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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自觉性和对学习的直接兴趣是构成学习动机的重要成分

。学习自觉性是指学生对学习的客观必要性(例如现在学习和

将来工作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积极行动

，但这种学习自觉性和前面所说的间接兴趣有密切关系。对

学习的直接兴趣则是指对学习内容本身有一种积极的注意倾

向，同时还伴随着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鼓舞

着学生主动而愉快地学习，而不会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所以说，学习兴趣是引起学习动机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

重要的心理因素。1．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的关系学生对某

些知识发生了兴趣就能表现出学习积极性或称学习的自觉能

动性。这种态度通常可以从学生的注意状态、情绪状态和意

志状态三方面来对它进行考察。如学生是否注意听讲、注意

看书、注意对教师所提的问题积极进行思维；在完成学习任

务时是否热情，是否具有积极的情绪状态；在从事学习活动

时，对待困难是否具有足够的意志力，是否具有克服困难的

信心、决心、自制和坚持性；等等。所有这些特点都是考察

学习积极性的标志。实践表明，在中、小学里，学习兴趣正

确而浓厚的学生，就能专心听讲，认真作笔记(中学生的表

现)，完成作业的态度好，遇到困难时也能发扬顽强的战斗精

神；而学习兴趣低的学生，学习不专心，态度比较被动，学

习积极性差，遇到困难时往往丧失信心，不能坚持学习。2．

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习兴趣的



水平对学习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学习成绩属优等和差等的

学生所具有的学习兴趣有很大的不同。在一般情况下，优等

生的学习兴趣的范围较广，差等生往往学习兴趣的范围也比

较窄。这种不同的学习兴趣自然要影响学习的效果。现在我

们专门谈一下学生对学科本身的兴趣(直接兴趣)在教学中的

特殊作用。对学科内容本身的兴趣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是特

别大的。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学科本身感到兴趣，他就会深入

地、兴致勃勃地去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否则，学生就可能只

是形式地、勉强地去掌握所学的知识。教师不仅要教育学生

为完成任务而刻苦学习，还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喜爱这门学

科。例如一个学生初学外语，感到很困难。他坚持学习，只

是因：为认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但他对外语本身并不感到

兴趣。这时他主要是靠意志努力来完成学习的任务。但如果

他努力学习，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他逐步能对学习外语本

身感到兴趣。这时他就不再以学习外语为苦，而以学习外语

为乐了。只有在这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出

来。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就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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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