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儿童心理学学习指导(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5_B0_8F_E

5_AD_A6_E5_84_BF_E7_c38_59277.htm 第七章 小学儿童的个

性发展与学习（上） （一）重点提示 1． 学习动机的含义 学

习动机是推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心理动因。 学习动机是学习

需要的具体表现。但并不是任何学习需要都能成为学习动机

，只有当学习需要被引发起来，并指向某一目标，进而坚持

追求这一目标时，才能形成学习动机，使之成为活动的动因

。 学习动机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个体学习的需

要，又可以称作为学习的内驱力；二是行为的目标，又可以

称作诱因。 2． 学习动机的种类 （1）学习动机从自发性和目

的性上区分，可以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 （2）学习动

机从社会意义上区分，可以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高尚的和

低下的动机。 （3）学习动机从持续时间上区分，可以分为

长远的动机和短暂的动机。 （4）学习动机从其影响范围来

区分，可以分为广泛的动机和狭隘的动机。 （5）学习动机

从其所起作用上区分，可以分为主导性动机和辅助性动机。

3．学习动机的归因 学习动机的归因可从两个方面来探索：

一是学习的主要动机；一是学习动机的心理成分。 学习的主

要动机是由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组

成的。 （1）认知内驱力是一种以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作为

学习目标的需要而引起的内驱力。这种动机以求知作为需要

，以理解和掌握作为目标，是指向学习任务本身的一种动机

。 （2）自我提高的内驱力是一种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赢得

相应地位的需要而引起的内驱力。这种需要从儿童入学时期



开始，日益显得重要。它既是学生在学习期间力图用学业成

绩来取得名次或等第的手段，又是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作出贡献以谋求地位的一种愿望。 （3）附属内驱力是指一

个人为了保持长者们（家长、老师）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

来的把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它之所以能激发学习，是为了

要从长者那里获得赞许或认可。 学习动机的心理成分：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的目的性，即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学习

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并由此产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是学生的学习兴趣，表现为学生学习上的求知欲；三是学

生的成就愿望，学生希望在学习中获得好成绩，籍以获得相

应的地位、荣誉、自尊或长者的赞许。 4．小学儿童学习动

机发展的特征（学习动机的发展模式） (1) 学习目标由近景向

远景发展； (2) 学习兴趣由直接向间接发展； (3) 成就动机由

外部向内部发展。 5．态度的性质 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事物

、人物、情境或事件做出赞成或否定反应的一种倾向。 认知

是态度结构的基础；情感反应是态度的核心成分；行为倾向

是态度的直接表现。 6．小学儿童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 儿

童的社会态度，若从大的方面进行归因的话，可以分为亲社

会态度和逆社会态度，相应地也就出现亲社会行为和逆社会

行为。 (1) 小学儿童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 小学儿童的亲社

会态度是指小学儿童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谦让、帮助

、合作和共享等利他的社会态度。由亲社会态度派生出来的

亲社会行为，取决于若干条件，例如，成人的榜样作用，对

他人设身处地的设想能力，以及掌握利他的知识和技能等。

其中，利他行为的核心应是对他人设身处地的设想能力。 (2) 

小学儿童的逆社会态度和行为。 小学儿童的逆社会态度是指



小学儿童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态

度。由逆社会态度派生出来的逆社会行为，取决于若干条件

，例如，模仿的效应，社会生活中不良的诱因，以及无知、

误解等。小学儿童逆社会行为的显著表现之一是攻击。 7．

情绪的性质和功能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而产生的体验。 情绪的功能：信号交际功能；动机功能；适

应功能；塑造个性功能。 8． 小学儿童情绪发展的特点 ① 情

绪体验社会性的发展； ② 情绪体验深刻性、稳定性的发展； 

③ 情绪的表现形式从外露向内隐发展。 9．学习中的积极情

绪和消极情绪 学习中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主要表现在： (1)

儿童的责任感： 儿童的责任感也称义务感，属于道德感的范

畴，是儿童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及完成任务情况

惰产生的情绪体验。 在家庭、社会、学校的教育下，在具体

榜样示范的影响下，儿童逐渐认识并理解他们所承担的这种

责任和义务，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的情况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有了一定的预测，逐渐将社会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需要，并

能用社会要求衡量自己的行为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这是责

任感和义务感。 （2）儿童的理智感 理智感是与认识需要相

联系的人类特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客观

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儿童的理智感主要表

现为对学习的兴趣、好奇、强烈的求知欲，并体会到获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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