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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地理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研究 

黄雯倩，孙裕钰，赖秋萍,卢晓旭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062） 

 

——————————————————————————————————————————— 

摘     要：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理解学生的地理学习动机，有利于制定

有效教学策略。基于已有理论开发地理学习动机强度和影响因素测量工具，以江苏省连云

港市四所中学的 160 名高三学生样本为例，运用偏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认知内

驱力、效能期望、自我提高内驱力以及结果期望与地理学习动机强度显著相关，且作用强

度依次由强到弱，而附属内驱力、个性心理素质和归因等因素与地理学习动机的因果联系

暂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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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是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的推动力，它是激发个体产生某种学习活动、使个体的学习行为

指向特定目标，并维持已经引起的某种学习活动的内在过程或内部心理状态
[1]
。理解学生的学习动

机，发现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并据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学习效果的提升至关重要
[2]
。学习动机影

响因素的理论很多，如奥苏贝尔的内驱力理论
[3]
、韦纳的三向度归因理论

[4]
、期望理论

[5]
和自我效能

感理论
[6]
等。地理学习动机是学习动机的一部分，是进行地理学习时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

[7]
。白文新、

袁书琪等把地理学习动机按奥苏贝尔理论划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三部分

[8]
。张海从求知发展、追求荣耀、回报社会、学以致用等方面编制了地理学习动机量表

[9]
。在影响因

素方面，李青霞发现地理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有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效能感，并从二者出发调动学生

地理学习动机
[10]

。张燕提出最主要的地理学习动机是不辜负父母期望及谋求职业和地位
[11]

。赖雪芬

认为成就动机、考试焦虑以及学生的自我要求是影响地理学习动机的主要因素
[12]

。还有舒海琴
[13]

、

顾希云
[14]

、邹世国
[15]

、张会忠
[16]

等人认为地理学习动机与学生个性、家庭环境以及学校教育有关。 

综合国内外研究发现，有关学习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且完善，但是在地理学习动机方面，

学者多集中于教学策略研究，缺乏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基于学习动机相关理论，开发地理学习动

机强度量表及影响因素量表，利用偏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地理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及作

用机制，为中学地理教学提供实证理论。 

一、量表设计与数据采集 

（一）量表设计 

1.地理学习动机强度量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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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习动机强度测量量表开发主要借鉴蒋亚琴英语学习动机量表
[17]

，设置 9 个测量项目并加

一个校验项目，根据不同等级水平分别赋予 5、4、3、2、1 分。实测数据中各测量项目的区分度分

析（测量项目得分与总分作相关分析）显示除一个项目外，其余各项目区分度良好，删除该项目后，

量表由 8 个测量项目组成，如表 1，其科隆巴赫信度为 0.718，信度合格。利用校验项目与所测动机

总分作相关分析，P 值为 0.000，相关极其显著，显示效标效度较高。 

表 1  高中生地理学习动机测量量表 

1. 我非常喜欢上地理课 

2. 地理课上我总是很认真 

3. 我爱看地理方面的课外书籍 

4. 我十分关注地理节目或地理新闻 

5. 我对各地的地理现象感兴趣 

6. 我经常能提出地理方面的问题 

7. 我经常问地理老师各种地理问题 

8. 每天我课外自主安排的地理学习时间达 1 小时 

校验项目：我的地理学习动机很强 

2.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因素量表开发 

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因素量表以学习动机理论为基础，主要分为七个影响因素。认知内驱力，即

了解与理解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即以自己的能力赢得相应地位的内驱力

[3]
；效能期望，即能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自信程度

[6]
；附属内驱力，即为了保持长者（如家长、

教师等）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提高表现性的内驱力
[3]
；结果期望，即对地理学习结果是

否可达的预期
[5]
；个性心理素质，主要考虑焦虑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

[18]
；归因，即把取得的结果归

因于内部可控因素还是其他因素的心理状态
[4]
。借鉴秦晓婧等

 [19]
、华东师范大学周步成团队

 [18]
等动

机诊断方面量表进行量表开发。根据所得样本数据，利用传统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对量表各测

量项目进行区分度检验，删除不符合条件的测量项目后做信度检验，7 份量表中 5 份量表的科隆巴

赫信度达到 0.6 以上，2份量表科隆巴赫信度未达到 0.6。由于单个因素测量量表项目过少，导致信

度略低于 0.6，量表仍可使用。影响因素量表及其信度如表 2。 

表 2  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因素量表科隆巴赫信度及其测量项目 

影响因素及信度 测量项目 

1 地理知识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能提高我的地理思维能力 

2 地理知识可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非常有用 

3 地理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价值 

4 地理课程培养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于人不可缺少 

X1 认知内驱力 

0.889 

5 地理知识和地理问题都特别有趣 

6 地理成绩对我来说很重要 

7 学好地理后我更有成就感 
X2 自我提高内驱力 

0.683 
8 我非常勤奋地学习地理 

9 我的能力能让我学好地理 

10 我有较强的空间思维能力所以我能学好地理 
X3 效能期望 

0.788 
11 我有较强的综合思维能力所以我能学好地理 

12 学好地理可以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 

13 我有一个我喜欢的（非常好的）地理老师 
X4 附属内驱力 

0.638 
14 当我考试取得好成绩时，我一般会想到感谢老师、同学和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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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还能进一步提高地理成绩 

16 我能清楚地说出地理学是研究什么的科学 
X5 结果期望 

0.670 
17 我知道地理课真正要学习的是什么以及它培养我们的什么能力 

18 我想得到地理老师的认可 

19 当家长或老师对我的要求更严格的时候，我的地理成绩会越好 

20 我对大多数学科的学习都感兴趣（或都不反感） 

X6 个性心理素质（焦虑）

0.505 

21 各门学科和各种级别的考试都让我感到紧张 

22 如果我能轻松地理解某些课程的内容，我会认为是老师讲得好 

23 我如果不能理解一些知识，我常常从自己的理解力方面找原因 

24 当我考试发挥失常时，我会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X7 归因 

0.558 

25 如果我学习成绩不好或成绩下降，我一般都是从我自身找原因 

（二）样本来源 

选取连云港市厉庄高级中学、连云港市新浦中学、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各校高三的一个班级，共发放问卷 175 份，回收问卷 175 份，其中有效样本 160 份，样本有效率为

91.4%，其中男生 84 份，女生 76 份。 

二、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分析 

（一）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索地理学习动机各个影响因素与地理学习动机强度的关系，利用皮尔逊相关、偏相关及

灰色关联度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表 3  地理学习动机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学习动机 

皮尔逊相关 偏相关 灰色关联度 
假设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P 值 偏相关系数 P值 
灰色绝对

关联度 

灰色关联

度排名 

X1 认知内驱力 0.373** 0.000 0.202* 0.012 0.6379 1 

X2 自我提高内驱力 0.231** 0.003 -0.001 0.992 0.6364 3 

X3 效能期望 0.454** 0.000 0.322** 0.000 0.6378 2 

X4 附属内驱力 0.255** 0.001 0.127 0.116 0.6252 6 

X5 结果期望 0.489** 0.000 0.270** 0.001 0.6341 4 

X6 个性心理素质 0.225** 0.004 0.124 0.126 0.629 5 

X7 归因 0.076 0.338 -0.148 0.067 0.6043 7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除归因外，其他 6 个因素均与地理学习动机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这种

相关可能是受因素之间关系影响而呈现的表面相关，为了去除这种干扰，利用偏相关对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20]。结果显示，认知内驱力、结果期望和效能期望的 P 值均小于 0.05，与地理学习动机强

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个性心理素质、归因等因素的 P值大于 0.05，

与地理学习动机的因果联系暂未发现。 

由于影响地理学习动机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仅假设了 7个主要因素并进行测量，

偏相关分析也不能考虑预设因素之外的所有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故引入灰色系统理论中

的灰色关联度进行补充分析。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已知信息的开发生成提取有价值信息，进而实现对

于不确定性系统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
[21]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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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利用序列相邻点间的线性插值将离散数据映射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进而通过序列的几何特

征判别序列间联系是否紧密以判断关联性大小，可以在“少数据、贫信息”的状态下进行研究
[22]

，

可弥补传统数理统计多元因素分析的不足
[23]

。灰色关联分析中，如果系统发展过程中因素相对变化

态势基本一致，则两者灰色关联度大，反之则小
[22]

。以四所中学的地理学习动机强度作为参考序列，

利用灰色绝对关联度对 7 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设参考序列X0={X0(k)|k=1,2,3,4}，比较序列为

Xi={Xi(k)|k=1,2,3,4 i=1,2,3,4,5,6,7}，其中i表示第i类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因素，k表示第k个中学，

灰色绝对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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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与地理学习动机强度相关性由强至弱分别为认知内驱力、效能期望、自我提高内驱力、

结果期望、个性心理素质、附属内驱力以及归因，其中认知内驱力、效能期望、结果期望与地理学

习动机的相关性较强，与这偏相关分析的结果吻合，而自我提高内驱力对地理学习动机的影响也较

明显，但与偏相关分析结果存在不一致，原因有待分析。 

综合而言，认知内驱力、效能期望、结果期望、自我提高内驱力等因素与地理学习动机强度具

有显著相关性。其中认知内驱力是了解地理知识，解决地理问题的驱动力
[3]
；结果期望是对地理学

习结果是否可达的预设
[5]
；效能期望是对自己地理学习能力的预设

[6]
，三者皆是直接指向地理学习本

身，直接影响地理学习动机，而自我提高内驱力是用自己的地理学习能力赢得相应地位的内驱力，

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能有效促进地理学习动机的产生
[3]
。其余因素，即附属内驱力、个性心理素

质、归因与地理学习动机的因果联系暂未发现，可能是其影响强度较小，客观性和原因有待进一步

探索。 

（二）因素作用强度分析 

由于地理学习动机系统的复杂性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完全性，采用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地理学习

动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对地理学习动机强度的影响程度上，认知内驱力略大于

效能期望，效能期望略大于自我提高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略大于结果期望，影响程度由强到弱

依次为认知内驱力>效能期望>自我提高内驱力>结果期望。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运用偏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认知内驱力、效能期望、自我提高内驱力、结果

期望与地理学习动机存在相关性，进而验证了这些因素是地理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而附属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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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素质和归因等因素与地理学习动机强度的因果联系暂未发现。借助灰色系统中的灰色关联

度对地理学习动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对地理学习动机影响强度由强至弱分别为认知内驱力、效能期

望、自我提高内驱力、结果期望。 

（二）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建议地理教师首先从地理知识及其情境本身出发进行教学设计，提高地理知识

本身的认知属性对学生地理学习动机的激发作用；其次，应从效能期望即学生完成学习活动的自信

程度出发，平常不要用过难的学习任务打击学生的信心，要用合适的任务，并加以引导和言语鼓励，

以保护和提升学生的自信心；第三，从自我提高内驱力来看，要引导学生展望美好未来，促进其树

立远大理想，认识到通过学习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后，从结果期望因素出发，教师要设定

合适的、因人而异的地理学习目标，提出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的问题，或布置力所能及的作业，让

学生觉得结果是可达的，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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