形式，同样会受到社会

环境因素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学生得到支持者的资源和方法越多，其感受到的情感会释放内心的压力，

从而保持较高的自我效能感[4]。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给予学生关怀和支持有利于学生保持较高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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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学业成绩[5]。 
上述研究较少涉及到少数民族因素，学生受到的社会环境因素(地方教育政策、家庭教育方式、学校

因素等)与内地可能会有所不同，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并且以往

的研究对已有的关于“教师关怀行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学习成绩”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国内外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方法上，量化研究所占比重

较大在内容上，涵盖面大，几乎涉及到了影响学业成绩的各个方面的因素，研究视野宽广，研究者们从

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探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如下：第一，对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的研究虽

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各种因素的探讨涵盖面广，但是这些因素以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列入研究范围。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把各种因素系统地整合，整体加以考察；第二，以往关于教师关怀行为、学习效

能感、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等变量都有一定研究，但通常只涉及其中一项或两项变量，而将四者结合进

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考察较少。因此本研究拟探讨西藏藏族中学生学习动机、

教师关怀行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的水平，假设教师关怀行为是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

调节变量，并结合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因此建构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图 1)，试图探讨以下 3 个核心问题，揭示各变量与学业成绩之间因果关

系的作用机制：1) 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2) 教师关怀行为在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关系

中的调节作用；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影响其学业成绩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Figure 1. Study conceptualization 
图 1. 研究构想图 

2. 研究假设 

学习动机(learning motivation)指学生为了学习并掌握课堂材料的动力或需求，是学生引起并维持学习

活动，趋向教师设定目标的心理历程[6]。动机越内化，学生的学业成绩表现越佳。国内外关于学习动机

和学业成绩实证研究都证明，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当学生内部学习动机提

升时，他们的成绩也随之提升。学生如要有效且长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学习动机必不可少[7]。学者

Uguroglu、Walberg 研究了 1~12 年级 637,000 名学生关于学习动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 232
项动机测量和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 98%为正相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结果表明学习动

机高的学生其学业成就较高。我国学者以 3 至 11 年级的 1356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学习动机和学习成

绩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中小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8]；学生的学习动机对学

业成绩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能够预测学业成绩。 
那么学习动机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作用过程中是否有其他变量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呢？通过对已有的相

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校教育高度相关，并被假设为一个涉及动机和学习的重要过程。

由此我们引入了学习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身形成和实施要达到既定

学习目的的行动过程的能力判断[9]。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衡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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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是特殊的自我效能感，高自我效能感可以使个体越容易成功。也就是说对实

现自己学习目标有充分信心的学生往往会取得成功，而没有信心的学生则会导致失败。学生对自身的学

习任务完成有较高的信心时，学生会尽自己做大的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从而提高其学业

成绩。有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学生的学业成绩也相对较好。郭筱琳等(2019)的研究表

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相关性[10]。根据

以往研究不难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11]。同样，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也会

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当学生感知到他们在获取知识方面进步时，他们的内部的学习需求得到满足，而

学习动机正是引起和维持个体的学习行为，进而满足个体内在学习需要的心理倾向。内部学习需要的满

足推动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需要的满足使学生感到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则会影响

到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产生高自我效能感[12]，学习动机会起到推动作用。国内已有研究证实了两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正相关显著[13]。Kennedy 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

增强学习动机可以进一步提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涂敏的研究表明，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

的相关关系，主要是内部动机的正相关作用显著，外部动机和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负相关关系。

同时，池丽萍、辛自强的研究也表明，内生动机与学习自我效能感及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外生动机无关。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学习动机能够预测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并且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也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且上述关于学习动机、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两两之

间关系的分析提醒我们，这三者之间可能是一种这样的关系，即学习动机既能够直接作用学生的学业成

绩，还能够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学业

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和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发挥着重要的部分中介作用。 
虽然学习动机可能会通过间接路径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但不能忽视这种影响可能存在教师的

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学习动机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这一过程是否受到其他

因素的调节。学业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效能感，Bandura 认为劝说是影响个体效能感的重要因素

[14]。当重要的他人进行劝导之时，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比较大。教师能够给学生予以言语表扬，从

而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教师对学生的劝导、表扬、鼓励以及理解等行为均是教师关怀行为

的重要表现。因此，教师关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影响作用。有实证研究也表

明，教师关怀行为与学业自我效能有着重要的联系，教师对学生鼓励和表扬越多，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

水平越高[15]。依据该假设，相比于受到较低教师关怀水平大学生，受到较高教师关怀水平的学生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可能会更强。据此，提出假设 H3：教师关怀行为调节学习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数据采集与研究对象 

选取拉萨市某三所中学的藏族初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每个学校选取两个班，共发放问卷 320 份，

剔除反应一致、漏答等废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05 份，有效回收率 95.3%。男生 145 名，女生 160 名，

被试年龄为 13~15 岁，平均年龄 13.63 岁，标准差 0.74 岁。 

3.2. 研究工具 

本次问卷调查中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教师关怀行为使用 Likert-5 点正向计分，得分越高，

表示学生同意程度越高。 
1) 学习动机量表。该量表主要来源于池丽萍、辛自强参考 Amabile 等(1994)学习动机量表，由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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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热衷性 2 个维度 6 个测量题目组成，各题项因子载荷在 0.721~0.853 之间，克隆巴赫系数为 0.791，6
个测量题目累积贡献率为 72.26%。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 = 2.465，RMSEA = 0.069，CFI、TLI 等
拟合指标均大于 0.90，上述数据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主要来源于梁宇颂、周宗奎参考 Pintrich 和 De Groot (1990)的问卷，

由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2个维度6个测量题目组成，各题项因子载荷在0.663~0.769
之间，克隆巴赫系数为 0.839，6 个测量题目累积贡献率为 69.4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 = 2.331，
RMSEA = 0.066，CFI、TLI 等拟合指标均大于 0.90，上述数据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3) 教师关怀行为问卷。该问卷主要参考雷浩编制的《教师关怀行为问卷》，由尽责性、支持性和包

容性 3 个维度 9 个测量题目组成，各题项因子载荷在 0.663~0.817 之间，克隆巴赫系数为 0.866，9 个测

量题目累积贡献率为 70.37% 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 = 1.436，RMSEA 
= 0.038，CFI、TLI 等拟合指标均大于 0.90，上述数据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4) 采用学生在 2020 年下半年期中考试中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为减小误差，将收集到的学生各

科成绩先进行加总，再求出平均分，然后按照年级转换成标准 Z 分数。总体学业成绩是指期中考试的语

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成绩年级内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分。 

3.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2.0 分析了各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相关分析以及检验调节作用的假设。用

AMOS24.0 分析模型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及检验中介作用假设。用上述 2 种软件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哈门氏单因子检定法，将问卷所有题项放入 SPSS 中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未旋转时萃取的第

一个因子的解释力为 29.46%，并未占到 40%，显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另外，根据凯文·莫斯霍

尔德(Kevin⋅Mossholder)等人的建议，笔者将 3 个潜变所有题目纳入一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当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时，一因子验证性分析的模型拟合度应该高于 3 因子模型拟合度[16]。单因子模型拟合结果(χ2 = 
1563.099, df = 190, RMSEA = 0.154)明显比 3 因子模型拟合结果差(χ2 = 265.923, df = 168, RMSEA = 0.044)，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χ2 = 1297.176, ∆df = 22, p < 0.001)，因此，本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 

4.2. 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由表 1 可知，测量题目因素负荷量在 0.663~0.853 之间，t 值在 9.536~12.664 之间，p 在 0.001 水平下

均显著，AVE 在 0.539~0.585 之间，CR 值在 0.875~0.915 之间；AVE 根号值在 0.734~0.765 之间，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 0.330~0.621 在之间，AVE 根号值均远大于构面相关系数，结合上述克隆巴赫系数，说明

本研究 3 个潜变量的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较好。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变量均值如表 1 所示，根据 Likert-5 点计分标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教师对学生的关怀行为

处于较高水平，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相关分析结果表明，3 个潜变量和学业成绩两两之间

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符合理论预期并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的基本要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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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trix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tial validity of the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收敛与区别效度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t 值 CR AVE 1 2 3 4 

1 学习动机 3.718 0.645 0.721~0.853 10.546~12.579 0.894 0.585 0.765    

2 学业自我效能感 3.519 0.761 0.663~0.769 9.536~12.664 0.875 0.539 0.374** 0.734   

3 教师关怀行为 3.778 0.809 0.663~0.817 9.880~12.163 0.915 0.546 0.330** 0.362** 0.739  

4 学业成绩 — — — — — — 0.517** 0.613** 0.621** — 

注：**表示 p < 0.01；加粗数值为 AVE 根号值，其下方带星号的数值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4.4. 假设检验 

直接效应检验：使用 AMOS24.0 软件构建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直接作用模型 1，模型主要拟合指标

χ2/df = 1.760，RMSEA = 0.050，CFI，TLI 等指标均大于 0.95，是一个可接受模型。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 0.715，p < 0.001，说明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验证了 H1。 
中介效应检验：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学业自我效能感构成中介模型 2，模型主要拟合指标χ2/df = 

1.976，RMSEA = 0.057，CFI，TLI 等指标均大于 0.95，是一个可接受模型。采用 Bootstrap5000 次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和图 2 所示，在中介模型中，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的标准化路径系为 0.412，
但仍然在 0.01 水平下显著，进一步验证了 H1。间接效应值为 0.260，置信区间未包含 0 (见表 2)，说明部

分中介效应存在，验证了 H2。而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40.50% (0.260/0.642 = 0.4049)。 
 

Table 2.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表 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点估计值 
系数乘积 Bootstraping = 5000 

SE Z Percentile 95%CI BC Percentile 95%CI 

总效应 0.642 0.151 4.252 0.380 0.985 0.378 0.982 

直接效应 0.382 0.178 2.146 0.091 0.772 0.087 0.762 

间接效应 0.260 0.076 3.421 0.148 0.394 0.173 0.432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Std. (Unstd/SE)。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图 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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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检验：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7 检验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作用。在每个方程中，

对所有预测变量做标准化处理。结果显示，学习动机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β = 0.347, p < 0.001)，
教师关怀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β = 0.287, p < 0.001)，教师关怀行为和学习动机的交互项

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β = 0.221, p < 0.001)；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

学习动机仍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β = 0.180, p < 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也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β 
= 0.262, p < 0.001) (见表 3)。这说明，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这一中

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验证了 H3。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s test with moderation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 1 (效标：学业自我效能感) 方程 2 (效标：学业成绩) 

β SE t β SE t 

学习动机 0.347 0.054 6.414*** 0.180 0.024 7.426*** 

教师关怀行为 0.287 0.053 5.443***    

学习动机*教师关怀行为 0.221 0.047 4.784***    

学业自我效能感    0.262 0.024 10.820*** 

R2 0.260 0.472 

F 35.284*** 135.059*** 

注：***表示 p < 0.001。 

 
在证明模型各项路径后，检验在加入调节变量后的模型中介效应是否显著。进一步 Bootstrap 检验的

结果如下，在教师关怀行为处于均值以及正一个标准误差时，置信区间不包含 0，中介效应皆是显著的。

(见表 4) 
 

Table 4. Bootstrap test for mediation effects with moderation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 

效应类型 调节变量 效应量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ffect1 (M − 1SD) 0.033 0.018 −0.003 0.070 

Effect2 (M) 0.091 0.018 0.057 0.127 

Effect3 (M + 1SD) 0.149 0.025 0.102 0.199 

 
为进一步解释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Cohen et al., 2003)。如图 3 所示，在学

习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路径中，当教师关怀行为是负一个标准误差时，βsimple = 0.126 (SE = 0.062, t = 
2.024, p < 0.05, 95%CI [0.003, 0.248])，当教师关怀行为处于低水平时，学习动机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

用显著，这说明当个体受到低教师关怀水平时，学习动机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业自我效能感增加 0.126
个标准差；教师关怀行为为正一个标准误差时，βsimple = 0.567 (SE = 0.079, t = 7.192, p < 0.001, 95%CI [0.412, 
0.722])，当教师关怀行为处于高水平时，学习动机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显著，这说明当个体受

到高教师关怀水平时，学习动机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习投入增加 0.567 个标准差；教师关怀行为等于

均值时，βsimple = 0.347 (SE = 0.054, t = 6.414, p < 0.001, 95%CI [0.240, 0.453])，这说明当个体为标准教师关

怀水平时，学习动机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业自我效能感增加 0.347 个标准差。教师关怀行为处于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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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时，学习动机对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都是显著的。且 βsimple(M + SD) − βsimple(M − SD) = 
0.567 − 0.126 = 0.441，相比低教师关怀水平，在高教师关怀水平下，学习动机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

预测作用增加了 0.441 个标准差。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图 3. 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5.1. 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作用 

在此前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发现，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

验结果中学习动机对于学业成绩的影响总效应也是显著的，学习动机对于学业成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学习动机水平的得分来看，学生学习动机的得分为 3.718，说明学生学习动机水平比较高。反映了学生

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动力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本研究再次证明了学习动机是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预测指

标。究其原因，学生学习动机越高，并且内化的程度越大，对于知识的内部需求增多，势必在学业考试

中表现出更多优势，更易取得好成绩。我们可以用自我决定理论进行解释，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是个体健康成长、内化和发展的必备条件，即自主、

胜任和关系。学生体验到从事学习活动的心理自由感满足了自主的需要，学生会产生积极的学习动机并

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17]。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发现了教师关怀行为在学习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关系间起着调节作用，

随着教师关怀行为的升高，学习动机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逐渐升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

可以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解释，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有机互动的重要性，并将这种

有机互动的辩证关系作为自我决定理论对个体行为、经验和成长的预测基础。教师作为社会环境因素之

一，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的重要他人，教师对学生的关怀使学生更乐意去学，当学生学习动机高时，学生

得到教师的支持和积极反馈越多，越容易从教师身上获得资源，进而保持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18]；学

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效能感，会受到言语说服的影响。教师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支持鼓励和

劝导会使学生更加愿意付出努力获得学业成就，从而促进提升学业成绩[19]。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生态

系统理论进行解释。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发展中的个体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这些系

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个体与系统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微观系统则是对

个体产生最直接影响到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养育、学校环境、同伴及网络[20]。教师作为学校环境的因素

之一，对学生心理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学生较高的学习动机使他们对于知识的需求增多，教师作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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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习中最亲近的人，其支持和关怀行为会进一步满足学生学业的需求，使之从外部诱因变为了内部

驱力。学生会保持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西藏地区，藏族教师在教学中有语言和文化认同优势，藏

族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更好地基于对学生认知能力的把握，运用藏汉双语进行相应的知识讲解使学生更容

易接受，学生不容易产生学业压力。汉族教师则在相关政策的激励引导下，更多地投身民族教育事业，

藏汉教师的合作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虽然学生的成绩相对较低，但学生的

品质很好，尊重老师，学生和教师之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教师容易开展教学并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21]。 

5.2. 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了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

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结果显示，在模型中加入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后，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

作用增大，且仍然能显著地预测学业成绩，这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教师关怀行为调节学业成绩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学习动机可以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学生学习动机越强，其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与

之前研究一致。学习动机具有内生和外生性，内生学习动机强的学生，其焦虑水平较低，自我效能感更

高，并且较高的内生动机有助于创造力[22]。因此，高内生动机的学生，完成任务的信心强，同时会产生

更高的回报需要。他们倾向于挑战复杂的问题，在进行学习活动时更多是出于兴趣，所以在学习时十分

投入，并能从中获得满足[23]。这种亲身完成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获得的成功体验是最有力量的效能信息

来源，因此他们的效能感更高。学业成绩因此会更好。同样也有学者认为成就较高的人不仅受较强的内

生动机的支配，还整合了外生动机和社会目标这两个因素。在本次研究的模型中，教师关怀行为作为一

种外在动机因素，教师对学生表扬鼓励是学生所要追求的，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得到的奖励会使其感到愉

快。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间的中介变量，其作用表现在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倾向于

选择较复杂的任务，其内在学习动机较高，他们获得更高成就的需要更强烈[24]。高水平的学业自我效能

感进而可预测较高程度的学业成绩，它不仅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而且可以有效预测学业成绩，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 

5.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实践启示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了解这些不足可以为未来研究提供更好的方向：1) 本研究所选取的被试来自

拉萨市城关区的八年级的藏族学生，城关区的教育状况不一定代表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水平；2) 本研究采

用横向研究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受到教师关怀行为水平、学业自我效能感

及学业成绩间的关系，但只是在学生八年级这一时间点上接受测查，不能充分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3) 研究中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测查只是用了标准化的成绩，对于学生不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在今

后的研究中对成绩的衡量要多元化。虽然存有上述不足，但本研究结果对藏族初中生的教育发展有以下

启示。首先，结合本地区藏族学生朴实无华、品德较好的特点，教师与学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并且藏族教师的双语优势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注重素质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

机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合理归因，避免挫败感。有研

究表明，能力和努力归因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在使用教学策略时，要发挥好归因的能动

作用，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努力没有白费，给予学生鼓励使学生保持学习的信心。真正帮助学生发挥自

身最大的潜能，达到更好的自己[25]。 

6. 结语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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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动机、教师关怀行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均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 
2) 学生感知到的教师关怀行为对学习动机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该调节作用为正向调节

作用。 
3) 教师关怀行为的调节作用部分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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