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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该研究旨在编制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并探讨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方法：问卷以瑞安 

（Ryan）和康奈尔（Conne l l）在1989编制的学术自我调节问卷（Academic   Se l f-Regu la t i on 

Questionnaire）作为蓝本，经过两名翻译专家分别翻译，然后再回译，进行严格比对后，对中文版本问卷

删除并修改了不适合东方文化的项目，增加了符合中国人的语言理解习惯和作业背景的项目，形成初步问

卷，在部分地区的中小学中进行预测，进行项目分析；经过预测修订后，最终问卷包含23个项目五个维度，

正式施测共收回992份有效问卷，并对数据进行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项

目分析表明各项目的区分度较好，总问卷的标准化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0，探索性因素分析KMO为

0.862，验证性因素分析具有较好的模型拟合度，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678，效标关联效度为0.163，均达到

显著水平。结论：修订后的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的信效度均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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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教育大国，而家庭作业是中小学生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对于家庭作业的定义

趋于一致，即学校教师布置给学生，让他们在课外时间完成的任务（Cooper，1989）。我国对于中小学

生的家庭作业包括在课后时间里完成的练习作业，学校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布置的家庭作业，学生或家长

自定的额外作业，还有课外辅导班留的练习作业等，这些作业如果不在研究中严格区分和控制，势必影

响研究的效力，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准确，不一致（张俊超，2008）。本研究将家庭作业定义为“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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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根据教学进度布置的、要求中小学生在课外时间完成的学科作业”。而中小学生在自我控制能力方面

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林崇德，2009）。因此，家庭作业往往需要家长或者老师的帮助才能完成。

根据以往关于家庭作业的研究结果，中小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受努力程度的影响，而作业努力程

度的家庭作业模型，可知学生的作业努力受到人格特征中的责任心品质以及作业动机的影响（Trautwein，

2006）。洪和米尔格拉姆（Hong and Milgram）修订了 Dunn 的学习风格测验（LSI）模型，编制了家庭

作业动机和偏好问卷（HMPQ），通过对 5、6、7、9、10 五个年级学生的施测，结果发现有天赋的学生

具有高坚持性、高动机、很强的独自学习偏好（除非与高成绩者共同学习）的特点（Hong and Milgram，

2001）。还有研究表明，孩子在做家庭作业时的积极情绪会影响自身的自主动机，自主动机进而影响学

习成绩，由此得出结论，孩子在做家庭作业时的自主动机会影响自身的学习成绩，自我效能感起到了中

介作用（Moè A and Katz I.，2018）。以上研究均表明，中小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的动机对学习成绩具

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家庭作业完成动机的研究，有助于家长了解和调节自己的教育方式，有助于教

师的教学，也有助于学生了解自己学习方式，进而改善自己的学习效果。

自主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是指个体的自由意志，自我激励某种行为的动机。有研究使用学

术自我调节问卷（Ryan et al. 1989）测量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自主动机。研究了父母的自主动机与积极

情绪的关系（Moè A and Katz I，2018）。说明采用自我调节问卷可以有效地测量学生的学习自主动机。

在国外，已有大量研究对学业自我调节量表进行了编制和修订。比如，有研究收集了三次数据，主

要调查了纽约州北部三个不同学区的小学，样本 1 来自城市，代表中低档家庭，4 到 6 年级学生（122 名）；

样本 2 来自郊区，由主要中等至中等以上白人家庭的 3 至 6 岁的儿童组成（156 名）；样本 3 来自农村，

由市中心外约 60 英里的学区的 3 ～ 6 岁的儿童组成，主要代表中下阶层的白人（450 名）。结果表明，

自我调节问卷的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2 ～ 0.82 之间（Ryan R M and Connell J P，1989）。中

国学者也对自我调节量表进行修订，有研究者采用学习自我调节问卷对东北师大附中等中学初中生被试

1800 人施测，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以指导语指示被试填答问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然后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学习自我调节问卷包括外部调节、内摄性调节、认同性调节、和内部动机四个维度，所含

题项数依次是 13、5、7 共 32 题（暴占光，2006）。新课改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观念在不断改变，在

新时代背景下的今天如果要使用原来的问卷，其有效性可能还需要再验证。

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中小学生学习动机的问卷，比如，余安邦编制的中小学生学习动机问卷，可用于

中小学生学习动机测量。有研究者以奥苏贝尔的学习动机理论为基础，编制了中小学生学习动机问卷。

问卷包括三个分维度，即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林锦秀，2011）。另外，也有研

究者以卡温顿的动机理论为依据，编制了针对中学生的学习动机量表，该量表是以 Biggs 学习过程问卷

作为参考框架的，即包括表面型、深层型和成就型动机三个角度（曲丽华，2014）。近来，又有研究采

用卡茨（Katz）基于瑞安和康奈尔提出的方法，编制了评估学生家庭作业动机的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1 代表“一点也不”，5 代表“非常多”。评估家庭作业的自主动机共 11 项，例如：“我做作业是出于

家庭作业本身的价值，对我的学习有帮助”，“我做作业是因为它很有趣”，α 系数为 0.91。评估家庭

作业的控制动机共 8 项，例如：“我做作业是因为我想获得更好的成绩”；“我做作业是因为如果被老

师发现我没有完成，我会感到很羞耻”，α 系数为 0.91。并研究了小学五年级学生家庭作业动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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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对数学家庭作业行为的影响（刘奉天，2019）。

对于家长参与中小学生家庭作业的动机也有相关的研究，并且编制了相应的问卷，具有一定的信

效度，可用于测量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动机（李云、桑青松、凌晨，2011）。也有研究以动机的自我决

定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初中生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感知到的家

长支持、家长自主支持、数学教师支持、数学家庭作业自我决定动机和数学家庭作业努力的关系（高

雷，2016）。同年还编制了一份关于学生家庭作业动机的问卷，以评估学生的家庭作业动机（Katz，

Kaplan，and Buzukashvily，2011）。但还缺乏对中小学生在自己的家庭作业中的自主动机进行测量的问卷。

综上所述，自我学业调节问卷虽然曾经被中国学者翻译并修订过，但其仅用于初中学生在校学习动

机的调查，而并没有结合校外学习自主动机进行研究，另外小学年级在家庭作业自主动机方面研究也比

较薄弱，年龄跨度比较小，具有一定局限性；另外，由于我国教育的特殊性，家庭作业一般只存在于中

小学教育中，因此提出对学习自我调节问卷进行再次修订。已有研究多是对学生的单科学习动机的调查，

也都只是用到单科学习动机问卷和方法，比较片面，大多对象也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而且相应动机问

卷并没有从自主动机角度编制，因此提出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的编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为预测、正式施测和重测三个部分，采用方便取样法，通过线上和线下发放问卷 1278 份，

回收 1278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120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被试主要来自贵州省、江苏省、山东

省等地区共 18 个中小学校，其中四年级 126 份、五年级 72 份、六年级 136 份、七年级 334 份、八年级

536 份。具体如下：

预测被试（样本 1）：主要来自贵州省部分中小学四年级到八年级学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

形式收集，共收回来 212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 123 人，女生 89 人。

正式施测（样本 2 和样本 3）：以学科考试成绩为校标并作为区分样本 2 和样本 3 的依据，共收回

有效问卷 992 份，其中没有填写各学科成绩的问卷 387 份，男生 179 人，女生 203 人，未报告性别者 5

人（样本 2）；填写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考试成绩的有 605 份，男生 272 人，女生 319 人，未报告性

别者 14 人（样本 3）。

重测（样本 4）：四个月后在样本 3 中随机抽取 358 人进行重测，有效问卷 114 份，其中男生 42 人，

女生 70 人，未报告性别者 2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调节问卷（Academic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自我调节问卷（Academic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Ryan and Connell，1989）包括四个维度即

外部调节、内摄性调节、认同性调节和内部动机，对应题项为 1 ～ 5，6 ～ 11，12 ～ 16，17 ～ 18，各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2 到 0.82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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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

经过专家翻译、回译、初审，修改了部分措辞，以符合中国阅读习惯和中国教育背景，使每个题目

意义更加明确，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支撑进行修订而成，一共 34 个条目，6 个条目为人口学基本信息，10

个条目为结合疫情编制而成，目的是排除特殊事件影响以及作对比研究，18 个条目为原学习自我调节问

卷题目中国化改编而成。

以上问卷均采用 Likert 4 级计分方式，即从“非常正确”到“完全不正确”。

2.3  研究程序

2.3.1  预测问卷的编制

以瑞安和康奈尔（Ryan and Connell）1989 年编制的学术自我调节问卷为基础，由两位英语专业人士

分别翻译并校对。最后，我们邀请了一位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对问卷进行校对。本研究是在

新冠疫情期间进行的，考虑到被试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会影响 Cronbach’s α 系数的可靠性，所以本研究

编制了专门针对疫情期间的情况的问卷，共 11 个条目，加上原问卷筛选后经过修订保留的 18 个项目，

问卷共有 29 个项目。请 1 名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测量学角度对 29 个项目进行反复修改与验证，综合考虑

各维度间项目数的平衡、文字表述的清晰性、易懂性、简洁性、被试对项目的敏感程度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编制成 29 个项目的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初步问卷。

2.3.2  预测与修改

首先，对样本 1 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删除严重影响问卷信度题项。对余下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删除因子聚类不符合心理学理论构念的题项，对其余题项进行重新编排后，形成正式问卷。

2.3.3  正式施测

为了更好地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调查问卷的稳定性和心理测量指标，抽取两个样本（样本 2 和样

本 3）采用正式问卷进行施测。其中，样本 2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样本 3 的数据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4 个月后，从样本 3 中随机抽取部分受试者作为样本 4 进行

重测，并对样本 4 的数据进行重测信度分析。

2.4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录入与整理；用 SPSS 20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

采用 Amos 21.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对样本 1 项目分析，题总相关系数（Item-toal Correlation）均大于 0.20，各项目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采用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克隆巴赫 α 检验法，删除了严重影响问卷信度的第 2、1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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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  if item deleted）。对余下的 27 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因子聚类不符合心理学理论

构念的第 1、6、9、11 题，其余每一题都只在一个主成分上的载荷大于 0.4，说明每一个项目都具有良

好的内容效度，对其进行重新编排后，最终形成 23 个项目的正式问卷，如表 1 所示。

表 1  旋转成分矩阵

Table 1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项目
成分

内部动机 内部调节 认同性调节 内摄性调节 外部调节
（13）因为我想学到新东西 0.934
（15）因为我认为学习很重要 0.924
（17）因为学习很有趣 0.918
（18）因为我喜欢学习 0.911
（12）因为我想理解这个主题 0.793
（14）因为我想看看我是对还是错 0.734
（19）我认为在家里也应该好好学习，因为学习对我很
重要

0.802

（28）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想多学点东西 0.765
（23）因为家庭作业能让我更好的复习上课的内容 0.751
（27）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成绩下滑 0.744
（29）因为我是学生，家庭作业是我应该做的 0.739
（26）因为班上其他同学都会认真学习，如果我不学的
话就会落后于其他人

0.624

（21）如果不认真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家长就会告诉
老师，老师会批评我

0.749

（20）在家里不做作业的话会被父母批评 0.728
（24）不做家庭作业的话，老师会认为我在家里没有学习 0.713
（22）如果别人知道我不做家庭作业，就会笑话我，说
我是懒或笨

0.683

（7）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觉得很糟糕 0.807
（10）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感到很困扰 0.701
（8）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觉得很羞愧 0.665
（25）只有写完当天的家庭作业后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比如看电视、玩手机）

0.430

（5）这样别人（父母和老师）就不会生我的气了 0.803
（3）这样老师就不会责怪我了 0.796
（4）因为这是规则，其他同学都会这样做 0.724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 2 的数据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筛选和排序，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表明，

KMO 值为 0.862，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4698.113（p<0.01），与单位矩阵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说明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是可靠的。然后对上述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利用相关矩阵作为提取因子的基础，以

特征根 >1，因子载荷 >0.4 为标准提取因子，利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和碎石地图作为参考，可以提取

五个因素，五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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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 3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Standardized Regression Weights）如图

1 所示。对样本 3 进行效度分析，因子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以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考

试成绩转换为标准分数后作为校标进行效度分析表明，r=0.163，p<0.01。

0.95

0.60

0.45

-0.07

-0.27

-0.12

-0.20

0.05

0.48

0.07

0.46

0.63

0.78
0.82

0.43

0.59

0.65
0.73

0.64

0.63

0.63
0.70

0.64
0.67

0.75

0.66
0.74

0.72

0.70
0.75

0.89
0.89

0.94

e7

e8

e9

e12

e20

e21

e22

e23

e17

e18

e19

e13

e14

e15

e16

e10

e11

e1

e2

e3

e4

e5

e6 13

7

8

5

3

4

25

10

22

24

20

21

26

29

27

23

28

19

14

12

18

17

15

F1

F2

F3

F4

F5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4  信度分析

将样本 2 和样本 3 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问卷的标准化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00，Friedman’s χ2 值为 2617.352（p<0.01），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表示被试之间的个体差异

大，问卷的信度高；问卷四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 0.678（p<0.01），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均在 0.364 ～ 0.571 

（p<0.01）之间，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重测信度较高。问卷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内

部动机 0.905，内部调节 0.850，认同性调节 0.707，内摄性调节 0.676，外部调节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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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效度分析

3.5.1  结构效度

由表 2 可知，χ2/df 的值为 2.731，明显小于 3，表明适配理想；近似均方根误 RMSEA 值为 0.067，

小于 0.08，其他指数均较接近 1，表示问卷的模型适配良好、模型拟合度高。

表 2  CFA 模型拟合度系数

Table 2 CFA model fitting coefficient

Model fit χ2/df χ2 df RMSEA CFI IFI NFI PCFI
result 2.731 600.912 220 0.067 0.916 0.917 0.875 0.797

3.5.2  聚敛效度

如表 3 所示，各潜变量对应的各个项目的因子载荷均 >0.4，说明其各个潜变量对应所属项目均具有

很高的代表性；另外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变异 AVE 值均 >0.3，组合信度 CR 均 >0.6，说明问卷的聚敛

效度理想。

表 3  因子载荷

Table 3 Factor loading

路径 Estimate AVE CR
V14 <--- F1 0.699

0.7344 0.9425

V12 <--- F1 0.746
V18 <--- F1 0.887
V17 <--- F1 0.891
V15 <--- F1 0.941
V13 <--- F1 0.946
V26 <--- F2 0.644

0.4885 0.851

V29 <--- F2 0.669
V27 <--- F2 0.751
V23 <--- F2 0.658
V28 <--- F2 0.745
V19 <--- F2 0.719
V22 <--- F3 0.644

0.4248 0.7468
V24 <--- F3 0.634
V20 <--- F3 0.632
V21 <--- F3 0.695
V25 <--- F4 0.432

0.3714 0.696
V8 <--- F4 0.589

V10 <--- F4 0.652
V7 <--- F4 0.726
V4 <--- F5 0.599

0.5461 0.7801V3 <--- F5 0.776
V5 <--- F5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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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区分效度

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5，且均小于其对

应的 AVE 的平方根，这说明各个潜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说

明问卷数据区分效度理想。

表 4  区分效度检验

Table 4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test

潜变量 F1 F2 F3 F4 F5
F1 0.734
F2 -0.082** 0.489
F3 -0.070** 0.018** 0.425
F4 -0.089** 0.103** 0.137** 0.371
F5 -0.035** 0.021** 0.276** 0.112** 0.546

AVE 平方根 0.857 0.699 0.652 0.609 0.739

注：斜对角线上的数据为 AVE 的值，其他数据为潜变量的相关系数。

4  讨论

本研究修订了适合我国中小学生阅读习惯和自我报告方式的学术自我调节问卷。修订后的中文版问

卷共包括 23 个条目五个维度，分别为内部动机对应第 12、13、14、15、17、18 共 6 个条目；内部调节

对应 19、23、26、27、28、29 共 6 个条目；认同性调节对应 20、21、22、24 共 4 个条目；内摄性调节

对应 7、8、10、25 共 4 个条目；外部调节对应 3、4、5 共 3 个条目，经项目分析发现，该问卷具有良

好的项目区分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在删除一些不符合汉语阅读习惯的问题后通过了巴特利特球形检

验，因子聚类符合心理学理论结构。这说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因子分析得到的五个维度

和项目归因与心理学理论构念一致，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本问卷各项因子负荷均在 0.58 以

上，五个维度可以解释总方差的 64.093% 的变异。每个维度的每一项内容都清晰明了，并具有高度的解

释性。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2，说明问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关于评估

子量表内部一致性的标准，戴晓阳等曾推荐了一个范围，即 0.75 ～ 0.80（戴晓阳、陈小莉、余洁琼，

2011），以此标准可以认为本问卷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因为在本研究中，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最低的为外部调节维度 0.771，且总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678，因此可以认为该问卷具有很好的

稳定性测量学指标。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各项目拟合指数均在良好水平以上，如表 2 所示，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

构效度。正如表 3 所示，各潜变量对应各个题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4，说明其各个潜变量对应所属题

目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另外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变异 AVE 均大于 0.3，且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6，说

明聚敛效度理想。AVE 值反映了每个因素对所包含项目的解释程度，当 AVE 值大于 0.5 时表示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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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福内尔和拉尔谢（Fornell and Larcher）认为，当各因素的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各

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时，说明各因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表明因子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Fornell and 

Larcher，1981）。本问卷各因素的 AVE 值大于且非常接近 0.5，且各因素的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因

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表明各因素是有所重合，但又相互独立的概念，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

与区分效度（张奇勇、闫志英、卢家楣，2015）。

5  结论

上述结果均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具有较高的校标效度、结构效度、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问卷各条目的清晰性高，表述清楚，容易理解，各指标均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可用于中小学生家庭作

业自主动机的测量。

此外，与原问卷相比，修订后的问卷具有如下优点：项目数较多，维度结构更清楚，项目更符合中

国的国情，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适合在国内使用。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6.1  研究不足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应用和参考价值，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首先，在被试的

选择中，只选择了部分省份和地区，并没有覆盖全国范围，问卷应用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在

收集校标数据时，只采用了学生学科成绩，而没有其他相似问卷作为参考校标；最后，在问卷编制前没

有进行初步访谈，问卷编制也只是调查了学生家庭作业情况，家长版的问卷采集受到了限制，只收集了

少部分有效问卷，从而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有待继续研究。

此外，重测信度虽然较高，但重测问卷随机抽取的三百多份，最终有效问卷才 114 份，样本量偏小，

可能是因为该部分问卷均来自初中部学生填写，由于青春期学生的发展特点，问卷填写时可能存在不认

真，或故意随意填写的情况，导致问卷有效率较低。在以后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扩展研究范围，将小学部

分纳入重测对象，以提高重测信度。

6.2  展望

首先，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和研究思路，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样本量，对本研

究的信效度进行重复检验。其次，对家长参与学生家庭作业中的自主动机进行研究和相关问卷的编制，

继续探究影响中小学生家庭作业中的动机的因素，中小学生家庭作业动机与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动机之

间的关系，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有效的帮助中小学生的学习，促进家长与中小学生的沟通，帮助其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在研究领域，也为更好地研究家长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提供更多的工具。

参考文献

［1］Angelica Moè，Idit Katz．Brief Research Report：Parents’ Homework Emotions Favor Students’ Homework 



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的中国化修订与信效度检验2023 年 9 月
第 5 卷第 9 期 ·100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509116

Emotions Through Self-Efficacy［J］．Routledge，2018，86（4）．

［2］Cooper H．Homework for all-in moderation［J］．Educational Leadership，2001，58（7）：34-38．

［3］Fornell C，Larcker D F．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24（2）：337-346．

［4］Hong，Milgram．Leisa A Martin．The Social Studies［J］．Washington，2001，92（1）：45-46．

［5］Ryan R M，Connell J P．Perceived locus of causality and internalization：examining reasons for acting in two 

domains［J］．Pubmed，1989，57（5）．

［6］Trautwein U L，Dtke O，K Ller K O．Effort on homework in grades 5-9 development，motivational 

antecedents，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effort on classwork［J］．Child Development，2006，77（4）：1094-

1111．

［7］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第2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8］暴占光．初中生外在学习动机内化的实验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9］吉安亚．中小学生学习力、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6．

［10］林锦秀．中小学生学习动机量表的编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04-108．

［11］曲丽华，刘丽，徐乐．中学生学习动机问卷的编制［J］．课程教育研究，2014（25）：194-195．

［12］刘奉天．家长参与对小学生数学家庭作业动机、情绪和行为的影响［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9．

［13］刘影，柴晓运，龚少英，等．父母参与作业的自主动机与小学生积极作业情绪：学生作业自主动机与

教师支持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5）．

［14］李云，桑青松，凌晨．家长参与小学生家庭作业动机问卷的编制［J］．池州学院学报，2011（2）：

155-158．

［15］戴晓阳，陈小莉，余洁琼．积极独处及其心理学意义［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

830-833．

［16］张奇勇，闫志英，卢家楣．高校教师科研倦怠感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心理学探新，2015，

35（1）：84-89．

［17］高雷．家长参与、家长自主支持和教师支持对家庭作业努力的影响：自我决定的视角［D］．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2016．

［18］张俊超．责任心、动机和意志控制对家庭作业行为的影响［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1008·
中小学生家庭作业自我调节问卷的中国化修订与信效度检验 2023 年 9 月

第 5 卷第 9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0911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The Revision of the Homework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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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on homework self-
regulation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ith Ryan & Connell, 1989, compiled the Questionnaire of 
Academic self-regulation (Academic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as a blueprint, after two translation 
experts, respectively, and then back to the translation, strictly, and to delete and modify the Chinese 
version Questionnaire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roject of Oriental culture, increa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habits and work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form the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in par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project analysis; After the prediction and 
revision,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included 23 items and 5 dimensions. A total of 99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fter the formal test, and the data were subjected to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Results: The ite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degree of each item was good. The standardized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the total 
questionnaire was 0.800,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KMO was 0.862, an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had good model fit degree. The retest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0.678, and the correlation 
validity of criteria was 0.163, all of which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level. 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revised Homework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urveying. 
Key words: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omework; Self-regulation; Sinicization of 
questionn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