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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88_E5_BF_83_E7_c38_60620.htm 有机体的行为和活动都

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动机是推动有机体进行活动的内部

原因或动力。 自古以来，各门学科都在寻求解释产生行为和

思想的原因，尽管对动机的定义众说纷坛，但对存在的动机

现象和动机的作用是公认的。从动机与行为的关系上分析，

动机具有下列特征和作用。 1．启动性 动机具有发动行为的

功能，它能使有机体由静止状态转向活动状态。例如，因饥

饿引起摄食活动，为获得优良成绩而勤奋学习，为受到他人

赞扬而尽力做好工作。摄食活动、勤奋学习、尽力做好工作

的行动分别由饥饿、获得优良成绩、受到他人赞扬的动机所

驱动。 2．方向性 动机不仅引起行动，也使行为朝向特定的

目标或对象。例如，人们在饥饿时趋向食物而不是游戏机；

具有追求成就和成功结果的人们总是在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向

困难挑战，决不知难而退。人们在相同的活动中，由于动机

不同会产生行为的差异，例如，两个学生都喜欢吃甜食，其

中的一人由于要减肥，因而拒绝吃糖果和冰滨淋。 3．强度 

动机在发动行为和引导行为方向的同时，也能确定行为的强

度。人们在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动机强度，这是很明显的。例

如，两位学生都要参加考试，甲生急忙地走进教室，坐下之

后立即打开笔记本，快速地翻阅，直到教师开始发考卷时才

合上本子；乙生则不慌不忙地在教室的座位上坐下后，也像

大家一样打开笔记本，但视线却来回扫视着周围同学和教师

的动静，几乎没有看本子上的内容。由此可见，甲生的考试



行为反应明显地比乙生要强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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