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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决定是指在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基础上 ,自由选择和确定选择来驾驭自己

的生活。文章概述了近年来国外该领域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及研究动态 ,包括自我决

定涵义上的争论、组成成分、测量工具以及促进自我决定的干预途径等。最后对该领

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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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 - determination as one’s ability to define and achieve goal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knowing

and valuing oneself , making choice and decisions regarding one’s quality of life free from undue external in2
flunce or interference. This article reviews some major developments and findings on this topic recently , including

the debate on its definitions ,components , surveying instruments and intervention ways for promoting self - deter2
mination. A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trends in this field is also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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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决定是在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基础上 ,自由

选择和确定选择来驾驭自己的生活。自我决定的

人知道并能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能力。他

们自己设定正确的目标和期待 ,他们在追求这些目

标时做出选择和计划 ,然后他们采取行动 ,如果有

必要他们改变路线或调整计划以便有效地达到他

们期待的目标。自我决定的人比其他人更独立地

行动和更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在选择要

追求的目标和追求目标的方式时很少被其他人和

其他环境影响。自我决定对于人的终生发展都非

常重要 ,自我决定能力强的人在升学和就业等重要

人生过程中能更主动地掌握和控制情况[1 ] 。当人

们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选择和决定 ,如找工作、获

得成功、追求生活质量以及有效地进行管理等等 ,

都需要一个人具有良好的自我决定能力。国外在

自我决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两方面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

1 　自我决定的定义

关于自我决定 ,国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总的

来说 ,根据自我决定定义包含的要素可以把其分为

两大类。

第一类是研究者为自我决定所下定义的相同

要素是自由、选择和控制。“自我决定是选择并使

这些选择成为行动中决定因素的能力 ( Nirje ,

1972)”;“自我决定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 ,自

由确定自己的命运和行动的步骤 (Berlin , 1975 &

Freedberg ,1989)”;“引导人们确定一个目标并使自

己实现这一目标的态度、能力和技能 (Ward ,1988)”;

“根据对自己的了解和估价来确定和实现目标的能

力 (Field ,Hoffman ,1994)”;“个体在生活中主动采取

行动和不受外力影响和干预做出选择所需要的能

力和态度 (Wehmeyer ,1996)”[2 ] 。

第二类是研究者为自我决定所下定义的要素

包括行为和结果。“个体知道他需要什么并且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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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和成长应该做什么 (Weick & Pope ,1998)”,

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局 (Office of Special

Eduction an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 OSERS) 1993 年给

自我决定作如下定义 :“在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基础

上 ,以及在追求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价值中最大可

能地选择和制定选择来驾驭自己的生活”[3 ] 。

不难看出 ,虽然各个研究者的用词和定义多种

多样、不尽相同 ,但他们都包括共同的含义 ———自

由、选择和控制。正是这一共同的含义 ,构成对各

个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

2 　自我决定的组成与测量

2. 1 　自我决定的组成成分

Wehmeyer et al . (1998)研究提出 ,自我决定包含

下列成分 :决策制定、选择制定、问题解决、独立生

活、目标设置和实现、自我观察、评价和强化、自我

指导、自我理解、自我拥护和领导、积极的自我效能

和结果期待、内控制点、自我意识等。自我决定的

每一个组成成分又可以成为单独的研究领域[4 ] 。

2. 2 　自我决定的步骤

Wolman &Mithaug ,el (1994) 编制美国研究院自

我决定量表 (AIR’s Scale)时提出自我决定过程分为

三步 ,每一步都由两个环节组成。第一步是思考 :

识别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能力 ;设置能满足

那些需要和兴趣的预期和目标。第二步是行动 :做

出能满足目标和预期的选择和计划 ;采取行动完成

计划。第三部是调节 :评价行动的结果 ;为了更有

效地满足目标需求 ,如果有必要可以修改计划和行

动[5 ] 。

2. 3 　自我决定的测量

有关自我决定的测量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

自我决定的直接测量 ;另一种是对自我决定的组成

成分和相关因素的测量。

2. 3. 1 　自我决定的直接测量

Wolman ,Campeau & Mithaug (1994) 合作研制出

美国研究院的自我决定量表 (The AIR’s Self - Deter2
mination Scale) ,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容易使用的工具

评估学生自我决定的水平 ,及发展提高学生自我决

定水平的策略[5 ] ; Hoffman ,A. , & Field , S. (1995) [6 ]

通过有效的课程发展来促进自我决定 ,研制了自我

决定知识量表 (SDKS) ,通过对课程中所教的自我决

定技巧和信息知识的认知进行测试 ; Hoffman ,A. , &

Field ,S. (1995) 研制自我决定观测表 (SDOC) ,这是

一个行为观测检查表 ,它可以由学校中教师或其他

适合的人来管理 ,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观察。

2. 3. 2 　自我决定组成成分及相关因素测量

Abery & Eggebeen(1992)研制自我决定技能评价

量表 (SDSES) ,通过观测与自我决定相联系的各种

技能和行为的程度 ; Rudrud & Schauben (1995) 用来

评价一个促进能力缺陷年轻人自我决定多元成分

项目研究 ,通过使用 OESDS 量表 ,评估自我决定的

参与练习程度[7 ] [8 ] 。

3 　自我决定的社会性研究

3. 1 　自我决定与学习成就

自我决定学习理论[9 ]研究表明成就与自我决

定是呈正相关的 ,自我决定的学习者知道如何优化

学习挑战来使他们的学习达到最大限度 ,他们就会

取得成就 ;反之 ,如果他们知道如何优化他们的调

节来满足自我决定的目标 ,他们也会具有较高的自

我决定水平。

3. 2 　自我决定与积极归因

一些研究[10 ]直接或间接证明 :自我决定的调节

与控制调节相比 ,与积极的归因联系更紧密。例

如 :自我决定与较高的创造力 (Amabile ,1983) 更强

的认知灵活性 (Mcgraw &McCullers ,1979) ,较低焦虑

(Ryan & Connell ,1989) ,增加的成就 ( Grolnick , Ryan

& deci , 1991) ,较高水平的幸福感 (Deci , conell &

Ryan, 1989) , 较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Langer &

Rodin ,1976)等 ,都有紧密的联系 ,呈现正相关。

3. 3 　自我决定与经济因素

Dennis E ,Mithaug el (2003)对教师和学生本人进

行自我决定评定 ,他们对特殊教育班学生在学校自

我决定机会评定的一致性更高 ,在家中自我决定机

会更少[9 ] 。至于这些差异是由于调节能力上的障

碍效应还是特殊教育班定位有关的调节能力上的

经济效应 ,调查结果还不明确。因为每一种方式的

中介因素仍然是它的调节能力对学习和自我决定

的影响。所以不管是贫穷还是障碍降低了调节能

力 ,都不能改变这个观点 :学习成绩不良和低的自

我决定观都有共同的要素 ———调节能力影响着。

4 　自我决定的干预途径

自我决定干预研究一般分为集体训练干预和

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 ( IEP)进行干预[11 ] 。

美国特殊儿童职业发展和过渡委员会最近宣

称 ;自我决定训练为所有的学生从小学、初中和高

中向更幸福更有成就的成人过渡做准备 ( Field ,M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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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 Wehmeyer ,1998) 。

IEP 帮助教师优化学生的特殊设计指导。Agran

et al . 1999)发现即使教师在教室里注重于学生的自

我决定 ,那些技能也没有写进学生的 IEP 计划[12 ] 。

随着包括自我决定技能的 IEP 和追踪学生成绩 ,教

师更有可能确定那些目标是否被获得。而自我决

定的干预资源 ,不论是实验研究、出版的课程还是

其他的描述性材料都能被转换成自我决定的 IEP 目

标。Field 和 Hoffman 等研究者根据研究模型设计出

丰富的个体化教育方案[13 ] 。

还有一些学生参与的干预计划如过渡计划

(wehmeyer & Lawrence , 1995) ; 个人中心计划实践

(Vandercook ,York , & Forest ,1989) ;直接教授自我决

定技能 ( Hoffman & Field , 1995 ; Wehmeyer et al . ,

1998)等也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14 ] 。

5 　未来的研究方向

美国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局 (OSERS) 在 90 年

代末对自我决定研究进行了经验总结[15 ] 。首先肯

定了自我决定的重要性 ,并且需要通过一种特殊课

程系统地提出。研究表明 ( Ward & Kohler , 1996 ,

Wehmeyer ,1999) ,当学生学会做出决策、判断和自我

拥护时 ,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增强。其次强调学生

应该在学校接受训练 ,发展促进他们自我决定能力

的技巧 ,并且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练习那些技

巧 (Ward & Kohler ,1996) 。

Wendy M. Wood and David W. Test 等人指出 ,由

于各个研究者对于自我决定的定义与结构的理解

各不相同 ,研究者对自我决定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

看法 ,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分

歧 ,自我决定的理论模型尚缺少一致的观念[15 ] 。因

此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种局面进行

梳理与整合。同时 ,文献中自我决定研究的对象大

多为 14 —21 岁的青少年和成人 ,针对年幼儿童的研

究很少。一些报告认为[16 ] [17 ] ,14 岁对于习得的无

助感和无能感的转换为时已晚 ,建议从早期幼儿教

育开始注重自我决定能力的培养。另外 ,大多数干

预研究是经过几个月或一年的指导后收集数据 ,自

我决定干预技能大多集中在自我决定的一两个技

能上 ,因此自我决定的课程对学生自我决定能力的

纵向的成就影响以及如何教学生更多的更好的自

我决定的实践技能需要探索[15 ] 。最后值得一提的

是自我决定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9 ] ,因此探索自我决定的不同心理成分对学习

过程的影响机制 ,对于促进教师为学生发展提供良

好的心理环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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