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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专业承诺对学习兴趣

与学习绩效的中介作用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30026） 吴剑琳 周明旺

【摘 要】 为探讨大学生专业承诺与学习兴趣和学习绩效的关系，采用量表法对 243 名在校大学生的学习

绩效、专业承诺、学习兴趣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大学生专业承诺中的感情承诺和理想承诺在学习兴趣与学习绩效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得出，加强大学生专业教育、提高大学生专业承诺对改善学习绩效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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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承诺这一概念来源于组织承诺。在组织行

为学中，承诺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Becker[1]最早提

出承诺的概念，他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随着对组织

“单方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等）的增加而产生的一

种甘愿全身心投入的感情。凌文铨等[2]提出组织承诺

由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经济承诺和理想

承诺构成。近年来，对承诺的研究不仅增加了对承诺

的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的关注，而且承诺也被当作

一个中介变量，以研究承诺对其他变量的作用[3]。组

织承诺的研究也进一步转向专业承诺，即“对某种专

业的认同和卷入程度”[4]，其研究逐渐被限制在高度

专业化的职业范围之内[5]。
大学生专业承诺，是大学生认同所学的专业并

愿意付出相应努力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反映大学生

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和喜爱，并愿意付出努力和良好

的行为表现等积极的学习心理。连榕等[6]研究了大学

生专业承诺和学习倦怠的关系，提出情感承诺维度

是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严瑜[3]证实

了大学生专业承诺水平可以作为大学生转专业意

向、专业满意度和学习成效的预测指标，并指出大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兴趣对大学生专业承诺有影

响作用。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习兴趣对大学生专业

承诺有影响作用，同时，大学生专业承诺是学习倦

怠、学习成效的重要预测指标。学习兴趣本身对学习

绩效也有着一定影响，那么，专业承诺是否在学习兴

趣与学习绩效间起中介作用，我们通过实证检验回

答这一问题，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高大学生学习

绩效的有效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原始问卷编制

1.1.1 学习兴趣量表：参考龙立荣和陈雪玲[7]编制的

学习兴趣问卷，共 10 个题目，如“没有他人监督和外

界压力，我也能够主动学习”。采用 5 级计分方式，量

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52。
1.1.2 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参考吴兰花[8]根据国内

大学生实际情况编制的《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共

计 27 个题项。采用 5 级计分方式。大学生专业承诺

包括 4 个维度，即感情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和

继续承诺。感情承诺指学生呆在所学专业的一种强

烈愿望，不愿意转换专业主要是因为个人对所学专

业充满了深厚感情，共 9 个题项。理想承诺指学生呆

在所学专业是因为该专业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利

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共 7 个题项。规范承诺指

学生认同所学专业的规范和要求，呆在所学专业是

出于义务和责任的考虑，共 6 个题项。继续承诺指学

生呆在所学专业是出于自身能力、素质、就业机会及

与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的工资、待遇等经济因素的考

虑，共 5 个题项。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30。
1.1.3 学习绩效量表：学习绩效是一个学生在一定

时期内的投入产出情况，投入指的是学习时间与精

力等物质资源，产出指的是学习在成绩及能力方面

的体现情况。本研究综合借鉴工作绩效的观点，根据

任务绩效、周边绩效二维结构模型，来探讨大学生的

学习绩效。测量工具采用王秋华[9]2001 年编制的《学

习绩效量表》，共 11 个题项，采用 5 级计分方式。任

务绩效主要是指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主要包括 2
个方面：①课程布置的学习任务和学习成绩；②取得

学习成绩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分析思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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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共 6 个题项。周边绩效并不是直接的学

习活动，而是社会通过学生所处的环境对学生产生

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学生个人行为的模式上。这种行

为虽然对于学习成绩没有直接影响，但从学生长远

发展来看，这种行为非常重要，共 5 个题项。 总量

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47。
1.2 抽样方法

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某高校全体本科

生中按楼层进行系统抽样，然后在每层楼里进行随

机抽样选取一定数量比例的本科学生，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3 份，有效率为 97.2%。样本

中男生 190 人，女生 53 人；大一 38 人，大二 38 人，

大三 85 人，大四 82 人；理科 98 人，工科 110 人，经

济管理类 35 人；农村 86 人，乡镇 43 人，中小城市

75 人，大城市 39 人。

1.3 施测过程

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方式，以问卷指导语指

导被试填答问卷。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在 SPSS 13.0 上进行录入，并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变量得分及相关关系：首先对数据进行基本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表 1 显示了各变量的得

分和各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从表 1 可以看

出，各变量的均值基本都在 3~4，其中只有继续承诺

超过了 3.5，说明大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绩效、专业

承诺方面普遍评价不高。在相关性方面，各变量两两

间均有相关性（P<0.05）。

变量 份数 得分 学习兴趣 学习绩效 感情承诺 理想承诺 规范承诺

学习兴趣 243 3.1±0.6

学习绩效 243 3.3±0.6 0.36

感情承诺 243 3.2±0.7 0.53 0.51

理想承诺 243 3.2±0.8 0.35 0.46 0.77

规范承诺 243 3.0±0.8 0.17 0.30 0.64 0.73

继续承诺 243 3.6±0.7 0.29 0.36 0.62 0.60 0.49

表 1 各变量得分（x±s）及相关分析（r 值）

2.2 专业承诺的中介作用分析：通过依次检验回归

系数来验证大学生专业承诺在学习兴趣和任务绩效

的中介作用[13，14]，见图 1。
首先求学习绩效在学习兴趣上的回归（c）（方程

1）；接着求专业承诺各维度在学习兴趣上的回归（a）
（方程 2）；最后求学习绩效在学习兴趣和专业承诺

上的回归（b，c′）（方程 3）。如果 c′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减小但仍显著，说明专业承诺在学习兴趣和学

习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 β 值减弱为不显著

则为完全中介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大学生专业承诺在学习兴趣和学习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方程 F 值

方程 1 学习绩效=0.36×学习兴趣 35.221）

方程 2 感情承诺=0.53×学习兴趣 92.201）

理想承诺=0.35×学习兴趣 33.861）

规范承诺=0.17×学习兴趣 6.871）

继续承诺=0.29×学习兴趣 22.581）

方程 3

1）P<0.05。

学习绩效=0.12×学习兴趣+0.31×感情承诺+0.22×理想承诺-0.10×规范承诺+0.06×继续承诺 19.371）

图 1 中介作用检验步骤

学习兴趣 任务绩效

学习兴趣 专业承诺 任务绩效a b

c

c′

→

→

→

→

由表 2 可知，专业承诺各维度对学习兴趣、学习

绩效对学习兴趣的回归方程均有意义，且 β 值显著。
在加上专业承诺各维度进入回归方程后，学习兴趣

的 β 值由 0.36 减小到 0.12 且不显著，感情承诺和理

想承诺的回归系数显著，因此，专业承诺中的感情承

诺和理想承诺在学习兴趣和任务绩效间起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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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3 讨 论

3.1 大学生学习兴趣、专业承诺、学习绩效的总体

状况：大学生学习兴趣、专业承诺、学习绩效的总体

水平不高，这可能与当前我国大学的招生体制有关。
由于学生入学填报志愿时并不清楚所填专业的具体

情况，造成入学后学习兴趣不高，进而影响了专业承

诺和学习绩效。
从人口统计变量看，男生的理想承诺高于女生，

这与男女传统社会角色的差异有关，男生在对未来

职业的规划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在规范承诺方面，

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这表明大一学生

在经过一年学习后对专业的规范承诺有所提高，但

到大三、大四后又有所下降。继续承诺维度上，大一、
大二、大三都显著高于大四学生。继续承诺是指学生

呆在所学专业是出于自身能力、素质、就业机会及与

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的工资、待遇等经济因素的考虑。
学生升到大四后，由于在确定毕业去向时考虑了更

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继续承诺水平相应降低。在学习

兴趣和学习绩效方面，经过方差分析，各人口统计变

量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进入大学后的学

习兴趣、学习绩效与性别、生源地、专业、年级没有显

著关系。
3.2 专业承诺对学习兴趣与学习绩效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表明，大学生专业承诺的感情承诺和理想

承诺在学习兴趣和学习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

说明学习兴趣通过专业承诺的感情承诺和理想承诺

维度对学习绩效产生影响。学习兴趣高的学生，对专

业的感情更加深厚，并感觉本专业对实现个人的人

生理想很有帮助，其感情承诺和理想承诺更高，更加

努力学习从而取得较好的学习绩效。因此，要提高教

学效果和大学生的学业完成水平，不仅要从提高学

习兴趣入手，同时要通过专业相关教育，对学生进行

引导，增进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感情、让大学生认识

到所学专业的前途、对国家的作用贡献，进而提高大

学生的感情承诺和理想承诺水平，最终促进学生学

习绩效的提高。高等院校可以通过以上各项措施加

强大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大学生主动培养自身的

专业知识和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高质量地完

成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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