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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es of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an interaction of family’s social class and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o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as well as family social class difference in perceived teacher’s autonomous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Questionnaire，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ES and Academic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SRQ-A) were administered to 192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teraction of family’s social class and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was significant; (2)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 famili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t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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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我决定论和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为理论依据，考察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对学生自

主动机的交互作用，以及来自高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对教师自主支持的认知差异。通过对 192 名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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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显著。（2）教师自主支持的

评价在高低阶层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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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决定论认为，当个体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就会体验到自由感和满足感，

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人类在本质上是积极的，对事物具有好奇心，愿意探索和学习，

并且渴望成功，这是一种内部动机。被内部动机激发的行为就是自我决定的行为［1］。人类对自己行

为的自我决定程度取决于外界环境的支持。当外界环境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时，个体将外部的规则

和价值进行内化，产生内部的自主动机，行为倾向于自我决定；反之，外界环境不满足基本心理需求时，

个体的动机是外部受控的，行为也是受控的。

自我决定论指出教师的自主支持是影响学生自我决定行为的重要学校环境因素。自主支持是指教师

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减少对学生的强迫行为，承认学生的情感、给学生提供重要的信息和自己选

择的机会［1］。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提出了 11 种具体的教师支持行为，分别是倾听、征求学生的意见、

留出时间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给学生讨论的时间、向学生提供行为的理由、响应学生提出的

问题、对困难问题给予提示、给予鼓励、和学生沟通时能够换位思考、对学生的表现积极反馈、提供不

同的座位安排；以及 10 种控制的行为，分别是教师“一言堂”、发出指导性的指令或命令、教师占用

大量时间或垄断学习材料、规定时限、说话的语气是“应该”“必须”、提问带有控制性、直接展示问

题的解决办法或答案、有条件的表扬、指责学生、直接说出解决办法或答案［2］。大量研究已经证实，

当教师提供自主支持的情境时，学生会表现出更多学习兴趣、对学校生活体会更多愉悦感，在学习上表

现出高努力性和高坚持性［3］［4］。同时，现场研究还发现，相较控制型的教师，自主支持型的教师

更能促进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迎接挑战的欲望，产生自主动机［5］。即使对于非常无趣的任务，

提供关于任务的解释和理由能激发被试的自主动机，提高其投入水平［6］。可见，教师自主支持可以

促进动机的内化，对教师自主支持作用的检验，可以通过考察学生自主动机的程度来实现。

社会阶层是描述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术语。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难。研究发现来自低阶层家庭的学子就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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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大学的比例，在 1978—1998 年的 20 年里可以占到全部学生的三成，而到了 2005 年骤减到仅有一成

左右［7］。就读名校是低阶层者增加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会，但是目前社会出现出身越底层，上的学

校越差的现象，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长期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之中，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到巨

大影响。首先，家庭社会阶层影响子女的动机。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动机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8］。其次，低社会阶层者的控制感较差，更加关注周围的背景信息，逐渐形成了一种情境主

义的社会认知倾向，认为心理和行为受环境影响，更多地选择与环境相一致的行为。高阶层者的自我控

制感更强，形成了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较少受到环境影响［9］。因此可以推测，教师提供自主支持

的环境，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学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下，家庭阶层差距也越来越大。家庭作为个体重要的成长环境，势必会对学

校教学带来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自主支持是否对不同的学生产生不一样的作用值得探讨。同时考

察学生的家庭社会阶层和教师自主支持对学生自主动机的作用，不仅能深入揭示教师自主支持发挥作用

的条件，丰富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对现实教学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武汉和襄阳地区四所中学的 9 个班级，发放问卷 344 份进行筛查，最终

确定两组分别来自高、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 192 人。其中，低阶层的学生（MacArthur 量表得分在 3

分及以下）124 人，男生 53 人，女生 63 人，平均年龄为 14 岁 5 个月；高阶层的学生（MacArthur 量表

得分在 6 分及以上）68 人，男生 33 人，女生 33 人，平均年龄为 13 岁 3 个月。

2.2  研究工具

（1）教师自主支持的测量。使用由 Williams 和 Deci 编制，陈艳修订的《学习氛围问卷》。修订后

的问卷有 13 个项目，一个维度。学生对题目的描述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的程度逐题作出评价，评价

范围包括“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 1 ～ 5 分，得分

越高表明教师自主支持程度越高。

（2）家庭社会阶层的测量。由于社会阶层的主观指标比客观指标具有更好的预测效度［10］，研

究者更多采用社会阶层的主观测量。参照 Kraus 等人的研究使用 MacArthur 量表测量学生的主观家庭社

会阶层。MacArthur 量表是一个 10 级梯图，要求受测者结合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选出自己的

家庭在梯图中所处的等级。得分越高表明主观阶层越高。得分在 6 分以上或 3 分以下的被试分别属于典

型高、低阶层者。该量表已在中国学生的施测中显现出良好的信效度，可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研究。

（3）学生自主动机的测量。采用 Ryan 等人编制，暴占光修订的问卷。问卷有 30 个项目，分为

内部调节、认同调节、内摄调节和外部调节四个分量表，计分方式与《学习氛围问卷》相同。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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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量表的得分加权求总分，最终得到相对自主指数。计算公式为相对自主指数 =2× 内部调节 + 认同 

调节 - 内摄调节 -2× 外部调节。该指数越高代表动机内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被试自我决定动机水平高。

2.3  研究程序

采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 检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对学生自主动机的交互作用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了解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教师自主支持、家庭

社会阶层都与学生自主动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它们都是学生自主动机的预测因素。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192）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each variable

平均数 标准差 1．教师自主支持 2．家庭社会阶层 3．学生自主动机
1．教师自主支持   47.49 13.04 1
2．家庭社会阶层     0.35 0.48 0.51*** 1
3．学生自主动机 -12.87 19.64 0.60*** -0.24***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揭示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如表 2 所示，教师自主支持的主

效应显著（b=1.03，t=10.49，p<0.001），家庭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b=-7.44，t=-2.69，p<0.01），教

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显著（b=-0.47，t=-2.30，p<0.05）。

表 2  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对学生自主动机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tudents’ autonomous motivation

标准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t p
教师自主支持   1.03 0.10 10.49 0.001
家庭社会阶层 -7.44 2.77 -2.69 0.01

教师自主支持 × 家庭社会阶层 -0.47 0.20 -2.30 0.02

最后，通过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揭示交互作用的实质，结果表明对于低阶层者来说，教师自主支持

显著地影响了自主动机的分数（b=1.19，t=9.76，p<0.001）；对于高阶层者来说，教师自主支持对自主

动机存在显著影响（b=0.72，t=4.43，p<0.001）；教师自主支持对低阶层者的影响作用更大。图 1 直观

地展示了这种交互作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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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阶层与教师自主支持的交互作用图

Figure 1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social class and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3.2  教师自主支持在高、低阶层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表 3  教师自主支持在高、低阶层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 test of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on higher/lower class

题目 社会阶层 平均数 标准差 t

《学习氛围问卷》总分
高阶层 55.84 11.59 

7.46***

低阶层 42.90 11.44 

1．我感觉我的班主任给我提供选择的机会
高阶层 4.32 1.03 

6.98***

低阶层 3.24 1.02 

2．我认为我的班主任理解我
高阶层 4.18 1.05 

7.97***

低阶层 2.89 1.08 

3．我的班主任给我信心，使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某门功课
高阶层 4.34 1.09 

6.16***

低阶层 3.24 1.23 

4．我感觉我的班主任能够接纳我
高阶层 4.43 0.94 

4.69***

低阶层 3.71 1.14 

5．我的班主任明确地让我知道课程目标和我应该做的事情
高阶层 4.41 0.96 

4.54***

低阶层 3.68 1.13 

6．我的班主任鼓励我提问
高阶层 4.32 1.09 

4.89***

低阶层 3.48 1.26 

7．我很信任我的班主任
高阶层 4.38 1.11 

6.29***

低阶层 3.31 1.15 

8．我的班主任认真、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高阶层 4.50 0.86 

5.32***

低阶层 3.69 1.09 

9．我的班主任善于倾听我的想法
高阶层 4.34 1.09 

6.32***

低阶层 3.23 1.20 

10．我的班主任可以很好的控制他 / 她个人的情绪
高阶层 4.18 1.16 

4.96***

低阶层 3.27 1.23 

11．我感觉我的班主任关心我
高阶层 4.42 0.95 

7.66***

低阶层 3.19 1.12 

12．我的班主任在给我提出新的建议之前，尝试理解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高阶层 4.06 1.16 

4.46***

低阶层 3.23 1.27 

13．我感觉我可以与班主任分享自己的某些感受
高阶层 3.97 1.26 

6.26***

低阶层 2.7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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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显著，意味着教师自主支持对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学生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

这种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逐题检验教师自主支持在家庭社会阶层高与低两组学生上的不同，结

果表明两组学生对教师自主支持的感知在每一个题目上都存在显著差异，t 的取值范围在 4.46 ～ 7.97 之

间（p<0.001）。并且，高阶层组的学生对每一题的评分都高于低阶层组的学生。

4  分析与讨论

4.1  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对学生自主动机的交互作用

方差分析表明教师自主支持与家庭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来说，与高阶层家庭的学生相比，

低阶层家庭学生的自主动机更容易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在自主支持的环境中动机自主的程度高于在受

控的环境中。简言之，低家庭阶层的学生更依赖于教师的自主支持。

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者需要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和不时的安全威胁，导致对生

活的控制感较差，高阶层者则具有较高控制感。为了维持较高的控制感，高阶层者对行为或事情倾向于

作出个人内部归因，将富裕归因于能力、努力等个人因素会使其保持良好感觉，增加自信；而低阶层者

更倾向于外部情境归因，将贫穷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经济体制缺陷等外部情境因素有助于减少其愧疚和

自卑感［11］。于是，高阶层者逐渐形成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低阶层者形成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本

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此外，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为子女提供较好

的学习条件与物质激励，而低社会阶层家庭则缺乏优质的教育机会，在教育资源与教育经验的获取上也

相对不足。高社会阶层的父母通过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本投入，比如，带领参观博物馆，或是把成

功人士介绍给孩子，培养子女的动机。对交互作用的分析，深入揭示了教师自主支持发挥作用的条件，

对于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学生来说，学习的自主动机是存在差异的。

4.2  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学生对教师自主支持的评价

高阶层的学生对教师自主支持评价最高的三个项目依次是“我的班主任认真、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

问题”“我感觉我的班主任能够接纳我”“我感觉我的班主任关心我”，评价最低的三个项目依次是“我

感觉我可以与班主任分享自己的某些感受”“我的班主任在给我提出新的建议之前，尝试理解我对某件

事情的看法”“我的班主任可以很好的控制他 / 她个人的情绪”。低阶层的学生评价最高的三个项目依

次是“我感觉我的班主任能够接纳我”“我的班主任认真、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的班主任明

确地让我知道课程目标和我应该做的事情”，评价最低的三个项目依次是“我感觉我可以与班主任分享

自己的某些感受”“我认为我的班主任理解我”“我感觉我的班主任关心我”。

对比可知，高、低阶层的学生都比较认可教师对自己的接纳程度，也都很看重教师认真、耐心地回

答自己的问题。自我决定论解释了教师的自主支持环境之所以能够促进学生动机内化的机制，那就是基

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人类具有对能力、自主和关系的本能需要，希望自己能够有效地应付环境，能够自

由选择从事并坚持某项活动，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系体会到爱与被尊重的感觉。高、低阶层的学生都认可

的教师支持行为，体现出他们对关系需求的首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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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阶层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对教师能够与自己分享感受给出了最低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学生对关

系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教师对自主支持行为的理解存在偏差。似乎只要做到能换位思考，站

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强迫学生就是对学生进行了自主支持，然而学生希望能与教师有更多的互动，

这有助于他们产生与重要他人——教师的关系联结。此外，低阶层者对教师“理解我”“关心我”也给

出了较低的评价，说明低阶层者比高阶层者更重视关系需求。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由于缺乏个

人控制感和自主性，低社会阶层的人要成功地适应社会，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就需要更多地依赖他人，

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

最后，对于教师“关心我”，高、低阶层的学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出在教学工作中，教

师可能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采取了差别对待，也可能由于低阶层者更重视与教师的关系，因而对教师

是否关心自己更加敏感，评价也更为苛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检验。

4.3  对于教师自主支持课堂教学的建议

首先，教师的自主支持能够促进学习动机的内化，使学生产生自主动机，体会学习生活的乐趣，更

加投入地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尽量提供自主支持的环境，提升教学的效果。其次，教

师自主支持对自主动机的影响，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的作用并不一样，低阶层的学生更加依赖

于教师的自主支持。因此教师在提供自主支持时，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学生比高

阶层的学生更加重视关系需求的满足，更在乎教师是否“接纳我”“理解我”“关心我”。在教师自主

支持的 11 种行为中，教师更多地提供征求学生的意见、响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类行为，可以有效提高

自主支持的促进效果。最后，教师可以加强对低阶层学生的关心程度，让自主支持的环境对低阶层者发

挥最大的作用。

5  结论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加剧，学生所处的家庭社会阶层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对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的自主支持行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自我决定论认为教师的自主支持可以促进学生产生自主动机，在

此理论基础之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教师自主支持起作用的条件，即对于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学生来

说，教师的自主支持对自主动机的影响更大。本研究还发现低阶层的学生更重视“关系”的基本心理需求，

更倾向于与教师的互动交流。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工作中针对学生的阶层背景有的放矢，将教师自主支

持对学习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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