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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投入不仅能对学生现下的学习绩效和收获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可以对今后学生升学或休学以及工作

情况做出一定预测，与学生的不断发展和积极成长紧密相关。在本研究中，采用问卷的方式，在应用型

高校大学生中，选取240名进行调查，以成就目标为着眼点，探究其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主要研究结果

如下：在应用型学校中，大学生在选择目标倾向时，把成绩趋近放在首要位置，其学习投入处于中等的

水平。在应用型学校中，大学生两种趋近目标与学习投入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水平，两种趋近目标显

著地正向预测应用型学校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总体贡献率为16.6%。结论：两种趋近目标与学习投入总

分呈显著正相关，两种趋近目标对学习投入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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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ngagement can not onl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urrent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gains of students, but also can make certain predictions about students’ advancement or sus-
pension and work conditions in the futur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active growth of students. In this study, using questionnaires, 240 students from applied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achievement goals and explor-
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Results: In applied schools, when 
college students choose target orientation, they put achievement approach in the first place, and 
put mastery approach and achievement avoidance in the second plac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
lege students are at a medium level in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In applied schools, the two ap-
proaching goal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 the two approaching goal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arning engage-
ment of applied school students, the overall contribution rate is 16.6%. Conclusion: The two ap-
proaching goal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applied school stu-
dents, the two approaching goals have a good predictive effe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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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chaufeli 等(2002)将学习投入定义为学习主体在学习进程中的一种持续时间长短、弥漫正向情感多少

的状态(Schaufeli et al., 2002)。学习投入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因子。活力是指学习者在持续不断的

学习历程中，面对新的知识，产生了疑问、困惑后，依然持之以恒的一种状态，并且在学业活动中有旺

盛的精力和很强的韧性。奉献是指学习个体在认知到学习内容的价值，具有强烈，积极，踊跃，向上的

情感或态度，敢于面对来自学习内容的挑战。专注表示学习者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学习，将精力指向

并集中到学习中并产生愉快喜悦的心情。研究发现，学习投入度会对现下学习活动的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可以对学生今后升学或休学以及工作情况做出一定预测(Schaufeli et al., 2002; 吴佳桧，傅海伦，

2024)，与学生的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有紧密相关，故而可见学习投入的重要性。 
但是，伴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及普及化程度提高，降低了高校的入学门槛，接受高等水平教育的人

数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进入对大学殿堂学习的看重程度和重视程度，被集中反映的问题

是学习投入的变化(Schaufeli et al., 2002; 肖湘龙，2020)，即大学生这个群体花费在学习中的功夫和精力

变少。有些学生对于学习不认真，在学习过程中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以考试获得 60 分及格分为标准，

还有部分学生因为逃课等行为而出现了考试挂科，甚至不及格科目较多而被学校留级或劝退等现象。怎

样处理这种情形，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Schaufeli et al., 2002; 肖湘龙，2020)。 
成就目标定向是学习主体在实现某一目标任务时，主动建构的对为什么要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实现这

一目标有什么价值的信念系统(杨伟，2020)。掌握目标定向者目标选择是基于个体与自己比较，对于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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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个体自身本领和才干的活动任务积极性更高，成绩目标定向者目标选择是基于群体比较取向，对于能

在群体取得更高的名次，获得群体内的赞扬的活动任务会主动踊跃参加(王雁飞等，2001；洪伟等，2018；
屠西茜，2021；吴佳桧，傅海伦，2024)。在学习情景中具有不同目标定向的学习个体的各种的行为、努

力程度、坚持性以及采取的学习策略等不尽相同，花费在学习活动中的工夫、精力等亦有所不同，并在

此进程中行为反应模式会逐步变得相对稳固(王雁飞等，2001；屠西茜，杨新荣，2021；吴佳桧，傅海伦，

2024)。学习投入与不同成就目标定向存在的关联性质不同且强度不同(黄海雁等，2017)。因此，个人的

成就目标定向与其学习投入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府(2021 年)发布的《纲要》中指出：逐步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高质量建设本科

教育。表明应用型高校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重要的人才培养渠道，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重要趋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应用型学校以二本院校为主，相比于一本及以上高校的大学生，其在

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动机存在一定的欠缺，探究应用型高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就是从学习

动机的角度，探究他们在学习活动中对学习投入情况的影响。并根据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制定

适合妥善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从而培育出在应用型方面有更高水准的人才，在我国经济持续

发展中，更好满足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因此，研究应用型学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显得十分必要。 
本论文研究应用型学校中，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学习投入的研究给

予补充及为其相关因素研究积累一些资料，提供一些参考数据和素材，更重要的是帮助应用型学校大学

生选择合适的目标定向，积极主动的学习，更好地掌握知识并将本领和才干的不断的提高。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99 47% 

女 111 53% 

年级 

大一 44 21% 

大二 45 21% 

大三 44 21% 

大四 77 37% 

专业 
理工科 109 52% 

文科 101 48%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独生子女 95 45% 

非独生子女 115 55% 

生源地 
农村 127 60% 

城镇 83 40% 

 
本研究选择位于合肥市的合肥学院、六安市的皖西学院、滁州市的安徽科技学院 3 所地方应用型高

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被试主要以匿名的形式来做问卷。填写了 240 份问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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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无效问卷 30 份后，获得 21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87.5%。 
根据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被试在人口统计学资料上基本分布情况。在性别上男生 99 人，女生 111 人，

两者人数基本相当；在年级上，大一 44 人，大二 45 人，大三 44 人，大四 77 人，分别占比 21%、21%、

21%、37%；在专业上，理工科有 109 人，文科有 101 人，两者人数差别不大；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45%
为独生子女，55%为非独生子女分别占比；在生源地上，农村学生 127 人，城镇学生 83 人，农村学生占

比 60%，城镇学生占比 40%，农村学生人数高于城镇。 

2.2. 研究工具 

本论文主要是采用的是前人编制的有信效度保证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用到了两个量表，分别为四

分成就目标定向量表和经过国内学者方来坛等(2008)进行翻译及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如下所示。 

2.2.1. 四分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选用由郭德俊等于 2003 年编订《四分成就目标定向量表》(刘惠军，郭德俊，2003)。分为四个维度

并由四个分量表进行测量，主要测查掌握型(掌握趋近、掌握回避)和表现成绩型(成绩趋近、成绩回避)的
趋避倾向。掌握趋近(α系数 0.823) 9 个条目；掌握回避(α系数 0.786) 5 个条目；成绩趋近(α系数 0.696) 9
个条目；成绩回避(α系数 0.681) 6 个条目。该量表共包含 29 个题项，问卷采用立克特 5 点计分法，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初始分值为 1 分，按序加一分进行赋值，最高分为 5 分。计分方法为四个目标定

向上分数由测查四个维度的四个分量表各条目得分求和得出。 

2.2.2. 学习投入量表 
本文选用是由外国学者 Schaufeli 等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并经过国内学者方来坛等(2008)进行翻译

及修订的。该量表从活力(α 系数 0.858)、奉献(α 系数 0.913)和专注(α 系数 0.905)三个核心维度测量学生

学习投入的状态，该量表共有 17 题，前 1~6 项是测量学习活力，7~11 项测量的是学习的奉献度，12~17
项是测量学习的专注度，采用立克特 7 点计分，初始分值为 1 分，从来没有到总是，依次加一分进行赋

值，最高分为 7 分，将量表总条目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示学习投入状态越好。与此同时该量表有着

较为稳定和良好信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析出多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且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的

总方差解释率为 18.71%，小于临界值 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成就目标定向的研究结果 

成就目标定向的总体状况及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如表 2 所示。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从

成就目标定向的四个维度的项目均值可以看出，目标倾向选择时把成绩趋近放在首要位置，把掌握趋近、

掌握回避和成绩回避放在次要位置。 
从性别角度来分析，除掌握回避外的其他三个分量表得分均存在男 > 女的趋势，且在成绩回避量表

上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年级上来看，在掌握趋近和成绩回避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事后多重比较

分析可知：在掌握趋近倾向中，大四显著大于大二，大一显著大于大二。在成绩回避倾向中，大一显著

大于大二，大三、大四。从是否是独生子女看，在掌握趋近得分上，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存在显著差异，

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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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general status of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 and its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2. 成就目标定向的总体状况及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变量 M ± SD 
性别 

T 
年级 

F 
独生子女 

T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独生 独非生 

成绩 
趋近 

3.20 ± 
0.7 

3.13 
± 0.74 

3.27 
± 0.66 −1.44 3.18 

± 0.75 
3.21 

± 0.58 
3.16 

± 0.73 
3.23 

± 0.73 0.12 3.15 
± 0.69 

3.25 
± 0.71 −1.04 

掌握 
趋近 

2.86 ± 
0.61 

2.86 
± 0.58 

2.85 
± 0.63 0.01 2.96 

± 0.56 
2.48 

± 0.73 
2.84 

± 0.48 
3.03 

± 0.52 9.34*** 2.77 
± 0.57 

2.93 
± 0.63 −1.96* 

成绩 
回避 

2.54 ± 
0.84 

2.68 
± 0.95 

2.43 
± 0.72 2.13* 3.03 

± 1.04 
2.49 

± 0.57 
2.16 

± 0.72 
2.51 

± 0.81 8.85*** 2.63 
± 0.93 

2.47  
± 0.77 1.39 

掌握 
回避 

3.15 ± 
0.60 

3.18 
± 0.62 

3.12 
± 0.59 0.73 3.04 

± 0.60 
3.17 

± 0.44 
3.30 

± 0.60 
3.12 

± 0.67 1.46 3.16 
± 0.50 

3.14 
± 0.68 0.19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表同)。 

3.3. 学习投入的研究结果 

Table 3. The general statu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its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3. 学习投入的总体状况及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变量 平均值 
性别 

T 
年级 

F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活力 3.98 
± 0.71 

3.94 
± 0.73 

4.02 
± 0.70 −0.85 3.94 

± 0.95 
4.18 

± 0.62 
4.01 

± 0.53 
3.87 

± 0.69 1.95 

奉献 4.41 
± 0.74 

4.37 
± 0.72 

4.45 
± 0.76 −0.75 4.34 

± 1.02 
4.73 

± 0.47 
4.47 

± 0.63 
4.24 

± 0.68 4.70** 

专注 4.28 
± 0.73 

4.27 
± 0.71 

4.29 
± 0.75 −0.23 4.27 

± 0.82 
4.52 

± 0.52 
4.25 

± 0.86 
4.16 

± 0.67 2.43 

学习投入 71.63 
± 11.44 

71.09 
± 11.34 

72.12 
± 11.55 −0.65 70.98 

± 14.80 
75.89 
± 8.54 

71.93 
± 10.95 

69.35 
± 10.46 3.26* 

 
学习投入的总体状况及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如表 3 所示。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在学习

投入总分为 71.63，处于中等略偏上的位置。三个分量表中奉献和专注处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活力得分

处在中等偏略下的水平。 
在学习投入总分上和奉献维度上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后，发现大二学生在学习

投入以及奉献上得分要高于大四学生。 

3.4.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相关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4.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相关分析 

项目 成绩趋近 掌握趋近 成绩回避 掌握回避 

活力 0.226** 0.383** −0.007 −0.037 

奉献 0.340** 0.378** −0.004 −0.117 

专注 0.310** 0.329** −0.065 −0.136* 

学习投入 0.313** 0.391** −0.029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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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earson 相关对应用型学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投入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 
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趋近目标与学习投入三个维度以及学习投入总分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

水平，即若被试的趋近得分越高，其学习投入度就越高。回避目标与学习投入三个维度以及学习投入总

分呈负相关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3.5.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为成就目标定向各维度得分，因变量为学习投入，将预测变量逐步放入回归模型中。由表

5 数据分析可知，依次进入方程的变量为掌握趋近、成绩趋近，回归系数分别为 0.657、0.349，决定系数

为 0.149、0.017，其中掌握趋近、成绩趋近分别能解释学习投入总变异 14.9%、1.7%，两种趋近目标可以

解释学习投入变异的 16.6%，两种趋近目标对学习投入均为正向预测作用。根据这一结果，可得到其回

归方程为 Y = 44.83 + 0.657X1 + 0.349X2 (其中 Y 为学习投入，X1 为掌握趋近得分，X2 为成绩趋近得分)。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s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5.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ΔR2 B T 

学习投入 
掌握趋近 0.153 0.149 0.657 4.38*** 

成绩趋近 0.021 0.017 0.349 2.31* 

4. 讨论 

在应用型学校中，成绩趋近和掌握回避占主导地位，这与湛淼(2017)所得大学生占主导地位的掌握趋

近有所不同，在目标定向选择上把掌握趋近、成绩回避放在次要位置。说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目标选

择更重效用，并有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在成绩回避倾向上，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在年级和性别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上，

大一新生在成绩回避得分上高于其他年级，且达到显著性水平。存在大一新生成绩回避倾向更高的趋势

的缘由可能为：大一新生刚刚进入大学，受到中学成绩至上的影响最深，认为成绩与学习状态和学习能

力紧密相关，对其他人会以自己获得的欠佳成绩而给出不良的评判而产生顾虑；因此为逃避挫败感和他

人的不良评判而较多选择成绩回避定向。处在另外年级的学生成绩回避的倾向相对较弱的可能的解释是

其学生逐渐认识到学习的核心是获得知识并不断把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提高不怕别人对自己犯的错误或获

得较差的成绩评价。在性别上，存在成绩回避倾向上男生高于女生的趋势，且存在显著差异，这表示男

生较女生更多的目标偏向于成绩或表现回避目标，他们倾向与他人进行比较和竞争，更注重与他人比较

成绩在班级以及年级的排名，希望获得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等的瞩目，而对于不能表现自己较好成

绩的活动或者对别人会产生对自己不利评判的任务及活动会减少参与的频次甚至于拒绝参加。 
在掌握趋近倾向上，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在人口学变量(仅年级和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处在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显著高于二年级，四年级的掌握趋近倾向最强可能的缘由有：大四学生面临实

习以及扑面而来的就业压力，所以更注重获得知识并不断把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提高，比如参加公务员考试、

考研、考编等。一年级掌握目标倾向较强的缘由可能是：作为新生首次进入大学，对于新的学习生活有着

强烈的好奇心并产生了极高的兴趣，与此同时上课内容多为基础理论课程，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二年级

学生偏向掌握趋近程度最低，有几种可能解释：首先大二对于大学学习生活好奇心减弱且兴趣降低，同时

二年级的学习材料更如深入和晦涩，学习难度变大，不易领会和掌握。存在非独生子女掌握趋近倾向显著

高于独生子女的趋向，掌握趋近倾向高的人重视知识获得并不断把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提高，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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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生子女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非独生子女期望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以应对不断增大的社会压力。 
在应用型学校大学生中，在学习投入上存在偏向中等水平的趋势。从各个因子条目均值来看，存在

奉献 > 专注 > 活力的趋势。可能解释：奉献维度得分最高是因为应用型高校重视大学生的具体实践能

力培养并因此提供给学生较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由于学生学到的有限知识在解决具体实践问题

中并不够，因此对于之后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学习的情感或态度变得更为积极，主

动，友好。因此在学习活动中花费的功夫和精力较多，但由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生源主要为二本学生，

与一本生源相比在意志品质、坚持性上有所欠缺，在面对学习中出现的困难和难题，由于意志力和坚持

力不够，所以容易选择放弃解决困难，因此活力得分最低。 
从年级变量上可以出，在应用型高校大学生总体上呈现大二 > 大三 > 大一 > 大四的趋势，处于不

同年级在奉献以及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廖友国(2010)发现随着年级的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情

况存在递减的趋势不一致，即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与其研究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大一新生学习投

入变低，可能原因是：应用型学校大学生相比于一本院校学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动机

有所欠缺，自控能力比较差，与此同时，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刚刚从繁重的高中学业中摆脱出来，没有了

父母和高中老师对于学习活动的敦促和严厉监督，可以说外部监管几乎不存在，再者新生刚进入大学，

对于大学中的很多事物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很高的兴趣，因此不少新生加入了学生会、各种社团来锻

炼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因此用于学业活动的功夫和精力就较少了；大二学习投入最高可能原因是与新

生相比参加的实践活动更为集中和单一，且在大一阶段参加实践活动后发现学到的有限知识在解决具体

实践问题中并不够，所以对于之后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学习的情感或态度变得更为

积极，主动，友好，因此在学习活动中愿意花费更多的功夫和精力。大四的可能原因是大四学生面临的

就业压力更大，并且随着公务员考试、考研、考编等活动的结束，大四学生更多的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

精力用于工作活动中，因此学习投入度显著下降。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应用型高校中，目标定向为成绩趋近、掌握趋近与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

以及学习投入总分呈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性水平；目标定向为掌握回避倾向和成绩回避与学习投入各维

度以及学习投入总分的呈负相关，只有掌握回避与专注负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因为具有趋近定向的学

习个体相比回避目标在学习情景中的行为积极性更高，努力程度较高、坚持性较强以及采取的学习策略

更为合适，所以学习投入越高。 
进行相关分析后，在 SPSS 中选用回归分析中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学习投入变化量中贡献上，

掌握趋近目标占主导地位，而成绩趋近目标只占较小部分，这与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2; Mega et al., 2014; 吴佳桧，傅海伦，2024)，他们认为掌握目标定向者相较成绩趋近目标定

向者有更高唤醒水平的积极向上情感和更低水平担忧和焦虑，成绩趋近只有在成功时才有高水平的坚持

和努力，而掌握趋向坚持性和意志力更强，所花费的功夫和精力更多。 

5. 结论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学习投入在中等水平，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密切相关，其中掌握目标最利于

学习投入的提高，其次是成绩趋近目标，而回避目标不利于学习投入的提高。而在应用型高校中，大学

生在目标选择上，以成绩趋近目标主，将掌握趋近放在次要位置，因此学校可以加强对学生引导，促使

更多人将掌握趋近目标放在主导地位，更好地掌握知识并将本领和才干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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