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5, 15(5), 61-6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5270   

文章引用: 马自强(2025). 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5(5), 61-69.  
DOI: 10.12677/ap.2025.155270 

 
 

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成就动机

的中介作用 

马自强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德国 德累斯顿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3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27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2日 

 
 

 
摘  要 

为探究学生学习满意度、成就动机、抑郁程度三者间的关系，本研究运用衡量学习满意度、成就动机、

抑郁程度的量表收集了中国314名学生的有效数据，并基于SPSS软件和Mplus软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学习满意度、成就动机与抑郁程度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 学生学习满意度对学生的抑郁

程度产生负向影响(β = −0.481, P < 0.001)；(2) 学生学习满意度对学生的成就动机产生正向影响(β = 
0.954, P < 0.001)；(3) 学生成就动机对学生的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β = −0.528, P < 0.001)；(4) 成
就动机在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和成就动机是导

致学生群体抑郁的重要因素，为此要关注学生学习满意度和成就动机的变化，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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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depression level, effec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14 students in China by 
using scales measur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depression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depression level was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SPSS software and Mplus software. 
Results shows that: (1)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level 
(β = −0.481, P < 0.001); (2)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β = 0.954, P < 0.001); (3)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student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level (β = −0.528, P < 0.001); (4)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s a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mpact of academic satisfaction o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students ar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depression 
among students;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learning satis-
faction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students, and to focus 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stu-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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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最新研究发现，我国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平均检出比率为 18.9%，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

现为抑郁、拥有自杀意念、有过自伤行为以及自杀未遂，多数体现为抑郁症的症状(俞国良，黄潇潇，2023)。
学生阶段作为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极易受到所处学习环境的影响，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教师和学生家

长需在此过程中及时干预和引导(王易之，2023)。因此，认识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机理和原因，并在

最终产生前及时干预，对于减少抑郁症状具有积极作用。  
关于抑郁产生的机理，医学界和社会学界分别从不同角度得出了相关结论。医学界的研究者认为，

抑郁症与人们和周围的环境互动有关，人们在对周围不利的环境做出应激反应的同时，大脑的化学物质

也会紊乱，这不仅需要药物的治疗，更加需要心理干预(沃特斯，伊森，2016；Miller et al., 2016；Keller et 
al., 2005)。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环境是导致抑郁最主要的原因，当代的特殊社会环境更加容易导致抑

郁的产生，但也与对所经历事情的看法、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外界的干预程度有关(杨修业，2023；张潮，

2017)。 
基于抑郁产生机理的相关理论，教育学界已基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学生抑郁产生的原因

进行探索。无论是基于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还是基于访谈结果的质性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一

是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主要体现为对学习情况的心理感受情况(陈志霞，杨静，2006；王极盛，丁新华，

2003)，且已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满意度与抑郁程度间呈负向影响关系(姜楠，王平，2018；丛秀范，2013)；
二是学生的成就动机，主要体现为获得外界的肯定情况(高月红等，2023；舒明跃等，2006)，且已有研究

表明，学生成就动机与抑郁程度间呈负向影响关系(陈家胜，2016；荆承红等，2010)，均是可能导致学生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52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自强 
 

 

DOI: 10.12677/ap.2025.155270 63 心理学进展 
 

抑郁的重要原因。但是多数学者仅选取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孤立地探索，未将学生学习满意度和成就

动机间建立联系，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一体化探究。鉴于此，本研究拟基于已有学者得出的学生学习满

意度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赵丽裴等，2023；关坤，王振中，2022)，通过构建以成就动机

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厘清学生学习满意度、学生成就动机与学生抑郁间的关系，梳理清晰其中

的作用机理，以期在学生未抑郁前及时干预，减少学生抑郁的发生率。 
基于以上对学生抑郁产生的主要机理和原因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1：学生学习满意

度对学生的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假设 2：学生学习满意度对学生的成就动机产生正向影响；假设 3：
学生成就动机对学生的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假设 4：成就动机在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中具

有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于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 月，本研究依托在线问卷平台向全国学生发放预调研和正式调研的匿名

问卷。预调研环节，共收集问卷 96 份，有效问卷 88 份，有效率为 91.7%；正式调研环节，共收集问卷

232 份，有效问卷 226 份，有效率为 97.4%。由于预调研环节问卷数据通过了统计学检验，无需对问卷进

行修改，本文将预调研过程中收集的 88 份问卷样本一并纳入研究，共计 314 份有效问卷样本。其中男生

141 名，女生 173 名；年龄分布在 16 岁至 25 岁。 

2.2. 研究工具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需对学习满意度、成就动机、抑郁程度三个研究变量通过量表进行测量，并

将其整合在一个问卷中进行数据收集。 

2.2.1. 学习满意度量表 
学生学习满意度量表的编制参考郭建鹏等在研究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满意度间关系时所选用的测量

学生满意度的量表(郭建鹏等，2023)。量表题项主要包括对老师的满意度、对同学的满意度、对课程的满

意度、对学校及班级管理的满意度、对学习整体的满意度。本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即 5 至 1
分分别表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此时受测者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学习满意

度越高。本文将研究变量学习满意度表示为 Satisfaction，其对应的五个题项用 S1 至 S5 表示。 

2.2.2. 成就动机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的编制借鉴周国韬通过实际调研和分析得出的学业成就动机量表(周国韬，1993)。量表

题项主要包括学习的自觉主动性情况、在学习中运用有效学习方法的情况、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仍能坚持

努力的情况、对自身学习能力的认知程度情况、对学习活动的感兴趣程度情况、对学习外部目标认识的

清晰程度情况、对所学知识价值的认识程度情况。本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即 5 至 1 分分别表

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此时受测者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其成就动机越高。本

文将研究变量成就动机表示为 Motivation，其对应的七个题项用 M1 至 M7 表示。 

2.2.3. 抑郁程度量表 
抑郁程度量表的编制参考 Radloff 设计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Radloff, 1997)。为方便本研究的模型构

建和分析，本文将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的 4 道反向题改为正向题，更改后的题项分别是我觉得自己比别

人差、我感到未来没有希望、我不感到快乐、我生活不愉快，量表的所有题项的顺序不变。在此基础上，

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即 5 至 1 分分别表示非常赞同、赞同、一般、不赞同、非常不赞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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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受测者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其抑郁的程度越高。本文将研究变量抑郁程度表示为 Depression，其对应

的二十个题项用 D1 至 D20 表示。 

2.3.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有效表示各潜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一种分析工具，其能够验证多个解释变量与多

个被解释变量间等关系(林嵩，姜彦福，2006)。当今，结构方程模型在心理学研究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龙立荣，2001)。鉴于此，结合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及各研究变量对应的题项，本文拟选择 SPSS 软件

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 Mplus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各变量间的影响

关系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 

预调研是通过小规模收集样本，对问卷量表是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及时修正

问卷题项，以期设计出适合大规模进行调研的问卷(李欣忆，2022)。本文基于收集的 88 份有效问卷，进

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检验量表样本内部一致性的指标，是进行后续效度检验的基础，通常采用 Cronbach’s Al-

pha 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方敏，2009)。本研究运用 SPSS 27 软件进行计算，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学

习满意度、成就动机、抑郁程度三个维度，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974、0.982、0.994，均接近于 1，
说明各维度的信度整体较好；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541，大于标准值 0.5，说明问卷内部

的一致性较好，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方敏，2009)。 
对于结构效度的检验方法，本研究借鉴吴化宇等(2019)对问卷结构效度检验的方法，本研究首先运

用 SPSS 27 软件，对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77，
大于 KMO 值的衡量标准 0.7，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小于 0.001，因此该检验具有良好的显

著性水平，因此该问卷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吴化宇等，2019)。验证性因子分析适用于已知因子维度及测

量模型，检验实际数据是否符合既定的因子模型的情况(赵铁牛等，2010)。由于本文已划分出既定的 3
个维度，需检验实际数据可否与模型拟合。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问卷进行结构

效度的检验。本文运用 Mplus 8.3 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参考 Hu 和 Bentler 推荐的

检验标准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判断(Hu & Bentler, 1998)。结果显示，x2/df 值为 1.150，小于 2；TLI 值、

CFI 值分别为 0.987、0.988，均大于 0.9；SRMR 值为 0.011，小于 0.1；RMSEA 值为 0.041，小于 0.08。
鉴于此，检验模型拟合度的相关指标均通过检验，可以在此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各显变量对潜

变量的影响路径中，标准化后因子载荷绝对值均大于 0.5，说明各隐变量对显变量的直接影响效果均大

于 0.5，各显变量对于其隐变量的重要程度较高(梁巍等，2017)。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本研究设计的量

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问卷量表通过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说明量表题项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高，

无需对量表题项进行修正，即可开展正式调研。 

3.2. 描述性统计 

基于预调研和正式调研环节共获取的 314 份问卷样本，本研究对学习满意度、成就动机、抑郁程度

三个潜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期为下一步进行中介分析提供参考。Mplus 8.3 软件分析结果见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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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偏差 Satisfaction Motivation Depression 

Satisfaction 314 1.659 1.249 1.000   

Motivation 314 2.340 0.946 0.893 1.000  

Depression 314 4.023 1.172 0.895 0.890 1.000 

注：资料来源：基于 Mplus 8.3 软件分析结果，手工整理所得。 

 
由表 1 可知，满意度、成就动机、抑郁程度三个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8，说明变量间具有很

强的相关性，适合进行下一步研究。 

3.3.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参考田野等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的方法，对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运用 Mplus 8.3
软件进行 Bootstrapping 检验，即设置抽取 1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 (田野等，2016)。 

带有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检验显示，x2/df 值为 1.242，小于 2；TLI 值、CFI 值分别为

0.993、0.994，均大于 0.9；SRMR 值为 0.008，小于 0.1；RMSEA 值为 0.028，小于 0.08，均符合 Hu 和

Bentler 建议的相关检验标准(Hu & Bentler, 1998)。鉴于此，说明本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可以在此模型基础

上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 2 所列。 
 

Table 2. Bootstrapping tests 
表 2. Bootstrapping 检验 

效应名称 效应值 下限 上限 P 

间接效应 −0.442 −0.523 −0.383 0.000 

直接效应 −0.422 −0.488 −0.355 0.000 

总效应 −0.865 −0.928 −0.804 0.000 

注：资料来源：基于 Mplus 8.3 软件分析结果，手工整理所得。 

 
如表 2 所示，学生学习满意度通过成就动机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中，其下限为−0.928，上限为−0.804，

在下限到上限的范围中均不包含 0，且 P 值为 0.000，小于 0.001，因此由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共同构成

的总效应显著。基于该方法检验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结果表明下限到上限的范围内均不包含 0，且 P 值

均小于 0.001，说明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因此，该中介效应属于部分中介，即不仅学生学习的满意

度会对抑郁程度产生影响，学生学习的满意度通过影响学生的成就动机，最终也会对学生的抑郁程度产

生影响。鉴于此，成就动机在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假设 4 成立。 

3.4. 路径系数分析 

Table 3. Path coefficient tests 
表 3. 路径系数检验 

假设 影响路径 标准化系数 P 结论 

假设 1 Satisfaction → Depression −0.481 0.00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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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假设 2 Satisfaction → Motivation 0.954 0.000 支持 

假设 3 Motivation → Depression −0.528 0.000 支持 

注：资料来源：基于 Mplus 8.3 软件分析结果，手工整理所得。 
 
基于以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参考代应等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对路径系数进行检验的相关标准(代应

等，2021)，通过提取本研究相关结果，编制表 3，并绘制图 1。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impact pathways 
图 1.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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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和图 1 可知，在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的影响路径中，其标准化系数为−0.481，且 P 值

为 0.000 小于 0.001，说明学生对学习越不满意，其抑郁的程度也会越高，即学生学习满意度对学生的抑

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与假设 1 相符。在学生学习满意度对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路径中，其标准化系数

为 0.954，且 P 值为 0.000 小于 0.001，说明学生对学习越满意，其成就动机也会越高，即学生学习满意

度对学生的成就动机产生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2 的合理性。在学生成就动机对抑郁程度的影响路径中，

其标准化系数为−0.528，且 P 值为 0.000 小于 0.001，说明学生成就动机越弱，其抑郁的程度也会越高，

即学生成就动机对学生的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与假设 3 相符。 

4. 讨论 

综合上述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本文得出的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与

丛秀范发现的在英语幸福课堂教学环境中，提高学生满意度有助于缓解抑郁情绪的结论大致相同(丛秀范，

2013)，共同都说明了学习满意度对学生抑郁间具有负向影响关系；针对学生学习满意度对成就动机产生

正向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与关坤等得出的对财务管理专业具有高满意度的学生，其成就动机越强的结论

大致相同(关坤，王振中，2022)，共同都强调了学习满意度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关于成就动机

对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与荆承红等发现的中职生成就动机越高，其情绪体验感就越好，

极难产生抑郁的情绪的结论大致相同(荆承红等，2010)，共同都指出了成就动机对抑郁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关系。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在当代高压力的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并非直接对抑郁程

度产生负向影响，而是通过同方向影响学生的成就动机，进而对抑郁程度产生负向影响，学生的成就动

机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因此学生的抑郁程度的加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条影响路径

最终使得抑郁程度逐渐加深的。 
针对当代身处高压力的学习环境中的学生，其抑郁的产生和抑郁程度逐渐加深的机理，社会学界和

医学界分别有学者从环境角度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说明。社会学界有学者认为，社会环境是导致抑郁

症最主要的原因，当代的特殊社会环境更加容易导致抑郁症的产生(杨修业，2023)，即身处当代高压力的

社会环境下，在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并在生活中缺少相应的积极强化，屡遭挫败的情况下，极易产生

抑郁并使抑郁程度逐渐加深(张潮，2017)。医学界同样对环境与抑郁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抑

郁症是人们面对糟糕的环境时，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应激反应(Keller 等，2005)，此时会产生消极情绪，

逐渐导致大脑化学物质紊乱，对外表现出抑郁的症状(沃特斯，伊森，2016)。综合以上不同学者的研究成

果，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当代学生所处的生活学习环境，不难发现，学生抑郁的产生是在当今高升

学压力、高就业压力的环境下，由于学生在学业上屡遭挫败，不再对自己的学业满意，进而逐渐对现在

和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丧失信心，不再有取得成就的渴望，在得不到外界及时引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产生

了持续的自我否定的情绪，并导致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的紊乱，最终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并逐渐加深。 

5. 启示 

5.1.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学生阶段作为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王易之，2023)。
此时若不积极引导和干预，任由学生发展，最终可能通过各类不良的影响路径使得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越来越严重。因此，学校和家庭层面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积极引导，

对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学校层面，一是要定期开展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为主题的教师研讨会，培训识别学生早期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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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信号，并鼓励教师通过肢体语言、课堂互动等方式向学生传递积极情绪；二是要建立班主任观察与

沟通机制，班主任老师应重点关注成绩下滑的学生，并安排时间与这类重点学生一对一谈心，关注其情

绪的变化，及时干预并与家长即时沟通；三是要定期组织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班会，以游戏互动、小组

讨论等形式帮助学生表达和缓解压力。 
在家庭层面，一是要以身作则传递健康心态，家长可定期公开讨论自身压力及应对方式，示范正确

的情绪管理方式；二是要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面对孩子情绪反常，家长应及时询问原因并及时积极引

导；三是要加强家校互动，家长应定期与教师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校表现情况和状态的变化。 

5.2. 关注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变化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若其对老师、同学、课程以及学校及班级管理不满意，

加之长时间在学校，容易导致情绪无法发泄而产生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重则会导致其抑郁程度逐渐加

深。因此应时刻关注学生对老师、同学、课程以及学校及班级管理的满意度，及时开导学生，避免其因

积蓄的不良情绪过多而导致抑郁程度逐渐加深。 
在具体实践中，一是要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诉求，每学期可定期开展匿名问卷，涵盖

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课程难度、班级管理等的意见，汇总分析后针对性改进；二是要增强学生的参与

感，教师每节课可预留一定的自由提问和建议时间，鼓励学生表达对课堂内容的感受；三是要在校园内

提供情绪释放渠道，可在图书馆或空教室设置放松角落，提供绘画本、沙包等工具供学生课间自由使用，

为学生放松和解压提供空间。 

5.3. 关注学生成就动机的变化 

学生的成就动机集中体现为学生追求良好的学习成绩，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但是，若某些学生

由原先的奋发向上变为自甘堕落，表现出消极的情绪，此时要密切关注此类学生心理状态的变化，寻找

变化的原因并及时开导学生，避免其产生抑郁的情绪或使抑郁程度不断加深。 
在日常教学中，一是要关注学习积极性变化比较明显的学生，可通过非正式谈话的方式，间接询问

其原因并正向加以引导；二是要密切关注学生作业完成质量的变化，教师应重点关注在一段时期内作业

字迹、正确率等作业完成质量指标较以前有很大退步的学生，及时询问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干预；三是要

为每一位学生取得的进步提供及时且积极的反馈，让学生能够从自己的点滴进步中获得外界的肯定和赞

赏，提高其学习的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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