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5 中外企业家

创新动机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目标定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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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对国内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研，根据“目标———动机———

行为”这一内在逻辑路径展开研究，基于目标定向视角探究创新动机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提出引导学生确

立目标、激发学生创新动机、培育学生创新行为，为促进创新动机到创新行为的转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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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总目标为“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
显增强。”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加强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创新驱动战
略实施的根本基础，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将从目标定向视角
出发，以“目标———动机———行为”这一内在逻辑尝试探究创新动机
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影响，便于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实施良
性干预。

2 理论基础
2.1 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的最好方

式，该理论假设之一为人们的行动是由有意识的动机引导的，而非
无意识的自发行动。行为意向是决定行为的直接因素，是指影响个
体行为的动机因素，表明个体意愿尝试某种行为，并为之付出努力
的程度。通常行为意向越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越大（AJZEN，
1991）。动机指的是行为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杨伟清，2021），在针对
基层干部的研究中，个体具有的多种担当作为动机的具体子维度都
会形成担当角色认同，完成自我整合，进而产生担当作为的行为（郭
晟豪，2021），根据公共服务动机的涓滴效应，领导的公共服务动机
通过影响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而激发后者的变革担当行为（陈
鼎祥，刘帮成，2021）。综合来看，个体的动机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动机是行为产生的内生驱动力。

2.2 目标定向
目标定向的概念起源于 Dweck（1975，1986）及其合作者（Dweck

and Eliott，1983；Dweck and Leggett，1988）对学生成就动机的研究。
目标定向理论主要来源于成就目标理论，成就目标理论是以社会认
知理论为基础的动机理论。Dweck and Leggett（1988）提出了两种目
标———学习目标和成绩目标。学习目标占优势的个体把注意力集中
在对任务的把握和理解上，注重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成绩目标占优
势的个体会有向他人展示自己才智和能力的明显意愿，同时极力回
避那些可能会失败或会表现出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境。在目标定向理
论中，Dweck（1986）引入了智力的内隐理论，用于解释为什么不同
的个体有不同的目标定向。智力的内隐理论表示，不同的个体对能
力的本质有不同的内隐观念，一些个体相信智力增长理论，他们认
为智力是一种可塑的、可增长的以及可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会追

求学习目标来提高自己的能力；一些个体相信智力实体理论，他们
认为智力是一种稳定且不可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更可能追求成绩
目标来确保他人对自己智力的积极评价。

目标定向最初被定义为在成就任务中个体行为的一种情境化
导向，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经验，引导着个体对事件
的解释及其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的产生。许多研究表明，学习目标
定向会显著地促进个体的兴趣和内在动机，促进个体自我效能感的
提升，还会促进个体与他人合作的意愿。具有学习目标定向的个体
关注个人能力的发展，乐于接受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对工作有很强
的内在动机和自主性，从而在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中能够积极寻
找学习和创造的机会。

2.3 目标定向对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
目标定向是个体内部的始发性因素，是引发学生学习动机兴

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要求
相匹配。虽然学习是通过观察、研究或实践获得认知与技能的过程，
在过程中个体的能力会得到提高，但当学习与实践性、操作性极高
的创新创业课程挂钩时，传统的学习模式反而会制约个体的发散性
思维，在专业教育中形成的对资源、环境与机会的模式化考察与思
考模式，往往会使创新者产生更加强烈的失败恐惧感，对个体创新
能力的提高形成阻碍。目标定向作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可以对学生的行为和成绩给出合理的解释。根据“目标———动
机———行为”路径，教师在课堂中引导学生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充
分调动学生创新动机，最终体现在创新行为上。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选取财经类高校开设过创新创业类课程的班级学生作

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两个时间段收集数据，时间
点 1为创新创业课程开设前，调研变量是学生的创新动机，时间点
2为创新创业课程开设后，调研变量是学生的创新行为。调研分两
个时间点进行，每次均发放问卷 99份，回收问卷后，对两个时间点
收集的问卷进行配对和分析，最后回收问卷 94份，回收率为 95%，
经筛选，有效问卷共计 73份，有效率为 78%。

3.2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均选用发表在权威期刊上

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都由学生按照 5点 Likert计分，5表示“非常
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

创新动机采用潘静洲、娄雅婷和周文霞（2013）翻译的 Tierney
et al.（1999）的创新动机量表，该量表包括 5道题，量表中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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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有“我喜欢寻求工作中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喜欢提出工作
的新思路”等。经检验，结果显示量表 Cronbach's 琢值为 0.845，
KMO值为 0.759，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 159.489，P<0.0O0，说
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创新行为采用杨付和张丽华（2012）对创新行为的测量，采用
Scott &. Bruce（1994）编制的创新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 6道题，
量表中的代表性条目有“我总是寻求应用新的流程、技术与方法”
“我经常提出有创意的点子和想法”。经检验，结果显示量表 Cron原
bach's 琢值为 0.843，KMO值为 0.82，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
162.458，P<0.0O0，说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3.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结果显示，

创新动机变量和创新行为变量的均值较高，标准差较小，表示受调
查的学生普遍存在较强的创新动机和较多的创新行为。创新动机变
量 1代表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会采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变量 2代表
会对现有工作流程提出创新优化，这些创新动机存在于个体内部，
当处于适当的情境中就会成为创新行为的内驱力。创新行为变量
10代表创新行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要有前期的计划和规划，创
新行为变量 9代表为使创新行为有好的结果，需要去争取更多的资
源支持，这些创新行为表现出个体对事物发展内在机理的认知，创
新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创新动机变量与创新行为变量基本呈正相关，其中创新动机变
量 1和 2与创新行为变量均显著正相关（p<0.01）。变量间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3.3.2 假设检验
表 2呈现了回归分析结果，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

（茁=0.573，p<0.001），此结果符合本研究的预期，为研究假设提供了
支持。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 p<0.05尧p<0.01尧p<0.001渊双侧检验冤遥
4 研究讨论
4.1 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确立目标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经过实践与发展，已经

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开展创新创业通识教育、完善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需要不断调整课程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分为三个层级为第一层级为创新创业基础课程体系，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创业基础》等通识必修课程，属于启蒙性创新创
业教育，聚焦于促进学生对于创新创业的价值认同，并没有明确的
专业指向；第二层级为创新创业能力课程体系，聚焦于促进学生结
合自身专业背景形成一定的创新创业方向，此层级将创新创业教育
与学科专业相结合，引导学生从所学专业出发，形成初步的创新创
业意识与方向判断；第三层级为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体系，面向全校
学生开设创新创业实践系列模拟课程，以创新创业项目模拟实践为
主，在实践层面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在模拟的实践情境下开展
创新创业项目，是较高层次的创新创业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构建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遵循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提升的内在规律，明确创新创业教育不同阶段要解决的关键性
问题及其相应的教学安排，学生可在不同的层级设定不同的目标定
向，第一、二层级以通识教育、知识储备为主，目标定向可以侧重于
学习目标，第三层级以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主，此时的目标定向
可侧重于成就目标。

4.2 改革创新创业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创新动机
创新创业课程是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载体，也是激发学生

创新动机的关键点。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传统课程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等一系列的变革。一是课程
目标的变革，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
难以测评的、隐性的内容；二是课程内容的变革，教师要强化教学内
容的情境化，在知识发现和探索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
开发“主题学习”和“项目学习”形式，引入“程序性知识”，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实现新旧知识的加工、转化、整合，引导学生创新意向
和创新思维内在要素的联动；三是课程组织的变革，创新创业课程
更重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程组织过程中，可采
取“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课程学
习活动，教师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
中，发现问题和利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从而锻炼思维的变通性、演
绎性和归纳性。

4.3 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培育学生创新行为
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之外，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是培育学生

创新行为的沃土。一是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为依托，开展创新创业
讲座、沙龙、技能培训、路演实战等活动，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导师
和创业成功校友走进校园，交流创业体验与得失，丰富创新创业知
识教育的内容，营造创新创业意识氛围，鼓励创新创业行为；二是以
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为依托，将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转化为创新创业
行为，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等竞赛，引导学生发现创新创业计划，形成创新创业项目，促
进项目落地，从中遴选出一批优质项目和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育；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创新动机             

1.我喜欢寻求工作中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 3.67 .765 1          

2.我喜欢提出工作的新思路 3.84 .817 .691*** 1         

3.我喜欢从事需要分析思考的工作 3.70 .739 .510
***
 .584

***
 1        

4.我喜欢创造新的工作程序 3.41 .742 .339
**
 .480

***
 .558

***
 1       

5.我喜欢改进现有的产品或流程 3.58 .744 .386
***
 .524

***
 .446

***
 .698

***
 1      

创新行为             

6.我总是寻求应用新的流程、技术与方法 4.00 .687 .396
***
 .322

**
 .437

***
 .136 .299

**
 1     

7.我经常提出有创意的点子和想法 3.81 .700 .321** .333** .209 .047 .241* .606*** 1    

8.我经常与别人沟通并推销自己的新想法 4.07 .694 .383
***
 .388

***
 .284

**
 .214 .272

*
 .437

***
 .342

**
 1   

9.为了实现新想法，我应该想办法争取所需资源 4.19 .680 .630
***
 .533

***
 .503

***
 .144 .246

*
 .505

***
 .370

***
 .619

***
 1  

10.为了实现新想法，我应该制定合适的计划和规划 4.34 .671 .439
***
 .484

***
 .379

***
 .243

*
 ,323

**
 .391

***
 .378

***
 .486

***
 .615

***
 1 

11.总体而言，我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3.71 .677 .405
***
 .416

***
 .296

**
 .349

**
 .416

***
 .478

***
 .556

***
 .427

***
 .453

***
 .434

***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 p<0.05尧p<0.01尧p<0.001渊双侧检验冤遥

序号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值 R
2
值 F值 Beta值 t值 

1 创新行为 创新动机 .573 .328 34.677
***
 0.573

***
 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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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学校为主，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共同建立创新创业园区与孵
﹐化基地 吸引可市场化运作前景好的创新创业项目进驻，给予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和保障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良性发展。
5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未来仍有必要继续深化探讨，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变量的测量采用问卷方式收集数据，存
在较明显的同源偏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优化调研流程；
二是只探讨了创新动机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缺乏对“创
新动机———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调节机制的探讨，未来
研究可进一步丰富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引入更多的中介变量来揭示
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的内在机理；三是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中国某
高校，降低了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以选择不同地区的
高校学生为样本，开展更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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