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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险认知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随着经济的发展应愈来愈受到重视
。

本研究在一般

社会情境下
,

讨论了对 46 个风险因家的风险程度及风险特征的知觉 ;个性特征与风险认知的

关系
;
群体的风险认知类型特征

,

以及各样本间的比较分析
.

研究结论提供了公众风险认知结

构的初步轮廓
.

关锐词
:

风险认知 风险程度 风险特征维度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

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引导人们注重生活

质量
。

因此
,

一些风险问题就必然引起 人们的关注
。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
,

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

面推行
,

竞争机制几乎是强行地介入各行各业
。

对于一向习惯于
“

大锅饭
”

的中国人
,

面对这样的
“
新

世界
” ,

他们的心态是否有所变化?探究人们怎样感知风险 (或各种风险事件 )
,

从 lS vo i。 和他的同事

们提出心理测量范式 ( t h e p s y e h o m e t r i e p a r a d i g m )的理论框架 [ ,〕
一

[5〕之后
,

LJ 乎所有的研究都遵循着

范式的基本理论
。

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上的差异
,

对个体的风险认知必然会有直接的影响
。

中国的状

况如何? 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
。

2 研究设计

“

风险认知研究问卷
”
(甲 )是我们为测量一般社会情境中公众的风险认知状况而设计的

。

所谓

风险认知
,

是指人们对影响 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
.

很多社会和 自然方面的

因素
,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

比如政治经济改革
、

能源交通
、

自然灾害等等
。

而这些

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

所以我们称其为风险因素
。

我们这里所说的风险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
,

主要强调风险因素对我们生活和工作影响的不确定性特征
。

风险认知的测量并不是对风险

本身的测量
,

而是测量人们在心理上对各种风险因素的感知和认识
。

2
.

1 方法

2
.

1
.

1 间卷设计

在风险因素调查 中
,

我们收集了 46 个风险因素闭
。

本问卷在这 46 个风险因素基础上
,

对风险

认知方面问题
,

设计了风险程度和风险特征指标
。

另一部分关于被试的背景材料
,

取 自 S l o vi C e t a l

的一项风险认知研究问卷 7[]
。

其 中包括 8 项个性测量项 目
,

即独立 ( D )
、

良好 的理解力 (L )
、

自信

( Z )
、

热情 ( R Q )
、

热心助人 ( R X )
、

温和 ( W )
、

对工作满意 ( G )
、

强烈的竟争意识 ( J )
。

同时
,

我们还增

加了一项 冒险一保守倾向的 自我评价 ( iR
s k )

。

这一部分设计
,

是为了粗略地了解个体个性特征对风

险认知的影响
.

( 1) 衡量风险程度的指标
.

受关于风险概念讨论的启发阁
,

我们考虑用 3 个分指标作为衡量风

险程度的标准
:

①各风险因素对人们影响程度的大小指标 ;②风险因素发生风险而引发后果的严重

性程度指标
;③风险因素发生风险而引发后果的可能性大小指标

。

这 3 个指标的综合作为我们对风

险因素的风险程度的度量
.

用数学表达式可以表述为
:
R 一 f ( A

,

H
,

G )
。

其中
:
R 一风险程度大小量

,

A 一影响程度指标
,

H 一后果发生的严重性指标
,
G 一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指标

。

(2 )风险特征维度
。

心理测量范式中保存了一些基本的风险特征维度
,

在风险认知研究中被普

遍地采用
。

在此基础上
,

设计风险特征维度
,

我们遵循的原则是
,

尽可能多侧面地获取关于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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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

并且使每一个维度都在语义上能够被中国的被试准确地理解
.

我们首先取用了
:

①
“
可控一

不可控
”

维度 ( B ) ;②
“
已了解

、

已熟悉 一新的
、

陌生的
”

维度 ( C ) ;③
“

很普遍
、

平常一很 令人优虑
、

担

心
”

维度 ( D ) ; ④
“

立即产生一延缓产生
”

维度 (B)
;⑤

“

暂时的一长期的
”

维度 ( F )
。

另外
,

考虑到风险因素的属性
,

我们设计了其它两个维度的风险特征
:

⑥
“
人为的一 自然的

”

维

度 ( I ) ;⑦
“

个人的一社会的
”

维度 (J )
。

如果将风险程度的指标
,

也分别看成风险特征维度
,

则风险特征维度问卷共包括 12 个风险特

征维度变量
。

用已收集的 46 个风险因素
,

在每一风险特征维度上逐一进行试测 ( 30 人样本 )
,

根据试测结果

对特征维度的语义表述加以修订后形成最后问卷稿
.

2
.

1
.

2 被试

全部被试由 3 部分组成
,

采取随机抽样
。

第一部分包括各级别机关职员共 76 人 ;
第二部分包括

几十家私营性企业员工共 71 人 ;
第三部分包括十几 家全民性企业员工共 82 人

。

3 结果

3
.

1 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认知

按设计意 图
,

变量 A s ,

A g
,

H s ,

H g 和 G 分别代表各风险因素对社会和对个人的风险程度指

标
。

我们以 R s一 ( A s + H s
+ G ) 3/

,

R g ~ ( A g + H g + G ) 3/ 作为衡量各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的最终

变量
。

其中
:
R s

—
风险因素对社会的风险程度变量

; R g

— 风险因素对个人及家庭的风险程度变

量
; A s

— 风险因 素对社会的影 响大小变量
; A g一风 险因素对个 个及家庭的影 响大小变量

;

H s

—
风险因素对社会后果的严重性程度变量

; H g

— 风险因素对个人及家庭后果的严重性程度

变量
; G

—
风险因素后果产生的可能性大小变量

.

本研究中问卷采用 7 等级测量
,

则 4 为平均等级
; 因此

,

我们假设低于 3 级为低认知等级
、

高于

5 级为高认知等级
.

从总体样本结果 (略 )
,

可大致将风险因素划分为 3 个因素群
:

高风险因素群
、

低

风险因素群及中等程度的风险因素
.

对社会而言
,

高风险因素是
:
R s l 国内动乱

、

R s Z 经济危机
、

R s 3 物价上涨
、

R s 4 食品短缺
、

R s s

人口过剩
、

R s 6 伪劣商品
、

R s 7 政治
、

经济改革
、

R s s 能源危机
、

R s g 社会风气败坏
、

R s l o 犯罪
、

R s l Z

战争
、

R s l 3 社会治安不 良
、

R s l 4 核战争
、

R s 1 5 政治因素干扰
、

R s 2 4 吸毒
、

R s 2 6 地震
、

R s 2 7 洪涝
、

R s z s 火灾
、

R s 3 4 环境污染
、

R s 3 5 电力
、

R s 3 7 核电站
、

R s 3 8 铁路运输
。

其中
,

最高风险点为
:
R s l 一

国内动乱和 R s 1 4一核战争
。

低风险因素是
:
R s 3 9 登 山

、

R s 4 0 滑雪
、

R s 4 1 游泳
、

R s 4 2 足球
、

R s 4 3 辞

职
、

R s 4 5 跳槽
。

对个 人而言
,

风险因素 3段结构稍有差异
。

结果显示
,

人们的优虑是普遍存在的
。

而且
,

一个有

益的现象是人们关注社会超过了关注 自身
.

公众在 46 个风险因素上的风险程度知觉
,

对社会普遍

高于对个人的程度
。

但是
,

比较人们对社会和个人的风险因素段
,

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
,

人们对个人的风

险因素认知
,

不象对社会的风险因素认知
,

存在明显的低风险因素群
。

相对于对社会的风险因素认

知
,

对个人的风险因素认知处在一个中间状态
。

这说明每一风险因素与个体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

对高风险因素群分析
,

对社会和个人的高风险因素有重叠的因素
。

重叠因素包括 R l
、

R Z 等 13

个
。

其中
,

除 3个属于 自然灾害以外
,

其它各因素均属于社会性问题又与个人生活密切有关的因素
。

这些风险因素最可能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
,

成为人们生活中敏感的问题
。

两个最高风险点是 R I 国内动乱
、

R 14 核战争
.

另外
,

R 34 环境污染也相当高
,

有些 出人意料之

外
。

但这一结果看来与国际研究结果非常相似
。

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公众的风险认知
,

可能跟其它国

家公众的风险认知有共同的成份
。

公众的风险认知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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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个性特征影响分析

冒险一保守倾向变量 (ri
s

) k与风险程度变量 R s、

R g没有明显和规律性的相关关系
。

冒险一保

守倾向变量与 自评人格变量中D (独立 )
、

( Z自信 ) 及 J( 强烈的竞争意识 ) 等 3变量有很高的相关

( 自评人格变量由向卷 C 测量
,

其中 D
、

L
、

Z
、

R Q
、

R X
、

W
、

G
、

J 共 8 个变量代表的内容
,

见本文
“

问卷

设计
”

部分 )
.

冒险一保守倾向变量 iR s k 与风险性质变量 R I
、

R Z
、

R 3 有较高的相关
。

农 一 R i
s k

、

R I
、

R Z
、

R s 与个性特征变t 的相关

C o r r e la t i o n s : R ISK R l R Z R 3

J

R I S K

.

2 6 0 5
. .

一 129 9

.

1 1 1 4 一
.

0 3 6 3

.

2 8 0 4
. .

一
.

1 4 7 1

.

0 3 1 0
.

0 4 1 6

一
.

0 3 2 7
。

0 2 7 6

一
.

0 1 0 3 一
.

0 0 9 2

.

1 1 9 3 一
.

0 2 1 3
.

5 4 1 7
. .

一 2 8 9 0
“ .

一
.

1 7 2 9
.

样本 t
:

2 0 1 1一 t a
il e d 5 1, i f

:

一
.

0 59 4

.

0 0 3 9

一
.

1 5 0 4

一
.

0 9 6 0

一
.

1 1 3 8
.

1 0 2 5

.

0 7 2 5

一
.

1 2 2 5

一
.

1 0 2 7

一
.

0 0 9 4

.

0 4 3 0

一 1 9 1 7
卜

一
.

0 6 5 9

一
.

1 0 2 3

一
.

0 5 3 7

一
.

0 6 6 2

一
.

1 8 4 0
“

一
.

2 3 5 6
协 ,

DL2RQxRwG

苦 一 0 1 补 朴 一 0 0 1

表 1 反映出个体冒险倾向与个性特征的关系
。

我们设想
,

个体所具备的独特的个性特征如独

立
、

自信和竞争意识等
,

都不是与生俱来
,

而是经过长期的环境熏陶和培养而获得的
。

它们一经形

成
,

就成为个体较为稳定的个性品质
,

并不轻易改变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为
,

个体的冒险性倾向
,

也是

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体特征之一
,

它一方面受个体内在素质的制约
,

同时也因风险情景不同而有不同

的表现
。

3
.

3 群体风险认知类型分析

被试间有不相同的风险认知水平和风险认知结构
,

个体差异特征在风险认知中表现也较为明

显
。

因此
,

我们希望找到风险认知中有关人群的共同特征
,

并据此对人们风险认知中的共性群体进

行分析
。

聚类分析 ( cl us et r
an al ys i s )的方法

,

近些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 的研究
。

本研究是对

被试 (c as e) 进行的聚类分析
。

( 1) 聚类方法
:

聚类分析必须选择聚类的基础变量
、

距离的测量标准和聚类的标准
。

我们选择欧

几里得的距离平方 ( S E U C IL D )为距离测量标准
,
w a dr 聚类生成法为聚类标准

。

(2 )聚类指标
:

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 R g 集中反映人们对风险因素的认知状况
,

因此我们选择

R g l… R g 3 4 作 为聚类指标
.

( 3) 聚类结果
:

根据计算结果
,

可将被试稳定地划分为 3类
。

其 R g 均值 (略 )及其它变量值见表

2
。

( 4) 被试类垫分析
: 3类被试在变量 Rg 上的均值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

这样
,

我们很容易从 R g

上把握 3 类被试的粗略特征
。

类型 , 的被试 ( 26 例 )有很高的风险程度认知
,

几乎对每一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等级知觉均高

过其它两类被试 1一 2 级
;
其它变量上的值也都与另外两类被试有明显的差异

;
iR

s k 值反映出 , 类

被试最倾向于保守
;
与 iR

s k 相关较高的变量 D
、

l
、

J上的均值也高过 另两类被试
,

即这类被试在独

立
、

自信
、

竞争意识方面都较弱
,

对风险性质的认知也最为消极
。

因此
,

我们推测
,

皿类被试是属于高

优虑
,

并对风险抱有消极态度
.

我们将其命名为焦虑型
。

这类被试的人数占有效样本数的 14
.

6%
,

是 3 类被试中人数最少的一类
。

类型 n 被试的 R g 变量值最低
,

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低风险程度认知
。

以 7 级等级度量
,

4 级是

中间值
,

11类被试的 R g 值均在 4 级左右
.

仅有 R g l o ,

R g 1 9
,

R g Z s
,

R g 2 9 达到 T S 级
。

这样看来
,

一

般性的风险因素
,

仅仅唤起他们的警觉状态
,

并未引起优虑性反应
,

风险因素未构成被试心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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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

在变量 iR
s k

、

D
、

I
、

J
、

R l
、

R Z
、

R 3上的值虽然与 1类被试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

但其趋势是完

全一致的和明晰的
。

在变量 D (独立性 )的值
,

与其它两类被试有较为明显的差别
,

因此
.

这类被试有

较为独立的个性特征倾向
。

由此可见
,

n 类被试是一群积极
、

乐观
、

独立
、

自信
、

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

并且对风险没有心理负担
,

持有坦然
、

豁达的态度
.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

这类被试在样本量中的比重

不小
,

占有效样本 1 77 个中的 80 个
。

我们的社会也许正需要这样能坦然面对风险
,

并有 良好人格特

征的个体
。

这样特征的个体在 目前迅急变化的形势中
,

一定会有更好的作为
。

我们将 n 类被试命名

为积极坦然型
。

类型 I 被试在 R g 上的值
,

介于 n
、

n l 类之间
,

他们风险因素与风险程度知觉普遍超过 了 5 级
。

这说明他们对风险因素的存在有适度的警觉
,

并伴随一定的忧虑情绪特征
。

在变量 iR
s k

、

D
、

I
、

J
、

R l
、

R Z
、

R 3 上的值
,

与 n 类被试 比较接近
。

我们把 I类被试称为适度优虑型
。

表 2 三类被试在个性特征上的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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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研究是对 目前经济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 3 个样本的风险认知结构的讨论
。

该研究是初步 的
,

但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群体在 46 个风险因素上风险认知的构成
,

以及与其它相关因素的 内在关系
。

从数据结果分析中
,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个性特征
、

冒险性倾向特征
、

对风险性质的认知等因素的相

互影响
,

以及它们共同对风险认知结构的影响
。

这实际上反映了个体认知过程的一般性规律
,

但同

时又提供了关于特定的认知客体的认知特征信息
。

本文 3
.

3 部分中关于风险认知类型的分析
.

集中

反映了上述因素在风险认知结构中各 自的作用和意义
。

5 参考文献
幼

G o s cz z y n s k a
M

,

T v s z k a
T

,

S l o v
i
e P

.

R i
s k P

e r e e p t i
o n

i
n

P
o la n d

:

A oC m p a r is o n w it h T h r e e O t h
e r C o u n t r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eB h a v
i
o r a l eD

e
i
s
i o

n
M

a k in g
,
1 9 9 1 . 4

:
1 7 9

一
1 9 3

3rI
u n

W
.

C o g n i t i
v e

oC m p o n e n t s
i n R i

s k P e cr e p t io n : N a t u r a l V e r s u s
M

a n m a d e R i s k s
.

J o u r n a l o f eB h a v io r a l eD
e
i
-

s
io n M

a k in g
,

1 9 9 2 ; 5
:
1 1 7

一
1 3 2

K
r a u s

N
,

M
a lm f o r s

T
,

S l o v
i
e

P
.

I
n t u it i

v e
T

o x ie o l o

盯
:

E
x

讲
r t a n d L

a y Ju d g m e n t s o f C h
e m i e a

l R i s
k

s
.

R is k A n a l y
-

5
1
5 ,

1 9 9 2 ; 1 2 ( 2 ) : 2 1 5
一
2 32

S jo be
r g L

,

Dr
o t t z 一

jS o be
r g

.

K
n o w k d g e a n d R i s

k P
e r e e p t io n A m o馆 N u e

l
e a r

P o w
e r

P l
a n t E m p l

o ” e s
.

R i
s k A an l

-

y s is
,
1 9 9 1 ; 1 1 ( 4 )

:
6 0 7

一
6 1 8

S lo v i e P
,

K
r a u s

N
, e t a l

.

泣t e l R i
s k P

e r e e p t io n o f P
r e s e r i p t i o n

Dr
u g s : R e p o r t s o n a S u r v e y i n C a n a d a

.

C a n a d ia n

Jo u m a
l

o
f P

u b l i
e H e a l t h

,

1 9 9 1 , 1 8 ( 2 )
:
1 5

一
2 0

谢晓非
.

国人关注的焦点— 项风险认知研究的初步结果
.

社会心理学大会 (中国内蒙古 )
.

1 9 9 4

S lo v ie P
, e t a

l
.

A t t it
u
d

e a n d eP
r e e P t io n S

u r v e v
.

1 9 9 3
.

谢晓非
,

徐联仓
. “

风险
”

性质的探讨— 一项联想测验
.

心理科学
,
1 995

,

18 ( 6)
:
3 3 1

~
3 3 3

月O,
` .ǎ吕



第 4 期 英文摘要 3 8 3

e h a r a e t e r a n d e o m p o n e n t s
i n t h e t a s k o f e o g n it i

v e e o m
-

P O n e n t s
·

K
e y w o r

d
s : n o r p h o lo g i

e a l lp e r x e p t io n o f C h in e s e

e
h

a r a e t e r s ,
p e r e e p t u a l in t e g r it y

,
p r

im in g
, 3 a m e 一 d if

-

fe r e n t j
u d g e m e n t

·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F R O M T W O W A Y S O F

E N R O L L I N G IN A K E Y H I G H S C H O O L

K洲 g K e 叮i , : ,

aC i B e妙i n g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P s界 b o l o g y ,

E
a 肠 t C h i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S h a n g h a i )

L
a s t y e a r , t w o w

a y s o f e n r o l li飞 w
e r e a d o p t e d

b y a k e y h ig h
s e h o o l i n S h

a n g h a i
.

T h e t w o g r o u p s o f

s t u d e n t s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t h r o u g h fo u r p s y e h o lo g i
e a

l

t e s t s
.

T h e r e s u l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r e
w

a s n o s
ig n if ie a n t

d i f fe r e n e e
.

A
n d th i

s e a u s e d u s t o th i n k f u r t城
r 盈b o u t

t h e e o n e e P t o f d i
s P o s it i o n ,

i n d iv id u a l e d u e a t i o n a n d

哪 k e s u g g e s t io n s a b o u t h o w t o d e v e l o p in d i
v
id u a l e d u -

C a t 1O n
-

K
e y wo

r d s : t w
o

w
a ” o

f
e n r o l l in g

,

d i
s p o s it i

o n .

i dn i
v idu a l e d u e a t i o n

.

R I SK P E R C E P T I O N I N G E N E R A L S O C I A L

S I T U A T I O N

X 抽 X ia q f愁i

( P o cy h o lo g i e a l eD
p a r t m e n t ,

eP k in g U n i v e r o it y )

X u L i a n c a , : g

( P s界 h o log i e a l nI s t i t u t e ,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 e i e n e e s )

T h e s t u
d y e x p l o r e d t h e s e n s e s o f r

is k m a g n i t
u d e s

a n d r
i
s k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4 6 r
i
s k i t e m s , t h e r e l a t io

n -

s h i P 悦 t w e e n p e r s o n a li t y a n d r
i
s k p e cr e p t io n , t h e t y p i

-

e a l fe a t u r e s o f r
i gk p e r e e p t io

n w i t h in g r o u p s , e o m
-

P a r e d a n d a n a ly s e d t h e s a m P l e s
.

T h e
i n i t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o f r is k P e r e e P t io n o f t h e P u b li e w a s a l s o s k e t e h e
d in

th i
s s t u d y

.

K
e y w o r d s : r

i
s k p e r e e p t io n , r

is k m a g n it u d e , r
i
s
k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IM P L I C I T A N D

E X P L I C I T M E M O R Y

G u o L IP i n g
,

aY
n g Z h i l ia n g

( eD p a r tm e n t o f P吕 y e h o l姐 y ,

E a 吕 t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W it h t h e r e v
i
s e d P r o e e s s

d i
s s o e i a t io n p r o e e d u r e

( A
.

Bu
e h n e r , e t a l

. ,

1 9 9 5 )
,

im p li e it a n d e x p l ie it

m e

mo
r y 成

s p ce i f ie P ie t u r e s h a d b e e n d i s s o e i a t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h o w e d、 e x p l ie i t me mo
r y o f s p e e if i e p i

e t u r e s

r e ac h e d t h e

琳 a k a t t h e a

罗 1 2
,

b u t im p li e it m e m o r y

s h o w e d l it t le d e v e l o pm e n t a l e h a n g e o v e r t h e a g e s
.

K e y w o r
d

s :

im p l ie it m e

mo
r y

, e x p li e it m
e m o r y

,

p r o e e s s
d i s s o e ia t io n , r e e o砂 i t io n

.

T H E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T H E P S Y
-

C H O L O G I C A L N E E D S O F C R IM I N A L S IN

C U S T O D Y A N D T H E P R E D I C T I O N O F

T H E I R B E H A V I O U R S

J从劫了
、 壬认哟沙万

( E d u e a t i o n D e p a r t m e n t ,

N o

rtn
a l C o l! e g e ,

S h e n 小 e n U n i v e r s i
-

t y )

T h e a r t ie le s t u d i
e s t h e p s y e h o l o g i

e a l : 、 e e d f e a -

t u r e s a n d b e
h

a v io u s P a t t e r n s e r im in a l s in e u s t o d y
.

1 9 1

e r im ia l
s a n

d 1 9 4 e it i z e n s
w

e r e t e , t e
d b y m e a n s o f t h

e

E dw a r d s P e r s o n a 1 P r e f e r e n e e cS h
e d u le ( E P P S )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s p e e
i
a l p s y e h o lo g i

e a l n e e d s

w e r e d i ff e r e n t b e t w e e n t h e e r
im i n

a ls a n d
e
i t i

z e n s
.

T h
e

t e s t e o 一 e ff i e ie n t s o f 1 6 t a r g e t s o f E P P S w e r e o b v
i
o u s

.

T h e e r
im in

a l s h a d 8 n e e d s
w h i e h r e v e a l e d b e h a v

io
u s

P a t t e r n s
.

A m a t h e m a t i
e s P a t t e r n t h

a t e s t im a t e s P s h e y
-

o lo g i
e a l n e e d s

w
a s e s t a b l is h

e
d w i t h m u l t i一 i t e m s t e p 一

w i s e r e g r e s s io n m e th o d
,

w h ie h e a n e v a l u a t e t h e b e -

h a v i o u s e h a n g e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e r im i n
a ls

.

T h e

p a t t e r n w il l p r o v id e o f f ie i a
l
s i n e h a r g e o f la b o r r e fo r m

w i th a t r
i a l P r e d i e t io n m e h t o d

.

K e y w o r d s : e r im ia l
, n e e d

A S T U D Y O F L I A N G Q I C H A O
’

5 T H O U G H T

O N L E A R N I N G P SY C H O L O G Y

L i u Z h e , : z h on g

( C h in a
W

e l f n r e I n s t i t u t e )

T h e s t u d y s u m m e d u p L i
a n g

, 5 v
i
e w o n l e a r n i

n g

p s y e h o lo g y i n t h e lig h t o f t h e s y s t e m o f e o n t e m p o r a r y

e d u e a t io n a l p s y e h o lo g y a n d t h
e e

l
a s s if i e a t io n o f d

a t a in

h i
s w o r

k
s

.

L ia n g Q i e
h

a o m a i n t a in e d t h
e fo l lo w i n g

m e t h o d s e o u ld a r o u s e s t u d e n t s ,

le a r n in g in t e r e s t : r e -

la x in g o n e s e
lf

, n o t g i
v
in g u p

, s t u d y i n g d e e p l y
,

m a k
-

i n g f r
ie n d s

.

H e h e l d t h a t s t u d e n t s s h o u ld h a v e f o u r a s -

P e e t s o f a b i li t y : q u
i e k一 w i t t

e d n e s s ,

k e e n o b s e r v a t io
n

.

o r
ig in

a l it y a n d d e d u e t i
o n , t h e y s h o u l d h a v e t h e f o l lo w

-

in g b a b i t
s :

lo y a
l t y

,
p r o f u n d i t y

, e a u t i
o u s n e s s ,

i n de f
a t i

-

g a b i li t y ; t h e y s h o u l d u s e t h e s e m e t h o d s t o
l
e a r n : b e -

in g d e t e r m i
n e d

,

b e
in g g o o d a t o b s e r v

i n g a n d t h in k in g
,

be in g r e s p e e t f u l
,

b e
in g g o o d a t a r g u m e n t a t io n , a n d

b e
i
n g i n t e r e s t e d in

r e a d i n g e x t e n s iv e ly
.

K
e y w

o r d s : r e l a x
i n g o n e s e lf

,

d i
s c e r n i

n g p o
w

e r ,

e a u t io n s ·

b e
i n g g o o d

a t o b
s e r v i n g a n

d t h i n k i n g
·

i n t e r -

e s t
.

A R E S E A R C H A B O U T A C H I E V E M E N T

G O A L S A F F E C T IN G A C H I E V E M E N T M O -

T I V A T I O N A N D A C A D E M I C P E R F O R
-

M A N C E

L i a ,: 9 H a i即` e i

( In s t i t u t e o f P s y e h o lo g y , t h e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 e i e n e e s )

G u o D 己j u , :

( C a P i t a l N o

mr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Z h a n g G u i l i a n g

( eB i ji o g A e a d帅 y o f E d u e ;` t i o n a l cS i e n e e。 )

( ) n t h
e b a s is o f M

a e h r , 5 s t u d y
,

t h i
s P a P e r e x a m

-

i n
e d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b e t w
e e n a e h i e

v e m e n t g o a l s a n d m o t i
-

v a t i o n a s
w

e l l a s a e a d e m i
e p e r f o r m a

nc
e

.

Pa th a n a l y s
i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a s k 驴
a ls p o s i t iv e ly a f fe e t e

d p e r fo r m a n e e

动ro ug 乃功力口为
srb 二口。 帕 。 b刀 耐汤

8 石,r/ 厅 即打八 n e召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