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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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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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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奖学金是学校为促进在校生全面发展而提供的奖励资金，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直接

影响着学生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及学习的努力程度。以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为例，运用社会心理学家韦纳的
“归因理论”，对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倾向，探索他

们在评定奖学金过程中的社会心理规律。结果表明，国家开放大学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总体上是

积极的，即更倾向于归因为主观因素，较少归因为客观因素。但不同学生群体的归因结果又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就读于基层学习中心的学生、工作不稳定的学生、收入水平低的学生，更容易将奖学金评定结果归因为

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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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奖学金是由政府、学校、社会资助机构或者个
人出资，为了表彰和鼓励学业成绩优异、操行良好
或课外活动如体育、艺术等方面表现杰出的学生
而设置的一种激励制度。在我国，普通高校基本
都设有完善的学生奖助机制，在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在远程教育领域，奖学金在发达国家的远程

教育院校得到了推广，并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激
励作用，如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美国马里兰大
学、韩国国立开放大学等。在国内远程教育院校，

由于对奖学金作用的认识不足，只有少数院校设
立了奖学金。国家开放大学是较早设立奖学金的
远程教育院校，经过 10 年发展，针对不同学生群
体设立了五类奖学金: 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希
望的田野”奖学金、残疾人教育阳光奖学金、士官
奖学金和“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工程专项奖学
金。有 80，857 名学生获得奖学金，累计发放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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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80，857，000 元。这些奖学金在一定程度上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他们的学校归属感
和自我认同感。但是，由于名额少、奖金有限，奖
学金在学生中间的激励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在
国家开放大学人才培养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

应该不断完善奖学金制度，开展奖学金的制度设
计、使用管理、评定方式、学生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才能使奖学金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分
析，指出其性质或推断其原因的过程，也就是把他
人的行为或自己的行为的原因加以解释和推断
( Sherry A． Benton，2003 ) 。本研究通过运用社会
心理学家韦纳的“归因理论”以及标准化的归因倾
向问卷，探究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
归因倾向特点，了解远程教育学生的价值观，客观
地分析现行奖学金制度的作用并提出建议，为进
一步完善奖学金评定工作提供依据，使奖学金在
远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激励与导向功
能。同时，理清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的态度和
社会心理规律，对远程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开展与深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归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理论。美国心

理学家韦纳 ( B． Weiner，1979 ) 把归因理论引入成
就活动领域，认为影响个人成败的因素主要有六
个:运气( 机会) 好坏、能力高低、身心状态、努力程
度、任务难度、外界环境。同时，归因理论对教育
研究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归因理论的
不断成熟，国内很多学者将归因理论与学生学习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譬如将归因理论用于预测、解
释学生的学习成就或行为 ( 陈京军等，2012 ; 贾小
斌等，2019 ) ;有的研究则关注归因与学习动机、学
习策略、学习焦虑等其他个体因素的相互影响( 李
丹萍等，2012 ; 王悦，2017 ; 邱美幼，2015 ) ; 还有人
关注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等方
面的归因特点 ( 孙晓军等，2014 ; 刘丽丽，2018 ; 王
宁霞等，2019 ) 。

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直接影响着他
们对社会公平的认知及学习的努力程度。然而，

关于学生对奖学金归因的研究则非常少。作者通
过登录 CNKI 进行检索，只检索到两篇文献。李
静、温芳芳( 2005 ) 对八所高校的 800 名大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 大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
因倾向总体上是积极的; 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
的学生、农村与城镇学生、男生与女生、已获得过
奖学金与没获得过奖学金的同学在各个题项上的
回答有显著差异。张彦军( 2012 ) 以甘肃某高校为
例，研究了大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倾向，

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主要归因于努
力、能力等自身因素，总体上是积极的归因。

在远程教育领域，对奖学金的研究比较少，只
停留在现状、制度等工作层面的研究。如，狄晓暄
( 2014 ) 、王冠( 2015 ) 探讨了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
的开展现状; 江小青 ( 2016 ) 、邹燕 ( 2016 ) 分析了
远程教育院校奖学金制度面临的困境; 陶欣欣
( 2016 ) 研究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奖学金资金管理机
制。这些研究为远程教育奖学金工作的发展提供
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并未从学生的角度去了解
他们对奖学金的认识，没有深入研究奖学金对远
程教育学生的作用。在远程教育领域，学生大多
为在职成人，对奖学金的认识与普通高校学生存
在区别。因此，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
挖掘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的认知状况，摸清他
们在评定奖学金过程中的社会心理规律。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四川分部、浙江分部和辽宁分部
的 3 所直属学院，以及 6 所分校的学生为调查对
象，发放问卷 5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51 份。其
中，男生 222 人，女生 229 人; 139 人获得过奖学
金，412 人未获得过奖学金;专科学生 292 人，本科
学生 259 人。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韦纳的归因理论为基础，并充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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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远程教育学生特点对“大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
果归因倾向问卷”( 张彦军，2012 ) 进行改编，形成
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倾向问
卷，共 32 个题目。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法记分，按
照“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介于符合与不符合之
间”“比较符合”“符合”的强度进行排列。

1．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 α 系数来代表量表内的一致性信度，

结果显示，本问卷的因子维度信度及总体信度值均高
于 0． 8，结果稳定性较高，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表 1 可靠性统计量

因子 题目数 信度 总信度

努力因子 4 0． 880

能力因子 4 0． 868

期望因子 4 0． 824

需要因子 4 0． 868

身心因子 4 0． 807

运气因子 4 0． 900

外界因子 4 0． 817

难易因子 4 0． 826

0． 916

图 1 二阶因子模型

2．效度分析
量表的效度指标通过因素分析过程进行判

断。由 表 2 数 据 可 知，本 次 因 子 分 析 结 果
KMO = 0． 914 ＞ 0． 7，且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结果
P ＜ 0． 001，该维度非常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 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 914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上次读取的卡方 10044． 608

自由度 496
显著性 0． 000

同时，笔者采用 AMOS17． 0 分析软件建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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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1 所示二阶因子模型，其中期望、需要等作为
一阶因子，而努力因子、能力因子、期望因子、需要
因子、身心因子等五项因子合成主观因素二阶因
子，运气因子、外界因子、难易因子合成客观因素
二阶因子。模型各拟合指标计算结果显示，
ＲMSEA = 0． 056 ＜ 0． 08，CFI = 0． 919 ＞ 0． 9，
TLI = 0． 912 ＞ 0． 9，X2 = 1244． 874，df = 455，

X2 /df = 2． 736 ＜ 3，SＲMＲ = 0． 077，各项拟合指标

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良好拟合的标准要求，即问
卷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 三)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20．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

数据类型进行描述性统计、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处
理，显著性水平取 α = 0． 05 ( 双侧检验) 。

四、研究结果

( 一) 归因倾向整体分析
为探讨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总

体归因倾向，将 32 项指标合成为 8 个一阶因子得
分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两个二阶因子得分。结
果显示，551 名学生在主观因素方面的得分为
3． 43 ± 0． 61，在 客 观 因 素 方 面 的 得 分 为
2． 49 ± 0． 74，具体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远程教育学生对奖学金评定结果

归因倾向整体情况( N = 551)

因子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努力因子 3． 39 0． 88 3

能力因子 3． 09 0． 87 5

期望因子 3． 79 0． 73 1

需要因子 3． 74 0． 84 2

身心因子 3． 16 0． 75 4

运气因子 2． 47 1． 00 7

外界因子 2． 40 0． 76 8

难易因子 2． 60 0． 86 6

主观因素 3． 43 0． 61 －

客观因素 2． 49 0． 74 －

根据以上 8 个因子的得分，排在第一位的是

期望因子 ( 3． 79 ± 0． 73 ) ，第二位的是需要因子
( 3． 74 ± 0． 84 ) ，排在最后两位的是外界因子( 2． 40
± 0． 76 ) 和运气因子( 2． 47 ± 1． 00 ) ，这表明学生对
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总体上是积极的，即把获
得奖学金的原因归为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因素。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
的评选办法是比较公正的。

( 二) 归因倾向的相关分析
为检验远程教育学生个人背景与他们对奖学

金评定结果归因倾向之间的联系，笔者将两个因
素与人口学特征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 4 所示。
表 4 各归因因子与学生基本特征之间的相关分析

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

性别 0． 056 － 0． 048

年龄 0． 063 0． 05

就读学校级别( 基层、市级、省级) － 0． 051 － 0． 118＊＊

学历层次 － 0． 05 － 0． 115＊＊

入学时间 － 0． 016 － 0． 059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 0． 08 0． 084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 － 0． 066 0． 220＊＊

就业情况 － 0． 139＊＊ － 0． 023

收入水平 0． 056 － 0． 048

注: * 表示 p﹤． 05，＊＊表示 p ﹤． 01，p 值为双侧检

验结果

结果显示，就读学校与客观因素之间负相关
性显著( r = － 0． 118，p ＜ 0． 01 ) ，即就读于省级分
部的学生与市级分校和基层学习中心的学生相
比，不容易将奖学金评定结果归因为客观因素; 学
历层 次 与 客 观 因 素 之 间 负 相 关 性 显 著
( r = － 0． 115，p ＜ 0． 01 ) ，即本科学生与专科学生
相比，不容易将奖学金评定结果归因为客观因素;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与客观因素之间正相关性显著
( r = 0． 220，p ＜ 0． 01 ) ，即没有获得过奖学金的学
生更容易归因为客观因素; 就业情况与主观因素
之间负相关性显著 ( r = － 0． 139，p ＜ 0． 01 ) ，即无
工作的学生或工作不稳定的学生更不容易归因为
主观因素。其他学生背景信息，如性别、年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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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间等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之间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

( 三) 归因倾向的差异性分析
笔者选取了具有远程教育学生特点的几个方

面，使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对归因倾向进行研究，分
析了它们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之间的差异。

1．不同年龄段学生归因的差异
远程教育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年龄跨

度大，因此在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中呈现出
不一样的特点。从下表可以看出，中间年龄段学
生均值得分较高，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得分差
异检验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主观因素的个
别因子中，又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如，努力因子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平均分为 3． 13 ～ 4． 74 ) ，

即年龄越大的学生越会认为奖学金的获得与自身
努力分不开。

表 5 不同年龄段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20 岁以下 20 3． 35 ± 0． 68 2． 37 ± 0． 66

21 ～ 30 293 3． 41 ± 0． 63 2． 48 ± 0． 74

31 ～ 40 174 3． 46 ± 0． 61 2． 47 ± 0． 74

41 ～ 50 58 3． 52 ± 0． 51 2． 64 ± 0． 82

51 ～ 60 5 3． 42 ± 0． 94 2． 37 ± 0． 61

60 以上 1 3． 7 ± 0 2． 5 ± 0

F 0． 499 0． 653

P 0． 777 0． 660

2．不同层级学校学生归因的差异

国家开放大学采取系统化办学的方式，由总

部、分部、分校、基层学习中心组成，这就决定了学

生就读学校不仅存在地域的差异，还存在城市等

级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就读于市级分校的学

生，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得分均高于基层学习中心

和分部直属学院，说明他们更渴望，也更需要得到

奖学金。在各项因子的得分中，市级分校学生在

努力因子、需要因子中的得分 ( 分别为 3． 55 ±

0． 82，3． 91 ± 0． 76，P = 0． 000 ) 明显高于基层学习

中心和分部直属学院的学生，且存在显著性差异。

同时，市级分校学生在运气因子、外界因子、难易

因子 3 个客观因子中的得分( 2． 62 ± 0． 99，2． 53 ±

0． 77，2． 77 ± 0． 81，P = 0． 000 ) 也明显高于其他两

类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级分校的学生在

奖学金归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说明市级分校

的奖学金评选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表 6 不同层级学校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基层学习中心 162 3． 34 ± 0． 63 2． 42 ± 0． 73

市级分校 283 3． 56 ± 0． 54 2． 64 ± 0． 72

分部直属学院 106 3． 24 ± 0． 69 2． 19 ± 0． 72

F 14． 295 15． 812

P 0． 000 0． 000

3．不同学历学生归因的差异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开放大学专科学生

的主观因素得分高于本科学生 ( 3. 49 ± 0. 55 和
3. 37 ± 0. 66，P = 0. 026 ) ，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而在客观因素的得分中，专科学生明显高于本科

学生( 2. 73 ± 0. 72，2. 21 ± 0. 67，P = 0. 000 ) ，存在

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专科学生对奖学金的关注度

更高，更希望有机会能获得奖学金，但他们对奖学

金的态度差异性较大，还需要学校进一步引导。
表 7 不同学历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专科 292 3． 49 ± 0． 55 2． 73 ± 0． 72

本科 259 3． 37 ± 0． 66 2． 21 ± 0． 67

F 5． 013 76． 217

P 0． 026 0． 000

4． 不同入学年限学生归因的差异

为满足学习者灵活多样的学习需求，国家开

放大学学籍 8 年有效。在本研究中，入学时间越

长的学生更倾向于将奖学金评定结果归因为客观

因素，尤其是入学时间在 5 年及以上的学生得分

最高( 3． 85 ± 0． 61 ) 。主观因素得分中，则差异较

小，具体如下表 8 所示。这说明，入学时间长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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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奖学金的归因更加消极。
表 8 不同入学年限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1 年 139 3． 40 ± 0． 71 2． 56 ± 0． 75

2 年 231 3． 42 ± 0． 62 2． 43 ± 0． 70

3 年 156 3． 43 ± 0． 49 2． 45 ± 0． 72

4 年 12 3． 47 ± 0． 33 2． 19 ± 0． 69

5 年 3 3． 15 ± 0． 61 3． 00 ± 1． 15

5 年以上 10 3． 37 ± 0． 44 3． 85 ± 0． 61

F 5． 058 8． 582

P 0． 000 0． 000

5．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对归因的差异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国家开放大学担任过

学生干部，学生其主观因素平均分高于未担任过

学生干部的学生。同时，与主观因素对应的 5 个

一阶因子得分中，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得分均

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在客观因素的得

分中，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得分 ( 2． 52 ±

0． 74 ) 高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得分 ( 2． 35 ±

0． 75 ) ，且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这说明，担任过

学生干部的学生在归因上更加积极。
表 9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对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是 93 3． 54 ± 0． 68 2． 35 ± 0． 75

否 458 3． 41 ± 0． 59 2． 52 ± 0． 74

F 3． 520 0． 061

P 3． 857 0． 050

6．是否获得过奖学金对归因的差异

调查中，获得过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的学生

主观因素得分高于未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但二者

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客观因素方面，未获得奖

学金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

这说明，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对奖学金的归因更

加积极。

表 10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是 93 3． 5 ± 0． 61 2． 21 ± 0． 76

否 458 3． 41 ± 0． 61 2． 58 ± 0． 71

F 2． 433 27． 823

P 0． 119 0． 000

7． 不同就业情况学生归因的差异

国家开放大学的学生大都是社会在职人员，

本次调查中，无工作的学生与有工作的学生相比，

更需要奖学金，他们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更

倾向于主观因素，而在客观因素上得分未达到差

异水平。
表 11 不同就业情况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正式工作 380 3． 42 ± 0． 58 2． 46 ± 0． 7

临时工作 125 3． 38 ± 0． 65 2． 55 ± 0． 81

无工作 17 4． 24 ± 0． 35 2． 88 ± 0． 94

其他 29 3． 46 ± 0． 63 2． 4 ± 0． 8

F 10． 864 2． 305

P 0． 000 0． 076

8．不同收入水平学生归因的差异

在本次调查中，学生收入水平越高，主观因素得

分越低，且差异性比较显著( P = 0． 004) 。这充分说

明收入越低的学生越希望获得奖学金，以缓解生活

压力，同时他们认为主观因素是成功获得奖学金的

因素，他们也愿意通过努力去争取奖学金。
表 12 不同收入水平学生归因的差异

N 主观因素
M ± SD

客观因素
M ± SD

2000 元以下 82 3． 65 ± 0． 68 2． 59 ± 0． 77

2000 － 5000 元 410 3． 41 ± 0． 58 2． 46 ± 0． 71

5000 － 8000 元 46 3． 38 ± 0． 63 2． 54 ± 0． 94

8000 － 10000 元 8 3 ± 0． 48 2． 37 ± 0． 82

10000 元以上 5 3． 33 ± 0． 87 2． 62 ± 0． 85

F 3． 944 0． 600

P 0． 004 0．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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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建议

为提高奖学金的激励作用，使学生在远程学

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建议国家开放大

学奖学金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 一) 细化奖学金评选办法

国家开放大学的奖学金评选工作在不断地丰

富和完善，在原有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奖学金评

选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

管理办法》。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奖

学金评定结果的归因总体上是积极的，说明国家

开放大学的现行评选办法是比较公正的，但现有

评选条件中仅成绩可以量化考评，其他评定标准

不够细化，缺乏对学生自身优点、自身特长的导向

标准等问题。因此，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的评定

标准在完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评选条件，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综合考量学

生，可通过制定实施细则的方式，为每个考评条件

设定相应的权重，形成可量化的系统性的评选标

准体系。

( 二) 规范奖学金评选过程

国家开放大学是由总部、分部、地方学院、学

习中心和行业、企业学院共同组成的办学组织体

系，采用逐级推荐的形式向总部报送奖学金候选

人，总部并没有对分部、学院、学习中心的奖学金

评选过程做出严格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奖学金评

选过程，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可规定奖学金候选人

产生方式，如规定课程教师、班主任、学校、同学等

为候选人打分所占的比例，还可以让学生走到台

前，分享学习经验，让同学之间互比、互学、互看，

营造“促学、帮学”的良好争先氛围。此外，总部还

应出台相应的监督措施，对分部、分校、学习中心

等的奖学金评选过程加强监督和管控，使奖学金

评选工作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减少学生对

获得奖学金是靠运气、外界干扰等因素的心理。

( 三) 制定多样化的奖项

当前，远程教育学生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

特点，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奖项设置可从行业、在

学表现等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应在原有奖学金种

类的基础上划分等级，根据学生取得的成绩和在

学校、工作中的表现设立特别奖学金或校长奖学

金等，并对奖学金进行等级划分，分为一、二、三

等，目的是突出表彰特别优秀的学生。同时，继续

增设奖学金类型，适当开设专项奖学金，如远程学

习奖学金、学生干部奖学金、创业奖学金、文体奖

学金、社会贡献奖学金等，在学生中树立学习的典

范，扩大奖学金在学生中的影响。通过这些方式，

可以扩大奖励范围，使那些期望获得奖学金的学

生，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奖学金。

( 四) 加大奖学金宣传力度

通过访谈发现，没有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对

奖学金评选时间、评选条件等信息了解很少，因

此，国家开放大学应加大对奖学金的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奖学金宣传微视频，并

在办学组织体系内共享。同时，进一步优化申报

流程和申报平台，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及时了解

到奖学金评选的相关信息，方便申报，查看评选进

度等。利用现代通讯手段，进一步丰富奖学金获

得者优秀事迹的宣传途径，如形成固定的网络宣

传平台，设计光荣榜等实体宣传展板，利用微信公

众号等定期推送获奖学生事迹等方式，扩大对远

程教育优秀学生的宣传力度，激励更多学生努力

学习，营造健康奋进的国家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氛

围，向社会展示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 五) 对特殊群体加大奖助力度

在本研究中，年龄大的学生、就读于基层学习

中心的学生、工作不稳定的学生、收入水平低的学

生更期望得到奖学金。因此，国家开放大学应加

大对这部分群体的关注和奖助。如，设立终身学

习奖学金，开设助学金，还可以鼓励各级办学机构

设立奖学金及助学金，缓解因收入水平低、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压力，从而形成全国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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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体系，使更多有需要的学生能够顺利获得奖学

金，让广大学生切身感受到整个办学组织体系的

关心和关爱，增强他们对国家开放大学的归属感

和荣誉感，让他们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能够获得更

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 六) 引导学生正确归因

国家开放大学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在线咨询和帮

助，尤其是对就读于基层学习中心的学生、专科学

生、休眠学生、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的学生加

以重点关注和引导，分析他们对奖学金评定结果

消极归因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国家开放大学还

要多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和心理健康问题，并帮

助他们进行自我剖析，为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

的困难，帮助他们建立起积极的学习态度，使他们

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期间不仅能够收获知识，还

能收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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