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3 年 11 月第 5卷第 11 期

通讯作者：田莫千，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手机成瘾、学习动机、自我控制。

文章引用：许亚飞，杨萌萌，韩洁，等．师范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演讲焦虑的影响：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3，5（11）：1164-1171．

https://doi.org/10.35534/pc.0511136

师范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演讲焦虑的 
影响：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许亚飞 1,2  杨萌萌 3  韩  洁 4,5  田莫千 1,2

1．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

2．北京联合大学儿童及青少年学习与心理发展研究所，北京；

3．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小学，北京；

4．衡水科技工程学校，衡水；

5．衡水技师学院，衡水

摘  要｜目的：考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师范生演讲焦虑的影响以及成就动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演说者

信心自评量表、成就动机量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对328名师范生进行测量。结果：（1）师范生的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正相关；（2）师范生的成就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均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

焦虑之间有中介作用。结论：师范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影响着其演讲焦虑，这种效应的机制包括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避免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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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公众面前讲话是普通人群中最常见的恐惧之一，演讲焦虑（Speech Anxiety）被认为是一种特定情

境的社交焦虑，是指个人担心观众不满意的评价在演讲或准备在他人面前演讲时所经历的焦虑［1，2］。演

讲焦虑是个体在期望体验真正存在的或在脑海中构建的演讲活动的过程中，引起或经历的某种生理和心

理的不适的表现或行为［3］。在公众演讲中，造成演讲焦虑出现的原因是个体对其消极社会表现的注意

偏差和消极的自我形象［4］。例如，研究发现中学生的演讲焦虑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5］。大学生英语演

讲焦虑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的认知能力、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经验能力［6，7］。自尊和惧怕否定也是影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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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8］。有研究表明年级不是导致演讲焦虑的直接原因［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不同

年级的大学生，其演讲焦虑的结果不同，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演讲焦虑相对于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来

说更高［10］。对于师范生来说，演讲能力是他们作为未来教师的必备能力。而登上讲台所产生的压力和

焦虑，成了师范生必须克服的困难，演讲焦虑在当今师范生中普遍存在，并且影响着师范生的职业能力，

考察师范生演讲焦虑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时常会遇到一些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情境或信息，个体对这些不确定的信息或情况

的反应因人而异。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是指从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层面影

响个体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11］。这种认知偏见使人们倾向于认为

不确定的情况或事件是不可容忍的，应该避免［12］。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个体因为不能感知到足够的信

息而产生的由不确定性维持的厌恶反应［1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之一，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14］。无法忍受不确定的个体在人际交往的不确定场景中容易退缩，

过分担心失败，从而表现出过高的社交焦虑［15］。女性比男性对不确定的情况或事件更无法忍受，这种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社交焦虑的正相关显著［16］。演讲焦虑作为社交焦虑的一种可能受到个体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特质的影响，并且演讲的情境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是否会忘词、听众的反应、整体演

讲的效果等。尚未有研究专门考察过师范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其演讲焦虑之间的关系。

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是个体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是学生追求上进的重要动

力［17］。成就动机是一种人格特质，它是人们想要从事有意义的、困难的、有挑战性的活动的动机，在

这些活动中，他们可以取得完美的、优秀的结果，并胜过他人［18］。成就动机是个体不断努力以达到其

目标的心理倾向，是一种通过学习驾驭的、与某些特殊的环境有关的积极或消极的期望，成就动机的强

度可以使人们对学习任务或工作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在他们的潜在能力、知识和经验中发挥不同

的作用［19］。同样，尚未有研究考察师范生的成就动机与演讲焦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考察师范生的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成就动机对演讲焦虑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1：师范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

讲焦虑呈正相关。假设 2：成就动机与演讲焦虑呈正相关，避免失败的动机与演讲焦虑呈负相关。假设 3：

成就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演讲焦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在问卷星创立链接，采用方便整群取样的方式向北京某大学的师范生群体中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

卷 328 份。其中男生 53 人，女生 275 人。大一 41 人，大二 148 人，大三 112 人，大四 27 人。其中，

219 人担任过学生干部，109 人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

2.2  研究工具

2.2.1  演说者信心自评量表

采用保罗（Paul）于 1966 年编制，汪向东于 1999 译制的演说者信心自评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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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as a speaker，PRCS）［20］。量表条目的回答方式为判断“是－否”，得分为 0 ～ 30 分。其中第 2、3、

5、7、8、13、15、18、19、20、24、25、26、28、29 题回答“是”时得分，第 1、4、6、9、10、11、

12、14、16、17、21、22、23、27、30 题回答“否”时得分，用来控制被试在答题中的趋同效应［10］。

该量表包含三个维度：情绪情感、生理行为和语言思维。总分越高，表示其演讲焦虑的程度就越高。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7。

2.2.2  成就动机量表

选用由 Gjesme 和 Rnygard 在 1970 年编制的，由上海师范大学叶仁敏等人译制的成就动机量表（The 

Achievements Motive Scale）［19］。包含个体追求成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维度，各包含 15 个项目。

成就动机的总分由追求成功的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得分计算得来［21］。总分越高，表示其成就动机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9，追求成功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4，避免失败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7。

2.2.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卡尔顿（Carleton） 等人编制了 12 个条目的简短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22］。本研究采用吴莉娟

等人经过翻译和验证的中文版本［23］。该量表包含预期性焦虑与抑制性焦虑维度，前者指人们对未来可

预测性的渴望和寻求确定性，促使个体寻求更多信息以提高可预测性。后者反映了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认

知回避反应与无效的问题解决方法。总分越高表示其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860。

2.2.4  基本资料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姓名、专业、学号等基本信息。

2.3  数据收集与统计方法

在问卷星平台链接，采用方便整群取样的方式向北京某大学的师范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28 份。

其中男生 53 人，女生 275 人。大一 41 人，大二 148 人，大三 112 人，大四 27 人。运用 SPSS 19.0 软件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运用 Mplus 8.0 软件检验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把量表中的 72 个条目放入 SPSS 中降维，第一个因

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是 21.415%，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没有出现只析出一个因子的情况，说明在本次

问卷收集过程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演讲焦虑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验证了假设 1。演讲焦虑与成就动机呈显著负相关，与避免失败的动机呈显著负相关，无法忍受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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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成就动机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37.81±7.37 1
2. 成就动机 0.26±12.01 -0.447** 1
3. 追求成功动机 39.42±6.77 -0.080 0.786** 1
4. 避免失败动机 39.16±7.89 0.612** -0.847** -0.338** 1
5. 演讲焦虑 13.71±6.59 0.415** -0.544** -0.347** 0.531** 1

注：**p<0.01。

3.3  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Mplus 8.0 对成就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作用分析，Bootstrap

取样选择 5000 次，检验变量在 95% 置信区间内的显著性，结果发现成就动机得分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得分与演讲焦虑得分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表 2  成就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speech 

anxiety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总效应 0.372 0.046 ［0.277 0.460］

直接效应 0.192 0.052 ［0.094 0.295］
间接效应 0.179 0.034 ［0.113 0.246］

成就动机

-0.729 -0.246

0.19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演讲焦虑

图 1  成就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depicting the role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public speech anxiety

3.4  避免失败的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Mplus 8.0 对避免失败的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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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 取样选择 5000 次，检验变量在 95% 置信区间内的显著性，结果发现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在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得分与演讲焦虑得分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如表 3 和图 2 所示。

表 3  避免失败的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avoidance of failure motiv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speech anxiety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总效应 0.372 0.046 ［0.277 0.460］

直接效应 0.129 0.058 ［0.016 0.242］
间接效应 0.242 0.040 ［0.164 0.317］

避免失败的动机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演讲焦虑

0.656 0.369

0.129

图 2  避免失败的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2 Mediation model depicting the role of avoidance of failure motiv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public speech anxiety

3.5  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干部经验的师范生演讲焦虑水平的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演讲焦虑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生女生在演讲焦虑的

总分上差异不显著 t（326）=0.216，p=0.829。以年级为自变量，以演讲焦虑的总分为因变量，做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在演讲焦虑的总分上差异不显著（F（3，324）=1.839，p=0.140）。以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为自变量，以演讲焦虑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演讲

焦虑上的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326）=-6.296，p<0.001），担任过学生干部师范生的得分（M=12.18，

SD=6.046）低于没担任过学生干部学生的得分（M=16.78，SD=6.600），说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师范生

演讲焦虑的程度较低。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师范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呈正相关。在认知方面，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的师范生可能过度关注演讲时遇到随机事件，留更少的认知资源分配给演讲，演讲的表现因而受到影响；

在情绪方面，无法忍受不确定的师范生可能将演讲中的不确定因素视为潜在的威胁，同时希望能够减少

威胁信息来获得确定感和掌控感；于是在行为上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使用回避、拖延来避免演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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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演讲焦虑［24］。此外，本研究发现师范生追求成功的动机与演讲焦虑呈负相关，其中追求成功的动

机与演讲焦虑呈负相关，避免失败与演讲焦虑呈正相关，师范生本身决定了看待演讲的视角，成就动机

高的个体将演讲看作锻炼和表现机会，而成就动机低的个体会关注演讲时的负面结果，如紧张的生理及

情绪体验和演讲失败的挫折感。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成就动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师范生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增加演讲焦虑的原因一部分源自减弱了师范生的成就动机。另外，避免失败的动机在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则更加具体地阐释了不确定性与演讲焦虑之间正相

关的原因，即对不确定性的无法忍耐，诱发了师范生避免失败的动机，进而增加了演讲焦虑。个体为了

减少不确定性，常常使用回避机制以获得暂时的确定感，不尝试就不会失败，从而避免失败［25］。然而，

演讲是师范生必须具备的能力，逃避只是短期应付的策略，未来反而会经历更大程度的痛苦。

本研究通过考察师范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成就动机与演讲焦虑的关系，促进了对师范生演讲焦虑

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因此，为了降低师范生的演讲焦虑水平，本文提出以下教育建议：（1）使用团体

心理辅导等技术帮助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师范生建立合理信念，理解不确定性的本质，并接纳不确定性

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和焦虑情绪。（2）师范生应该加强追求成功的动机，将

演讲看作是锻炼机会。设定明确、可衡量和可行的目标锻炼演讲能力，而不是逃避失败，帮助师范生认

识到失败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3）师范生应掌握缓解焦虑的技巧策略，如深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

训练等，从而更好地控制情绪和表现自己。（4）高演讲焦虑水平的师范生可以寻求老师、同学等社会

支持，发展自身的心理弹性和面对演讲的自我效能感。（5）师范生主动寻求做学生干部的机会，为自

己创造公众演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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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on speech anxiety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28 pre-service teachers using the Speaker 
Confidence Self-Rating Scal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Results:  
(1)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peech anxiety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2)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ndirectly predicted speech anxiety throug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 Conclusio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influences speech anxiety, which is mediated by the 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o its direct effect.
Key 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Speech anxiety;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chievement motivation; 
Motivation to avoid fail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