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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术动机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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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已发表过论文的硕士生访谈文本为资料，在自我决定理论基础上，提炼出硕士生撰写学

术论文的行为动机。结果显示，硕士生的内部学术动机分为自我完善、知识探究、角色认同和挑战自我；外部学术动机则

包括获取物质报酬、避免惩罚、工作取向以及提升学历。其中，完善自我是最重要的内在动机；奖学金制度则是重要的外

在激励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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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撰写是硕士生提高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撰写论文，硕士生不仅能够积累专

业知识，还可以训练自身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论文写作是培养高

质量硕士生的必经之路。然而，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硕士生，尤其是文科硕士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普遍较

低［１］。这侧面反映了我国硕士生缺乏论文撰写方面的训练和实操。从动机的视角来看，硕士生写作热

情不高可以总结为两个原因：一是硕士生没有认识到论文写作与内在心理需求的联系，从而无法产生高

水平的动机；二是我国高校缺乏对硕士生论文动机的了解，无法制定合适的教育战略和安排。因此，挖

掘我国硕士生的写作动机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可以帮助硕士生理清论文写作与内在需求的关系，同

时也可以为高校制定研究生教育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１．１　文献回顾

撰写论文的动机，台湾学者彭月茵将其称之为学术动机。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学术动机在国内外的

研究尚处于较为空缺的状态。就学术动机成分的研究来看，彭月茵和叶玉珠通过因子分析将学术动机

分为价值成分、期望成分和价情成分［２］。刘爱春等人在此基础上修订了针对内陆学术型硕士生的《学

术动机量表》，将学术动机分为学术期望、附属动机和知识探究等［３］。张红等人则通过理论分析将高校

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动机分为“自我实现型”“学术切磋型”“社会公益型”等［４］。

分析文献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对象过于狭隘或过于笼统。二是收集

资料的手段主要集中在问卷调查上，缺乏深度的个案挖掘。三是访谈资料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有待商榷。

四是过分强调内在动机而忽略了外部力量对学术行为的影响。据此，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改善和

创新，力图弥补上述的不足。

１．２　理论视角
自我决定理论是心理学家Ｄｅｃｉ和Ｒｙａｎ提出的。根据自我决定程度的由低到高，这一理论将个体

的动机类型分为无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５］。外部动机指个体的行为目的指向外在的结果而不是

为了行为本身。内部动机则是指个体为了内心的满足感而参与活动。

自我决定理论以往主要运用于学习动机的探讨上，系统地解构研究生学术动机的研究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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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外部学术动机的探究又是本文的重点之一。因此，本文将尝试以自我决定理论划分框架，以内部

学术动机和外部学术动机为基础，力图建构适用于中国研究生教育背景下的硕士生学术动机模型。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资料收集和访谈对象

动机作为一种内部心理过程，具有隐蔽性。质性研究强调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

们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这恰好能够满足本文对资料收集的要求。按照“事件———动机”的模式，研

究人员先以“你正在撰写和发表了哪几篇论文”提问，然后分别聚焦每一个独立事件，始终围绕着“你为

什么写这篇论文”等问题展开讨论，如果受访者回答模糊，研究人员会反复追问。

访谈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１７日，每个个案的访谈时间为２个小时左右。研究对象为
７名在公开期刊上发表了至少１篇学术论文的硕士生。
２．２　类目的构建与编码原则

类目表的构建是内容分析过程的重要一环，它确立了识别规则以及编码内容特征的明晰规则［６］。

基于自我决定认知理论的视角，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此次访谈资料，我们将学术动机分为自我完善、知

识探究、角色认同、挑战自我４类内部动机和获取利益、避免惩罚、工作取向、提高学历等四类外部动机。
在编码原则上，本文以句子为最小分析单位，同时规定若某段话表示是同一个意思，则将其作为一

个分析单位计算。据此，研究人员共提取了１０１个分析单位，每个分析单位对应一个学术动机。
２．３　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编码的信度和效度直接影响研究的最终结果，因此内容分析必须经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就信度

而言，我们通过检验编码者的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根据相关公式，我们计算本研究编码者的交互判别

信度如表３所示。
表３　交互判别信度检验

一级类目 交互判别信度 二级类目 交互判别信度

内部动机 ０．９４０

完善自我 ０．９５５

知识探究 １

角色认同 ０．８８０

挑战自我 ０．８７５

外部动机 ０．９６５

获取利益 １

避免惩罚 ０．９２７

工作取向 １

提高学历 １

编码者对相同类目进行判断的一致性愈高，内容分析的可信度也愈高。有学者指出，交互判别信度

在０．８０以上是可接受的水平，０．９０以上是较好的水平［７］。从表３看，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的交互判别
信度值均在０．８５以上，个别二级类目的值甚至达到了１，表示该内容分析的信度处于较好水平。因此，
可以将主编码员的编码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有研究指出，由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检验内容效度通常是充分的［８］。为了保证

研究效度，本研究做了以下努力：第一，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深度访谈的结果，对各级类目的内

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第二，请教育经济与管理系的专家进行评估。

３　结果描述
３．１　内部动机

硕士生的内部学术动机共出现了５７次，占所有学术动机的５６％，由完善自我、知识探究、角色认同
和挑战自我等四类动机组成。其中，“完善自我”动机在访谈中共出现２２次，占所有学术动机的２２％，
与外部动机中的“获取利益”并列第一位；“知识探究”动机在所有二级类目中共出现１６次，占所有动机
的１６％；“角色认同”动机这个二级类目则共出现１１次，占１１％；“挑战自我”动机在文本中共出现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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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约占所有学术动机的８％。
３．２　外部动机

外部动机在访谈文本中共出现４４次，占所有学术动机的４４％，分别包括获取利益、避免惩罚、工作
取向和提升学历。其中，“获取利益”共出现了２２次，占所有动机的２２％；“避免惩罚”动机在访谈资料
中出现了１７次，占１７％，排在所有动机中的第三位；“工作取向”动机出现了３次，占所有动机的３％。
“提高学历”动机则在访谈中共出现了２次，占所有学术动机的２％。

４　结果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７名硕士生深度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本文得到３点关于硕士生学术动机的基本结论：１）

内、外部学术动机在推动硕士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２）完善自我是促使硕
士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最重要的内在因素；３）物质利益则是重要的外在影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动机会让人产生被控制感，所激发行为的稳定性并不像内部动机驱动的行为那

样稳定。传统的动机研究也指出，外部动机的过强化会侵蚀内部动机。如何处理内、外部学术动机之间

的关系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认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不是必然对立的，我们在培养硕士生内部学术动机

的同时，应积极引导他们外部动机的内化，将内外学术动机融为一体。有研究显示，外部动机的内化效

果取决于个体对外部因素的认知评价［９］。当外源力量被评价为与内在基本心理需要相统一时，个体容

易获得高水平的自主性，动机向着内部动机的方向转化；但当外部反馈仅仅被感知为对参与活动本身的

奖励或惩罚，个体将产生强烈的被控制感，从而导致动机减退消失。

基于此，整合硕士生内外部学术动机需要我们注意两个问题：硕士生的内在需要以及影响他们对外

源力量认知方式的重要因素。从硕士生的内部学术动机来看，完善自我、知识探究等涉及成就取向的动

机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外部学术动机也覆盖了物质利益、工作取向和进修深造等未来发展问题。简言

之，硕士生作为处于青年时期的受教育者，他们有属于这一阶段的特殊内在需求———较之其他年龄阶层

更为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启示我们在对硕士生内外部学术动机进行整合时，应该注意外源因素的成就

象征意义构建，如鼓励学生争取国家奖学金，导师在强调国家奖学金物质奖励性质的同时，更应着重突

出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是一群综合能力突出、在各方面富有成就的学生，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竞争意识”

和“征服欲望”。

在影响硕士生认知的因素中，导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研究表明，４０．５％的研究生认为导师在
对他们有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列第一位［１０］。因此，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

影响力，从硕士生的心理需要出发，采取激发和诱导方式，引导研究生认识自我实现和发展需要与撰写

学术论文之间联系的同时，注意内外部动机的整合，使硕士研究生养成热爱论文写作的习惯，从根本上

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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