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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67_467453.htm 从课堂管理的角度看，

教学是教师引起、维持和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无论是引起

、维持，还是促进学生的学，都存在着一个如何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的问题。用组织行为学的术语讲，也就是激励和

强化的问题。激励指激发、引导、推动行为指向目标的过程

。激励过程涉及这样几个要素：（1）人的行为由什么弓1起

、激发并赋予活力；（2）已被激活的行为引导到什么方向、

何种“目的物”上去；（3）这些行为如何保持和延续；（4

）行为将以何种强度进行下去。所谓激励水平也就是实现某

种目标的积极性大小。如果说激励理论侧重从内在心理过程

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过程的话，那么，强化理论则侧重于

研究个人行为结果对行为的作用。所谓强化是指随着人的行

为之后发生的某种结果会对之后这种行为的发生产生影响，

那些能产生积极或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行为，以后会经常得到

强化。反之，那些产生消极或令人不快结果的行为，以后重

新产生的可能性则很小，即没有得到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

，强化也是人的行为激励的重要手段。现代教学强调要让学

生从“学会”走向“会学”，又从“会学”走向“乐学”。

“乐学”就是喜欢学习，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体验到学习

活动本身的乐趣，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

造潜能。这才是教学的理想境界。成功的教学绝不仅仅考虑

学生的认知学习，还应当考虑在教学的每一个步骤，如何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每一个学生都吸



引到学习活动中来。目前已有的不少教学改革实验，如“愉

快教育”“情境教学”“成功教育”“小主人教育”等等，

都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此相反，不少教师奉行

“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采取“胡萝卜”加“棍棒”的方式，催逼着学生被动应付大

量的作业和接受淘汰式的考试、排名次，这对于提高学生的

考试分数来讲，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但却是以牺牲学

生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的，同时还带来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严重下降。一些学生从乐于学习，到害怕学习，到厌学、

逃学、退学，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从外力影响下的“要我学”，变成发自内心的“我

要学”，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动机就是激起个体行为的内部过程，为行动提供方向和

能量。学生对待某一具体学习活动的动机水平，有的强烈，

有的较弱；有的是积极的动机，有的是消极的动机。学习活

动的动机水平，由低到高分为五级。一级水平：对学习活动

持否定的态度，有逆反心理，厌烦，一提起来就发怵。二级

水平：对学习活动抱着漠不关心、无所谓的态度。三级水平

：对学习活动表现出情境兴趣。有时有兴趣，但不稳定，不

能持续较长时间。四级水平：对学习活动表现出稳定的兴趣

。五级水平：把完成学习活动作为一种内心的需要。这是学

习动机最高一级的发展水平。中小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更多地

为外在的东西所吸引，即使有兴趣，也不很稳定。让学习真

正成为他们内在的需要，这对于每个教师来讲都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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