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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87.htm 意志总是通过一系列的

具体行动表现出来，意志行动的实现过程是意志心理过程的

完整展现，它不仅是行动的外部表现过程，还包括心理对行

动的内部组织和调节。因此，意志行动的心理过程主要分为

两个阶段：采取决定阶段和执行决定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

，又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和环节。 一、采取决定阶段 采取决定

阶段是意志行动的初始阶段，也是内部决策阶段。这个阶段

虽然在意志行动实现过程中不易被觉察，但却对具体行动的

发动和活动目的的实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采取决定阶段

，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1．动机冲突 人的意志行动是有自觉

目的性的，单纯的动机使得行动目的单一而明确，意志行动

可以顺利实现，如为了升人大学而努力读书，为了获得提升

而勤奋工作等。但现实生活中确定活动目的并非总是这样简

单而直接，复杂的生活环境常常造成利益冲突，使得人们同

时产生几个不同的目标或多种愿望，这又导致内心的矛盾冲

突，引起动机冲突。 动机斗争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 (1)双趋

冲突，指当个体以同等程度的两个动机去追求两个有价值的

目标时，因不能同时获得而产生的动机冲突。古语中“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就是这种动机冲突的体现。在某些时候人们

面临多种选择，又分身乏术，不能同时得到。譬如一个面临

大学毕业的学生既想参加工作，又想考研究生，为此犹豫不

定。而双趋冲突若要解决，只能是权衡轻重，趋向认为重要

的更有价值的目标。如果那个学生认为考研后继续深造意味



着新的学业压力和经济负担，但长远来看，参加研究生学习

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自己也会有更大的收益，那他可能

会放弃眼前的工作机会去选择考研。 (2)双避冲突，指个体以

同等程度的两个动机去躲避两个具有威胁性的事件或情境时

，因不能同时避开而产生的动机冲突。所谓“前有断崖，后

有追兵”就属于这种情况。再比如一个学生犯了严重的错误

，想认错又怕挨批评，丢面子，不认错又担心被人揭发后受

更大的处分。对于这种情况，也需要当事人权衡轻重，作出

明智的选择。当这个学生认识到立即承认错误、悬崖勒马是

补救的最好方法，动机冲突也就随之解决了。 (3)趋避冲突，

指个体对一个事物同时产生两种相反的态度取向时内部的动

机冲突。古代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说曹操兵败斜谷，进

退两难，当夜规定军中口号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就是这种内心矛盾的体现。在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爱恨交

织，对一件东西取舍不定，也是趋避斗争的体验。面对这种

情况，只能权衡利弊，作出接受或放弃的决定。比如一个人

既为炒股的丰厚收益所吸引，更为股市的高风险而担忧，再

考虑到自己工资微薄，没有雄厚的炒股资本，可能会就此放

弃。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动机，但它

们在意志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人最强烈最稳定

的动机，常成为他的主导动机。主导动机决定着行动的方式

和行动过程的坚持性，还决定着意志过程的结果。除了主导

动机外，其余的都属于行动的辅助动机。但有时主导动机和

辅助动机之间可能会发生转化。 2．确定行动目的 在动机斗

争获得解决之后，或明确了行动的主导动机之后，行动的方

向和目的就容易确定。作为意志行动都要有预先确定的行动



目的，这是意志行动产生的重要环节。 在某种意义上说，动

机斗争的过程也涉及到对外界多种行动目的的权衡选择。目

的有高尚和卑劣之分，最终应确立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个

人的行动目的。目的也有远近、主次的不同。一般来讲，我

们总是要先实现近景目标，再实现远景目标。我们既可以选

择先实现主要目标，再实现次要目标，也可以选择先实现次

要目标，再集中力量实现主要目标。 3．选择行动方法 确立

行动目的之后，就需要选择适宜的行动方式和方法。有时行

动方法同行动目的有直接联系，无需选择。例如要想升人大

学就只有努力学习，要想自如地同外国朋友交流就只能努力

学好外语。但在许多情况下，达到同一个行动目的的方式和

方法可能不止一种，就需要进行选择。首先要比较不同方式

和方法间的优缺点，能否顺利有效地达到行动目的。其次还

要考虑行动方式和方法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是为

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还是选择既有利于社会

，也有利于个人的方式。 4．制定行动计划 在选定了行动目

的和行动方法之后，在采取决定之前，还有一个步骤是制定

行动计划。特别是在复杂的意志行动中，如打一场战争或做

一次大手术，都需要精心准备，做好计划。计划的制定要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要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力争周密而严

谨。因为一个切实、合理的计划将为执行决定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二、执行决定阶段 在一系列内部决策完成之后，意

志行动的下一步就在于执行所作出的决定。因为即使动机再

高尚，行动目的再明确，方法和手段再完善，如果不去采取

实际行动，这一切也只是空中楼阁，毫无意义。因此，执行

决定阶段是意志行动的关键阶段。 首先，执行决定阶段是一



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如果说，采取决定阶段主要是克服

主观上的内部困难，在执行决定阶段，就既要克服内部困难

，也要克服外部困难。引起执行决定过程中的内部困难的因

素很多，有的可能是前一阶段的动机冲突未解决好，原先被

压抑的动机又开始抬头，同当前的动机相冲突；有的可能是

由于境况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动机，同原有的行动目的相矛

盾；另外，淡漠的态度，消极的心境，自私、懒惰、保守等

不良性格都可能成为意志行动中的障碍，使人的行为处于犹

豫、动摇状态，阻碍活动目的的实现。引起执行决定过程中

外部困难的原因也很复杂，既可能是资金设备的短缺，也可

能是时间、空间上的不利因素，还可能是人为的干扰和破坏

。对此，首先是应该解决内部困难，只要认定行动目的是有

意义的，计划是合理的，就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排除干扰

，克服自身的弱点，坚持意志行动。当内部困难得到解决，

外部困难一般总能够加以克服。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面对敌

人的围追堵截和凶险恶劣的地理形势，抑制住内心的恐惧、

动摇和畏缩，以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爬雪山，

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一项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壮举。当然，如果有人力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使

得决定无法执行，就应该果断终止原定计划，再作新的打算

，这仍然是意志行动的良好表现。 其次，执行决定阶段还要

接受成败的考验。有很多时候，执行决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科学家为发现一种新物质，长年累月地呆在实验室里搞研

究；运动员要夺得奥运冠军，需要多年的训练和无数比赛的

磨砺。在这个过程中，有短暂的成功，也有暂时的挫折和失

败。要使意志行动的目的最终实现，就要有对待成败的正确



态度。既不要迷失在成功的喜悦里，造成后面意志行动的轻

率和盲目，也不要因一时的失败就丧失信心，半途而废。特

别是对待失败，应该冷静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避免犯同

样的错误。只有经历过成败的考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