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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目标定向、学习策略、归因与成绩的关系

陈明贵6 胡振北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系，广州 7$#85$）

摘6 要：该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 名高中生的目标定向、学习策略、归因的特点及其

与成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掌握定向倾向强于女生，且在学习中更多地采用

认知和元认知策略，而女生则具有更明显的能力和内部归因。!）归因与目标定向、学习策略间呈

现出较为复杂的相关关系。5）复述策略和努力归因能够负向预测成绩，调节和努力管理策略可以

正向预测成绩，而目标定向通过归因和学习策略间接影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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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言

目标定向是指个体在进行某项工作时欲追求的

目标［$，!］。特定的、占优势的目标定向对个体的成

就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5］。最初，研究者将其分为

掌握定向和成绩定向两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它不断地得到区分，单一成分也逐渐演变为复杂结

构：将接近和回避动机纳入掌握定向，建构三分的体

系［7］；将接近和回避动机与两种定向交错搭配，构

建四分的模型［8］。当前，三分法已得到普遍认可；

而四分法则受到质疑。不同的目标定向者，对同一

事件有着不同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因而表现出不同

特征。研究表明，目标定向通过改变学习策略间接

影响成绩［%］。

9=>?@= 在人工概念研究中提出“ 认知策略”，

4@A@BB 用计算机模拟问题解决，从而提出“ 学习策

略”。学习策略直接作用于成绩［"］。但对策略的理

解并未统一，有以下观点：它是学习的程序、方法及

规则；是学习的信息加工方法；是学习监控和学习方

法的结合。综观不同定义，认知和元认知策略是普

遍认可的组成要素。这里采用 CDEFDEGH@ 的界定：

认知策略包括复述、精加工和组织策略；元认知策略

包括：计划、监控和调节；资源管理包括时间、环境、

努力的管理和支持寻求。

自 !# 世纪 I# 年代，国外学者对目标定向与学

习策略、成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不同

学生的 认 知 强 度 差 异，从 而 阐 释 成 绩 分 化 的 原

因［!］。如掌握定向与精加工、组织策略密切相关，

而复述策略与掌握和成绩目标定向均呈弱相关［I］。

男生比女生更多地采取成绩定向，而女生比男生报

告了更多的认知策略［$#］。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综观现有研究，掌握定向

有助于提高深层加工策略；成绩目标的个体主要运

用浅加工策略；而逃避定向将妨碍深层加工策略。

因二者关系复杂，研究者将第三变量纳入考察，

如动机氛围、任务性质等［!］。但对归因及其与成绩

的关系研究得较少，且没有研究将其与目标定向同

时进行考察。故，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还是

未知的。由此，研究将归因作为第三变量引入，试图

更加深入地揭示它们的关系。

归因是指个体对他人或自己行为的原因进行解

释或推测的过程，即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看

法［$5］。J@H?@= 认为，能力、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是

个体分析工作成败的主要因素，并将人们对成功和

失败的归因倾向进行了分类。对成败的稳定性归因

将影响个体对未来的期望，而内外向归因将影响个

体的情绪反应，因而，归因倾向将会改变个体的后继

行为。如：内部归因占主导的个体有较高的自尊心、

自我概念和较低的焦虑［$:，$7］。另外，归因与成绩也

存在某种联系。如：它会通过自我知觉［$8］，自我效

能感［$%］间接影响学习成绩。

基于上述基础，文章对中学生的学习策略和归

因特点进行考察；并对归因、目标定向、学习策略及

成绩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6 研究方法

!; $6 被试

随机整群抽取广州市某普通中学高二年级 " 个

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问卷 !"% 份。有效问

卷 !%# 份，男 $5$ 名，女 $5I 名。收集 #% 年期末语

文、数学和英语的成绩，于级内转化为标准分，再把

K 分相加，即得成绩分数。



!" ! # 研究工具

!" !" $# 目标定向量表（%&’(）

)*+,- 编制，$. 个项目，测成绩接近、回避、掌握

目标三种定向。/ 点记分，从 $ 0 完全不符合，至 /
0 完全符合，! 为 1" ./。汪玲等证实了其较好的结

构效度。本次的 ! 为 1" ./。

!" !" !# 学习策略量表（2(3）

张向葵等［$.］编制，44 个项目，测学习策略的一

般状况。含认知、元认知和资源管理三个维度，! 为

1" 5!、1" 5$ 和 1" .6。7 点记分，从 $ 0 完全不符合，

至 7 0 完全符合。本次的 ! 为 1" 5!、1" 51 和 1" .6。

!" !" 8# 多维度 9 多归因量表（))3(）

2+:;<=-> 等编制，仅用“归因”部分，!/ 个项目，7

级评分，含四种归因：能力、努力、背景和运气。本次

的 ! 为 1" 65。

!" 8#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团体施测，当场回收。先做 ))3(，再测 2(3，

最后完成 %&’(，采用 (?(($7" 1 进行统计分析。

8# 结果

8" $#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

> 检验表明：男生的掌握定向更强；且更多采用

认知和元认知策略；女生具有更明显的能力和内部

归因，且对失败的归因比男生重。进一步，对复述、

精加工、组织、计划和监视策略的使用，男生优于女

生。将成败结果引入归因分析后，女生更倾向于将

失败归因于能力因素。

表 $# 目标定向、学习策略和归因的性别差异

性别 掌握 成绩接近 成绩回避 认知 元认知 资源管理 能力 努力 情景 运气

男生 "! $." 56!! $4" .4 $8" 67 45" 86! .5" .7! 5!" 8! $." 1$! !!" 55 $7" 81 $4" 66
# 8" /4 /" $$ 8" 54 $8" 41 $/" 17 $8" .5 8" /8 8" .7 8" 4/ /" 18

女生 "! $4" 6. $4" 5$ $8" 6$ 47" $5 .6" 18 5!" 4! $5" !4 !8" 11 $/" 5. $4" 47
# 8" 46 8" /$ 8" 7/ $/" 77 $8" 8$ $!" 1. 8" 1/ 8" 65 8" .4 8" .8

# # 为了和其他研究比较，归因被划分为成功和失

败归因，内部和外部归因。以性别和成败为自变量

的分析表明：无性别差异（$（$，!6.） @ $）；成功归因显

著高于失败归因，即已具备对成败分离归因的能力

（$（$，!6.） 0 !8!" !1，% @ 1" 11$ ）；存 在 交 互 作 用

（$（$，!6.）0 6" 45，% @ 1" 1$）。多重比较表明，男生成

功归因得分更高，失败归因更低。以性别和内外归

因为自变量的分析发现：无性别差异（$（$，!6.） @ $）；

内部归 因 强 于 外 部 归 因（ $（$，!6.） 0 8/4" $6，% @
1" 11$）；且 不 存 在 交 互 作 用（ $（$，!6.） 0 !" 7!，% A

1" 17）。

8" !#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分析表明，掌握定向与努力归因正相关，而与运

气归因负相关；成绩接近与能力、努力和运气归因均

正相关；而成绩回避与能力、情景和运气归因均正相

关。认知策略与所有归因均无相关关系；元认知策

略与能力归因正相关，而与情景归因负相关；资源管

理策略与能力归因正相关，而与情景归因和运气归

因负相关。

表 !# 目标定向、学习策略、归因的相关矩阵

变量 $ ! 8 / 7 6 4 . 5 $1 $$

$ 掌握 9
! 接近 1" !/!! 9
8 回避 1" 1/ 1" 76!! 9
/ 能力 1" 1. 1" 88!! 1" 87!! 9
7 努力 1" !1!! 1" !!!! 9 1" 1$ 1" $!! 9
6 情景 9 1" 15 1" 14 1" !1!! 1" !!!! 1" 1. 9
4 运气 9 1" $7! 1" $/! 1" $7! 1" $.!! 9 1" $8! 1" 84!! 9
. 认知 1" /7!! 1" $8! 1" 15 1" $$ 1" 1/ 9 1" $1 9 1" $1 9
5 元认知 1" /!!! 1" $6!! 1" 1/ 1" $/! 1" 1! 9 1" !$!! 9 1" 14 1" 4/!! 9
$1 资源 1" 8! 1" $4!! 1" 17 1" $7! 1" $$ 9 1" !5!! 9 1" $7! 1" 76!! 1" 4!!! 9
$$ 成绩 1" 15 9 1" 1/ 9 1" 15 1" 16 9 1" $4!! 9 1" 17 1" 16 1" 1. 1" $4!! 1" $5!! 9

# # 由表 ! 可得知影响成绩的因素：元认知和资源

管理策略均与成绩呈正相关，而认知策略和目标定

向均与成绩无显著相关；努力归因与成绩负相关，而

其他归因倾向及目标定向均与成绩无显著相关。

表 8 可知，成功和内部归因与所有定向均正相

关；但失败归因与之相反，均负相关；而外部归因则

与掌握定向负相关，与成绩接近和成绩回避正相关。

学习策略方面，失败归因和外部归因均与所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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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内部归因与资源管理显著正相关；而成功归 因与所有策略均不相关。

表 !" 归因与目标定向、学习策略的相关矩阵

目标定向 学习策略

归因 掌握 接近 回避 认知 元认知 资源

成功 #$ %&!! #$ !’!! #$ (#!! #$ %# #$ %% #$ #’
失败 ) #$ %!! ) #$ %*!! ) #$ %+!! ) #$ %’! ) #$ %*!! ) #$ %+!!

内部 #$ (#!! #$ !,!! #$ (#!! #$ %# #$ %# #$ %+!!

外部 ) #$ %-! #$ %!! #$ (%!! ) #$ %(! ) #$ %+!! ) #$ (,!!

!$ !" 各变量对成绩的预测

" " 旨在考察目标定向、归因和学习策略对成绩的预

测能力，多重回归表明，复述、调节、努力管理策略和

努力归因倾向均直接影响成绩，这说明认知、元认知、

资源管理策略以及归因直接影响成绩。

表 ’" 影响成绩的多重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 !( " # ! $

方程模型 #$ !, #$ %! *$ +&!!!

调节策略 #$ %( #$ (+ !$ ++!!!

努力归因 ) #$ %’ ) #$ (% ) !$ -+!!!

复述策略 ) #$ %’ ) #$ (& ) !$ +#!!!

努力管理 #$ %# #$ %* ($ ,%!!

" " 复述可负向预测 ($ &. 的变异，调节可以正向

预测 ’$ !. 的变异，努力管理可正向预测 ($ (. 的变

异，由此，进入模型的学习策略可以解释 *$ ’. 的变

异。而努力归因可负向预测 !$ -. 的变异，因而，学

习策略和归因共能解释 %($ *. 的变异。这也提示

我们：影响成绩的因素极多，以后的研究中需加强对

其他因素（如动机氛围）的探讨，并争取对多种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

’" 讨论

’$ %" 目标定向、归因和学习策略的特点

高中生已经具备对成败分离归因的能力，且成

功归因占据主导。这表明，高中生更加看重学业的

成功，这与成功时的情绪体验是相符的。个体获得

成功时，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愉快的情绪体验；而它能

够进一步激励个体对成功结果的追求。但这也可能

源自于错误的归因倾向。学业失意时，个体感到无

助、失望，心情低落，出现情感低潮。在经历多次学

业失意之后，学生甚至可能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

这种情况下，个体更乐意将结果归因于外界原因，从

而导致更弱的失败归因。这种假设不符合我们的结

果，因为高中生的内部归因占据主导。错误的归因

倾向还可能源自于个体对成功情景的夸大。获得成

功时，伴随着愉快体验的发生，个体感到“ 万事如

意”，从而夸大了对结果的归因。研究表明，男生更

加注重成功归因，并忽视失败归因，而女生具有更明

显的能力和内部归因倾向。这与男女两性所扮演的

社会角色相吻合。正常情况下，通常要求男性具有

支配性、竞争性和强烈的成就动机，因而希望男性具

有更大的成绩，获得更多的学业成功，从而逐渐担当

家庭主要支柱的角色；而对于女性则要求贤良淑德、

刻苦耐劳、甚至“ 逆来顺受”，因此希望女性更加注

重自己的内在修为，并以此迎合环境需要，从而逐渐

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由此，当男性面对成功情景

时，则更加兴奋、肯定，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这对于

自我保护、维持自尊均十分重要，从而更有利于保持

心理平衡的状态；而当女性面对学习结果时，则更加

注重对自己的反省，从而侧重于内部归因。

为了决定何种目标定向占据主导地位，将被试

在目标定向各分量表上的得分进行了 /0123456 检

验，结果表明，三种定向之间 !( 为 ((-$ (%，显著性

水平达 #$ ###；其中掌握定向的均分以及平均等级

均为最高，其次是成绩接近，最后是成绩回避，且掌

握定向和成绩接近间无差异。这表明，掌握定向和

成绩接近是高中生的主导定向，而成绩逃避在高中

生中较为少见。即高中生在学习中的目标是理解、

掌握知识、并力争取得理想的成绩，而较少定位于对

不佳成绩的逃避。雷雳等发现，小学生的主导为掌

握定向。为什么成绩接近能在高中生中占据主导

呢？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高中生面临严

峻的高考，升学压力和考试竞争的加剧迫使学生将

目标指向成绩，因此采用了更有利于提高成绩的目

标定向：掌握定向和成绩接近。初中生的升学形势

也日益严峻，大多家长要求学生升入名牌高中，并唯

学习成绩是瞻。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初中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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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定向也应与高中生类似，蒋京川等的研究证实了

该观点。另外，男生的掌握定向倾向显于女生，这与

!"#$%&’ 等的研究相反，而与雷雳、蒋京川的研究相

符。如蒋所述，国内外结论的差异既可能源自于文

化差异，也可能源自测量工具的差异，这还有待进一

步考察。

学习策略方面，男生相对于女生更多地采用认

知和元认知策略。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复述、精加

工、组织、计划和监视策略的使用方面，男生优于女

生。蒋的研究也发现，男生更多地采用元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直接促进学习过程有效地进行；元认知策

略主要负责对学习过程进行监控、评价和调节，它和

认知策略是学习策略的核心。在研究中，男生的认

知和元认知策略得分均较女生高，但其学习成绩并

无差异（!（(，)*+）, )" )*，# , -. //），这也表明将学习

策略简单地二分为认知和元认知策略并不是最佳模

式，即引入资源管理策略是较为合理和必要的。

0. )1 各变量的关系

目标定向与学习策略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核

心问题。普遍结论是：掌握定向有助于提高深加工

和元认知策略，而成绩回避定向将妨碍这些策略的

使用。研究表明，掌握定向和成绩接近均与认知、元

认知和资源管理策略正相关，而成绩回避与学习策

略无关。进一步看，掌握定向与复述等策略正相关。

这说明，掌握定向者在注重对材料进行深加工时，也

同时兼顾了浅表加工，这与现有研究存在差异［()］。

复述策略是在工作记忆中为了保持信息而对信息进

行反复重复的过程，是对所需要记忆的材料的维持

性言语复述。它在语文等文科的学习中非常重要；

甚至在数学等理科的学习中，它也是理解知识的内

在基础，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外在投入形式。因

此，复述与掌握定向呈正相关，甚至，它与成绩接近

和成绩回避也呈弱正相关。而成绩接近者旨在提高

成绩，其兴趣不高，因此较少制定学习计划，也投入

更少时间学习，而是单纯地使用较多的认知投入。

成绩回避者更是如此，但它并不妨碍有效学习策略

的使用，这与普遍结论不符。这表明，成绩回避者为

了逃避不良学习结果，并不反对使用精加工等深加

工策略，而可能对其“听之任之”。这也支持了将成

绩定向进一步划分为成绩接近和成绩回避的假设。

失败和外部归因均与所有策略负相关；内部归

因与资源管理策略正相关；而成功与所有策略均无

相关。这与胡的结论不同［(+］。如果个体更加积极

地运用学习策略指导其学习过程，那么他也更加期

望获得优良的学习结果。若结果符合期望，个体必

将倾向于将其归因于自己的学习策略；若学业失败，

个体则很少将其归因于自己的学习策略，而倾向于

将其归因于其他因素。另外，掌握目标者强调能力

的发展，注重对任务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将学业结果

归因于能力和努力等内部因素，而很少归因于情景

和运气等外部因素；成绩定向者将学习视为一种手

段，通过成绩来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极力回避那些可

能失败或可能表现出低能力的情景，因此将学业结

果归因于外部因素，而很少归因于内部因素；而且，

成绩接近者较成绩回避者更加注重学习策略等的运

用，因此更倾向于做内部归因。将归因划分为能力、

努力、情景和运气四种类型后，其分析结果也证实了

此观点。

在归因、目标定向、学习策略中，与成绩相关的

只有学习策略。分析表明，元认知与资源管理均与

成绩正相关，而努力归因与成绩负相关，其他因素均

与成绩无关。因未发现认知策略与成绩的相关，故

将复述、精加工和组织策略与成绩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精加工和组织策略均与成绩正相关，这与

以往结果一致。由此，可以推论归因和目标定向对

成绩的作用：归因可能通过学习策略间接发生作用；

目标定向不能直接影响成绩，但它影响着个体学习

时所采取的认知、元认知和资源管理策略，以及归因

方式，进而间接作用于成绩；学习策略能直接影响成

绩。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关系模型，其适应性有待于

进一步的检验。

图 (1 各因素与成绩之关系图

综上，学习策略是直接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

而它可以通过培养和训练得以提高。教学中，应更

注重对学习策略的培训，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效率。

对于个体，还应引导其形成优良的目标定向，尽可能

帮助学生达到掌握目标。那么，教学中则不宜过分

强调分数、能力比较等，因为这将导致学生更加倾向

于成绩定向。而对于不同目标定向的个体，教学工

作者应该因材施教，根据其具体情况引导学生进行

最为恰当的归因，从而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增长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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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提高。韩的实验表明，归因训练能使学生的归

因倾向发生积极转变。隋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归因

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消除无力感，增

加自我效能感，改善性格特征。因此，教学中，在注

重智力因素的同时，还应该唤起对非智力因素的注

意，从而更加合理地改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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