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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67737.htm 一个完整的动机激发过

程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内在需要、外在诱因与自我调节的

作用。这样，动机可以定义为在自我调节的作用下，个体使

自身的内在需要与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行

为的动力因素。1．内在需要的尊重行为的动力源于内在的需

求，需要引起目标导向的行为，最终满足个体需要。个体的

需要是复杂多样的，有不合理需要与合理需要，有低层次需

要和高层次需要。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

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交往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

实现的需要。他认为，当低层次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

人们才会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反之，如果低层次的需要没

有得到一定的满足，他就会放弃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而去追

求低层次的需要，而那些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则不再起激励的

作用。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弗则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

生存的需要、关系的需要与成长的需要。当人们相互关系的

需要得到满足后，便会产生成长的需要，主要指个人工作的

创造性、发展前途的追求、所作出的努力等。他认为人的需

要不一定严格按由低到高、逐级发展的顺序，而是可以越级

的。这不能不说是进步。作为教师，始终不应该忘记，讲台

下的学生有以下种种自己的需求、愿望。足够的心理安全感

，觉得承认自己学习中的漏洞和与人交往中的过错是很平常

的事，从而有勇气迎接各种挑战（安全感）；能够获得教师

的信赖、同伴的友谊，感受到班集体生活的温暖（归属感）



；感到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能力完成学业（自信心）；渴

望拥有参与班级管理、选择课堂活动的权力，自己的事能够

自己做主，同时也能够影响别人，等等（自治欲）。上述种

种愿望都应当得到教师应有的尊重和满足。譬如，面对学生

的心理安全需要，教师要示范敢于冒险的做法，承认自己在

某些方面的无知；鼓励学生表达真实的想法和看法；一旦学

生陈述其观点，就必须倾听并尊重这些观点；当学生没有达

到与其他同学一样的发展水平时，切勿羞辱他们等。一旦学

生的合理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满足，有时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

灾难性的影响。塞利格曼（Seligman）和梅尔（Maier，1967

）曾用狗做了一项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

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被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这种

电击。多次实验之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

开，此时，狗不但不逃，反而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地开始呻

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

这是因为多次努力尝试失败之后，感到无助、被动、绝望、

沮丧，最后干脆放弃努力。2．外在诱因的设置影响学生学习

动机、学习积极性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教师的期望、强化的运

用以及教学活动本身的性质等。教师的期望对学生发展的影

响，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Rosenthal，1968

）等人曾经对小学各年级儿童进行“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

。他向教师提供一份名单，说名单上的“这些孩子有发展的

可能性”。实际上，这份名单是随便抽取的。八个月后，教

师就像预期的那样，发展了这些孩子的智力。实验结果表明

，教师的期望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教师会根据自身的

观察及来自他人的信息，对学生形成不同的期望，并通过组



织学生开展不同的活动、给予不同的指导和评价等，将期望

传递给学生。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教师的暗示，内化

了教师的期望，激发了内在驱动力，进而产生并推动他们实

现教师期望的行为。罗森塔尔效应提示我们应该对学生抱有

积极的期望，向学生倾注真诚的爱心和良好的祝愿，并学会

欣赏每位学生的进步，从而与学生一起共享进步的快乐。学

生的学习常缺乏一定的持久性、稳定性。教师可对学生的学

习行为施以一定的强化刺激，既可以使用奖赏性刺激物激起

学生某种行为动力，这些奖赏如分数、自由活动时间、奖品

、欣赏、表扬或荣誉等；也可以通过取消不愉快的刺激物来

激起学生某种行为动力（这与惩罚完全不同）。如一位小学

教师将班里四个“最不受大家欢迎”的学生的名字写在黑板

的左下角，让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来督促、评价他们，一节课

内表现好的，在其名字旁边打“☆”，一天下来谁的“☆”

多，就给谁一颗“金星”，连续一个星期表现突出的还有嘉

奖。强化物的选择要注意因儿童的年龄特点而异。对于学生

来讲，最重要的是教师的积极关注，倾听学生的发言，观察

学生的行动，保持目光接触，表示对某些特殊言行的赏识，

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期望。既不能一味的批评，甚至惩罚

，也不能一味赞美、评判。赞美者即评鉴者，占居裁判的位

置，居高临下的审判，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对学生来讲都

是一种威胁。忽略更是无情的杀手。在课堂强化的安排上，

要适度，从连续到间歇，穿插进行避免强化手段单一，使用

过于频繁、急切。强化物有外在的与内在的之分。所谓内在

强化物就是学习活动本身。学习目标本身切实而明确，又具

有挑战性，学生对目标达成有信心；学习内容贴近学生的生



活实际，具有吸引力；学习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富有趣味性

。教学活动充满真的启迪、善的诱导、美的韵律，必然能“

抓住人心”，达到慑人心魄的忘我迷恋程度。由此，学生就

不再仅仅为外在的分数、名次、称号所吸引，而真正对学习

活动本身感兴趣。不少学生迷恋某些学科的学习，重要原因

之一便是为教师精湛的教学艺术、异乎寻常的教学魅力所吸

引。3．自我调节的作用有的学生将分数看得很重，有的学生

却更看重教师的关注、同伴的友谊、归属需要的满足。内在

需要的激发与外在诱因的设置都离不开学习者的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介于动机的内在起因与外在诱因之间，成为联结内

在驱动与外部奖惩的桥梁。自我调节涉及自我问题的确认、

预期目标的设置、行动策略的选择、行动效果的监控与反思

、自我效能与意志力等几个主要环节。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通

过自我指导来强化自我调节意识。比如：我的问题是什么？ 

确立要解决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这样？ 归因分析我该怎么办？ 

寻求方法专心想一想！ 集中注意力做做看！ 选择一种合适的

方法我做得怎么样？ 自我评价在培养学生自我调节能力时，

要特别注意指导学生正确看待学习中的成功与失败，增强自

我效能感，磨炼意志品质，培养耐挫心，并对学生进行学习

成败的归因训练。如果学习者通过归因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是

由于努力不够，那么他会产生后继行动中更加努力的内在要

求，相反，如果他通过归因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能

力，那么他会降低自己的期望水平，使之与自己的能力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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