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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 416名高中生为被试 ,用归因问卷 、自我效能感问卷和自我调节学习问卷为工

具 ,对归因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1)归因和自我效能感直

接对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产生影响;(2)归因方式 、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策略存在性别差异;

(3)归因方式存在年级差异;(4)动机成分中的自我效能感和归因是作为调节机制而存在的 ,影响

到个体对认知和元认知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自我调节学习;归因;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B 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7)05-0013-05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自我调节学习 (Self - Regula-

ted Learn ing)已经成为西方教育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研究

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也是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一个主要

亮点。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的提出主要来自于对美国三次

教育改革运动的反思。
[ 1] 1-26, [ 2] 106-127

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

了自我调节学习的理论观点 ,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是学习者

在一定程度上从元认知 、动机和行为方面积极主动地参与

自己学习活动的过程。
[ 3]
把那些能够自己确立学习目标 ,

能够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学习策略并确信它们对学习的价

值 ,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进行自我调节学习行为的人 ,称

为自我调节学习者 。国内的研究者也指出 ,自我调节学习

是指学习者运用认知调节策略和动机策略来促进自己的

学习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建构和创造有利于自己

学习环境的过程。
[ 4, 5]
尽管研究者对自我调节学习的特征

有着清晰的认识 ,但由于自我调节学习是认知心理学里比

较新的领域 ,不同的理论家对自我学习的心理机制还存在

着不同的观点 ,提出了不同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型 ,如:M i-

chael P ressley的良好信息加工者模型(Pressley’ sGood In-

formation P rocessor M odel)强调认知策略的作用;
[ 6] 1-47

W inne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型 (W inne ’ s Self-Regu lated

Learning M odel)强调认知 、元认知和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 ,非常强调元认知的作用和动机以及反馈的作用;
[ 7]

Barry Zimmerman的自我调节阶段模型 (Zimmerman’ sPha-

ses of Self-Regu lation M odel)虽然与 W inne的自我调节学

习模型很相似 , 但侧重点在于强调个人意志力的作

用 。
[ 8] 1-18

后来也有人提出了自我调节学习的三成分模

型
[ 9]
,认为自我调节学习包括认知 、元认知和动机三种主

要成分 。早期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其认知和元认知成

分
[ 10]

,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关注动机成分中的目标定向在

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 ,认为目标定向是自我调节学习的

始动机制
[ 11]

,那么动机成分中的自我效能感和归因在自

我调节学习过程中有何作用 它们对自我调节学习的影

响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的 本研究正是从这一视角探

讨归因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 ,并进一步

揭示动机成分与认知 、元认知成分之间存在的关系 。

一 、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以广州市 3所中学的 416名高中学生为研究



对象 ,其中男生 181人 、女生 235人 ,高一 162人 、高二 169

人 、高三 85人。

(二)工具

本研究以归因量表 、自我效能感量表 、自我调节学习

量表为研究工具。归因量表采用成就归因量表(The Cau-

ses ofA cadem ic Performance Scale———CAPS),共 30个项

目 ,包括动机 、教学因素 、任务难度 、能力 、努力因素 、心境 、

他人帮助 、运气等 8个维度 ,采用 5点量表计分 。该量表

的 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 .593。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采用张建新和 Schwarzer改编的中文版
[ 12]

,共 10

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 4点量表形式 ,该量表的 C ronbach α

信度系数为 .872。自我调节学习量表采用 P in trich P. R.学

习动机策略问卷 (The M 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 ing

Questionnaire———MSLQ)中的 B卷 。
[ 13]

B问卷分为两部

分:一是认知和元认知策略 ,包括复述 、精加工 、组织和建

构 、批判性思维 、元认知自我调节。二是可控制的资源策

略 ,包括时间和学习环境 、努力调节 、同辈学习 、寻求帮助 。

共 50个项目 ,采用 7点量表形式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信

度系数为 .623。

(三)程序

团体施测 ,被试单人单桌 ,测查不受时间限制 ,答完为

止 。同时 ,收集被试最近一次统考的语文 、数学和英语成

绩 。采用 SPSS 11. 0 forW indows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

二 、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性别高中生归因方式特点的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因素在能力 、心境 、他人帮助

表 1　不同性别高中生归因方式的基本情况
年级 性别 动机因素 教学因素 任务难度 能力 努力因素 心境 他人帮助 运气

男 M 3. 34 3. 00 3. 28 3. 16 3. 20 3. 56 3. 02 3. 32

高一 SD . 77 . 54 . 84 . 87 . 51 . 80 . 67 . 86

女 M 3. 47 3. 14 3. 40 2. 90 3. 26 3. 37 3. 35 3. 30

SD . 72 . 64 . 86 . 93 . 42 . 82 . 60 . 72

男 M 3. 13 2. 97 3. 76 3. 48 3. 24 3. 56 3. 28 3. 23

高二 SD . 79 . 57 . 78 . 82 . 45 . 88 . 67 . 82

女 M 3. 35 2. 94 3. 25 2. 81 3. 31 3. 28 3. 46 3. 44

SD . 60 . 63 . 86 . 94 . 46 . 88 . 60 . 78

男 M 3. 10 3. 12 3. 33 3. 16 3. 13 3. 88 3. 33 2. 90

高三 SD . 88 . 77 1. 01 . 94 . 53 . 84 . 69 . 63

女 M 3. 21 3. 22 3. 40 2. 49 3. 19 3. 20 3. 28 3. 00

SD . 79 . 59 . 81 . 68 . 43 . 87 . 51 . 77

三个因素上存在主效应 , F值分别为:F (1, 415) =6.28,

p<0.001;F(1, 415)=3.47, p <0.01;F (1, 415) =3.27,

p<0.01。男生更倾向于进行能力和心境的归因 ,而女生

更倾向归因于他人帮助。而在动机 、教学因素 、任务难度 、

努力因素 、运气归因方式上 ,男女生得分未见显著差异 。

高中生的归因方式在归因于能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 F

(2, 415)=10.07, p <0.001;在归因于运气上存在着显著

差异 ,F (2, 415)=5.96, p <0.01;在归因于动机上差异显

著 ,F(2, 415)=3.17, p <0.05;在归因于教学因素上差异

显著 ,F (2, 415)=4.69, p<0.05;在归因于他人帮助尚存

在着显著差异 ,F(2, 415)=3.12, p<0.05。这些结果说明

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而言 ,他们的归因取向随着年级的变

化而变化。

　　另外 ,性别和年级在归因于任务难度上存在交互作

用 ,F(2, 415)=6.215, p <0.01,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任务难度在不同年级的性别差异

　　进一步作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对于男生而言 ,不

同年级男生在任务难度的归因上存在显著差异 ,

F(2, 415)=7.003, p=0.001;而对于女生而言 ,不同年级女

生在任务难度归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F (2, 415)=.852,

p=.428。

(二)不同性别 、年级被试自我效能感特点的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主效应显著 , F (1,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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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5, p<0.001,这表明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性别的被试身

上有不同的表现 ,男性强于女性 。年级主效应不显著 ,

表 2　不同年级不同性别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分析

年级 性别 N M SD

高一
男 76 2. 69 . 50

女 86 2. 49 . 45

高二
男 72 2. 76 . 48

女 97 2. 52 . 47

高三
男 33 2. 78 . 56

女 52 2. 51 . 51

F(2, 415)=0.362, p =0.697,性别和年级不存在交互

作用。

　　(三)不同性别被试自我调节学习特点的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男女生对精加工 、组织 、寻求帮助

策略的运用存在着显著差异 , F 值分别为:F (1, 415)=

2. 57, p<0.01;F (1, 415) =2.75, p <0.001;F (1, 415)=

3.16, p<0.01。女生更倾向于运用对知识的精加工和组

织策略以及寻求他人的帮助 。年级在所有自我调节学习

维度上的主效应都不显著 ,性别和年级不存在交互作用 。

表 3　不同性别高中生自我调节学习特点统计

年级 性别 复述 精加工 组织 批判性思维 元认知自我调节 时间和学习环境 努力调节 同辈学习 寻求帮助

男 M 3. 84 4. 01 3. 68 4. 16 3. 23 4. 36 4. 02 3. 72 4. 42

高一 SD . 67 . 34 . 64 . 78 . 51 . 80 . 67 . 86 . 66

女 M 3. 47 4. 54 4. 40 3. 90 3. 26 4. 57 3. 98 3. 80 4. 60

SD . 72 . 63 . 56 . 63 . 42 . 82 . 60 . 72 . 62

男 M 3. 13 3. 97 3. 86 4. 28 3. 24 4. 46 4. 08 3. 68 4. 53

高二 SD . 79 . 57 . 68 . 82 . 45 . 82 . 67 . 82 . 62

女 M 3. 35 4. 94 4. 65 3. 81 3. 31 4. 58 4. 06 3. 84 4. 94

SD . 60 . 60 . 76 . 84 . 46 . 84 . 60 . 78 . 88

男 M 3. 10 4. 12 3. 93 4. 16 3. 19 4. 48 4. 03 3. 90 4. 90

高三 SD . 88 . 78 1. 01 . 94 . 53 . 74 . 69 . 63 . 74

女 M 3. 21 4. 52 4. 67 3. 79 3. 29 4. 54 4. 08 3. 90 4. 99

SD . 79 . 59 . 81 . 58 . 43 . 87 . 51 . 77 . 57

　　(四)自我调节学习与归因 、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分析

除了心境因素之外 ,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与归因因素有

着显著相关 ,其中对任务难度和运气因素的归因与自我调

节学习策略存在相关的个数比较少。

结果还表明 ,自我效能感对自我调节学习有重要的影

响 。相关检验表明 ,除了努力调节策略之外 ,自我效能感

与其他的自我调节学习策略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表 4　高中生归因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调节学习相关检验

自我调节学习 动机因素 教学因素 任务难度 能力 努力因素 心境 他人帮助 运气 自我效能感

复述 . 248*** . 192*** . 051 . 111* . 161** -. 046 . 283*** . 055 . 130***

精加工 . 225*** . 215*** . 025 . 094 . 209*** 　. 059 . 275*** . 131** . 217***

组织 . 250*** . 249*** . 036 . 124* . 226*** 　. 042 . 326*** . 100* . 202***

批判性思维 . 158** . 235*** . 149** . 156** . 251*** 　. 067 . 244*** . 040 . 319***

元认知自我调节 . 186*** . 192*** . 002 . 106* . 108* 　. 005 . 190*** . 107* . 222***

时间和学习环境 . 182*** . 137** . 026 . 045 . 174*** -. 034 . 199*** . 024 . 147**

努力调节 -. 059　　 -. 093　　 -. 107* 　 -. 157**　 -. 071　　 -. 063 -. 048　　 . 033　 -. 025　　

同辈学习 . 117* . 142** . 087 . 193*** . 191*** 　. 022 . 307*** . 122* . 161**

寻求帮助 . 200*** . 197*** . 137** . 152** . 217*** 　. 059 . 303*** . 096 . 213***

　　注:* p<0. 05, **p<0. 01, *** p<0. 001。

　　(五)自我效能感 、归因方式 、自我调节学习与学业成

绩的相关分析

由表 5可见 ,学业成绩与归因方式呈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不显著 ,自我调节学习与学习成绩

的关系显著。

表 5　自我效能感 、归因方式 、认知与元认知

成分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统计

归因方式 自我效能感 自我调节学习

学业成绩 0. 236** . 076 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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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讨论

(一)归因方式的性别 、年级差异

对任务难度的归因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 ,特别是

高二级的男生 (图 1)。这可能与高二级的 X科分科有关 ,

高二级的学生开始感受到高考的压力 ,面对分科的选择是

适应的问题。在选择 X科目上 ,男生会偏向理科 ,女生会

偏向文科。文科的学习较理科稳定 ,重积累 ,因此文科成

绩变化不会太大 ,使女生容易适应 ,所以女生会对归因于

任务难度年级差异不显著;理科重思维 ,成绩变化大 ,加上

男生会出于 “自利性归因偏差 ”把成绩好坏归因于任务难

度这一外部的因素 ,所以高二男生会特别注重把学业成败

归因于任务难度。当经过一年适应 X科的学习后 ,到高

三年级又会回落至正常水平。

对任务难度的归因还与学业成绩成正相关 ,这与高中

生的学业压力不断加重有关 ,与面对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有

关 ,从高考文理科分班到 3+X的选择 ,从高考 7月到提前

到 6月 ,最近几年的每一次高考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高

中的教师和学生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学校不断强调高

考的重要性 ,从高一就开始抓难题 ,让学生适应高考题的

难度。难度过高的考题导致学生分数降低 ,学生把自己的

考试成败直接与任务难度挂钩 ,因此对任务难度的归因上

升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

(二)自我效能感的性别 、年级差异

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别差异 ,男生自我效能感高

于女生 。究其原因可能是:(1)社会角色期待 。进入高

中 ,大众普遍认为男生的智力发展快于女生 ,期望男生取

得好成绩更强烈 ,影响到男生对自己的评价高 ,自信心增

强 ,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2)成功性经验 ,实际情况也表

现出男生在中高成绩段所在的比例多于女生 ,成功性经验

也令男生自我效能感提高;(3)自尊的影响 ,在青少年期 ,

女生的自尊会比男生的自尊低
[ 14]

,在青少年后期 ,这种差

异更大 。男女生形成自尊的基础不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女生的自尊会与身体魅力联系 ,与他人交往的感受联系 。

男生的自尊主要与对成就和能力的感受联系 。而男生内

部差别大 ,是因为部分男生 ,一方面受到社会期望的影响 ,

认为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但另一方面实际情况是成绩较

低 。社会期望与失败性经验的冲突是导致男生内部自我

效能感差异大的原因。

(三)自我调节学习的性别差异

高中生自我调节学习策略存在性别差异:(1)在认知

策略上 ,女生运用精加工策略和组织策略优于男生 ,表明

无论加工深浅 ,高中女生对知识加工水平优于男生 。这与

高中生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特点有关 ,男女生

在自我意识的成熟时间上有差异 ,女生一般早于男生 ,因

此 ,女生上课能认真听课 、读书和记笔记 ,课后能认真复习

和巩固 ,充分利用参考资料 。特别是在读书 、记笔记方面 ,

女生显著优于男生 ,这很可能是由性别与智力之间的关系

决定的 。建议对男生进行学习技术方面的指导 ,其中包括

指导他们如何读书和记笔记 ,如何应对考试 ,积极掌握学

习技巧 ,提高认知加工水平。 (2)在可控资源策略上 ,女

生运用寻求帮助策略优于男生 ,这与高中男女生之间明显

的人格特点有关 ,女生比男生更活泼外向 ,乐群 ,善交际 ,

缺乏耐心;而男生比女生做事更有恒心和毅力 ,争强好胜 ,

求知欲探索精神更强 。因此 ,在遇到相同困难问题的时

候 ,女生会主动地运用寻求帮助的策略 ,男生则乐于独立

解决。

(四)归因 、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归因方式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调节

学习策略有显著相关 ,但在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分析中发

现 ,归因方式 、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

关 ,而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成绩相关不显著 ,由此我们可以

推论归因和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作用:归因方

式受个体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低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对自我

调节学习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归因方式而起作用的 ,

因此 ,自我效能感和归因是作为调节机制而存在的 ,它们

影响着个体加工学习材料时的归因特点和认知风格 。对

于自我调节学习中的认知成分和元认知成分而言 ,由于自

我效能感影响到个体的归因方式 ,进而会影响到个体对自

我调节学习策略 (认知和元认知 )的选择 ,归因倾向于稳

定因素有利于灵活运用各种自我调节学习策略 ,高自我效

能感者比低自我效能感者更能灵活地的运用各种自我调

节学习策略。结合雷雳 、汪玲 、Tan ja Cu ljak在 2001年的

研究
[ 11]

,我们认为自我调节学习中的认知 、元认知 、动机

成分以各自的作用机制影响着学业成绩 (如下图 2)。

图 2　自我调节学习各成分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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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目标定向 、自我效能与学业成绩没有直接的关

系 ,但它们对学习的确是有影响的 ,这种影响是通过归因

方式影响到了认知和元认知策略的选择 ,即目标定向对学

业成绩的影响是通过自我效能感 、归因 、认知策略和元认

知策略这些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绩的

影响是通过归因 、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这些中介变量实

现的。因此 ,从培养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角度来看 ,

应该在重视对学生目标定向的培养和引导之外 ,加强对学

生归因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和引导 ,较高的自我效能

感 ,良好 、积极的归因方式 ,将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增长

和学业成绩的提高 。

(感谢广大实验中学 、广州 81中学 、广雅中学为调查

所提供的方便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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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attribution style and self-efficacy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X ING Q iang

(1.D epartm en t of P sychology , GuangzhouUn 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 ina;2. Co llege of P sychology , Sou thwestUn 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 ina)

　　Abstract:Se lf-regu lated learn ing inc ludes th reem ain componen ts:cognition, meta-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This study aim s at exam ining the ro le o f attribution sty le and self-efficacy as mo tivation in self-regu la ted learning.
And it studies the diffe rence among a ttribu tion sty le, self-efficacy in sex, g rade and achievemen.t S s w e re 416
students in seniorm iddle schoo l, using the causes o f academ ic pe rform ance sca le (CAPS),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 le(GSES)and the motivated strategies fo 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 as investigating too ls. The result
show ed that(1)A ttribution sty le and se lf-efficacy d irectly influenced the strateg ies for se lf-regu lated lea rning;(2)
A ttribu tion sty le, se lf-e fficacy and strategies for self-regula ted learning is diffe rent in sex;(3)A ttribution sty le is
diffe rent in g rade. (4)A ttribution and self-efficacy play amediated ro le in se lf-regulated learning process.
　　Key words:self-regula ted learning;a ttribu tion sty le;se lf-e 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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