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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许多应用心理学家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解

释个体的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他们认为 ,人类的
成就动机并非来源于客观现实 ,而是来自于人们对

它的解释 ,人们的成就行为受到社会认知因素的影

响。近年来 ,社会认知模式已成为工作、管理、运动、

教育领域内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研究的基础 ,这种
模式集中地体现在对成就活动中决定个体认知与行

为方式的成就目标定向 (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2
tion)的分析上。

2 　成就目标定向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成就目标定向是成就动机研究的前沿课题 ,是

目标设置研究的延伸 ,是社会认知取向在成就动机
研究中的具体表现。自 Locke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正式提出目标设置理论 (goal setting theory) 以来 ,

目标设置研究的取向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对目标自

身特性的研究 ,例如目标的明确度、目标的难易程
度、个体对目标的接受程度等 ;其二则集中在对成就

情境下个体所采用占有优势的成就目标类型和最终

结果的分析 ,即以社会认知模式为基础的成就目标
定向研究 ,它重视内部动机的维持与增强 ,强调个体

的成就目标定向对动机的影响。经过长期研究 ,研
究者们证实有两种成就目标定向 ,即学习目标定向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和成绩目标定向 (perfor2
mance goal orientation)对个体的成就行为起着决定

性作用。他们认为特定的、占有优势的成就目标定

向会影响给定任务的绩效。

211 　学习目标定向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学习目标定向占优势的个体的显著特点是把注

意力集中在对任务的把握和理解之上 ,他们倾向于

把能力的提高和对任务的掌握和理解程度作为成功
的标准 ,在行为中表现出“控制”的反应模式。研究

表明 ,学习目标定向的概念及相关结构与以下因素

密切相关 : (1) 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和工作的内在价

值 ; (2)对努力 (勤奋)导致成功深信不疑 ; (3)倾向做
更多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 (4)在行为中会运用较多的

社会认知策略 ; (5)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较高的任

务满意感和兴趣。我们可以看到 ,当学习目标定向

占优势时 ,个体对自身能力的感知是自我指导的 ,即

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来判断自身能力 ,关注当前任

务的完成以及对任务的掌握程度 ,主观成功感取决

于个体的进步和学习。

212 　成绩目标定向 (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成绩目标定向占优势的个体有向他人展示自己

才能的意愿 ,但极力回避那些可能失败或会表现出

自己低能的情境 ,因此他们倾向于以参照群体来评
价自己的成功。当他们的工作绩效较低时 ,就会怀

疑自己的能力 ,并做出一些非适应性行为 ,在行动中

就会表现出“无助”的反应模式。研究表明 ,成绩目

标定向的概念及其相关结构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

(1)完成较容易的任务后有积极的感觉 ; (2) 在行为

中较少利用高效率的社会认知策略 ; (3)倾向于做挑

战性低的工作 ; (4) 行为过程容易被无关因素所干

扰。可以看到 ,当个体的成绩目标定向占优势时 ,个

体将自己的表现和努力程度同他人比较来判断自身

能力 ,其行为关注于自己能力表现的充分性 ,当超过

他人时就体验到了成功。
213 　两种成就目标定向的交互作用

尽管学习目标定向和成绩目标定向是两个独立

变量 ,但在研究中也不可把两种目标定向截然对立

起来 ,而是要考虑两种成就目标定向在个体身上的
相对水平。Duda[1 ]发现两种成就目标定向的相对

水平对运动员参加运动项目的时间和数量有显著的

影响 ,高学习目标定向和高成绩目标定向的个体在

运动中会有“最大的投入”,在比赛中坚持的时间也

最长。Hofmann[2 ]的研究也表明 ,学习目标定向与
成绩目标定向存在着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会影

响个体的工作绩效与工作满意感。所以 ,研究者在
研究中要考虑到两种目标定向的交互作用。

214 　成就目标定向的测量

由于各个研究者对目标定向理论的不同建构以

及研究领域不同 ,因此对成就目标定向的测量也不

同。同时成就目标定向的测量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

工作 ,心理学家们根据已有的理论构架 ,尝试用单项

目、多项目、情景化、投射化等多种方式编制量表 ,用

于测量个体的成就目标定向。从 Bandura 和

Dweck[3 ]在 1985 年首次开发了单一项目量表用以

测量个体的成就目标定向以来 ,研究者开发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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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 ,主要分布在教育、体育、工作和管理领域。这

些量表大部分已经获得了信度和效度指标 ,因此可

以做为我们测量成就目标定向的参考资料。

215 　两种成就目标定向的差异

研究表明 ,个体对自己的内在特质如智力、能力

的可控制性方面都持有一种隐含理论 (implicit theo2
ry) 。学习目标定向的个体持有增值理论 (incremen2
tal theory) ,他们相信能力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和实践

得到不断发展 ,成绩目标定向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

持有实体理论 (entity theory) ,他们认为能力是固定

和不可控制的 ,很难持续发展。由于个体对能力的

知觉不同 ,因此个体就会形成不同的成就目标定向。

两种成就目标定向主要差异有三个方面。首先 ,不

同成就目标定向的个体对任务的理解和适应方式上

存在明显差异 ;其次 ,成就目标定向的差异会影响个

体对努力 (勤奋)因素的看法 ;再次 ,不同成就目标定

向的个体在对待困难任务和任务失败后的反应方式

上存在差异。

3 　成就目标定向理论的建构

311 　成就目标定向一因素理论

成就目标定向概念出现以后 ,对它的研究也随

之开始。Dweck[4 ]最早提出成就目标定向一因素理

论 ,认为两种成就目标定向是同一维度上的两个相

对变量。

312 　成就目标定向二因素理论

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学习目标定向与成绩目标定

向是独立的 ,因此又提出了成就目标定向两因素理

论。Nicholls[5 ]最早把这两种目标定向命名为任务

卷入 ( task involvement ) 和自我卷入 ( ego involve2
ment) ,但是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命名为掌握目标
(master goals)和成绩目标 (performance goals) ,任务

目标 ( task goals) 和能力目标 (ability goals) ,掌握目

标 (mastery goals)和能力目标 (ability goals) ,学习目

标定向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和成绩目标定向
(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 等。尽管不同时期的

学者对两种成就目标定向的命名都不尽相同 ,但概

念的操作化定义都基本一致。

313 　成就目标定向三因素理论

Maehr [6 ]在 1980 年认为 ,除了学习目标定向和

成绩目标定向以外 ,还应该将社会目标定向纳入到

成就目标定向理论中。因为个体是处在复杂的社会

系统中 ,无时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目标定向

是引起道德意向和别人或自我对自己的赞许 ,它能

使个体在一些困难或没有兴趣的任务面前表现出持

续的努力和很强的坚持性。Urdan[7 ]也认为 ,只有

将社会目标纳入到成就目标理论当中 ,才能够更好

地理解成就目标定向理论。此外 ,Vanolewalle[8 ]在

1997 年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成就目标定向

三因素理论 ,他认为应该将成绩目标定向分为证实
(prove)维度和逃避 (avoid) 两个维度。从以上的研

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 ,成就目标定向研究的三因

素理论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 ,需要进一步研究。

4 　目标定向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本文认为 ,成就目标定向的未来研究方向应该

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1)应当通过各种方法来扩展对成就目标定向

理论结构效度的检验 ,加强成就目标定向的理论研

究 ;

(2)进一步研究成就目标定向与其它变量之间

关系的内在过程 ,考察在此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变

量 ;

(3)开发一些更为有效的测量成就目标定向的

工具 ,或对原有工具中的一些项目加以调整 ,使测量

的信度与效度都有显著提高 ;

(4)有必要对部分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加以重

复验证 ,积极地进行跨文化研究 ;

(5)加强成就目标定向研究成果的应用 ,使成就

目标定向研究的成果真正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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