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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坚韧人格、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的关系研究

【摘     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坚韧人格、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坚韧人格评定量表》、《大学生学习动机问卷》

及《大学生学习适应量表》对 30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大学生学习适应处于中等水平；（2）城镇学生学习态度维

度得分高于农村学生，非独生子女教学模式维度、环境因素维度得分高于独生子女；（3）坚韧人格与学习适应的学习动机维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4）学习动机、学习适应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结论：大学生坚韧性人格、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关系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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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适应是指个体根据学习及环境的需要 , 努力调控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过程 [1]。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与高中有明显的不同，进入大学后，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自由度，学习不再是由老师主导，主要依靠的是个体的自觉 [2]，这种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学习模式给大学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而大学生在学习适应方面遇到的困难较多。在与学习适应密切相关的因素中，人格因素及动机因素作用巨大。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坚韧人格、学习动机和学习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大学生学习水平提供建议。
一、 研究过程

1.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取样在陕西省某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71 份 , 回收率为 94.75%。被试中大一 114 人、大二 55 人、大三 40 人、大四 62 人；男生 94 名，女生 177 名；城镇户口 104 人，农村户口 167 人；独生子女 115 人，非独生子女 156 人。
2. 研究工具（1） 坚韧人格评定量表卢国华、梁宝勇编制修订。27 个题项，四级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有点符合，3 表示符合，4 表示完全符合。

27 个条目之和即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坚韧程度越高。（2）学习动机量表

由田澜、潘伟刚编制，共 34 个条目。五级评分，1 表示不符合，
2 表示比较不符合，3 有点符合，4 表示有点不确定 ,5 表示符合。（3）学习适应性量表冯廷勇等人编制，共 29 个题目，由学习动机、教学模式、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环境因素五个维度构成。五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适应越好。量表的效度为 0.85，信度为 0.87。

3.实施过程研究者主持每次测查，统一指导语。用 SSPS22.0 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 研究结果

1.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基本情况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得分在 62-114 分之间，所有被试的平均分为 87.74 接近理论中值 87 说明大多数被试的总体学习适应性处于中等水平。
2.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学习适应水平差异不显著。但学习态度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学生得分大于农村（p<0.05）。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教学模式、环境因素维度上的得分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p<0.05）
3.大学生坚韧人格、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坚韧人格总分、学习适应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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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坚韧人格与学习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学习适应性总分

坚韧性人格总分
韧性维度
控制维度
投入维度
挑战维度

0.100

-0.002

0.104

0.115

0.021

0.185**

-0.005

0.155*

0.194**

0.090

-0.019

0.034

0.058

0.001

-0.129*

0.149*

0.046

0.123*

0.122*

0.058

-0.005

-0.029

-0.092

0.012

0.093

-0.097

-0.079

-0.032

-0.067

-0.048

学习动机维度 教学模式维度 学习能力维度 学习态度维度 环境因素维度

注：* 表示 P<0.05, **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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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退避妥协、合理化等不成熟、消极的、缺乏挑战的应对方式。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关系密切，这与葛爱荣 [7] 的研究结果一致。学习动机是支撑学习行为的直接动机，大学阶段是整个学业生涯中学习自主性最强的阶段。学习动机越强，个体越倾向于努力适应大学生活，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不断从各个方面完善自身。且在面对繁重学业压力时，大学生整体上表现了积极向上的品质，努力地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或者逃避退缩的态度解决问题 [8]。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大学生认知能力提高，面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时，能够迅速调整学习动机水平，理智地分析、解决问题，并且积极地寻求老师或者同学的帮助。
四、建议

大学生的学习适应问题是影响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问题，在促进大学生学习适应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加强内在动力，明确学生学习目标。同时，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塑造其健康的人格品质，加强心理韧性，帮助其更好地克服困难，完成学业。还应注意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9][10]，维护其心理健康。
课题：商洛学院教改项目 16jyjx141

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的相关分析表明，学习动机总分及学习动机的大多数维度均与学习适应性的学习能力维度存在显
著正相关。
三、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适应性水平良好，这与陈功香、王本法 [3]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学习适应在生源地维度上的差异与杨海荣、石国兴 [4] 的研究结果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得分的差异和柳絮 [5] 以及部分国内研究结果相符，原因可能是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经历的特殊性，独立性较强。而非独生子女自小生活在子女家庭，对于人际关系和复杂环境适应较好。是否学生干部的得分在学习动机维度和学习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边联 [6]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干部比普通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可以全面的了解学校以及学业信息，并且学生干部的选拔本身就要优中选优，因此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成就动机、学习动机都比较强，都希望能给其他同学做个表率。相关分析表明坚韧人格水平越高的个体学习适应性越高。并且学习适应较好的学生更乐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他们通常会直面问题、努力解决问题。而学习适应性越低的个体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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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动机与学习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学习适应性总分

学习动机总分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求知兴趣
能力追求
声誉获取
利他趋向

0.119

0.114

0.091

0.141*

0.046

0.069

0.073

0.005

-0.003

0.013

0.041

-0.061

0.036

-0.017

0.099

0.116

0.051

0.117

0.079

0.033

0.046

0.192**

0.180**

0.153*

0.176**

0.131*

0.084

0.157**

0.040

0.078

-0.019

0.080

0.052

-0.038

0.010

-0.046

-0.102

0.037

-0.078

-0.102

0.069

-0.014

学习动机维度 教学模式维度 学习能力维度 学习态度维度 环境因素维度

注：*.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