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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主支持是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一种重要情境因素$ 为了探讨大学生感知教师自主支持与其基

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的关系!随机选取"%&名大学生采用%学习气氛问卷&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问卷&进行调查$结

果表明'大学生感知教师自主支持在年级和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感知教师自

主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有显著正相关!大学生感知到教师的自主支持越多!基本心理需要越容易满足'

较少使用控制行为和多给学生提供选择机会是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两个主要因素!这说明使用自主支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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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需要一直是心理学中的热门话题# 早期的研究者

提出了驱力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 分别从生理和心理

层面解释需要$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英国心理学家

D510和 E8,+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这一理论是关于动

机的宏观理论#主要研究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人格和动

机的发展水平# 集中研究人类的行为由意志和自我决

定的程度决定$ 自我决定论认为个体身上存在三种基

本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人际需要F%G

$自主

需要!,)7(+(H8"是指自我决定的需要#是个体在活动

中体验到对行为的选择感和自主感 & 胜任需要

!1(HI575+15"与 J,+=)*,的自我效能感同义#是指个体

对自己能够达到某个水平的信念# 相信自己能胜任某

些任务&人际需要!*5-,75=+566"是指个体需要来自周围

环境或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能够体验到归属感FAG

$

E8,+将这三种基本需要对人类的重要性比喻成阳光%

土壤和水对植物成长的重要性# 认为这三种基本心理

需要对人类的作用很大#缺一不可$ 研究发现#基本心

理需要的满足是一个人心理成长和拥有幸福感的必要

条件#如果个体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心理

问题F&G

$

怎么才能使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获得满足' 国内

外研究者对影响基本心理需要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自主支持的环境氛围有

利于个体行为的自我决定和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进

而促进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

自主支持!,)7(+(H8 6)II(*7"是指生活中的重要他

人对个体提供选择的机会# 能够站在个体的角度考虑

问题#鼓励他们自我决定行为#对他们较少使用控制行

为F#G

$例如#在学校教育中#一个采用自主支持教育风格

的老师会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对

学生无条件地关注#鼓励学生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

而不会将他个人的意愿强加给学生$

%$#



变 量 提供选择 少用控制 温暖理解 自主支持

性别
男 !"#$%!$&'() !&*')!)+*,, !&-'%!$&'*, !&!.#!)+*//

女 !+/,(!)+,*% !+,-(!)+*,, !+!!,!)+.') !+%'(!)+**'

0 )+-(, 1-&*..2 1.&/// 1/&%-,

年级

大一 !&/(!!3&''* !&*(%!$&'4, !&!('!3&'.* !&%-*!3&*%3

大二 !&4!3!3&,,- !&',*!3&*!' !&-,%!3&(!( !&%4*!3&*!%

大三 !&4'%!3&,,' !&*4(!3&'*- !&3'%!3&,%( !&!3*!3&*(%

大四 !&!3(!3&,4- !&..3!3&%(4 !&%!,!3&'-. !&'3-!3&%,(

5 3&.%' %&''%2 -&,*.2 !&4,42

学科
文科 !&-.(!3&,-, !&.4(!3&*(( !&%4-!3&,*' !&*'-!3&*'%

理科 !&4-,!3&,-' !&*,-!3&**- !&-%'!3&.3' !&!*(!3&*4-

0 4&(.*2 !&.%*2 4&.', !&!,-2

有研究者通过一系列研究证实! 感知到重要他人

的自主支持可以较好地预测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程度"提高个体的幸福感6*7

# 89:;<等人的研究发现"高

中生感知到老师的自主支持越多" 学生的基本心理需

要越满足"学业成绩越好6'7

$=><?@@等人对法学院学生进

行了三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与那些缺乏自主支持

环境下的学生相比" 自主支持环境下的学生心理需要

获得了满足" 有较好的学业成绩% 自我决定的职业动

机"较高的幸福感和社会适应性6%7

#

目前"国外有关自主支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多"

国内对自主支持的研究停留在对国外的研究进展进行

梳理层面" 与自主支持有关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 此

外"自主支持的概念来源自我决定论"自我决定论是在

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论" 该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

的实际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和证实#由于对自

主支持的测量是通过个体感知到的自主支持来体现

的#因此"在本研究中自主支持与感知自主支持为同一

概念"不加区分#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大学

生感知教师的自主支持及其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进行

了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自习室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选取 !*)名大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份" 回收有效问卷

!!%份"回收率为 (*+%A# 其中"男生 /-*名"女生 -3(

名$文科 /-,人"理科 -3,人$大一学生 /3/人"大二学

生 //,人"大三学生 *-人"大四学生 '% 人$平均年龄

为 -3+3(岁#

"二#研究工具

/+学习气氛问卷

对自主支持的测量采用B;CC;D:E等人编制的学习

气氛问卷 &FG9 H9D<I;IJ KC;:D09 L>9E0;?IID;<9M HKL'#

该问卷采用 *点评分"其中 4表示(完全不符合)"*表

示(完全符合)"-%!%%分别表示其间的不同程度# 要求

被试从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数字来代表自己实际情况与

句子所描述情况的相符程度# 问卷共有 4*个项目"其

中个别项目采用反向计分6,7

#所有项目总分的平均分越

高表示感知到教师的自主支持越多# 此问卷在国外自

主支持的测量中有很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问卷

对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测量采用胡小勇修订的

(学习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

6.7

# 该量表采用 *点评

分"其中 4 表示(完全不符合)"* 表示(完全符合)"-%

!%%分别表示其间的不同程度# 该量表有 4$个项目"

包括 !个因素"分别是自主需要的满足%胜任需要的满

足和人际需要的满足# 所有项目总分的平均分越高说

明被试心理需要满足得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

!"统计分析

采用 NONN4,+$ 软件录入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

三!结果分析

"一#自主支持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采用 F检验对大学生自主支持在性别上的差异进

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在性别上"(少用控制)存在显著

差异"且女生比男生感受到的控制少"其它的因子以及

总均分都没有显著差异$ 采用 5检验对大学生自主支

持在年级和学科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年

级上"除了(提供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它的因子

和总均分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学科上"除了(温暖理解)

不存在显著差异外" 在其它的因子和总均分都存在显

著差异&结果见表 4'#

"二#大学生自主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的相关分析

采用 NP9D<:DI 相关分析探讨自主支持与心理

需要之间的关系"分别对自主支持与各因子%基本

心理需要与各因子作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自主支

持与各因子%基本心理需要与各因子都有显著正相

关" 其中自主支持与基本需要的相关系数为 $+%*4

&结果见表 -'#

表 4 大学生自主支持在性别!年级和学科上的

差异比较"Q!N8#

注!2OR)+)*"22OR)+)4

4)*



回归模型 自变量 ! !

!

"#$% "

模型 # 少用控制 $%&&# $%#'( $%&&# )$%*)#++

模型 !

少用控制 $%&,* $%!#& $%*,& &(%$&,++

提供选择 $%#()

注!+-.$%$("++-.$%$#

表 ! 大学生自主支持与其基本心理需要的

相关分析!/0**&"

!三"大学生自主支持对基本心理需要的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自主支持与基本心

理需要存在相关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考察自主支持的

各因子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力! 以基本心理需要作

为因变量! 自主支持的各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

元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在回归方程中!#少用控制$是

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一个变量! 它对回归方程的解释率

为 #'%(1!在模型二中!只有#提供选择$进入了回归方

程!它对方程的解释率为 #%'1% 从各回归方程的解释

率可以看出!&少用控制$ 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最具

有预测作用!其次是&提供选择$!&温暖理解$对基本心

理需要没有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

四#讨 论

#%自主支持在性别#年级#学科上存在差异

从自主支持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性别差异上!

女生感知到老师对她们的控制比男生少! 这种差异可

能是因为女生的不良行为少于男生! 男生比较激进和

不受约束!容易出现一些不良行为2'3

!因此!女生感觉到

老师的管制要比男生少% 在年级差异上! 大四学生在

#自主支持$)&少用控制$)&温暖理解$上的平均分明显

高于其它年级学生! 这主要是因为大四学生面临着择

业求职的心理压力! 学校给大四学生提供了就业信息

和职前指导! 同时老师相应地对大四学生也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理解和帮助% 在学科上!文科生比理科生在

&自主支持$)&提供选择$和&少用控制$上的平均分高!

这主要是因为文科生比理科生情感细腻) 擅长人际交

往!在师生的交往中!文科生比理科生更主动)敏感!有

更多的机会体会到老师给予的自主支持! 更深层的原

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自主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正相关

从相关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 大学生自主支持对

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自主支持

的各因子与基本心理需要的各因子之间也存在显著正

相关%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学生感知到老师的自

主支持可以促使他们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心理需要

得到满足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将外在动机内化

或产生内在动机!有更高的幸福感% 这一结论在医疗)

体育)管理等领域得到了证实和运用%通过逐步回归分

析!发现&少用控制$和&提供选择$这两个自主支持的

因子是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重要变量%因此!本研

究给教育的启示是! 老师首先应该意识到学生有基本

心理需要% 其次! 老师应给学生多一些自由选择的机

会!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做事!少采用一些控制性的管

教方式!营造一个自主支持的学习氛围!这样可以有效

地促进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对个体的成长与发

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足之处

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全部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学

生!重点大学学生的自主支持状况不能代表所有大学

生的实际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量更

加全面地考察大学生感知到的自主支持情况% 此外!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大学生感知到老师的自主支

持! 而没有将老师作为被试考察他们实际给予的自主

支持!感知到的自主支持和实际给予的自主支持这两者

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因素!如

父母的自主支持也会影响到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

满足2#$3

% 后续研究可考虑不同来源的自主支持对心理

需要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自主支持对心理需要满足的

影响%

五#结 论

大学生自主支持在年级和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自主支持与基本

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有显著正相关* 较少使用控制行

为和多给学生提供选择机会是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两

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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