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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福建老龄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福建省 201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421 万人，占 11. 42% ; 截至 2012
年底，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61. 5 万，占总人口

的 12. 31%。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08. 9 万，占

总人口的 8. 24%。［1］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如果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

重达到 10%，或者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达

到 7%，意味着该国( 或地区) 进入了老龄社会。［2］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一

直是社会各界研究探讨的热点。
在国家提出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的政策背景下，老年教育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
截至 2012 年底，福建省老年在校学员达 73. 2 万人，

占全省老年人口总数的 15. 86%，老年人参学率居

全国前列。老年人充满热情地参与各种学习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 她) 们的主观幸福感。［3］基

于此，笔者以福建省城乡社区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尝

试开展老年人主动参与学习的学习动机、自我效能

及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二、研究概述

( 一) 幸福感

《牛津高级英文词典》对“幸福”一词有两种表

达:“happiness”和“well-being”。意思解释为“个体

所感受的满足、愉快、满意等情绪”或者“健康、快乐

的状态”。刑占军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

主观反映，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

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而主观幸福感则是这些因

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

积极心理体验。”［4］因此，个体通过自我反省而获得

的实在的、稳定的心理体验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存

在表现形式，其内容则是体验的对象所具有的积极

的存在状态。段建华的研究表明，“影响主观幸福

感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个性特点、自尊心、控制源倾

向、自我概念、心理成熟度等，客观因素有社会关系、
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各种生活事件”。［5］ 多数研究

结果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因素通过主观因素起

用。而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和受人尊敬等都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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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为重要的客观因素。
( 二) 自我效能感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 Bandura) 认为，所谓自我

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成功地实施达到既定目标所需行

动过程的能力的预期、感知、信心或信念。自我效能

感属于非智力因素，它影响着个体对达到目标而进

行的某项活动的兴趣、动机、自信程度等因素。学习

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的体现，它是

指个体的学业能力信念，是学习者对自己能否利用

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的

评价，是个体对控制自己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能力

的一种主观判断。班杜拉认为效能感的发展受到四

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过去的成就经验; 二是替代性经

验; 三是社会说服; 四是情绪唤醒。［6］

( 三) 老年人自主学习

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把人的智力分为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两大类。流体智力是表述人的

推理能力、记忆力和对信息反应的速度; 晶体智力是

应用知识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流体智力主要

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而晶体智力主要是由环境和

教育塑造的。实践证明，老年人，特别是长期从事

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其思维能力、创作能力并未随

年龄增长而老化。通过学习，还能发挥自己的潜

力，并能有效延缓大脑的衰老，使某些身体机能在

大脑中枢神经的指挥下保持良好的状态。［7］

老年个体参与学习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体

验与实践活动，也是老年人存在与融入社会的一种

活动方式。同时，老年人通过学习活动，获得了主体

认同性，有了自我概念、自我活动、自我发展、自我价

值，并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目标理论认为，人们的

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幸福感，人们需要的满足以

及目标的实现是主观幸福感的来源。在阶段性目标

中实现自我的价值，都是人们自我价值以及生活需

求的体现，并且贯穿人的一生，因而通过终身学习而

使得人类高级需求得到满足，就是“学而乐”、“乐于

学”的道理所在，也是老年人参与学习活动所得到

的主观幸福感的源泉。
本研究目的在于验证这种老年自我学习动机是

否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同时进一步

考察老年人学习的动机、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指数三

者间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笔者综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分别选取福

建沿海经济发达的福州市和经济相对落后的龙岩市

作为问卷发放区域，以参与老年大学和社区学习的

老年人作为被试对象，发放问卷 430 份，回收 386
份，回收率为 90%，筛选有效问卷 339 份。其中，男

性 102 人，女性 237 人，年龄均介于 50 岁至 85 岁

之间。
( 二) 研究工具与方法

1．学习动机量表
采用李立群编制的《成人学习动机量表》，分为

求知动机、交往动机、服务动机、表现动机四个维度。
量表采用 4 点计分法，分数越高，学习动机越强。［8］

本次测量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 70 和 0. 90 之间。
2．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张建新和 Schwarzer 修订的中文版《一般自

我效能感量表》，共 10 道题。本次测量内部一致性

系数在 0. 75 和 0. 91 之间。
3．幸福感、总体情感指数量表
主观幸福感则采用 Campbell 等人编制的幸福

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量表。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

者目前所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程度。此量表包括两

个部分: 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

者是测量积极与消极情绪，后者是测量认知评价。
本次测量内部一致系数为 0. 87。

( 三) 统计分析

回 收 的 问 卷 采 用 SPSS ( 15. 0 ) 软 件 与 A-
MOS. 7. 0 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与分析。

四、研究结果

( 一)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幸福感在性别上

的得分及差异分析

表 1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幸福感得分

性别 平均分 标准差

求知动机
男 13. 3676 1. 79776

女 13. 8976 1. 89312

交往动机
男 10. 8529 1. 94051

女 11. 3072 1. 98136

服务动机
男 17. 2794 4. 90700

女 17. 9458 3. 52085

表现动机
男 14. 8676 3. 41412

女 15. 4639 3. 47796

自我效能感
男 27. 8235 4. 32204

女 28. 7831 5. 10750

主观幸福感
男 47. 7941 9. 62251

女 50. 9753 7. 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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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检验显示，老年学员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

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变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先前的

研究发现，我国男女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上得分为

2. 69 和 2. 55，本研究的男性老人与女性老人的得分

分别为 2. 78 和 2. 88。经单一样本 T 检验发现，男

性老年人与男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差异( T
=1. 246，P ＞ 0. 005 ) ，但老年女性自我效能感显著

高于女大学生( T = 5. 856，P ＜ 0. 001 ) ( 见表 1 ) ，这

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老年人因由丰富的生活

阅历及人生经验，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在增长，而没

有因为退体而下降。这一结果的外部效度有待后续

研究证实。
( 二)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在年

龄上的得分及差异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参与老年大学和社区学校学习

活动的老年人，年龄在 60 ～ 69 岁的人数最多，共有

234 人，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 69% ; 其次是年龄在

55 ～ 59 岁的老年人，共有 60 人，占 17. 7% ; 年龄在

70 ～ 79 岁的老年人，共有 33 人，占 9. 7% ; 超过 80
岁的高龄老人仅 12 人，参与学习活动的相对值很

少。本次调查选取核心年龄层，即 55 ～ 69 岁年龄段

的老年人做数据分析，根据 T 检验显示，在求知动

机、服务动机及主观幸福感上，60 岁以下的老人显

著高于 60 岁以上的老人( 见表 2) 。这可能说明，年

龄因素对于老年人的学习动机起到关键作用，绝大

多数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的十年内是参与自主学习、
保持学习热情的重要群体。

表 2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在年龄上的

得分及差异分析

年龄 平均数 标准差 T

求知动机
55 － 59 岁 14. 1700 1. 87249 2. 136*

60 － 69 岁 13. 4420 1. 80794

交往动机
55 － 59 岁 11. 5000 1. 97949 1. 562

60 － 69 岁 10. 9348 1. 92490

服务动机
55 － 59 岁 18. 6400 3. 50516 2. 249*

60 － 69 岁 17. 0000 4. 20346

表现动机
55 － 59 岁 15. 6100 3. 59321 1. 058

60 － 69 岁 14. 9203 3. 44774

自我效能感
55 － 59 岁 29. 1800 4. 61006 1. 294

60 － 69 岁 28. 0145 5. 01393

主观幸福感
55 － 59 岁 51. 7000 7. 88243 1. 977*

60 － 69 岁 48. 5970 8. 75951

( 三)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在经

济状况上的得分及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以被调查者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作为

其收入情况的反映。在被调查的老年人当中，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老年人有 21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6. 1% ;

25. 7%的老年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 ～ 2000 元;

43. 3%的老年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2000 ～ 4000 元之

间; 32. 1%的老年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4000 元以上。
根据 T 检验显示，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

在每月可支配收入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3)。可能

说明被调查者不因为经济条件窘迫而感到有生活压力

而影响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效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受客观物质条件影响较小。

表 3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在经济状况

上的得分

每月可支配收入 平均数 标准差

求知动机
2000 元及以下 13. 7500 1. 74233

2000 元以上 13. 7470 1. 92286

交往动机
2000 元及以下 11. 5833 1. 62349

2000 元以上 10. 9940 2. 07261

服务动机
2000 元及以下 18. 7083 2. 60871

2000 元以上 17. 2470 4. 40300

表现动机
2000 元及以下 15. 2778 3. 35398

2000 元以上 15. 1807 3. 59673

自我效能感
2000 元及以下 29. 3194 4. 61543

2000 元以上 28. 1506 4. 95143

主观幸福感
2000 元及以下 50. 7647 7. 85497

2000 元以上 49. 5783 8. 77513

( 四)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在教

育程度上的得分及差异分析

从受教育程度上调查，参加老年学习的老年人

当中，具 有 大 专 及 以 上 的 文 化 程 度 的 老 年 人 占

58. 4% ;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绝对数量最多，

占 123 人; 而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水平的人的数

量只有 18 人，占 5%，比例相对较少。从调查表 T
检验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的表现动机和

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高中以上学历的老年人( 见表

4) 。这可能说明: 一是参加学习的老年人，其文化

程度都比较高，但较高的文化程度的老年人群体对

生活主观幸福期望值高，其主观幸福感反而偏低;

二是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由于年青时没接受良好

高等教育，希望弥补，其内在求知动机和表现动机强

烈，参与老年学习的倾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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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在教育程度

上得分及 T 检验

文化程度 平均数 标准差 T

求知动机

高中及以下 13. 7021 1. 90725 . 014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13. 6970 1. 85406

交往动机

高中及以下 11. 2979 1. 86110 . 626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11. 0606 2. 06717

服务动机

高中及以下 18. 3511 2. 82634 1. 538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17. 1667 4. 70788

表现动机

高中及以下 16. 0213 3. 07860 2. 297*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14. 5000 3. 72208

自我效能感

高中及以下 29. 1064 4. 62852 1. 691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27. 5909 4. 74253

主观幸福感

高中及以下 51. 6522 6. 98957 1. 995*

高中以上 ( 含中专，

职高)
48. 4091 9. 34958

( 五)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的相

关分析

下表显示，自我效能感与交往动机、服务动机及

表现动机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所有学习动机

及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表 5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及主观幸福感的皮尔逊相

关分析摘要

求知

动机

交往

动机

服务

动机

表现

动机

自我

效能感

主观

幸福感

求知动机 1

交往动机 . 507＊＊ 1

服务动机 . 275＊＊ . 603＊＊ 1

表现动机 . 101 . 260＊＊ . 509＊＊ 1

自我效能感 . 128 . 202* . 216* . 366＊＊ 1

主观幸福感 . 302＊＊ . 296＊＊ . 319＊＊ . 301＊＊ . 434＊＊ 1

相关分析显示，各类动机与主观幸福感都显著

性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也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学习动机越高，老年人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

越高，其自我效能感也越高。

( 六) 主观幸福感对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的回

归分析

以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

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结

果如下:

表 6 主观幸福感对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回归分析

调整后 Ｒ2 △Ｒ F Beta T

自我效能感 . 262 . 188 27. 586＊＊＊ . 368 4. 570＊＊＊

求知动机 . 062 9. 689＊＊＊ . 204 2. 492*

服务动机 . 030 4． 914＊＊＊ . 184 2. 219*

注: Ｒ2 =0. 262

上表可知，自我效能感、求知动机和服务动机解释

主观幸福感 26. 2%的变异量。其中，自我效能感的解

释量最大，达到 18. 8%。这说明，相较学习动机而言，

对自己能力的信任感更有利于预测老年人的幸福感。
就动机而言，求知动机与服务动机这两类内在动机才

可能预测老年人的幸福感，而交往动机和表现动机则

没有预测力。综合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对自己能

力的信心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也说明，老

年人的学习行为越是出于内在需要，如求知需要和服

务需要，越能体验到幸福感。
( 七)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路

径分析

以学习动机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自

我效能感为中间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三者

的路径关系，结果如下: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三者路径分析图

表 7 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路径模型拟

合指数

χ2 /df GFI AGFI CFI TLI ＲMSEA

1. 377 0. 98 0. 96 0. 95 0. 92 0. 051

从三者的路径分析图可以看出，三条路径的系

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动机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路径模型的各项

拟合指数均显示该模型拟合良好。从这个模型可

知，学习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有两条路径: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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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为 0. 3; 通过自我 效 能 感 产 生 的 间 接 效 应 为

0. 11 ( 0. 33 × 0. 33 ) 。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有强烈

的学习愿望，这种学习动机推动老年人再花时间去

掌握新知识与新技能，从而满足了个体求知、服务的

内在需要。［9］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内在需要满足可

以提升幸福感。另一方面，强烈的学习动机也可以

提升学习的自我效能感，体验到能力感与控制感，从

而增加自我幸福感。因此，无论从直接或间接效应

看，高的学习动机都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水

平，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束语

本次的实证研究利用 SPSS 软件以及 AMOS 对

老年学习动机、学习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进行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 一) 自我效能感与交往动机、服务动机及表现

动机显著正相关

主观幸福感与所有学习动机及自我效能感显著

正相关。表明老年人参与学习以及个体在学习过程

中的情感体验、过程体验和价值体验、有利于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提升。
( 二) 针对老年人个体差异可以有针对性地提

升自我效能感

本次研究分析显示，在老年学员中，由于受到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既往经历和社会支持不同而

存在着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在老年学习和施教过程

中，教学模式和手段上应有所差异。根据不同个体

需求采取相关策略，以提升不同类学员的主观效能

感，激发老年人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三)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老年人更具有学习主

动性

本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较高的老年人群对自

己的能力有着积极的预测值，更具有学习主动性并

能坚持更长的时间。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觉、
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与焦虑水平、
抑郁水平存在着负相关。

( 四) 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

系

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无论在工作中

还是在学习中，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更广，内容更

丰富，这使他( 她) 们能够对生命、生活和人生有更

多的思考，而且恰恰这种思考和自我反思，使个体的

人生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在获得意义的同时，个

体更有可能树立更高的目标，从而通过实现目标而

实现自己的价值。

( 五) 老年人参与自主学习和社会闲暇活动，能

克服不良情绪，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通过建立社区老年活动站和“老年学习圈”、开
设老年大学课程、开展文体活动等，能大大增加老年

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研究

还显示，老年人较高的学习动机不仅可以影响其幸

福感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自我

效能感) 来影响幸福感水平。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口将会越来越

多，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凸显，并日益成为一个影响和

制约经济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状况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应该

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怀。国家和政府应重视终身教育

和老年人教育，要加强老年教育投入，从制度上保障老

年人受教育和参与学习的权利; 促进老年教育社会化

发展，发挥社会各界办学优势，服务于老年教育; 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老年远程教育，让更多的老年

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在社会老龄化的过程中，

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的观念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在晚年

生活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实现人生目标和价值。
支持和发展老年教育，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是国家、政府乃至社会的责任，也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和创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以及实现社

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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