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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强化理论的背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不仅用强化来解释学习的发生，而且用它来解释动机的产生

。他们认为，人的某种学习行为倾向完全取决于先前的这种

学习行为与刺激因强化而建立起来的稳固联系，而不断强化

则可以使这种联结得到加强和巩固。 (二)概要 一般说来，强

化起着增进学习动机的作用，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

在学习中如能合理地运用强化，减少惩罚，将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动机水平，改善他们的学习行为及其结果。 (三)评

价 从刺激物的使用和安排来激发学习动机，强化理论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但过于强调强化的作用，忽视甚至无视人的学

习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正确的。 二、

需要层次理论 (一)背景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需要层次理论的背

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和代表人物。

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均有内在价值，都有发挥潜能和自我实现

的心理需求，必须重视人的尊严、意愿、情感，重视研究人

的价值、人的创造力和人的自我实现。 (二)概要 马斯洛认为

人的基本需要有五种，它们由低到高依次排列成一定的层次

，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

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是个层级系统，只有低层次

需要满足之后才能产生高层次需要。 自我实现作为一种最高

级的需要，包括认知、审美和创造的需要。它具有两方面的

含义，即完整而丰满的人性的实现以及个人潜能或特性的实



现。自我实现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动机。 (三)对教学的启示 教

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应该关心学生的生活，以排除

影响学习的一切干扰因素。 三、成就动机理论 (一)背景 成就

动机理论是继成就研究之后提出的一种学习动机理论。 成就

动机是个体努力克服障碍、施展才能、力求又快又好地解决

某一问题的愿望或趋势。它在人的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

是激励个体乐于从事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工作，并力

求获得成功的一种内在驱动力。 (二)概要 成就动机理论的主

要代表人物是阿特金森。他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可以分成

两类，一类是力求成功的动机，即人们追求成功和由成功带

来的积极情感的倾向性；另一类是避免失败的动机，即人们

避免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消极情感的倾向性。 面临任务时，

这两种倾向通常同时起作用，力求成功倾向占据优势就会使

人奋发向上，避免失败倾向占据优势就会使人行动迟疑退缩

，两种倾向势均力敌则会造成激烈的心理冲突。来源于百考

试题 (三)对教学的启示 在教育实践中对力求成功者，应通过

给予新颖且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安排竞争的情境，严格评定

分数等方式来激起其学习动机；而对于避免失败者，则要安

排少竞争或竞争性不强的情境，如果取得成功则要及时表扬

给予强化，评定分数时要求稍稍放宽些，并尽量避免在公众

场合下指责其错误。 四、成败归因理论 (一)背景 人们做完一

项工作之后，往往喜欢寻找自己或他人之所以取得成功或遭

受失败的原因。海德最早对人们的归因的心理倾向提出自己

的观点，指出情境归因和性格归因的区别，罗特提出控制点

概念并据此把人分为内控和外控两类。 (二)概要 美国心理学

家维纳(B．Weiner)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并把



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

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又把人们活动成

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为六个因素，即能力高低、努

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

等。 (三)归因理论作用 一是有助于了解心理活动发生的因果

关系；二是有助于根据学习行为及其结果来推断个体的心理

特征；三是有助于从特定的学习行为及其结果来预测个体在

某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学习行为。 五、自我效能感理论 (一)

背景 班杜拉在他的动机理论中指出，人的行为受行为的结果

因素与先行因素的影响。行为的结果因素就是通常所说的强

化，并把强化分为三种：一是直接强化，即通过外部因素对

学习行为予以强化；二是替代性强化，即通过一定的榜样来

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或学习行为倾向；三是自我强化，即学

习者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监督，来强化

相应的学习行为。他认为行为的出现是由于人认识了行为与

强化之间的依赖关系后，形成了对下一强化的期待。所谓“

期待”，包括结果期待和效能期待。结果期待指的是个体对

自己的某种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效能期待则指个体

对自己能否实施某种成就行为的能力的判断，即人对自己行

为能力的推测。 (二)概要 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

成功地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 自我效能感具有以下

功能：(1)影响学习活动的选择。(2)影响学习活动的坚持性

。(3)影响对困难任务的态度。(4)影响学习活动的情绪。 影响

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主要有：(1)个体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一

般来说，成功经验会提高效能期待，反复的失败则会降低效

能期待。(2)归因方式也直接影响到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如果



个体把成功的经验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如运气、难度

等)就不会增强效能感，把失败归因于内部的可控的因素(如

努力)也不一定会降低效能感。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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