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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对作业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
计算能力纸笔浏验的计算机程序化

.

方俐洛 凌文拴 高 晶 刘大维

O 卜国利
·

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要〕本实验将计算能力的纸笔侧脸编制成复杂的计算机程序
,

使测脸的刺激呈现
、

结果

记录和数据处理等全山计算机自动控制
。

通过大学生的不限时侧睡
,

显示了文科生与理科生在

计算业绩上的显著差异
。

通过不限时和限时侧脸的比较
,

表明目标设定一方面具有激发动机
,

提高作业速皮的作用 , 同时对短期作业行为又有
‘

认知妨碍
.

的作用
,

从而影响作业的质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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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定人的数理能力
,

在各种能力测验中
,

努少不了训
‘

算能力测验的内容
。

计算能力

是一种在正确快速进行计算的同时
,

能进行推理的能力
。

虽然这是人皆有之的认知能力
,

但

在不同人身上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这种差异的甄别
,

对于中学生的升学指导
、

就业指导以

及人事选拔
、

配置
、

培训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 )招)(B) (5 》
。

这类测验一般都 采 用 纸
,

笔

侧验的方法
,

测出被试做完整张试卷所用时间
,

或在规定的一段时间中傲完整张试卷中的多

少条题
。

但是
,

每个被试在单个(单组 )测验中所花费的时间往往难以记录下来
。

另外
,

纸笔

测验只能计算错误次数和错误率
,
而无法测出被试的错误类型

。

这种错误类型往往隐含着某

些未被揭示的内容
。

人们的某些心理品质上的差异
,

也许正表现在错误类型的差异上
。

纸笔

测验的另一个不足之处
,

就是难以控制测验过程
,

而无法设计出复杂的测验
。

一些简单的侧

验又与复杂的作业过程有较大的距离
,

从而区分度不高
,

因此影响了测验的效度
。

再则
,

纸

笔测验大多是集体施测
,

测验的开始和停止靠主试 口令来控制
。

在施测被试人多的情况下
,

往往难以控制
,
这就给结果记录的准确性造成了误差

,
.

从而影喃了测验的结果
。

为了解决上述纸笔测验的不足
,

本实验的测验项目
、

过程和记录等
,

全部采用计算机软

件进行控制
,

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与心瑾侧验结合起来
,
以便使心理测验更加复杂化

、

准确

化和科学化
。

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尝试性目的
。

目标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

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特别在一个

作业活动 中
,

设定目标与不设定目标
,
其业绩效果是天不相向的

。

本实验试图通过对计算业

绩的实验研究
,

探讨一下 目标设定对业绩的影响及其机制问应
。

这种研究也许对认知心理
、

学习理论
、

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的理论及实践都有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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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及方法

一
、

实验设计
、 ‘

一
.

‘
·

实验目的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酗出
: ( 1.) 在规定的单位时间里

,

被试 可完成的正确

计算的数量
。

(2 )被试完成每道计算题所角娜寸间
。

(3 )被试在计算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性质
。

以此来检查影响被试的计算业绩的因素
。

份
.

环 同专业训练的被试的计算业绩之差异
。

(5) 有

目标设定组与无目标设定组在计算结界上的差异
。

·

~
’ ·

“
,

实验刺激
,

实验过程及结果记录均由切M Pc / X T 计算
雌

序控制执行
。

实验结果

用S PSS软件处理
。

实验用上行和下行两种计算方法交替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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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程序 图 l为计算机屏幕

上所显示的试题
,

要求被试对试题的

上
、

下两数进行心算
。

在试题的前面有
“

/
”

标和
“

\
”

两种
。 “

\
”

标为下行计

算题
, “

/
”

标为上行计算题
。

(l) 下行计算法则
:
实验程序运行后

,
.

屏幕止出现图 1 所示空白方格
。

在第一试题的前

面呈现
“

\
”

标
,

并在第一列呈现上下两个数 (如 8和 6 )
,

此时光标隐现
,

被试需先按计算机键

盘上的
“

\
”

键
,

令光标出现在第二行的下为屯然底
,

对上下两数心算
。

当上 数大于下数时
,

肘

减法 ; 当上 数小于或等于下数时
,

用加法
。二

将结果的个位数敲 出(如 8 一 6 一 2 ), 呈现在下

列计算格的下方
。

然后
,

将该 列相减两数的下面的数( 6 )拉到上一列计算格的土方
,

这样构

成一组新的计算题 ( 6 和 2 )
。

接着
,

再按讣算机键 盘上的
“ \

、
”

键
,

令光标出现在第 二列的下方
.

再按上述方法继续计算
。

每组计算包括 7 次运算
。

直至最后答案处
,

此为一组计算题〔见图 1

( 1 )〕
。

此组 计算完成后
,

屏慕上
一

之即显示下一道计算题
。

(2) 上行计劝法则
:
先按键盘

“

/
”

键
,

令光标上移
。

然后对上下两行进行心算
。

上数大于

下数时
,

用减法
;
当上数小于或等

一

于下数时
,

用加法
,

将结果的个位数敲出
,

呈现在下一列

计算格的上方
,

再将原相加 (或减 )两数的上面的数拉到下一 列计算格的下方
。

然后
,

对新构

成的计算题再进行计算
。

每组计算包括 7 次运算
,

直至最后答案处
。

此为一组计算题〔见图 1

( 5 )〕
。

此组计算完成嘴
,

屏幕上立即显示下一道计算题
。 ,

4. 实验记录 实验结果计录包括
:

一

(1 )规定的 计算”
·

少{)吓
。 一

( 2川二确汁算扭数
,

所占百分

比
,

每组正确计算所用时间
。

(3) 错误计算组数
,

总错议
一

i了分比
。

错汉包括
: a

.

上下行键错

误
: 当按错

“

\ ”
或

“

/
”

键时
,

在右上方就出现今E
” ,

实验停止〔见拉!1 (2 )〕, b
.

补算错误
:

·

由于

加减法判断错误等而造成的计算结男错误〔见图 1(3 )〕; c
.

移数错误 ;
·

下行计算应将下面的数

移到右上方
,

上行计算应将上 面的数移至右下方
。

否则即为错〔见图l( 4 )〕; d
.

超时错误
.
计

算正确
,

但计算用时间超过规定用时
,

计算实标所用时间
,

仍被记录
。

各组计算只要发生a,

b
, c 中任一项错误

,

该组计算就会自动停止
,

屏幕上立即显示下一道计打题
。

’

二
、

实脸安排

1
.

实验中上行计算和下行计算是随机的
,

试题中的上下两数亦由程序控制随机呈现
。

,
·

2
,

顶备实验辉次用 6 组计算
,

直至被试明白计算的规定和计算方法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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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包括两个部分
:

实验 I 一不 限时测试
。

在实验指导语电 令被试
“
尽快而正确地做完每组计算题

。

实验

结果将记录你的计算正确 ,

计算错误包括上下行键错误

错误
” 。

此项实验旨在于

异
。

每名被试在预试后
,

实验 n一限时测验
。

计算水平
,

比较文科生和理不荆主在

计算错误和移数

计算业绩上的差

每次实验做2 0组计算
。

实验规定允许计算时间务
: 。

· ,
4。

· ,
6 0’’

。

实验的指导语中告诉 被

试
: “

这次实验限时为 2 。
甲

(或 4 0
’ ,

60
.

)
,

你务必在规定时间里尽快而且正确地做完每组计算

题
。

客翰结果将记录你的计算正确率和计算所用时间
,

错误计算包括上下行键错误
,

计算错

误
, ,

涟数错误以及超时错误
, 。

此项实验旨在求出在限定计算时间情境下被试的作业水平
,

比

较有无 目标设定对计算作业亚绩的影响
。

每名被试在预试后
,

按限定时间做三次正式实验
,

每次实验做20 组计算
。

实验程序按3 x 3距阵排列
。

4
.

被试 此项实脸被试为大学四年级在校生 45 名
。

其中文科生 (新闻系)15 名(男10 人
,

女 5人 )参加实验 I一不限时测试 , 理科生 (机械系)30 名(男25 人
,

女 5 人 )
。

理科生又随机分

成两组
,

一组 (男州人
,

女 1 人 )参加实验 I一不限时侧试实验
,

一组 (男11 人
,

女 4 人 )参加实

脸 11一限时mlJ试
。

实验结果及讨论

一
、

不同学科专业被试之间计林成级的比较

实验 I不限时测验中不同学科专业的被试的业绩列于表 1
。

表 1 不同学科专业被试 的业绩比较

彼试学科专业 理 科 文 科 F P

正 确 率 ( % )

平均计算用时 (秒)

上下行健佑误 (次)

计算错 误 (次)

移数. 误 (次)

7 3
。

8 9 6 8
。

4 7 1 . 5 6 2
。 2 1 2

30
。

6 4 3 5
。

13 7
。

6 3 2
。

0 0 7二

2
.

6 0 1
。

9 1 1
。

6 8 9
。

19 4 2

1
。

6 0
一

3
.

16 1 1
。
5 6 3

。
0 0 3 1二

1
。

0 2 1
。
2 0

。
5 8 9

。

5 4 9

误怕型类

实验结果表明
,

文科和理科学生在平均计算书付上丧现出明显荃异
。

文科生所用计算

间明显较长
,

而且在
“
计算错误

” 上所犯错误的平均次数明显多于理科学生
。

在计算方面出

现的错误主要是 由于我们在计算要求上比一般纸笔测验加大了复杂性
,

被试需首先判断计算

的上 下两个数中哪个大
,

哪个小 (或是相等)
。

然后
,

选择加法或减法进行计算
。

此时许多被

试被这种复杂的
、

需思维敏捷判断的计算规则难住
,

因而出现错误
。

被试主观报告 表明
,

真

正是由于加减法本身的错误较少矿这些汁算题均为个位数的加减法
,

位数最 多为两位数
,

对

于一般文科生 来说是不困难的
。

在一般不
.

限时的纸笔测验中
,

这种简单的计算对于文科生和

理科生的数理能力不会具有区分度
。

但是
,

由于本实验设计的复杂性
,

使得在正确完成每一

道题的平均用时这个指标上
,

理科生显著优于文科生 (P一 0
.

0 0 7 )
。

在正确率这个指标上
,
虽

二 飞Q



朱显示出两者的显著性差异(尽管理科生正确率高于文科生 )
,

但由千实验能自动地 ;卜秘懊

类型
,

从而在某些类型错误次数上
,

显示了差异性
,

即在
“

计算错误
”

上
,

文科生显著高于理科

生
。

这个实验结果
,

一方面表明专业训练的不同对计算业绩水平的影响 , 另一方面也表明本

侧验设计对于鉴别学生的数理能力是敏感而有效的
,

从而可以取代纸笔测验作为一种能力渊

脸工具使用
。

二
、

目标设定对业级的影晌

为了探讨目标设定对业绩的影响
,

我们设计了实验 11
,

对理科生 n组进行限定时间的实

脸
。

表 2 是实验 I 中理科生 ( I组 )的结果与实验11 的理科生 (I I组 )的结果比较
。

表 2 实脸 I和 n 中的理科 大学生的业绩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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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I和 n 中理科大学生的平均计算用时的比较赤明
,

限制计算用时
,

即
“

目标设定
”

对

计算业绩是有影响的
。

在实验 I 中只要求被试尽快而正确地完成计算
,

在实验11 中则明确要

求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
,

这种 目标的激励显然在被试作业中发挥了作用
。

尽管两组

被试的正确率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
,

但实验n 中确定目标的理科大学生的平均计算用时明显

低于实验 I的没有确定目标的理科大学生
。

虽然
“

目标设定
”

受到了行为科学家们的重视(4) (6)
,

但他们并未从时间这个因素土对目

标设定进行区分
。

本文的作者们认为
, “

目标设定
”

可以区分为两种
: 一独是长期性的 目标 设

定
,

另一种是短期性的 目标设定
。

管理 中的目标设定
,

往往是长期的慢性运营过程 (一个月
、

一个季度
、

半年
、

一年及其以上 )
。

在作业中限定时间的目标设定
,

却是短期的急性运营过程
。

行为科学家们只看到了长期的目标设定对业绩具有撤励作用
,

却未对短期的急性目标设定的

作川及其机制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但是
,

人类活动中的许多行为都是短期的或一时性的
,

例 如每天的生产作业
,

各种考试和测验
,

体育竞赛
,

汽车驾驶
,

飞机操纵等
。

这种短期的行

为
,

往往受人的认知活动以及情绪活动的影响枷大
。

在任何急性的目标设定的作业中
,

都会

同时引起人的焦虑反应
。

这种焦虑反应是否会影响目标设定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翅
。

拱曼得勒和沙拉松(G
·

Man dl er & S
·

Sar a

8On )为中心的耶鲁学派对测验焦虑与作业的关系所

进行的系统研究
,

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

他们从学习理论的角度
,

对测验焦虑的机能进行

丫实验性探讨
,

提出了焦虑的妨碍理论
。

送神理论认为
,

在测验状态下
,

存在着作业驭力和

攀虑驱力
,

同时也存在着成就动机
。

作业驱力产生作亚反应
,

同时包含着想妻完成作业的动

扒
。

焦虑驱力产生 两种焦虑反应
:

一种是增进作业完成的反应
,

另一种反应是与作业完成无

关的内容
。

这种焦虑是由个体过去的经验所引起的
,

对作业有妨碍
,

称作为妨碍焦虑(7)
。

本实验所设计的计算mlJ验的门标设定实验就是一种测验状态
。

根据耶鲁学派的理论
,

可

一 11 -



。
以设想

,

门}J

成力
,

乒
二

以

门标设定在激发成就动机促进作业效率 (作 业驱

屯丁紧张吞l焦怒
。

这仲紧张和焦虑产生 两种反应
:

]J的作用)的同时
,

也给被试增加 r

一种是幼进作业完成的焦虑反应
,

对

完成作业产生正向的
_

)] ; 另
·

种是 与

进行
,

对完成作业产生负向的力
。

因此
,

目标设定一了

度的同时
,

又容易产生
“

认知妨碍
” ,

影响作业的质量

‘

进行
,

对比成作业
) )] ; 另

·

种是
’了作业完成无关的以 }

‘

!我为呀
’心的焦虑反应

,

它妨碍作业的

生负向的力
。

因此
,

目标设定一方而能提高作业的 这度
.

另一方面在追求速
。

木实验中的移数是一种较复杂的认知活

动
,

一不小合就容易出错
。

笔者认为
,

在实验H 中明确要求被试在泥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
,

在给被试以激励(平均计算用时显著缩短 )的同时
,

也): 加了层力
,

使他们感列萦张
。

从而对

作
一

业的完成
户

生 了
“

认川妨碍
” ,

故使 I班几坡试在做完计算后 出现了较多的移数错误
,

并使正

确率
一

卜降
。

小 结

1
.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衷明
, “

日标设定
”

一方而对 个人行为具有激肋作用
,

从而能促进

业绩
.

提高效率
; 同时

“

门水i几设定
”

对弓
;

一时性的短期作业行 为也可能产生
“

认知妨碍
” ,

从而影

响作业的质量
。

日标设定对作业业绩户种影响的机制可币耶伫
一

学派的焦虑妨碍理论加以阐述
。

;:
.

木实验设
一

计的 计算机程序
,

比现在 3泣用 J
“

计算能力测验的纸笔测验在控制测验进程
、

结果记录的准确性及 结果的分衍等 )’J’面都有 i比大改进
, ‘

兴 : 长占果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

本计算

机程序可以 代朴纸笔测验川于计算能力的洲验
,

亦
, 引庄犷选找相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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