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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researcher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Based on the litera-
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and introduces the progres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its sub-theories. It also explains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related 
variabl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broad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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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决定理论(SDT)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自提出来后就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自

我决定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效果。文章基于文献对自我决定理论及其亚理论的进展

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对现有研究中关于自我决定理论相关变量的评估测量方法进行了说明，并

概述了自我决定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文章也指出自我决定理论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广阔的发展空

间，以期对教育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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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Seligeman 首先提出了的积极心理学的概念，与以往传统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

反对心理学只对消极和病态心理现象的关注，提出要对人的积极美德和优势进行研究。经过不断研究和

发展，总结出积极心理学主要研究三部分内容，一是积极人格特质，认为人有 24 种积极的人格品质；二

是积极情绪体验，以幸福感的研究为代表；三是积极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良好

的组织关系[1]。作为积极心理学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是
一个与动机相关的理论，与以往把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二分法不同，它认为动机是一个由内

到外的连续过程，认为人生来便具有自我发展和整合的潜能，但这种发展和整合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

人有充分认识自身条件与外界环境条件的能力并依靠内在动机做出自我决定的倾向。自我决定理论提出

以来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主要体现在体育、管理和教育等领域。文章对自我

决定理论的理论进展、评估方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概括，并对自我决定理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

展望，期望对自我决定理论的综合概述能为我国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2. 自我决定理论及其理论进展 

随着自我决定理论的不断发展，目前自我决定理论主要包含 6 个子理论。分别为：认知评价理论、

有机整合理论、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因果定向理论、目标内容理论和关系动力理论。具体来看，第一，

认知评价理论主要阐述外在环境对内部动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二，基本需要理论提出人有关系、

自主和胜任三种需要，是自我决定理论的关键理论，三种需要的满足使内部动机得以满足，从而增强自

我决定性；第三，有机整合理论把动机的连续过程分为四个过程：即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

整合调节，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是控制性动机，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属于自主动机，主要介绍人们为什

么会产生某种行为；第四，因果定性理论主要阐述个体差异对内部动机的影响；第五，关系动力理论主

要介绍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对内部动机的影响；第六，目标内容理论把目标分为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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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它来介绍人们追求什么样的行为。上述相关理论均得到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但也有部分亚理论仍存

在一些争议，如目标内容理论和关系动力理论作为自我决定理论的理论新发展，有关目标与动机的内涵

也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文章拟对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的上述两个理论进行辨析和说明。 

2.1. 不同理论视野下的目标内容与动机 

Kasser 和 Ryan 研究人们在人生目标上的个体差异时，发现目标内容与幸福感相关[2]。国内研究者

胡小勇较早对目标内容理论进行过介绍，揭示了目标内容与以往目标的区别，即动机心理学中的目标是

指个体预期自己行为所达到的结果，而目标内容则强调个体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标[3]。该理论把目标分

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内部目标激发内在动机，增强自我决定性，外部目标则相反。自我决定理论认

为，追求内部目标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因为促进了对自主，能力和关系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相

反，对外部目标内容的强烈追求不能满足基本心理需求，而且外部目标往往是针对外部价值指标，与过

度的社会比较和不稳定的自尊相关联。 
有机整合理论把动机分为无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且动机是个不断内化的过程[4]。动机内化

的过程分为：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是控制性动机，动机内

化的连续体如图 1 所示。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属于自主动机，自主动机是指个体参与某项活动是因为活

动本身是有趣的和令人满意的，控制动机是指个体参与某项活动的原因与活动本身分离。目标内容理论

强调追求什么目标，自主动机和控制动机则强调为什么要追求该目标。举例来说，A 同学为促进自我成

长努力学习英语(内部目标)，原因有：A 同学自己非常喜欢英语(自主动机)；A 同学努力学习英语是因为

父母希望他能学好英语(控制动机)。Vansteenkiste 采用内外部目标启动的方法，发现在内部目标对学习成

绩的影响上，自主动机起部分中介作用[5]。自主动机对学习成绩有独立的影响，验证了目标内容与自主

动机的区别。 
 

 
Figure 1. Self-continuation of motivation internalization 
图 1. 动机内化的自我连续体  

2.2. 关系动力理论的新阐释 

关系动力理论是由 Deci 和 Dyan 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的最新理论，目前国内尚无相关介绍[6]。人们

最重要的价值观和动机之一是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SDT 认为“Relatedness”是一种凭借自身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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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的心理需要。要促进人际互动的幸福感，在这种关系中不仅要体验关系的满足还要体验到能力

和自主的满足。该理论的核心是，出于对关系的需求，人们会寻求与他人的接触和归属，并试图发展亲

密关系并建立高质量的关系。尽管关系需求的满足可以预测人们关系满意度或关系幸福感的体验，但单

靠关系需求满足并不足以保证高质量的关系，高质量关系还要求人们在关系中满足自主的需要以及对能

力的需求。为了达到高质量的关系，必须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关系能够促进幸福

感和增加工作效率，减少对星期天的期待[7]。高质量的关系不仅需要个人自主且从同伴那里获得自主，

而且在关系内部存在自主与自主支持的相互作用。 

3. 自我决定理论的测量与评估 

3.1. 内部动机的测量与评估 

自我决定提出以来，研究者从增强内部动机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内部动机测量方法可概括为自由

选择法和自我报告法。自由选择法是由自我决定理论的创始人 Deci 提出的，该研究方法常见于实验研究

[4]。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会给被试设置一些目标任务，研究者中途借故离开实验室，观察被试自由选择

完成目标任务的时长，继而测试被试的内在动机水平。Deci 认为在研究者离开实验室的时间里，被试原

本可以选择不继续做任务，但如果被试仍然选择继续完成任务，那么就可以说被试的这一行为由内部动

机驱使。这种方法假定个体在自由支配的时间范畴内会选择从事被内在动机驱动的活动，该方法不但适

用于实验研究，而且也可以测量个体在具体活动中的内在动机水平。此外，自我报告法也是探查内部动

机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以量表为主，如常见的内部动机量表(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Inventory)和学

业自我管理问卷(SRQ-Academic)。内部动机量表主要用于评估被试在实验室实验中与目标活动相关的主

观体验，包括享受、感知能力、努力、价值、紧张程度和认知选择六个维度，它是测量个体内部动机水

平的主流量表之一。学业自我管理问卷主要用来评估学业领域个体在动机或管理类型上的差异，包括外

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内部动机四个维度，目前该问卷广泛应用于学业管理的教学和科研中[8]。 

3.2. 自主支持的测量与评估 

自主支持是自我决定理论强调的一种社会环境，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当一个人能够决定自

己的行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会体验到自由和满足，也会付出更努力，最后获得更好的成绩。自主支

持的测量与评估主要以自我报告法和实验法为主。其中基本心理需要量表(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cales)是自我报告法中最常见的评估工具，量表包括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三个维度，主要用来评估人

们对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感受程度。胡小勇还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主要用于评估个体自主支持

程度的水平高低[9]。此外，感知到的自主支持问卷-学习气氛问卷(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The Cli-
mate Questionnaires)还常被用于评估在教育情境下学生对教师自主支持的感知[10]，该问卷主要测量个体

对权威者给予的自主支持的感知，陈艳对该问卷进行了中文版修订，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学生的现实情况

[11]。此外，实验方法也常用于自我支持的评估，如自主支持的实验研究通过情境启动的方式来创设一个

自主支持的情境和受控的情境，在受控情境中使被试感受到自己的老师经常使用指示和命令(如必须、一

定)的语气，且很少倾听和接纳学生的感受和观点；而在自主情境下被试的老师则经常使用商量(如能不能、

可以吗)的语气，并且愿意认同学生的需要、兴趣和偏好，花时间倾听和接纳学生的感受和观点。 
综上可知，自我决定理论的相关评估工具已经较为成熟，但主要以国外研究者开发的工具为主，且

并非所有的测评工具和实验范式都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此外，由于我国学界对自我决定理论

及其亚理论仍处于介绍为主的阶段，尚没有基于本土文化对该理论及其评估工具有进一步发展，即该研

究领域的本土化研究的趋势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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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我决定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自我决定理论被证实可以用来解释教育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策略、学习成就和学习持续性。自我决定

理论在教育上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动机内化对学习绩效(学习成绩、学术成果、积极情

绪、自尊、思维灵活性、创造力和积极的信息处理过程等)，二是教师的自主支持与学习绩效的关系，三

是目标内容对学习绩效(学习持续性、学习成绩、幸福感、概念学习和机械记忆等)的影响。 

4.1. 动机内化与学习绩效的关系 

根据有机整合理论，外部动机到内部动机是一个涉及动机内化连续的过程。研究表明学习环境(班级

氛围)，自主支持的学习环境与控制性的学习环境，前者可以增强学生的内部动机，后者削弱内部动机，

从而影响学习成绩[12]。自主支持的环境与学业能力、学业表现和高的幸福感呈正相关。相反，控制型环

境会减少概念性学习且造成低的学业成就。传统教育中，学校教育一般是根据考试大纲，考什么学什么

且学生学习压力大，结果导致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逐年下降，学习的目的越来越功利化。教育中

常用的激励学生学习的措施是给予奖励，但奖励作为一种外部动机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奖励可

以是一种控制性动机，比如，家长要求孩子今天晚上顺利完成任务奖励游戏机。所以，教师与和家长要

妥善使用奖励，否则会降低孩子学习的内部动机。 

4.2. 教师自主支持与学习绩效的关系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当学生的学习环境是自主支持的而不是控制的时，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且对

学习的参与度和吸收效果更好[13]。控制性环境又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外在控制指带有明显的强制

性策略使用(奖励、期限和控制性言语等)，内在控制是由个体给予，具有代表性的是内摄调节，个体感到

羞辱、内疚等[14]。教育研究中，通常研究外在控制。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控制性的学习环境对自主动

机的破坏作用，这一结果会降低学习持续性和学习效果，特别是对需要深层加工的概念学习。相反，自

主支持的学习环境避免了外在期限要求和控制性言语，研究发现能够增强自主动机，促进学习适应性和

学习成绩表现[5]。也就是说，在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通过自主动机中介。此外，研究已经证明自

主支持的学习环境，与学生的内部动机和胜任感呈正相关。如，陈艳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感知到的教师自

主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呈正相关；在罗云等的研究中，发现感知自主支持对学业倦怠的影响通过基

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和自主动机的链式部分中介作用产生影响[15]；陈继文的研究发现教师自主支持对学习

投入的影响通过家庭社会阶层与自主动机中介影响[16]。 

4.3. 目标内容效应与学习绩效的关系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通常与不同的学业表现相联系，内部目标往往比外部目

标更具有学业适应性[14]。在学习活动中，外部目标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学习任务转移到外部价值指标上。

同时，目标内容与社会环境的类型相交叉。当目标呈现给自主支持情境下的儿童时，概念学习比在控制

情境下呈现时更大，但死记硬背并不随呈现方式的不同而不同[17]。内部目标相对于外部目标对学业的效

果更加积极，大量研究者认为可以从期望价值理论解释。假设对两个目标的期望值相同，对于内在目标

而言，内部动机会更大，因为动机是预期时间价值的函数。随着内在目标价值和动机的增加，会导致更

多的关注和精力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同时增强学习效果。然而，研究表明被试分别在内在目标条件下、

外在目标条件下和双目标条件下，并不能得出双目标叠加有更好的学习效果[18]。匹配理论认为，当个人

与环境的目标一致时，即具有外部目标倾向的个体在外部目标条件下也会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即目标

内容对学习的影响不仅仅依靠目标本身，还依靠于目标内容与学习者的目标导向。然而 Vansteenkiste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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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证明不管个人内部与外部目标取向以及他们对学习活动的自发感知是否为内部或外部目标服务，外部

目标相对于内部目标都损害自主动机，降低学习效果[19]。不管学生自身是外在目标导向还是内在目标导

向，教育活动中所向学生解释的有关学习活动的意义对于学习绩效才是最重要的，教师可以促进学生内

部内容目标的形成，即使面对那些个人拥有更强的外部内容目标而不是内部内容目标导向的学生。 
目标内容理论的一个重要附加点是自主性，即当教师具有自主支持能力时，相比教师试图以一种控

制方式促进内在目标，其学习成就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如果学生感到有压力参与学习，或者因为教师

依靠外部控制或内部控制策略，学生对学习的乐趣以及他们在概念上的整合和他们对学习活动的持续可

能会被阻止。所以，教师利用内在目标来组织学习活动，并提供自主支持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变得更

加专注和更真诚地参与学习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5. 小结 

综上所述，文章对自我决定理论及其亚理论的进展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进一步区分了目标

内容和动机的概念，还对现有研究中关于自我决定理论相关变量的评估测量方法进行了说明，并概述了

自我决定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但是，我国在自我决定理论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方面，且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持，

自我决定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也具有广阔的空间，但在具体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还亟需开展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测量与评估方面，相关量表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使用存在争议，比如学

业自我管理问卷，该问卷中引用角色义务的项目，其功能上与避免惩罚关注奖励并无差别。跨文化的研

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会把“角色义务”内化，与“角色义务”相关的助人行为个体同样可以体

验到幸福感与自主感[20]。另外，动机内化的四个过程，研究者通常用它来区分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然

而，对这四种形式的发展却研究甚少，比如，这四种调节形式的出现是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顺序，或在

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否有一种形式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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