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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成就动机及自信的关系研究

马　臖

（重庆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　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目的　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及自信的关系。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成就动机量表、大学生自信量表

对９７１名大学生进行测试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正相关，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避

免失败的动机与大学生心理健康负相关，对其有负面影响。结论　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避免失败

的动机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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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高校必须全方位地对大学生

进行塑造和教育，心理健康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大学

生是心理疾病发病率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

何关系着未来国家栋梁的身心素质，值得引起心理教育界的关

注。成就动机是驱动个人在社会活动的特定领域力求获得成

功或取得成就的内部力量，大学生往往有较强的成就动机，成

就动机的高低是否有利于心理健康？此外，Ｍａｓｌｏｗ（１９４３）在

其需要层次理论中认为，自信是自尊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

种情感体验，并指出尊重需要缺乏满足则导致沮丧和自卑

感［１］。因而，本研究就成就动机和自信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

系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在重庆市某大学进行重点调查，采用按专业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９９８名大学生参加测试，收回有效问

卷９７１份，有效回收率达９７．３％。共涉及１２个专业，各个专

业均为文理兼收的学生；平均年龄（２０±１）岁，其中，男生４０５

人，女生５６６人；大一学生２１８人，大二学生２３４人，大三学生

２１６人，大四学生１６１人，大五学生１４２人。从参加测试的学

生情况来看，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及文理科比例均较好，因而，

所选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１．２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２］（ＳＣＬ９０）、成就动机量表

（ＡＭＳ）
［３］、大学生自信量表［４］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ＡＳ９．１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分析

和回归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成就动机与自信的总体情况　对大学

生所填写的ＳＣＬ９０所得分数进行统计分析，其总分及１０个维

度的得分情况见表１。ＡＭＳ量表和《大学生自信量表》所得数

据的基本情况见表２。

２．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及自信的相关分析

２．２．１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所

填写的ＳＣＬ９０与ＡＭＳ两个量表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见表３，

“避免失败的动机”与ＳＣＬ９０的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呈显著

正相关，“追求成功的动机”与ＳＣＬ９０的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呈

显著负相关。

２．２．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信的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所填写

的ＳＣＬ９０与《大学生自信量表》２个量表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见表４，整体自信、身体自信、学业自信和社交自信均与ＳＣＬ９０

的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呈现显著负相关。

２．３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及自信的回归分析　将大学

生的成就动机及自信的各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大学生的

ＳＣＬ９０总分作为因变量，按照０．１５的选入和排除水准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追求成功的动机、避免失败的动机、身体

自信和社交自信因子对ＳＣＬ９０总分有影响，其回归方程为犢１

＝３６４．４７３５５＋０．７９９６７犡１－０．７９９２９犡２－０．８５１３８犡３－

１．２２９８０犡４（犘＜０．０１，该方程有统计学意义）。依此类推，将

大学生的ＳＣＬ９０的各因子得分作为因变量，按相同的选入和

排除水准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１５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４２卷第２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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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研究。



表１　　大学生ＳＣＬ９０总体测量情况

项目
ＳＣＬ９０

总均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狓 １．７４ １．５６ ２．０１ １．９１ １．７７ １．７０ １．７１ １．５０ １．７６ １．６８ １．７６

狊 ０．４６ ０．５１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５３

表２　　大学生成就动机及自信总体测量情况

项目 ＡＭＳ总分 追求成功的动机 避免失败的动机 自信总分 整体自信 身体自信 学业自信 社交自信

狓 ８．２３ ３８．８６ ３０．６３ １９２．０２ ５７．７２ ４２．４９ ５７．９７ ３３．８４

狊 １１．９６ ６．９５ ７．８５ ２６．８６ ６．２９ ７．２６ ９．６９ ５．９７

表３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狉）

组别
ＳＣＬ９０

总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追求成功的动机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避免失败的动机 ０．３０８ ０．１７２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４ ０．３２２ ０．２５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７７ ０．２５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４５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表４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自信的关系（狉）

组别 ＳＣＬ９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整体自信 －０．１９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９ －０．１８４ －０．１５６

身体自信 －０．２９９ －０．２５６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５ －０．３１７ －０．２４９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７７ －０．２６７ －０．２３２

学业自信 －０．２２９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３７ －０．２１８ －０．１９０

社交自信 －０．３０１ －０．１９８ －０．２５１ －０．３４２ －０．３２６ －０．２３９ －０．１８３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３ －０．２８６ －０．２０８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犢２＝３．５１７３＋０．００４３犡１－０．００８０犡２－０．０１５２犡３－

０．００９１犡４－０．００４１犡５（犘＜０．０１）；犢３＝４．５１５０＋０．０１１２犡１

－０．００７６犡２－０．０１１０犡３－０．０１１３犡４（犘＜０．０１）；犢４＝４．６５２

７＋０．０１０６犡１ －０．００９４犡２ －０．００９２犡３ －０．０２８２犡４ －

０．００４９犡５（犘 ＜０．０１）；犢５ ＝４．５１４６＋０．０１２３犡１ －

０．００７５犡２－０．０１０９犡３－０．０１６０犡４－０．００５６犡６（犘＜０．０１）；

犢６＝４．５３０９＋０．００７４犡１ －０．００９１犡２ －０．００７９犡３ －

０．０１０５犡４ －０．００４９犡６ （犘 ＜０．０１）；犢７ ＝４．０７６４＋

０．００４６犡１－０．０１０５犡２－０．００７１犡３－０．０１１７犡４（犘＜０．０１）；

犢８＝３．２３３９＋０．０１０５犡１ －０．００８２犡２ －０．００６８犡３ －

０．０１８６犡４－０．００４ ４犡５ （犘 ＜０．０１）；犢９ ＝４．１２０ ６＋

０．００９６犡１－０．００８１犡２－０．００５２犡３－０．００９５犡４（犘＜０．０１）；

犢１０＝３．５９４８＋０．００９７犡１ －０．０１１０犡２ －０．００８２犡３ －

０．０１５９犡４ （犘 ＜０．０１）；犢１１ ＝ ３．７７４ ７＋０．００８４犡１－

０．００８５犡２－０．００９１犡３－０．００８８犡４（犘＜０．０１）。（备注：犢１

ＳＣＬ９０总分，犢２躯体化因子，犢３强迫症状因子，犢４人际关系

敏感因子，犢５抑郁因子，犢６焦虑因子，犢７敌对因子，犢８恐怖

因子，犢９偏执因子，犢１０精神病性因子，犢１１其他因子，犡１避免

失败的动机，犡２追求成功的动机，犡３身体自信，犡４社交自

信，犡５学业自信，犡６整体自信）。

２．４　大学生成就动机与自信的关系　大学生成就动机与自信

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自信总分与追求成功的动机呈正相关

（狉＝０．４６５８０，犘＜０．０１），自信总分与避免失败的动机呈负相

关（狉＝－０．２６３５６，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追求成功的动机呈正相关，与避免失败的

动机呈负相关。在回归分析中，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

动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均有显著影响，追求成功的

动机越强，其大学生的心理困扰越少，相反，避免失败的动机越

强，则大学生的心理困扰越多。高晓华、陈权等的研究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果［５６］。再者，梁宏宇［７］、刘勇［８］的研究还表明，追

求成功动机高的个体往往在“现在的投入”和“未来的愿望”上

有更高的期望，并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利他性。这说明追求成

功动机高的个体，会积极向往成功，充满自信，较少忧虑，乐于

接受困难的任务和承担责任，愿意在任务中投入努力和与他人

合作，并能从完成任务中获得自我满足而产生积极情绪，从而

增强自信并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追求成功动机高

的个体，多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把失败归因于

自己努力不够，积极的归因方式也有利于个体调节各种不良情

绪，保持健康的心态和减少各类问题行为。而害怕失败动机高

的个体往往对事件更倾向于做消极的失败预期，多将成败归为

外界因素，对失败感到害怕甚至恐怖，对失败情境或可能造成

失败的情境敏感、担忧，通过反复检查等强迫行为来避免失败，

易于焦虑和抑郁，甚至由于对失败过于回避和害怕而出现躯体

反应，从而不利于心理健康。汪琼［９］的研究也显示，避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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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越大，其心理问题越严重。

３．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信的关系　研究显示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与整体自信、身体自信、学业自信及社交自信均呈正相

关，这与车丽萍、林宇等学者的研究有相似的结果［１０１１］。在回

归分析中发现身体自信和社交自信对ＳＣＬ９０的总分及各因

子得分均有显著影响，身体自信和社交自信越强的个体其心理

健康状况越好。学业自信仅对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３

个因子有影响，在学业上越自信的个体在这３个因子上的得分

越低。整体自信仅对抑郁和焦虑两个因子有影响，在整体上越

自信的个体越少出现抑郁和焦虑状态。

以上结果充分说明自信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特质，有利于促

进个体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同时在研究中也发现身体自信

和社交自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最大，这可以解释为

进入大学阶段，学习不再是大学生活的唯一内容，大学生开始

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和人际交往，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或

身体更加满意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自信也更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此外善于人际交往且能在与人交往中获得满足的个体其心理

健康水平往往也较高。当然，学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

容，如果个体对学习没有信心，则容易对学习产生恐惧情绪，并

且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学习成绩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个

人价值的大小以及是否得到他人更大程度的认可，如果个体在

学习上成绩不佳或不够自信，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的表现，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发展。此外，在整体上越自信的个

体往往对工作、学习和生活是充满信心的，看待事物比较积极

乐观，进而较少出现抑郁和焦虑状态。

３．３　大学生成就动机与自信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追求

成功的动机”与自信水平呈正相关，“避免失败的动机”与自信

水平呈负相关，这个结果是符合逻辑的，其他学者也得到了类

似的研究结果［１２］。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

是良性的心理特质，个体如果树立合理的抱负水准，在达到目

标之后就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并增强自我悦纳的心理，从而有

利于促进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１３］。

综上所述，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是有利于

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心理特质，而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

败的动机则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在对大学生开展

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时，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精

神，向往成功，树立合理的目标并为之而奋斗，建立正确的归因

方式，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获得成功和成就，面对挫折

和失败要有承受能力，而不是通过害怕和回避失败的发生来取

得成功。此外，在学校和课堂上要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与展示

个人的平台，使每个大学生都有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中获得成

功与自信的机会，从更加多元和全面的角度评价大学生，并且

教会他们一些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塑造个人良好形象的方

法，使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自信水平，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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