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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学员身体素质是军人职业教育的重要一

环，但军事体能训练专业性强、内容广、强度大［1-2］，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员的身心负担，使不少学员出

现焦虑、退缩、烦躁甚至抑郁［3-4］，对训练效果造

成不良影响。实践发现，不同学员应对体能训练方

式存在差异。有的学员可以积极筹划参与体能训

练，有的学员通过寻求宣泄和社会支持处理体能训

练带来的不良情绪，而有的学员等待时机进行克制

性应对。因此，引导学员积极应对和参与体能训

练，对培养全方位合格的军校学员和提高院校军事

体育教育与训练水平尤为重要。

既往研究显示，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学

习动机和学习满意度，并可有效减少学习拖延行 

为［5］，但学业自我效能感与体能训练应对方式的

关系尚不明确。另一方面，体能考核成绩是军校学

员综合评定的重要组成，关系到年度评优和毕业考

核，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学员会采取不同的应对

方式。因此，本研究对军校学员的体能训练应对方

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展开调查分析，构

建中介模型，考察军校学员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

水平与体能训练应对方式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上海某军

事院校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体能训练 COPE 量表 由陈增辉等［3］修订，

共 13 个项目，分为主动应对、情绪管理和克服性

应对 3 个因子，采用 5 点计分法，1 分（从不）～5

分（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该种应对方式。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0，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

1.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由Pintrich和de Groot［6］ 

编制，梁宇颂［7］修订，共 22 个条目，分为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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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2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1 分（非常不同意）～5 分（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

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成就动机量表［8］ 该量表共 30 个项目，分

为避免失败和追求成功 2 个维度，采用 4 点计分

法，1 分（完全不符合）～4 分（非常符合），得

分越高表示该维度成就动机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9，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2.0 软件和 AMOS 

21.0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法

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军校学员的基本信息 共发问卷 377 份，收回

有效问卷 358 份，有效率为 94.96%。358 名学员年

龄 17～25（20.13±1.76）岁，其中男生 264 人，女

生 94 人；临床专业 280 人，非临床专业 78 人；低

年级（大一、大二、大三）207 人，高年级（大四、

大五）151 人。

2.2 体能训练应对方式在军校学员人口资料上的 

差异 分别以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和专业分

组，对军校学员体能训练 COPE 量表 3 个因子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女生情绪管理得分高

于男生（P＜0.05，表 1）。

表 1 军校学员体能训练应对方式差异比较

                                                     x±s 

项目 n 主动应对 情绪管理 克服性应对

性别

 男 264 2.81±0.70 2.28±0.62 2.50±0.58

 女 94 2.76±0.67 2.46±0.62 2.47±0.53

 t值 0.622 －2.502 0.380

 P值 0.534 0.013 0.704

年级

 低年级 207 2.73±0.71 2.27±0.62 2.49±0.64

 高年级 151 2.84±0.68 2.36±0.62 2.49±0.52

 t值 －1.389 －1.325 －0.102

 P值 0.166 0.186 0.919

家庭所在地

 城市 246 2.80±0.71 2.33±0.63 2.49±0.55

 农村 112 2.78±0.66 2.32±0.61 2.50±0.6

 t值 0.274 0.130 －0.143

 P值 0.784 0.897 0.886

专业

 临床专业 280 2.76±0.69 2.31±0.6 2.49±0.57

 非临床专业 78 2.92±0.69 2.38±0.68 2.50±0.55

 t值 －1.795 －0.913 －0.089

 P值 0.074 0.362 0.929

2.3 体能训练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

的关系 由表 2 可见，除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与避

免失败无关外，体能训练 COPE 量表 3 个因子与学

业自我效能的 2 个维度及成就动机 2 个维度均两两

正相关（P 均＜0.01）。

2.4 成就动机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体能训练应对

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前述分析做出假设：

（1）学业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体能训练应对方

式；（2）成就动机直接影响体能训练应对方式； 

（3）学业自我效能感通过成就动机间接影响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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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军校学员体能训练应对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r 

主动应对 情绪管理 克服性应对
学习能力自我

效能感

学习行为自我

效能感
追求成功 避免失败

主动应对 1

情绪管理 0.456** 1

克服性应对 0.488** 0.533** 1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0.518** 0.342** 0.334** 1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0.482** 0.243** 0.184** 0.717** 1

追求成功 0.311** 0.301** 0.304** 0.379** 0.152** 1

避免失败 0.191** 0.288** 0.277** 0.310** 0.064 0.762** 1
**P＜0.01.

图 1 军校学员学业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体能训练应对方式的关系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的而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对成就动机中介效应模型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从原

始数据中随机抽取 500 个样本并计算 95% CI。结

果如表 3 所示，从学业自我效能感到体能训练应对

方式的中介效应 95% CI 为 0.021～0.209，说明成

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模型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和

成就动机直接效应为 0.707，中介效应为 0.114，中

介效果量为 13.9%。

表 3 成就动机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体能训练应付方式间的中介效应与效果量

项目 效应量 效果量(%) 95% 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86.1

 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 0.414 0.166, 0.670

 成就动机-应对方式 0.293 0.087, 0.487

中介效应 13.9

 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应对方式 0.114 0.021, 0.209

总效应 0.821 　

第 4 期．李秉瑞，等．军校学员体能训练应对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的关系

训练应对方式。基于假设，本研究构建了以学业自

我效能感为自变量，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应对方

式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1）。采用最大似

然法对模型拟合度进行估计，χ2/df＝7.082，拟合优

度指数为 0.940，比较拟合指数为 0.936，规范拟合

指数为 0.927，增值拟合指数为 0.936，说明模型拟

合度良好，模型可以接受。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情绪管理因子显著高于

男生（P＜0.05），即女生更倾向通过宣泄、寻求

情感上的社会支持应对体能训练，这与陈增辉等［3］

的研究结果一致。有意义的是，除学习行为自我效

能感与避免失败无关外，体能训练应对方式 3 个因

子分别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2 个维度和成就动机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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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两两正相关，且成就动机在自我效能感和应

对方式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军校学员学业自

我效能感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其体能训练应对方式。

Bandura 曾指出，个体自我效能感影响其行为动 

机［9］，本研究中高学业自我效能学员在体能训练

中成就动机高，更加乐于付出努力和采取策略应对

训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且更主动地解决训练过程

中的困难，这与李建伟等［10］对艺术院校学员自我

效能感和成就动机的研究结果相符。因此，当训练

中的问题和困难得到解决和克服时，自我效能感进

一步得到强化，成就动机得以维持。而不能顺利解

决和克服时，高自我效能感学员既往习得的自信心

可再度唤起追求成功动机，但低自我效能感学员将

失败内归因，不愿意再付出过多努力，成就动机受

到削减，对体能训练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

因此，在军校体能训练开展过程中，应采取循

序渐进和小步子的策略［11］，让学员在成功经历中

增强自我效能感，进一步调动学员成就动机，以主

动积极的策略应对体能训练［12］，并提倡在训练过

程中采用寻求帮助、合理宣泄和身份认同等情绪管

理方式［13］。此外，对竞争压力大的专业、年级的

学员应进一步加强心理疏导，可通过趣味性训练方

法缓解其对体能训练的抵触情绪［14］，并鼓励学员

在体能训练过程中充分肯定自我、积极应对挑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军校学员体能训练应

对方式的调查研究发现，女生更倾向通过宣泄、寻

求情感上的社会支持应对体能训练。体能训练应对

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有关，且成就动

机在自我效能感和体能训练应对方式之间起部分中

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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