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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校学员的学习动力不仅决定了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业成败，而且为其以后的职业
生涯和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学员在校学习的动力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为探究学习动力的关

键成因，研究对影响学习动力的内外因素进行评价分析，构建了涵盖个体、微观动态环境以及

宏观静态环境三个维度的学员学习动力影响因素模型。以 Ｌ军校学员调查问卷为数据样本，运
用因子分析法对３０个相关联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提取得到了学员学习动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分别为内驱力 （贡献率 ８２５７％）、外在诱因 （贡献率 １９９０２％）、学校环境 （贡献率

１３４４７％）及社会环境 （贡献率９２８０％）。综合分析关键影响因素和当前学员学习动力的现状，
为院校提高办学质量、优化办学模式、丰富学习资源、提升学员培养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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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大时强调：“要牢牢

扭住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个中心任务，深

入研究现代军事教育特点和规律，坚持走以提高

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培养造就能

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１］军校学员作

为军事人才培养源头，其学习动力是从事学习活

动的原动力，直接关系到学习的成效，影响军事

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教育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教学新形态以及院校融合

式培养模式，都对学员学习动力产生冲击。加之

新时代新征程，各种影响因素也发生改变，他们

或从根源上影响学习动力的形成，或从过程中影

响学习动力的维持或强化。所以，探究当前军校

学员学习动力的构成，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是

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

梳理学习动力有关文献发现，其构成可概括

为三种观点：双因素说、三因素说和综合因素说。

持双因素说的学者将学习动力分为内外两个层面，

李宝富等利用调查问卷发现，学生学习动力受外

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影响［２］；姚艳杰等也认为，

学习动力是一个由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驱动

的动力系统［３］。持三因素说的学者大多从现代心

理学角度入手，认为学习动力是由学习动机、学

习兴趣和学习态度构成的认知系统。如蔡江认为，

学习动力由学习动机负责 “是否要学”的部分，

是学习动力系统中最核心的因素，学习兴趣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乐趣，学习态度决定学生

对学习的投入程度，直接影响学习结果［４］；刘娟

认为影响学习动力的因素主要来自动因、学生自

身主观因素和影响的阻滞性因素［５］。持综合因素

说的学者较多，认为学习动力是一个综合系统。

比如，侯莞娇等认为学习动力是以学习动机为核

心，由学习兴趣、学习态度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动

力系统［６］；陈平认为学习动力系统是由学习需要、

目标 （动力的源泉和核心）、自信心 （动力的支

撑、调节器）、情绪情感 （动力的激励、促成器）

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结构［７］。

综合来看，学者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

角度分析和论证了影响学生学习动力的因素，较

侧重于理论和性质上的分析。但是涉及军校学员

的研究不多，从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学员学习动

力内外在机理的研究也较少，且缺少基于实证数

据分析的量化研究。因此，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

形式对 Ｌ军校学员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研究，拟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影响学习动力的因素

归类并进行降维处理，以提取学员学习动力关键

影响因子。这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学习动力的研

究内容，为军校学员学习动力相关课题探究提供

理论借鉴，以更好地让学员的培养者更客观、科

学地评价学员的学习动力，从而有效地发现问题。

　　二、影响学员学习动力因素的模

型构建

（一）影响学习动力的因素分析

本文借鉴已有的分析理论，将学习动力的影

响因素粗略划分为个体、微观动态环境以及宏观

静态环境三个维度。个体因素又从主体本身、外

在驱动以及外在与主体交互三个角度细分为内驱

力、外在诱因以及人际交互三个子因素 （如图 １
所示）。一方面，学员的个体因素将作用于学习初

期的准备阶段；另一方面，当学员在积蓄了一定

的学习动力之后，开始需要微观、宏观环境因素

协同，以此作为平台来展示自身的学习成长。在

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后，这些因素又会间接影响

学习动力，最终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

个体学习全过程，形成了一个动态循环系统。

图１　学习动力系统结构分析示意图

（二）影响学习动力的指标遴选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从三个维度入手

构建了学员学习动力系统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其

中，指标体系的选取是依据引文可视化文献分析

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 “学习动力”相关文献关键

词共现分析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按照本文建立的

三个维度对选取的３０个相关联评价指标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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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考虑学习过程中个体因素的指标体系分析
内驱力子因素是指学习者从自身兴趣、认知、

需要、态度、性格等个体内部出发，为解决某种缺

失或不平衡状态，主动自觉地进行学习。相较于外

在影响因素，其在学员学习动力系统中处于主导地

位。据此得到具体指标以及指标编号 （详见表１）。

表１　考虑内驱力子因素的指标体系

指标编号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Ｘ１ 学习兴趣
指学员对学习的一种积极认知倾

向与情绪状态。

Ｘ２ 学习认知

指学员对学习认识的过程，反映

个体愿意投入学习活动思考、付

出认知努力的倾向性。

Ｘ３ 人格因素

不同态度和性格的人对学习产生

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从而影

响学习过程和效果。

Ｘ４ 生存需要

将学习同个人生存联系在一起，

这种需要不仅包括生理上的本能，

还包括精神上的追求和渴望。

Ｘ５ 成就动机
指学员为完成某种任务时力图取

得成功的动机。

Ｘ６ 学习情感
指学员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

的学习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

Ｘ７ 学习态度

指学员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

否定的行为倾向，或内部反应的

准备状态。

Ｘ８ 学习意志

指学员是否能自觉确定学习目标

并支配其行为克服困难实现预定

的学习目标，是学习行为的保持

因素。

Ｘ９ 自我效能

指学员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是否

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和进行具体

学习活动的能力的主观评估。

Ｘ１０ 理想信念

指学员对军人职业生涯以及对国

防事业的信念，并以此作为信条

调控学习行为。

然而有时个体的学习行为不是出于自身意愿

产生的，而是在各种外部因素影响或者他人监督

下发生的，比如父母、教员的榜样示范以及言语

激励等，特别是军校有着严格、统一的制度化管

理以及明确的职业指向等特殊性，这种外在诱因

就显得尤为突出。据此得到具体指标以及指标编

号 （详见表２）。

表２　考虑外在诱因子因素的指标体系

指标编号 外在诱因子因素 因素说明

Ｘ１１ 毕业分配政策
有关提升学员在学习上投

入状态的规则、政策。

续表２

指标编号 外在诱因子因素 因素说明

Ｘ１２ 奖惩机制

组织对学员学习进行奖励

或惩罚，以激励或控制学

员学习活动的机制。

Ｘ１３ 父母期望

指整个家庭对其成员的学

习目标提前构想，达到某

一具体标准或者生活状态

的期望值。

Ｘ１４ 教员个人魅力

指在教学活动中与学员相

处时教员的学识、能力等

综合因素对学员的认识、

追求产生的积极影响。

Ｘ１５ 应试压力
指以考试等外在手段强制

学员投入学习，完成学业。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维果茨基认为，

学习是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结构与机能，这种机

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只能产生于人们

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军校的人际关

系更为多样，学员与教员、同学以及队干部之间

都有互动，在交往过程中不仅会将多样化的思想

观念、思维方式等吸收到个体发展中，还会把他

人当作 “镜子”，将自身的思想、价值观等表现出

来。考虑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师生关系 （Ｘ１６）、
生生关系 （Ｘ１７）以及与管理者的关系 （Ｘ１８）。
２考虑微观动态环境条件因素的指标体系

分析

学习时常会受与学习相关的外部情境或情境

中的强化物等影响，进而产生持续学习倾向。军

校作为提供物理学习环境、资源学习环境、技术

学习环境以及情感学习环境的平台，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随着形势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其编

制结构的调整、培养模式的转型、教学建设的变

革等都会对学员的学习动力产生影响。据此得到

具体指标以及指标编号 （详见表３）。

表３　考虑微观动态环境条件因素的指标体系

指标编号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Ｘ１９ 人文环境

指培养主体借助培养条件，形成

的有利于学员积极进取、成长进

步的学校环境。

Ｘ２０ 基础设施
指学院办学资源，为学员活动提

供的一切软硬件条件的有机结合。

Ｘ２１ 学术氛围

指学院重视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

研究活动，形成的有利于学员学

术表现和学习能力提升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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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指标编号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Ｘ２２ 管理制度

是管理者对培养对象施加管理影

响的各种方式，军校具有不同于

地方高校的统一化、集中化特色。

Ｘ２３ 课程设置

是根据军队院校学科专业和人才

培养模式，对学员学习的内容和

方向进行的教学设定。

Ｘ２４ 培养方式
是培养主体为实现培养目标，对

学员施加教育影响的各种方式。

Ｘ２５ 培养理念

是培养主体对学员培养活动本质、

目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认识，

它决定着学员培养的性质和任务。

３考虑宏观静态环境条件因素的指标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明确提出：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

社会都有责任。”社会作为人谋生发展、相互交往

的基本环境，对院校改革、学员发展起着十分重

要的推动作用。相较于学校微观环境，这类影响

因素是相对稳定且宏观的，是不以学员意志为转

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外部条件的综

合。据此得到具体指标以及指标编号 （详见表４）。

表４　考虑宏观静态环境条件因素的指标体系

指标编号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Ｘ２６ 社会文化
指群体观念、思维偏向和传统

习惯。

Ｘ２７ 军队政策
指军队出台有利于激发学员学习

动力的支持系统。

Ｘ２８ 社会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

济的发展对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

决定性影响。

Ｘ２９ 价值导向

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热点话题会从

思想上冲击学员，使他们的思想

产生变化。

Ｘ３０ 社会认可

指宏观的外围性影响，对学员个

体的心理动因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三）影响学习动力因素的指标构建

由于指标既是目标的本质属性与特征的集中

反映，又是能通过实践观察与测定而获得明确结

论的实体［８］，故在研究过程中，将有关影响因素构

建成若干个可以衡量的观测指标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学员学习动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图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将参照国内外学者多数采用的问

卷调查的方式开展，首先将自身对问题的思考转

化为可供量化的研究项目；其次，采用探索性因

子分析对研究项目进行数据统计，将采集到的学

员信息进行有效反馈，以开展因子分析；最后，

为确保对所有参与调查对象的公平性，测评项目

将在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生源、不同类别

等学员群体间开展，以确保不存在有利于或不利

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倾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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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采集

１调查对象选取
本研究参照置信度９５％的标准来计算样本数

量，按照对均数做抽样调查时的样本量大小计算

公式 （１）来确定调查对象数量。其中，Ｎ为样本
规模，即Ｌ校学员总人数 Ｎ＝５６００。ｅ为调查结果
精确度，取ｅ＝０１。σ为标准估计差，根据以往研
究初步估算标准估计差 σ＝０９２。α为显著性水
平，即α越小，所取的样本量越大，反之就要越
小。为达到９５％置信度 （又称置信水平，它指的

是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统计值某一区间内的概

率），取α＝００５，查对应正态分布值 ｚ＝１９［９］。
计算得出 ｎ＝３０８，考虑到失访率，样本数量按
１０％～１５％进行预测，则估计样本量为３２０。

ｎ＝ σ２

ｅ( )ｚ
２

＋σ
２

Ｎ

（１）

本次共发放问卷３２０份，回收３１５份，问卷回
收率为９８４％ ，有效问卷３１０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６９％。样本的基本结构为：大一学员８０名，大
二学员７６名，大三学员７８名，大四学员７６名。
２调查问卷设计
为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本次调查问卷首先

重点参考了布莱克 （Ｂｌａｃｋ）编制的 “学业自我调

控问卷 （大学版）”和比格斯 （Ｂｉｇｇｓ）编制的学
习过程动力量表；其次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学员

们的意见，开展调查问卷的预测问卷；最后采用

专家评定方法，将修改后的量表在专家组内进行

讨论，请教员、队干部等不同方面的专家判断量

表项目的代表性，以保证量表的科学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除基本资料表外，

问卷测量表还包含学员个体学习情况分量表、微

观环境条件影响分量表、宏观环境条件影响分量

表、学员学习动力特征分量表。各分量表均采用

李克特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的形式，要求学员根据
自身判断，对影响学习动力因素的重要程度选择

相应数字，即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重要”

“不太重要”“完全不重要”分别计为 ５、４、３、２、
１分，从而得出学员对每个影响因素的反应倾向。

（二）数据预处理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问卷

分别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分析。

１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取克朗巴哈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对

学员给出的答案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α越大表示
该量表信度越高。一般来说，当 α大于０８０，说
明量表的信度非常好；如果α在０７０～０８０之间，
说明信度比较好；如果 α在０６０～０７０之间则信
度尚可接受；如果 α在０５０～０６０之间，则表示
量表信度不佳；如果 α低于０５０，则需要剔除无
关变量［１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的计算公式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ｋ
ｋ＋１１－

∑
ｋ

ｉ＝１
Ｓ２ｉ

Ｓ２








ｘ

（２）

上式中，ｋ表示问卷题目数，Ｓｉ表示第 ｉ题得
分的方差，Ｓｘ表示问卷总得分的方差。

将３０道问题所得到的答案数据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学员学习动力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表

变量 项目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内驱力子因子 １０ ０６８３

外在诱因子因子 ５ ０７０９

人际交互子因子 ３ ０５１０

微观动态环境因子 ７ ０６５４

宏观静态环境因子 ５ ０６５３

学习动力系统 ３０ ０８０９

由表５可以看出，除人际交互因子变量外，所
有因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都大于 ０６，且总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０９，说明问卷量表同一变量所
设计的问题一致性程度较高，且总表整体也具有

较好的信度。但是人际交互子因子量表信度不佳，

说明和其他题目存在重复或无关，需剔除相应的

无关变量，同时删除内在一致性偏低的题项。

２效度分析
判别样本数据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主要借

助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当 ＫＭＯ值大于 ０６时，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当低于 ０６时，则不适合。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用来检验题项相关系数是否不同
且大于０，检验结果显著代表相关系数足以作为因
子分析、提取因子之用［１１］。对样本数据进行效度

分析得到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值 （详见表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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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ＫＭＯ与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值表

ＫＭＯ值 ０８０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３７６３８５５

Ｄｆ（自由度） ４３５

Ｓｉｇ．（显著性） ００００

其中，ＫＭＯ的值为０８０５，大于０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的 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小于显著水平００１，
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三）关键影响因子提取

由于学习动力系统的影响因素指标是主观定

性选取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因此需要把原有众多的、具有一定相关性的３０个
评价指标，通过对问卷数据分析，对选定的指标

进行降维处理，从而转换为几个较少的关键影响

因素。提取关键影响因子的依据有两点［１２］：一是

特征值大于或约等于１，并结合碎石图来提取 （如

图３所示）；二是对总方差的累积解释达到５０％以
上 （详见表７）。
１碎石图分析
为清楚地看出因子的重要程度达到降维目的，

绘制学习动力系统影响因子分析碎石图 （如图 ３
所示）。其中Ｙ轴为特征值，Ｘ轴为特征值的元件
号码 （３０个指标），特征值按大小进行排序［１３］。

发现从第１个因子开始，曲线迅速下降，到第５个
因子下降变得平缓，说明连线端点的因子 １、２、
３、４、５的特征值差值比较大，进而说明前５个因
子为关键因子。

图３　学习动力系统影响因子分析碎石图

２总方差计算
为进一步看出各因素的累积贡献率以反映因

素对量表或问卷的累积有效程度，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共同因素。由表７可知，
前５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 ５０８８６％，
说明这５个因子可以反映原有３０个指标一半以上
的信息，综合分析因子提取效果可接受。

表７　因子成分解释的总方差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１ ５９７１ １９９０２ １９９０２ ５９７１ １９９０２ １９９０２ ３４４２ １１４７４ １１４７４

２ ４０３４ １３４４７ ３３３４９ ４０３４ １３４４７ ３３３４９ ３４２７ １１４２３ ２２８９７

３ ２４７７ ８２５７ ４１６０６ ２４７７ ８２５７ ４１６０６ ３１８５ １０６１６ ３３５１３

４ １４５７ ４８５８ ４６４６４ １４５７ ４８５８ ４６４６４ ２５９５ ８６５２ ４２１６４

５ １３２７ ４４２２ ５０８８６ １３２７ ４４２２ ５０８８６ １９５１ ６５０２ ４８６６６

６ １２８１ ４２６９ ５５１５５ １２８１ ４２６９ ５５１５５ １３１５ ４３８５ ５３０５１

７ １１９４ ３９７９ ５９１３４ １１９４ ３９７９ ５９１３４ １３０１ ４３３６ ５７３８７

８ １０２５ ３４１５ ６２５４９ １０２５ ３４１５ ６２５４９ １２８８ ４２９２ ６１６８０

９ １００３ ３３４２ ６５８９１ １００３ ３３４２ ６５８９１ １２６４ ４２１３ ６５８９２

１０ ０８８３ ２９４２ ６８８３３

１１ ０８２７ ２７５６ ７１５８９

１２ ０７８９ ２６３０ ７４２１９

１３ ０７５３ ２５１０ ７６７２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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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１４ ０６９１ ２３０３ ７９０３２

１５ ０６６０ ２２００ ８１２３２

１６ ０６３５ ２１１６ ８３３４８

１７ ０５４６ １８２１ ８５１６９

１８ ０５０４ １６８１ ８６８５０

１９ ０４９６ １６５４ ８８５０４

２０ ０４４６ １４８７ ８９９９１

２１ ０４３６ １４５３ ９１４４４

２２ ０４２５ １４１７ ９２８６１

２３ ０４０３ １３４５ ９４２０６

２４ ０３３８ １１２７ ９５３３３

２５ ０３１４ １０４７ ９６３８０

２６ ０２８０ ０９３３ ９７３１３

２７ ０２６０ ０８６６ ９８１７９

２８ ０２４９ ０８３０ ９９００９

２９ ０２２３ ０７４２ ９９７５１

３０ ００７４ ０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０

　　注：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设定的因子抽取标准是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１，故表中只有初始特征值大于１的前九个
因子被成功提取。

　　根据学习动力系统影响因子分析碎石图以及
因子成分解释总方差的分析，计算前５个关键因子
方差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９９０２％ （关键因子 １）、
１３４４７％ （关键因子２）、８２５７％ （关键因子３）、
４８５８％ （关键因子４）、４４２２％ （关键因子 ５）。
前５个关键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５０８８６％
（超过５０％），说明这５个因子可以反映原有３０个
指标５０８８６％的信息，因子提取效果可接受。因
此可以选择前５个关键因子来代替原数据中的所有
变量，作为学习动力系统的关键影响因素。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建立学习动力系统

关键影响因子模型，写出这５个关键因子得分的计
算公式：

Ｆ１＝０２６４Ｘ１＋０２６Ｘ２＋０１７６Ｘ３＋０５９３Ｘ４＋
０４０５Ｘ５＋０８６Ｘ６＋０６３５Ｘ７＋０６４８Ｘ８＋
０６２１Ｘ９＋０７７Ｘ１０＋０１９Ｘ１１＋０５７３Ｘ１３＋
０５７１Ｘ１４＋０３２８Ｘ１５＋０２１６Ｘ１６＋０２７３Ｘ１７＋
０６７５Ｘ１８＋０６９０Ｘ１９＋０４１３Ｘ２０＋０１０３Ｘ２１＋
０００３Ｘ２２＋０６４８Ｘ２４＋０２４２Ｘ２５＋０２３２Ｘ２６＋
０３０５Ｘ２７＋０６９３Ｘ２８＋０６２８Ｘ２９＋０３３９Ｘ３０

Ｆ２＝－０５１１Ｘ１＋０４９４Ｘ２＋０６８０Ｘ３－０１５４Ｘ４－
０５３４Ｘ５＋０３７３Ｘ６－００５５Ｘ７＋００１３Ｘ８＋
００４３Ｘ９＋０５００Ｘ１０－０１５５Ｘ１１＋００４１Ｘ１３＋
００４１１Ｘ１４－０５６７Ｘ１５＋０５６３Ｘ１６＋０３１５Ｘ１７＋
００９１Ｘ１８＋００８９Ｘ１９－０５１Ｘ２０＋０２９６Ｘ２１＋
０３０８Ｘ２２＋０１６５Ｘ２４－０３３３Ｘ２５＋０６４８Ｘ２６＋
０４２１Ｘ２７＋０１０４Ｘ２８＋０００９Ｘ２９－０５９５Ｘ３０

Ｆ３＝０４７０Ｘ１＋０１５５Ｘ２＋０３８１Ｘ３－０１２５Ｘ４＋
０４０４Ｘ５－００１９Ｘ６＋００３７Ｘ７－０２１０Ｘ８－
０３７２Ｘ９＋０２３３Ｘ１０＋００７１Ｘ１１－０１６４Ｘ１３－
０４４９Ｘ１４＋０３７３Ｘ１５＋０３６８Ｘ１６＋０３２２Ｘ１７＋
００４３Ｘ１８－０２１２Ｘ１９＋０４３１Ｘ２０＋０２２９Ｘ２１＋
０３０７Ｘ２２－０２００Ｘ２４＋０３３８Ｘ２５＋０３９１Ｘ２６＋
０４００Ｘ２７－００５２Ｘ２８－０２１８Ｘ２９＋０３６１Ｘ３０

Ｆ４＝０３６１Ｘ１－０１３９Ｘ２＋０２０２Ｘ３＋００３９Ｘ４＋
０１２６Ｘ５＋０２９９Ｘ６＋０１１３Ｘ７＋０２２２Ｘ８＋
０１２９Ｘ９＋０２２８Ｘ１０＋０１４０Ｘ１１＋０３５１Ｘ１３＋
０２５９Ｘ１４＋０１９４Ｘ１５＋０１４５Ｘ１６－０４１５Ｘ１７－
００４４Ｘ１８－００７７Ｘ１９－００４０Ｘ２０＋０１７２Ｘ２１－
０２３９Ｘ２２－０１９８Ｘ２４－００９５Ｘ２５＋０１７３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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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４０Ｘ２７－０３００Ｘ２８－０３０３Ｘ２９－０１２３Ｘ３０
Ｆ５＝０１０６Ｘ１＋０３１５Ｘ２－０３５４Ｘ３－０１３７Ｘ４－
００３８Ｘ５－０１２６Ｘ６＋００３９Ｘ７＋０２８１Ｘ８＋
００７０Ｘ９－０００１Ｘ１０＋００４８Ｘ１１＋０２８９Ｘ１３＋
００６３Ｘ１４＋０１０６Ｘ１５－００１２１Ｘ１６＋０１７７Ｘ１７＋
０００９Ｘ１８－０１２４Ｘ１９－００７９Ｘ２０－０１１８Ｘ２１＋
０５１４Ｘ２２－０３０５Ｘ２４－０１３７Ｘ２５－０３６１Ｘ２６＋
０２９４Ｘ２７＋０１２１Ｘ２８－０２２０Ｘ２９－００３８Ｘ３０

３关键影响因子命名

为了使提取的关键影响因子的意义更明确，

更清晰地看出几个载荷较大的学习动力系统影响

因子指标，对因子载荷阵施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Ｖａｒｉｍａｘ），得到因子成分转换矩阵 （详见表８），

并根据每个因子对应的观测指标对因子进行分析

命名。

表８　学习动力系统影响因子成分转换矩阵

题项
元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Ｑ１５ 　０７７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８

Ｑ１ ０７７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８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０２７２

Ｑ２０ ０７７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２７１

Ｑ５ ０７３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８ －００４３

Ｑ３０ ０２３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９ －０１９６ －０２３７ ０１１７

Ｑ２５ ０５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８８ －０３７０ ０４０３

Ｑ２９ ００６７ ０７１９ ０２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９ －０１６６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６

Ｑ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７０８ ０２５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９ ０２４６

Ｑ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６８９ ０３２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Ｑ９ ００３０ ０６８４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９ －０２９６

Ｑ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５７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１３ －０３０１

Ｑ４ ０２４６ ０４７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２

Ｑ８ ００８４ ０２４４ ０７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５ －０２７４

Ｑ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３８２ ０６９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２

Ｑ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３２０ ０６７７ ００２９ ０２３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９６

Ｑ７ ０２２６ ０１９５ ０６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３５

Ｑ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３ ０６３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４５８

Ｑ１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２

Ｑ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７ ０９２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９

Ｑ２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７ ０９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９

Ｑ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７ ０５３１ ０２１７ ０２８７ ０２５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３

Ｑ１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８ ０５３０ ０３５３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５ ０３５５ －０１２１

Ｑ２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１ ０７６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８０ －０２７６

Ｑ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７ ０２５７ ０６８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９

Ｑ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４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５ ０３１６ ０３３８

Ｑ２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３ ０４６３ ００４３ ０４６１ －０１３５ ０２２６

Ｑ１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７７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Ｑ６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２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５３４ ０３２６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８

Ｑ１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６ ０７９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０

Ｑ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２ ０７４９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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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８可知，５个关键影响因子中只有少数几
个指标的因子载荷较大，因此学员学习动力的影

响因素可用以下因子进行解释。

关键影响因子１集中在题项Ｑ１５（应试压力）、
Ｑ１（奖惩机制）、Ｑ２０（父母期望）、Ｑ５（毕业分
配）上，它们的载荷系数都在０７０以上。这反映
了外部约束监督在驱动学员的学习行为，说明很

多学员不是自愿开展学习而是为了避免内疚、焦

虑等心理而被动学习，故命名为 “外在诱因”。

关键影响因子２集中在题项Ｑ２９（管理制度）、
Ｑ２４（培养方式）、Ｑ１９（人文环境）、Ｑ９（课程设
置），其载荷系数在 ０６０以上。这些题项反映了
学习的外在基础环境等对学员学习动力的影响，

对学习进程有重要保障和推进作用，因此命名为

“学校环境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子３集中在题项 Ｑ８（学习意志）、
Ｑ２３（自我效能）、Ｑ２８（学习情感）、Ｑ７（学习态
度）、Ｑ１３（学习兴趣），载荷系数也都在０６０以
上，这些题项反映了学习行为的产生完全是学员

自愿、由学员个体自主决定的，故命名为 “内驱

力”。

关键影响因子４包含的题项 Ｑ３（社会认可）、
Ｑ２６（社会文化）以及关键影响因子５包含的题项
Ｑ２２（社会经济）载荷系数都比较高，这些题项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学习主体所处的人文、社会等环

境对学习动力的影响，故命名为 “社会环境影响

因素”。

结合上述５个关键影响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将
反映学员学习动力的３０个指标提炼为四个主要方
面 （为具有独立意义的１６个影响因素），并对其
重新命名为内驱力 （贡献率８２５７％）、外在诱因
（贡献率１９９０２％）、学校环境 （贡献率１３４４７％）
及社会环境 （贡献率９２８０％）影响因素。这四个
关键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员学习动力

的主要成因，为今后提高学员学习动力提供了理

论依据。

四、学习动力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军校学员学习动力的影响因

素可以归纳为内驱力、外在诱因、学校环境及社

会环境四个方面。为更好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军校学员学习动力的

内在规律，进一步将学员学习动力系统模型划分

为四个分系统，即学习动力基础系统、学习动力

核心系统、学习动力支持系统以及学习动力发挥

系统 （如图４所示），四个分系统综合作用共同推
动学员的学习与发展。

图４　学习动力系统结构示意图

（一）学习动力基础系统———内驱力

包含学习兴趣、学习意志、自我效能、学习

情感和学习态度五个子因素的内驱力，是学习动

力系统中最基本的影响因素，不仅决定了学员能

否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学业中，也影响其未来从

事军队工作的决心和抱负，是学员自我能动的具

体体现。学习兴趣在这五个影响因素中贡献率最

高，可以说没有学习兴趣就没有学习动力，然而

并非学习兴趣一出现就能立即成为学习动力。浓

厚的学习兴趣会促使学员以积极的学习态度主动

求知、探索，逐步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愉快的情感，

以正确的自我效能对待挫折，树立肯定的自我概

念，消除学习无力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因此，学习兴趣只有在学习情感、学习态度、

学习意志和自我效能的综合作用下，积累放大到

一定程度，才能为内驱力向动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使学习的动力源放大增强，逐步成为现实的学习

动力。因此，对学员学习动力的开发应当从源头

入手采取措施，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使之经常

处于激发状态，并及时转化为学员学习的欲望和

动机，形成现实的学习动力。

（二）学习动力核心系统———学习动机

实例证明，外在诱因对学员学习动力的影响

最为显著 （贡献率为１９９０２％），说明学习内驱力
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否则

难以激活学习行为。当内驱力条件具备，学员有

自主学习欲望，外界又给予一定的奖惩，父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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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督促，同时又面临应试及毕业分配等压力时，

学员的学习动机就会形成；当内驱力具备，外在

诱因 “缺位”时，内驱力向学习动机的转化就会

受阻，甚至不能形成动机；而当内驱力较弱，外

在诱因却比较优越或充分时，也会诱发学习内驱

力，导致学习动机的产生。综合来看，内驱力是

学习动机产生的可能性基础，外在诱因是学习动

机产生的现实性基础，学员只有在两者统一时，

才能真正产生学习动机，使学习活动具体化或者

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学习动机是学习动力所

必需的最强劲动力。

（三）学习动力发挥系统———学校环境

学员在积蓄了一定学习动力后，需要将学习

成效展现出来，这就需要学校环境发挥学习动力

的平台作用。学校环境作为学员学习的主要环境，

其优劣直接或间接地对学员学习动力产生影响、

熏陶、感染和制约作用。相较于其他因素而言，

学校环境虽无法直接转换为学员的学习动力，却

具有 “可控制性”和 “可选择性”特点。因此，

可以根据军校人才培养要求，有效组织和利用环

境中有利于激发学员学习动力的因素，将学员学

习动力与自己的 “工作场地”联系起来。其中，

院校的管理制度、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属于学员

赖以成才的硬环境，直接决定学习主体的学习价

值观；人文环境作为影响学员学习动力发展的软

环境，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员主动接受一

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只有软硬环境联

合作用才能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调动学员

的主体性，提升其完成学业的积极性。

（四）学习动力支持系统———社会环境

学员学习的能动与受动不会自发产生，需要

不断获得社会的支持才能激发出来，因此学员的

学习动力除了应具备一定的智力、内部动力等自

身条件外，还要看所处的各种社会条件及其总和

所造成的社会发展态势，即一个由物质需要、物

质利益提供学习动力的支持系统。从社会大环境

来说，人与环境是相互依赖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社会文化或文明对学习、教育的影响是持久又深

刻的［１４］。社会环境作为学员学习动力支持系统，

社会对军人职业的主流观念，对学员学习动力具

有很强的渗透性；而社会文化与教学内容相比，

其以观念的形态根植于学员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

形式更为流动，渠道更为多样；社会经济的发展

是学员学习动力的物质基石，只有在一定物质环

境的基础上，才能对学员的培养不断投入资金，

不断改善院校软硬件设备，使学员的学习更好地

由受动向能动转化。另外，社会环境决定学校环

境，但学校内部的教育环境也对社会环境具有反

作用，学校环境的优化必然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

定和健康发展。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既应充分发

挥社会环境对学员学习动力的影响作用，又要重

点致力于学校环境的内部建设，主动适应社会大

环境的主流，从而形成大小、内外环境的合力。

综合来看，学员学习动力系统中的学习动力

基础系统是学员发生学习行为的前提，是奠定、

夯实学习动力的深厚基底；学习动力核心系统则

对学员学习动力的激发起主要推动作用，并与学

习动力基础系统构成整个系统的主体；学习动力

发挥系统是学员学习活动与学习发生的表现，并

与学习动力支持系统相互影响。就学习动力系统

的过程而言，学习动力支持系统促进各种活动开

展，可以内化形成学习动力的基础系统与核心系

统；学习动力核心系统建立在学习动力基础系统

之上并与其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学习动力发挥

系统是学习动力外化实现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将

引发学员的学习动力，促进自身成才进步。学习

动力系统的建构、完善与运作不是自发的，也不

是由某一单个系统形成的，而是四个系统整体作

用与顺次联系，外部推动与内部能动，客观条件

与主观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这四个系统高

度协调、有序发展、不断转化，才能形成学员学

习动力的最佳状态。同样，如果系统间失序或失

调，则会削弱学员学习动力效能，甚至面临系统

的瓦解。

五、结语

本文以Ｌ军校学员为样本数据，综合运用了
多元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深入分析了影响学

员学习动力的因素，挖掘３０个不同学习动力指标
与影响因素间潜在的关系，利用降维思想，提取

了内驱力、外在诱因、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四大

方面的１６个指标作为影响学员学习动力的关键因
素，并对这四大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其

影响贡献率。这对提高学员学习动力的目标方向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下一步优化教学、管理

明确了方向。为有效激发学员学习动力，下一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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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波，等：政治性和学理性统一下的海军院校国际法课程改革创新

律服务，提升参与开展法理斗争的能力水平；要

打造课程线上平台，制作国际法、海洋法、海战

法系列微课，服务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扩大受益

官兵范围；要着眼战时运用，做好课程实战化改

革，培养官兵绝对忠诚的品格和敢战必胜的血性，

提升向战而生的价值追求和严守妙用的国际法律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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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建立的确定学习动力关键影响因素的方法，

对其他军兵种院校学员的学习动力情况进行大数

据实证分析，进而研究不同院校学员的学习动力

状况以及不同院校间影响学习动力关键因素的差

异性，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军校学员学习

动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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