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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动机对自信与@型行为关系的解释作用

毕 重 增!黄 希 庭
!西南大学 心理学院暨教育部人格与认知重点实验室#重庆市A$$%"B"

摘!要!为了检验成就动机能否解释自信与C:D5@的 相 关#确 定 自 信 与C:D5@相 关 的 性 质#采 用 总

体自信问卷$中国人@型量表和成就动机量表为工具#对自信与C:D5@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自信

确实与C:D5@存在先前研究发现的正相关#但与其敌意因子呈负相关&控制成就动机成分后#自信与C:D5

@的正相关关系消失#而与敌意因子的负相关关系不受影响%自信与C:D5@的关系体现了自信的成就动机

功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关键词!自信&成就动机&@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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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成就动机是推动个体改变自我$追求理想自我

的重要推动力&自信是一种积极的个性品质#是健

全人格的特征要素和心理健康的特征%车 丽 萍’"(

的研究表明#自信的人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需要#
自信与追求成功的动机正相关$与避免失败的动机

负相关%
自信的人在追求成就过程中存在@型人格特

质的风险%自信使个体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目标

而追索不一#漠视他人#把他人的存在视为竞争的

威胁#并由此产生敌意%@型人格与现代生活密切

相关#在处处有机会$事事要竞争的环境中#若不适

时努力掌握机会#就会落伍失败%因此#@型人格

者较容易在现代生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型

人格者也被称为心脏病型人格#较容易罹患冠状动

脉疾病%因此#探 明 自 信 与 C:D5@的 关 系#彰 显

自信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避免产生C:D5@行为

的危险#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在车丽萍的研究中’"(#@型 行 为 与 整 体

自信具有显著相关#回归分析发现#否定自我是学

业自信预测 @型 行 为 的 中 介 变 量%作 者 认 为#@
型行为与整体自信的正相关来自于@型行为与整

体自信表现的一致性&而否定自我对于 @型 行 为

的预测作用则是因为 @型人格者易产生 挫 折$敌

意反 应#多 采 用 发 泄$退 避 等 情 绪 类 应 对 造 成 的%
也就是#自信程度高的人因为时间紧迫感会表现出

@型行为#自信低!自我否定"的人会表现出敌意$
挫折#也会产生@型行为%如果是这样#整体自信

与@型行为的正相关可能就掩盖了二者关系的复

杂性%自信与C:D5@的相关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即自信是与C:D5@的成就激励相联系#还是

与冠状动脉疾病部分联系？

如果考虑成就激励因素#中国人成就动机与西

方人不完全相同#国人成就动机可能具社会取向%
杨国枢’#(认为#个我取向是指个人追求成功乃是因

自己的内在因素所自发#是个体主义文化所特别强

调的#社会取向就是由社会或他人的外在因素所激

发#是集体主义文化所特别重视的%
综上所述#自信的人具有较强的成就 动 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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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文化特征!还应该与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具有

密切联系"同样!自信的动力特性使其与@型行为

的追求成就 具 有 内 在 联 系"在 控 制 成 就 动 机 基 础

上!检验自信与敌意#时间紧迫感之间的关系!有利

于更清楚地解释自信与C:D5@之间关系的性质$

!!二、方!法

!一"工具

"O成就动机量表

余安邦与杨国枢编著%#&!个我取向和社会取向

各"$个项目!内部一致性分别是$)%F和$)%!!两

种成就动机与组织投入#工作绩效皆呈正相关$
在本 研 究 中!两 种 动 机 量 表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L-’.P/>3!系数为$)%A和$)%"$个 我 取 向 的 成

就动机得分为!")#FQA)!B!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

得分为#A)$$QA)%#!个我动机显著强于社会动机

’!R"%)FA!"#$)$$"(!两 种 动 机 之 间 相 互 独 立!

#R$)$I!"R$)#$#$

#O中国人@型量表

林一真编著%!&三十题的自陈式量表!包含时间

紧迫感#努 力 竞 争 与 成 就 及 攻 击 性 与 敌 意 三 个 因

子$量表总分的L-’.P/>3!为$)FI!六周再测信

度为$)%F$在效度方面!男性@型倾向比女性高!
在工作与非工作情境中有显著相关!自陈与他评有

显著相关!具有高的信度及效度$

在本 研 究 中!量 表 的 内 部 一 致 性L-’.P/>3!
系数分别为时间$)H!!成就$)%I!敌意$)%$!总体

$)FB$被 试 在 时 间 紧 迫 感 因 子 得 分 为!B)BHQ
A)BF!竞争因子为!!)#!QB)I$!敌意因子为!")$$
QB)$"!总体为II)%FQ"#)HH$!种成分之间均存

在显 著 的 相 关!相 关 系 数 分 别 是$)!%!$)B%和

$)BF!"值均小于$)$$"$

!O总体自信问卷

总体自信问卷%A&测查 的 是 一 般 自 信!由"#个

题目组成$量表 间 隔 两 周 的 重 测 信 度 为$)FB!内

部一致性克 隆 巴 赫!系 数 为$)FF$在 本 研 究 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L-’.P/>3!系数为$)FI$

!二"被试

大学生##H名!男 生H$人!女 生"B#人!二 年

级IH人!三年级"#%人!其余性别年级资料缺失"
平均年龄为#$)F"Q")"%岁$

!三"程序

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集体施测$测 试 前

表达知情同意!测试后致谢并提供部分反馈$数据

录入1S11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

!一"自信与成就动机#@型人格的相关分析

自信与成就动机#@型人格的相关分析结果见

表"$
表!!自信与"#$%&#成就动机的相关

C:D5@ 紧迫感 竞争 敌意 个我成就动机 社会成就动机

总体自信 $)#! $)"I $)A% $)"A $)B" $)$B

" $)$$$ $)$$! $)$$$ $)$!$ $)$$$ $)AF!

!!自信与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的高相

关’"#$)$$$(!而 与 社 会 取 向 的 成 就 动 机 相 关 系

数均接近于$’"$$)$B($
在自信与C:D5@的相关方面!自信与时间紧

迫感#竞争 和 C:D5@ 均 存 在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B("而与敌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B(!即

自信越高!敌意程度就会越低$
!二"自信与成就动机#@型人格的偏相关分析

控制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后!利用偏相关分析

自信和C:D5@的关系’见表#($
表’!自信与"#$%&的偏相关

C:D5@ 紧迫感 竞争 敌意

总体自信 $)$F $)$F $)#F $)"F

" $)#H" $)##I $)$$$ $)$$%

!!对比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控制成

就动机后!自 信 与 C:D5@总 体#紧 迫 感 的 相 关 系

数下降较多!相关系数变得不显著!与 竞 争 的 相 关

系数有较大幅度下降!但仍然显著!而 与 敌 意 的 相

关则稍有加强$这种相关模式的变动表明!自信与

C:D5@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二者均蕴含成就

动机的结果!C:D5@中的时间紧迫感包含成就动

机的成分!竞争则体现得更明显!而敌 意 则 基 本 与

此无关$

!!四、讨!论

!一"自信与成就动机的关系

自信与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无关!暗示自信所

具有的成就动机特性仅仅是个人性的!这与研究假

设不完全相符$自信是个人性认知和体验!但也受

外界影响!生活中亦常见个人为了家 人#朋 友 而 追

求成就!并从中汲取行为的动力$另外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为了他人而奋斗不需要自信 驱 动!或 者 这



种动力转化为成就动机两种取向的内 在 关 联!由

于本 研 究 中 两 种 取 向 的 成 就 动 机 独 立"#R$)$I#

"$$)$B$#无法 探 讨 自 信 与 社 会 取 向 的 成 就 动 机

是否间接有关!该种关系的性质以及原 因 尚 待 进

一步研究探讨!
自信与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显著相关的结果#

是成就动机和自信采用完全不同于已有研究的 工

具%取样而得到的相同结果!这个结果重复了自信

者具有强成就动机需要的研究发现#也表明自信与

成就动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可信的!
!二"自信与C:D5@相关的性质

本研究发现自信与C:D5@及其时间紧迫感%
竞争正相关#与其敌意成分负相关!这个发现重复

了已有研究自信与C:D5@相关的发现#并且支持

本研究提出的 自 信 与 C:D5@并 不 是 简 单 正 相 关

的假设!总体上的相似只表明了一种行为的倾向#
自信与C:D5@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尤其是自信

与敌意的负相关#为确定自信与C:D5@关系的性

质提供了证据!
为了确定自信与C:D5@正相关的来源#我们

基于二者均蕴含成就动机成分的假设#将成就动机

进行控制#检验由此带来的关 系 变 化!结 果 发 现#
在控制成就动机后#自信与C:D5@的正相关关系

减弱乃至消失#对应的自信与时间紧迫 感%竞 争 两

种成分的相关也随之减弱#但自信与敌意的相关基

本稳定!这表明 自 信 与 C:D5@正 相 关 来 源 于 二

者均包含成就动机成分#同时#成就动机 无 法 完 全

解释自信与竞争%敌意的关系#表明自信和C:D5@
具有除成就动机之外的独特性!自信与 敌 意 负 相

关且不受成就动机的影响#说明自信中的成就动机

并没有与敌意相结合的倾向!如果规避 了 敌 意 与

成就动机的组合#自信与C:D5@关系就能够定性

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因为敌意是冠状动脉疾病致

发的核 心 成 分#C:D5@ 中 的 @ 是 指 的 就 是 @TG
T-566895!

总而言之#如果笼统地认为自信与C:D5@之

间存在正相关或预测关系#就会推论出自信者有较

多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这就掩盖了二者关系的复

杂性和性质!成 就 动 机 对 自 信 与 C:D5@关 系 的

解释 作 用 表 明#自 信 不 会 增 加 冠 状 动 脉 疾 病 的 危

险#而是内涵C:D5@积 极 一 面"成 就 动 机$#抑 制

了其消极方面"敌意$!

!!五、结!论

自信与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相关#而与社会取

向的成就动机 无 关&成 就 动 机 解 释 了 自 信 与C:D5
@总体上的正相关#但不能解释自信与C:D5@中

敌意因子的负相关#即自信与C:D5@的关系是积

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参考文献#
’"(!车丽萍O当代大学生自信特点研究’K(O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博 士

学位论文##$$#O
’#(!杨国枢O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U(O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A)AHAVB!$O
’!(!林一真O 中 国 人 @ 型 量 表 建 构 效 度 研 究’+(O 测 验 年 刊#

"II$#!%)%!VIHO
’A(!毕重增#黄希庭O清晰度对自信预测效应的影响’+(O心理科

学##$$H##F"#$)#%"V#%!O

责任编辑!曹!莉

()*%+,%-)*.+./%0)11%23+.)45%+6%%47%289:)48.;%4:%34;"#$%&<%34&==1%**./%？

EWL3’.TGX5.T!;7@*YM8G28.T
"$%&’’(’)*+,%&’(’-,!$’.!&/0+!12340#+3!,!5&’2-632-A$$%"B!5&327#

&>*+13:+)W2*63/-<0,(2’8.=898=,/(*635/(23/.=D5-6’./(82:8065(0G>’.08=5.>5D’682895(:>’--5(/254823/TT-566895#438>386
/.5(5<5.2’0C:D5@P53/98’-)@>38595<5.2<’289/28’.4/6>’.68=5-5=8.2386/-28>(52’5ZD(’-5235D-’D5-2:’0235>’-G
-5(/28’.P52455.65(0G>’.08=5.>5/.=C:D5@)C35-56,(2663’45=23/265(0>’.08=5.>54/6>’--5(/25=48238.=898=,/(’-85.G
25=/>38595<5.2<’289/28’.#P,2.’248236’>8/(’-85.25=/>38595<5.2<’289/28’.&>’--5(/25=D’682895(:482328<5D-566,-5
/.=>’<D5282895#.5T/2895(:4823/TT-566895)C35D/-28/(>’--5(/28’.</2-8Z63’45=23/228<5D-566,-5/.=>’<D52828’.>/.
P55ZD(/8.5=D/-2(:P:/>38595<5.2<’289/28’.)C356508.=8.T66,TT56223/265(0G>’.08=5.>5>/./9’8=23568=55005>2’0
C:D5@P53/98’-/.=0’625-D’6828950/>2’-#438>3P5.5082635/(23/.=D5-6’./(/>38595<5.2)
?%#6)1;*)65(0>’.08=5.>5&/>38595<5.2<’289/28’.&C:D5@D5-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