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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在创新型国家的逐步发展中得以实施，并且引起了广泛关注，促使了众多

年轻人参与到其中。促进大学生创造力的提升，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是这一项目主要的目的。立足于内

在动机这一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将知识共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模型，探讨说明大创成员内在动

机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并且收集整理得到195份有效问卷，用SPSS和AMOS软件分析，最后得

出结论与预测一致：1) 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2) 内在动机对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

向影响；3) 知识共享意愿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4) 知识共享意愿在内在动机与个人创造力之

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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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and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prompting 
many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it. Promoting the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more innovative talent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insic mo-
tiv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with the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195 valid question-
naires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he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SPSS and AMOS software. Finally, the conclus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1) Intrinsic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creativity;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4)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rinsic moti-
vation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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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对于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的改变以

及人类思维和文明的进步。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 21 世纪逐渐兴起，它以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为着力点，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争取早日实现生态盈余为目标，创新

必然成为这次革命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此次变革中，我们将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重点，努力建设

创新型国家，同时争取尽快全方位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中国智造”的早日实现。 
而青年代表着未来，对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毋庸置疑青年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科技创

新，早日实现“智造”上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了培养更加全面的人才，用有效的方式补短板，促进

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使之更加有可能成为创新型人才，我国于“十二五”期间决定实施大学生

创业创新训练计划(后文简称“大创”)。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意义，教育部根据此次会

议提出要继续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开展完善大创计划，并且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兴趣为驱动点，

培养创新型人才。近几年来大创制度和规范不断完善，高校积极推进项目开展，为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

支持，这促使参与的学生以及立项的项目数量都在增加。 
尽管参与学生以及立项数目在增加，但是通过查看数据发现，仍然有部分的项目无法通过检查最终

结项，并且通过查找发现各类作品的评审标准中创新占比最大，想要项目顺利进行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因素。创新的关键前因变量是创造力，它是能够促使新颖想法产生并且发明新事物的能力，具有高个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霍欣方 
 

 

DOI: 10.12677/ass.2023.1211899 6581 社会科学前沿 
 

体创造力成员，才能够更加容易创造出新的事物。研究创造力对促进创新有重要意义，创造力成员以及

情境因素是目前有关创造力的研讨中关注较多的两个点。具体来讲，其中对于创造力成员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有关成员的动机、心理情绪、个体特质和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这四个方面；工作任务情境、人际关

系背景、内部文化则是创造性情景因素重点关注的三方面[1]。内在动机是由于人的心理因素带来的动机，

通过完成某一任务能够给成员带来愉悦感、成就感等，这就促使成员更加愿意去进行某一活动。从内在

动机出发的研究十分契合教育部以兴趣驱动的观点。Amabile (1997)研究已表明内在动机能够正向影响创

造力[2]。知识共享行为是一种主观的愿意分享知识的行为，而促使这一行为的心理因素为知识共享意愿。

知识共享意愿包含向她人分享以及寻求知识帮助两个方向，总体来说是指愿意与他人交流知识的意愿。

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知识共享意愿的高低不仅仅能够在不同程度上驱动行为，更能够对创造力产生

一定的影响。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首先，丰富了内在动机对创造力影响的关系机制。内在动机与创造力相关研究

内容已经比较丰富，也有众多学者验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两变量之间除了直接的作用关系，还可能会

受到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比如团队协作、组织文化等。本文引入知识共享意愿这一心理变量，立足于

大创训练计划，希望能够进一步探明内在动机对大创训练计划中成员创造力的影响及关系机制。其次，

拓展了内在动机和创造力的研究，学者们对于内在动机和创造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工作绩效、创新绩效、

自我效能感、领导类型等，对知识共享意愿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相关研究。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首先，本文针对性研究大创训练计划，可以对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使该计划

更加能达到通过项目培养大学生创业创新能力的目的。其次，能够对参与该项目的学生提出一些改进意

见，促使其在项目中通过有效的方式提升创造力，以及使所在项目能够更好的进行。 

2. 文献综述 

2.1. 内在动机 

激起和维系成员活动的驱动力被称为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是它的两种分类。其中内在动机主

要关注成员本身的兴趣、喜好、心理等内在的因素。外在动机则与成员内在因素无关，主要关注外在的

条件，比如奖励、晋升等因素。学者们对于动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动

机进行了阐明和界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于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在动机，重点关注动机的

物质诱因，五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偏向对内在动机的研究，关注诸如兴趣、爱好等内在因素。 
许多学者从内在精神角度理解内在动机，Woodworth (1918)最先对内在动机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3]，

结果显示行为的根源是内驱力，内在动机是成员由于生理需要，比如兴趣、好奇心等因素引发的需求，

激发成员行为以满足需要。White (1959)研究动机理论[4]，胜任感以及成员的特殊需求如满足感、快乐等

因素对驱动成员的行为有影响，正是这些内在的需求构成了持续性的动机。Deci 和 Kyan (1990)整合了前

人有关满足感、兴趣等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关挑战性、自信心因素的研究，最终得出了内

在动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趣味、喜好，另一个是相信通过一定的努力能够完成[5]。Amabile (1997)
研究提出内驱力是人们为了追求爱好、自我满足和兴趣时产生的，它激发了成员再工作时做出相应的行

为[2]。陈志霞和吴豪(2008)认为，内在动机是一种内发性的精神需要比如兴趣、自尊等，是一种积极的

情绪体验，更加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6]。Wang 等(2016)认为，内在动机是成员享受执行任务，并且在任

务中享受和获得满足感的程度[7]。陈戈等(2020)认为，内在动机是个人出于兴趣和爱好，愿意投入精力

和享受某个任务[8]。基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本文认为内在动机是由于成员自身内在需求需要得到满足

而产生的，通常由内在因素比如兴趣、爱好、胜任感等因素引发的，是一种更加关注过程，能够产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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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向上的情绪因素，而不注重结果、外在奖励等。 
对于内在动机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学者们从许多角度去研究了相关的前因以及结果变量。其

中需求、满足感、工作任务特征、组织支持感等是内在动机的部分前因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

是自我发展、创造力、满意度等。 

2.2. 成员创造力 

创造力这一概念于上世纪中期被提出后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发展，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创

造力定义形成了丰富的观点。总体来看对其的研究可以分为注重结果、过程以及成员特质三个角度。 
从成员特质角度研究的学者更加关注创造力中人物特质的因素，Guiford (1950)提出心理学研究创造

力就是研究创造性特质、人格这一观点，创造力比较高的人往往更加有责任感、好奇心、想象力等特征

[9]。他提出的这一观点促使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创造性人格。贾绪计等(2016)对创造性人格和创造力的相

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两者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0]。张兰霞等(2019)认为，创造力是个体提出

新问题、新观点的能力，它更加关注“绝对新颖”，即创造新的事物。从过程观角度研究的学者认为创

造力是发现新事物、新想法、产生新事物的过程[11]。Stein (1953)认为创造力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一个新

事物、新作品的过程[12]。从结果观的角度研究的学者更加注重产出。Amabile (1996)在研究创造力时，

认为它同时兼备两个性质，即新颖性与实用性，基于此提出创造力实际上是针对工作任务和团队提出兼

具两种性质的想法或产品能力[13]。Tian 等(2021)认为，创造力是一种成果，是某个领域内新的、有用的

成果[14]。蒿慧杰(2020)认为，创造力是针对工作中的内容提出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新方法[15]。
基于学者们对创造力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成员创造力是成员提出新颖且实用的想法或者创造新颖且实

用的产品的能力。 
总的来说，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创造力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成员、群体、组织是三个主

要层面，笔者关注的是成员层面的创造力。对于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目前大概分为创造性成员因

素和情境因素两个角度，成员因素主要为相关知识、成员的个体特质、心理动机和情绪四个；情境因素

包括任务情境、人际交流、组织文化三方面[1]；也有学者将成员因素和情境因素相结合，研究交互作用

对创造力的影响。 

2.3. 知识共享意愿 

有学者将知识共享分为两个层面来看，认为它包含两个不同的方向：分享和获取，分享指向外部，

将自己所用了解的传递或者教授给他人，获取则是主动寻求帮助，汲取他人的知识。这两个方向都既可

以发生在组织也可以发生在个体。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主体、客体和组织

三个层面，其中对于主体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机和自我效能，认为动机包括满足感、认同等心理动

机是知识共享重要的前因变量[16]。有学者将知识共享看作一个整体，但这一整体的完成必须要经过意愿

与行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意愿，它是愿意主动进行知识分享的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知识共享行

为，是其很关键的一个前因变量。Bock (2002)对知识共享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他

认为知识共享意愿是员工在多少程度上愿意做出知识共享的行为，正是正向意愿对行为有积极影响[17]。
卢福财和陈小锋(2012)看来知识共享意愿属于主观意愿，它能够促使成员自发的在群体之间将所学习到的

知识分享，从而达到帮助他人的目的[18]。杨红等(2021)认为，知识共享是成员收集、消化、吸收、学习

知识的过程[19]。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本文认为知识共享意愿是成员们在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分享知识的主

观意愿。 
知识共享意愿的相关研究包括对主体、客体和组织的研究。在主客体层面的研究上主要涉及信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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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自我效能、认同感等；组织层面涉及同事关系、领导信任、组织激励、组织环境等。 

3. 研究假设 

3.1. 内在动机和成员创造力 

动机是行为产生重要的前因变量。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在创造力的组成因素中，内在动机和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根据内在动机的几个维度：好奇、兴趣、满足、自我挑战来看，好奇指的是成

员对于未知的事物充溢兴趣，具有新鲜感，是一个人的初始动机，人一旦有了好奇心就会激发探索的欲

望，激起成员积极的行为，促使成员产生新想法，发现新事物；兴趣是指成员想要不断接近、了解、探

索某事物以满足好奇心的，是个人特征的表现，成员对某个事物产生兴趣更有利于成员不断思考产生自

己独特的想法，进一步发现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且创造出新的事物；满足是指成员感到已经足够了，包括

心理和物质两个层面，本文更加关注心理层面，为了达到满足，成员会产生内驱力做出相应的行为，更

加积极主动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自我挑战是指成员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不断

地提高自己，自我挑战的状态也是能够促使成员积极行动的状态。这几个维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积

极的情绪体验，综上所述，内在动机的四个维度都对成员行为具有正向的作用并且对情绪有良好的影响，

由此推出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也有积极的影响。 
已经有众多学者对内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做了丰富的研究，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两者显著正

相关，如 Amabile (2012)得研究内容为内在动机和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内在动机是影

响创造力的核心原则，当成员感到有兴趣、充满激情时会变得更加有创造力[20]。李进等(2015)研究表明，

个体的创造性水平高低以及努力的程度是由内在动机所决定的，它是促进个体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内驱动

力[21]。Saether (2020)认为创造力的变化受内在动机因素的影响[22]。Fischer (2019)，Mohsin (2020)研究

发现，内在动机能够鼓励创造力[23] [24]。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 内在动机和知识共享意愿 

知识共享意愿是行为重要的前因变量，是指成员自发将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分享给其他成员的意愿。

成员不可能获取并且理解所有的知识，在团队工作中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新的且被需要的知识，知识

共享是一种自发性的、成员之间的交流行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内在需

要。某一行为的发生以及其程度可以由内在动机来预测，因为内在动机能推动行为的发生。学者们也对

知识共享的动机进行了研究，将其动机划分为主动型与受控型两种，赵书松(2013)针对影响知识共享的各

种类型的动机进行了研究，他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全面的模型，结果表明主动型动机即从自身内在出发

的比如个人兴趣、责任等对知识共享有更加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5]。有学者研究证实了二者间的相关性

关系，如 Kwok 和 Gao (2010)认为内在动机是知识共享意愿重要的前因变量[26]。Wang 和 Hou (2015)主
要探讨了各种动机以及自主程度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在个人层面上软硬奖励、利他主

义的正面都能够提高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27]。李燕萍等(2016)通过研究表明，员工知识分享的意愿能够

被内在动机激起[28]。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内在动机对知识共享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3. 成员创造力和知识共享意愿 

成员创造力是指能够提出新颖的想法，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领域内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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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特定的知识以及专业技能都对于创造力来说十分重要，当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分享新的知识的时候，

有利于对方学习到新的知识，从新知识中获得启发，成员之间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新的火花，

激发创造灵感，知识共享也能够促进团队之间的良好互动，而良好的团队氛围也对创造力有着积极的作

用，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知识共享意愿应当能够对成员创造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有相关研究表明确实

如此，Huang 等(2014)认为知识共享意愿有利于促进团队信息加工深度，提高创造力水平[29]。汤超颖等

(2015)认为知识与创新绩效有一定正相关性[30]。谢雅萍等(2019)认为，知识交流与共享，能够让成员产

生更加优质的想法，从而影响创新[31]。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共享意愿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4. 知识共享意愿的中介作用 

基于现有的研究以及假设 H1、H2、H3，本研究认为知识共享意愿在内在动机与成员创造力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内在动机是知识共享意愿重要的前因变量，知识共享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个人创造力

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已经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内在动机和成员创造力关系时将其加入模型，作为中介变量，

比如学者屠兴勇(2017)等在研究知识工作者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知识共享意愿在二者关系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32]。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共享意愿在内在动机与成员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以国内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计划成员为对象，采取线上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共

有 204 人受访，回收问卷 204 份，有效问卷为 195 份，有效率 95.59%。将全部有效数据录入 SPSS 进行

统计处理。其中男性 52 人，占比 26.7%，女性 143 人，占比 73.3%；大一同学有 3 人，占比 1.5%，大二

同学有 36 人，占比 18.5%，大三同学有 136 人，占比 69.7%，大四同学有 19 人，占比 9.7%，研三同学

有 1 人，占比 0.5%。 

4.2. 研究工具 

在选择合适的量表之后，最终得到了共包含三个部分：内在动机、成员创造力、知识共享意愿的调

查问卷，题目均为选择题，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对于内在动机的测量，本文采用 Amabile 等(1985)量表，该量表的五个条目分别从有关提出建议、创

新、改善流程等方面测量，具体的题目如“我喜欢进行分析性思考”等，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731，可信

度较高。 
对于成员创造力的测量，参考 Farmer 等(2003)年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有四个条目，从开拓性、实

践性方面测量，如“我能率先尝试新的想法和方法”、“我能将创新性想法付诸实施”等。该量表 α 系

数为 0.773，可信度较高。 
对于知识共享意愿的测量，采用 Bock (2005)开发的量表，该量表有五个条目，从共享文件、经验等

方面测量，分别为“我愿意与队员更多地共享工作报告和官方文件”、“我愿意经常为队员提供我的工

作方法”等。该量表 α系数为 0.847，可信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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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型设定 

1) 研究概念模型 
基于上文的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2) 中介模型 
本文试图研究知识共享意愿的中介作用，就要在保证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影响路径显著的前提下，

探讨内在动机和知识共享意愿以及知识共享意愿和成员创造力两条路径是否显著，因此检验包含三个步骤。 

1 1_ _i i iIndividual creatiivity Intrinsic motivationα β ε= + × +                   (1) 

2 2_ _ _i i i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Intrinsic motivationα β ε= + × +               (2) 

3 3 3_ _ _ _ inti i i iIndividual creatiivity Intrinsic motivation r Knowledge sharing entionα β ε= + × + +    (3) 

其中， _ iIndividual creatiivity 代表成员 i 的创造力， _ iIntrinsic motivation 代表内在动机， 
_ _ i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代表知识共享意愿， iε 是残差项。 

① 在模型 1 中，如果 1β 显著(P < 0.01)，则说明总效应显著，若皮尔逊系数大于 0，则内在动机对成

员创造力有显著正向作用，按中介效应立论。② 在模型 2、3 中，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如果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说明间接效应显著。③ 在模型 3 中，如果 3β 显著(P < 0.01)，则说明直接效应显著。

若①②③都成立，则知识共享意愿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在本文中，笔者通过梳理文献，采用比较成熟的量表编制了符合研究目标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制作，

并且在 QQ、微信以及线下等渠道发方问卷，收集得到原始数据。对所收集到的原始数据通过数学办法分

析，从而得到相关的结论的方法被称为统计分析。本文所采用的量表通过 SPSS 和 AMOS 软件进行信度

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相关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得

到结论，最后进行结果讨论。 

5. 研究结果 

5.1. 信度检验 

本文的信度检验结果指标采用的是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通常情况下 α系数大于

0.6，说明量表数据结果比较可靠。本文所采用的问卷信度见表 1，各个维度均大于 0.7，表明该问卷信度

较好。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信度分析 

维度 N α系数 
内在动机 5 0.731 
成员创造力 4 0.773 

知识共享意愿 5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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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在同一时间对同一被试进行了三个维度的测量，所以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本文

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未经旋转的成分矩阵提取出的因子大于 1，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度为

35.194%，低于 40%。其次，本文运用 AMOS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三个变量各自作为整体构建

三因子模型，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构建了双因子模型，再构建一个单因子模型。由表 2
可以看到三因子模型即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的拟合度(χ2/dƒ = 2.176***, IFI = 0.916, CFI = 0.914, TLI = 0.893, 
RMSEA = 0.078)好于其他模型，因此本文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且三个变量之间有很好的区

分效度。 
 
Table 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ƒ χ2/dƒ IFI TLI CFI RMSEA 

三因子模型 158.838 73 2.176*** 0.916 0.893 0.914 0.078 

双因子模型 388.389 76 5.110*** 0.693 0.627 0.689 0.146 

单因子模型 472.701 77 6.139*** 0.611 0.534 0.605 0.163 

注：***代表 P < 0.000。 

5.3. 相关性分析 

如表 3 所示，成员创造力和内在动机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1)，皮尔逊系数为 0.628，说明两变

量之间具有高强度的正相关；知识共享意愿与内在动机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1)，皮尔逊系数为

0.309，说明两变量之间具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知识共享意愿与成员创造力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1)，皮尔逊系数为 0.343，说明两变量之间具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此检验侧面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Table 3. Variabl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3.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内在动机 成员创造力 知识共享意愿 

内在动机 3.8728 0.5235 1   

成员创造力 3.7308 0.60545 0.628** 1  

知识共享意愿 4.2862 0.5572 0.309** 0.343** 1 

注：**代表 P < 0.01。 

5.4. 假设检验 

首先本文运用 SPSS，用分层回归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选取控制变量年级和性别，自变量为内在

动机，因变量为知识共享意愿，将它们放入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4，由模型 2 可看到，内在动机对知识

共享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00 < 0.001, β = 0.374)，假设 2 到检验；再将因变量换为成员创造力纳

入模型，由模型 4 可看到，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00 < 0.001, β = 0.718)，假设

1 得到检验；最后纳入中介变量知识共享意愿，由模型 5 可看到，知识共享意愿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P = 0.000 < 0.001, β = 0.194)，相比于模型 4，模型 5 的 R2有所上升，并且内在动机和成员创造

力之间的 β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加入的变量起了作用，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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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sts for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表 4. 层级线性回归模型检验 

变量 
知识共享意愿 成员创造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制变量      

性别 0.169 (1.869) 0.234 (2.726) −0.103 (−1.055) 0.022 (0.284) −0.023 (−0.298) 

年级 0.042 (0.685) 0.078 (1.336) −0.139 (−2.072) −0.070 (−1.314) −0.085 (−1.625) 

直接效应      

内在动机  0.374*** (5.130)  0.718*** (10.854)  

中介效应      

内在动机     0.646*** (9.341) 

知识共享意愿     0.194** (3.009) 

R2 0.022 0.140 0.030 0.391 0.415 

ΔR2 0.022 0.118 0.030 0.370 0.027 

F 2.141 10.386 2.971 42.455 35.448 

ΔF 2.141 26.312*** 2.971 117.808*** 9.054** 

注：β为非标准化系数；*P < 0.05，**P < 0.01，***P < 0.001。 
 

其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运用插件 Process 中的模型 4，如表 5 所示，当预测变量为内在动机，

成员创造力作为结果变量，结果为 P = 0.000 < 0.01，coeff = 0.718，H1 成立；预测变量为知识共享意愿，

结果变量为成员创造力时，P = 0.003 < 0.01，coeff = 0.194，H3 成立；将内在动机作为预测变量，知识共

享意愿作为结果变量，P = 0.000 < 0.01，coeff = 0.374，H2 成立。如表 6 所示，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大于 0，说明知识共享意愿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4 成立。 
 
Table 5. Mediation model tests 
表 5. 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成员创造力 知识共享意愿 成员创造力 

t P coeff t P coeff t P coeff 

性别 0.284  0.777  0.022  2.726  0.007  0.234  −0.298  0.776  −0.023  

年级 −1.314  0.190  −0.070  1.336  0.183  0.078  −1.625  0.106  −0.085  

内在动机 10.854  0.000  0.718  5.130  0.000  0.374  9.341  0.000  0.646  

知识共享意愿       3.001  0.003  0.194  

R 方 0.400   0.140  0.427  

F 42.455   10.386  35.448  
 
Table 6. Proportion of mediation effects 
表 6. 中介效应占比 

 效应值 Boot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线 效应占比 

间接 0.072  0.029  0.020  0.133  10.08% 

直接 0.646  0.075  0.497  0.792  89.92% 

总效应 0.718  0.076  0.563  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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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大创成员这一群体，研究了其内在动机和成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以知识共享意愿作

为中介变量，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 
第一，内在动机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大创背景下，大学生的成员创造力仍然与内在

动机有密切的关系，内在动机越高的成员表现出更高的成员创造力，内在动机较低的成员具有比较低的

创造力。此结论在一方面支撑了部分学者关于内在动机是创造力重要前因变量的研究，也表明了大创成

员基于内在动机的心理因素诸如兴趣、爱好等心理因素所产生的动力会更加有利于成员创造力的提升。 
第二，内在动机对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它能够驱动某一行为的发生，而意愿是行为重要

的前因变量，本研究结论支持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大创背景下，大学生的内在动机越高，就

具有越高的知识共享意愿，更加愿意和团队成员共享文件、信息与知识，反之亦然。 
第三，知识共享意愿对成员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大创背景下，具有高的知识共享意愿的大学

生成员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反之亦然。将知识共享意愿作为成员创造力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证实了

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分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思维的碰撞、知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从而对成员创造

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四，知识共享意愿在内在动机与成员创造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将知识共享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 10.08%。直接提升内在动机来促进创造力的提升可能有些

困难，我们可以通过间接手段来增强内在动机，达到培养创造能力的目的。 

6.2. 实践启示及建议 

本研究证明了内在动机对大创成员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内在动机越高成员创造力越强，并且

知识共享意愿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对大创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首先，从高校层面上来看，大创是一个学生自愿、自主确定项目并且完成整个项目的活动，因此自

发性对于参加学生来说很重要，那么在宣传以及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我认为高校层面上应该引导学生以

兴趣等内在因素为出发点，重视内在动机的作用。大学生参与项目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进步的过程，更

加完善的知识体系以及思维的碰撞才能够产生更好的想法与产出，认识到知识共享意愿的重要性，通过

有效的方式比如营造良好的知识氛围，对学生进行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等方式引导学生，促使参与者

个人以及团队创造力的提升，以更好的达到大创训练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第二，从团队层面来看，对于大创团队来说，首先，在进行组队时应该尽可能地寻找内在动机比较

高的成员，具有高内在动机的成员往往越有可能具有高的知识共享意愿与创造力，能够给项目提供更好

的建议，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能够形成更好的团队氛围。其次在团队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知识共享意愿

的积极作用，鼓励成员之间的这种良好行为，通过各种鼓励引导等方法提高成员的知识共享意愿，建立

更加积极的组织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成员及团队创造力的提升。 
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在参与项目时最好是因为自身内在动机占主导地位，以兴趣爱好为出

发点的个人，才能够有更好的创造力以促使项目更加有意义；个人应该认识到团队内知识共享的重要性，

团队间的知识共享行为能够促进对内信息更好的传播以及自己知识体系的完善与进步，通过有效的方式

增强自己的内在动机、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知识共享意愿这一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自己创造力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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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局限性与展望 

从研究设计上来看，本文的样本数据是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个体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测量，尽管数据

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以及具有良好的效度，但仍然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些不好

的影响。并且因为个人能力和资源有限，收集到的数据和样本质量不够好，样本数量不够多，所收集的

样本多来源于四川地区并且性别分布不均，这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不准确存在偏差。今后的的研究选取

不同的时间段尽可能收取更多的且分布更加均匀的数据。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本文将内在动机作为自变量，成员创造力作为因变量，知识共享意愿作为中介

变量来进行研究，但大创计划的开展以及成果都是以团队的形式来展现的，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个人层面，

在研究层面上有所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团队层面的研究。部分学者对创造性成果进行了新颖

性和实用性的区分，认为强调新颖性是，内在动机与创造力正相关，而强调实用性时相关性减弱甚至负

相关，本研究中没有将新颖性与实用性区分，以后的研究可以针对项目不同的类别特点进行区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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