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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学习动机 1）什么是学习动机？ 由哪些成分构成？(

学习动机的结构) 学习动机是引发和维持个体学习活动，并将

学习活动引向一定学习目标的动力机制。该动力机制表现为

推力、拉力和压力三种动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学习动机

是由学习需要和诱因两个方面构成。 2）谈谈学习动机与学

习需要和诱因之间的关系。 学习动机是由学习需要和诱因两

个方面构成。学习需要是学生追求学业成就的心理倾向，是

社会、学校和家庭对学生的客观要求在学生头脑中的主观反

映。学习需要是学习动机产生的基础，是激发学生进行各种

学习活动的内部激活动力（即内驱力）。但学生有了明确的

学习需要和满足学习需要的手段，并不等于他会为满足学习

需要而采取行动，只有出现与学习需要相适应的外部诱因时

，学习需要才能变成学习动机，导致学习活动的发生。所谓

诱因，是指与学习需要相联系的外界刺激物，如家长的奖励

、教师的表扬、同伴的赞扬等。诱因吸引学生进行定向的学

习活动，以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从而使需要得到满足。 学

生的学习行为往往取决于需要与诱因的相互作用。没有一定

的学习需要，学生就不会通过学习活动去追求一定的学习目

标；反过来，没有学习行为的目标或诱因，学生也就不会产

生某种特定的需要。当学生达到了某种学习目标，满足了相

应的需要后，相应的学习动机就会有所降低。 3）联系实际

谈谈学习动机有何作用。 学习动机并不是通过直接卷入认知



建构过程而对学习产生作用的，而是以学习情绪状态的唤醒

、学习准备状态的增强、学习意志努力的提高为中介来影响

认知建构过程的。（1）激活功能：当学生对于某些知识或技

能产生迫切的学习需要时，会引发学习内驱力，唤起内部的

激动状态，并最终激起一定的学习行为。（2）定向功能：学

习动机以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为出发点，使学生的学习行为

在初始状态就指向一定的学习目标，并推动学生为达到这一

目标而努力学习。（3）强化功能：美国阿特金森发现了一个

普通规律：完成某项具体学习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与对该项任

务的动机水平成正相关。（4）调节功能：调节学习行为的强

度、时间和方向。 4）学习动机的强度与学习效率之间存在

什么关系？ （1）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美

国洛厄尔发现，成就动机较强的在完成学习任务中能够不断

取得进步，学习效率相对较高。但是学习动机强度与学习效

率并不完全成正比。过分强烈的学习动机往往使学生处于一

种紧张的情绪之下，注意力和知觉范围变得狭窄，由此限制

了学生正常的智力活动，降低了思维效率。因此学习动机存

在一个动机最佳水平。（2）学习动机强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

这种关系因学习者的个性、课题性质、课题材料难易程度等

因素而异。动机强度的最佳水平会随着学习活动的难易程度

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从事比较容易的学习活动，动机强

度的最佳水平点会高些，而从事比较困难的学习活动，动机

强度的最佳水平点会低些，这就是耶克斯多德逊定律。（3）

动机强度的最佳点还会因人而异，进行同样难度的学习活动

，对有的学生来说，动机强度的最佳水平点高些更为有利，

但对另一些学生来说，可能最佳水平点低些更有利。 5）简



述耶克斯多德逊定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动机强度

的最佳水平会随着学习活动的难易程度而有所变化。一般来

说，从事比较容易的学习活动，动机强度的最佳水平点会高

些，而从事比较困难的学习活动，动机强度的最佳水平点会

低些，这就是耶克斯多德逊定律。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是成

功概率为50%的任务，因为这种任务最富有现实的挑战性。

如果学生认为不论怎样努力也肯定会不及格时，他的学习动

机就会处于极低的水平。因此，这需要教师适当地掌握评分

标准，使学生感到：要得到好成绩是可能的，但也不是轻而

易举的。同时，要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对不同学生提出不

同的学习要求。 6）学习动机的分类？ （一）内部学习动机

与外部学习动机（二）（奥苏贝尔）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

内驱力与附属内驱力（三）远景性动机与近景性动机 7）学

习行为是如何受学习动机影响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大

致可分为哪几类？ 看法大致分三类：（1）强调诱因的直接

作用，如斯金纳的强化论，属于行为主义观点。（2）强调需

要的直接作用，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属人本主义观点。

（3）第三类强调需要和诱因并不产生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学

生对需要、诱因以及与学习活动本身相关的因素的意识和思

考作中介而起作用。如自我效能感理论，成就动机理论和动

机归因理论等。属于认知观点。 8）强化学 （斯金纳）个体

行为动机的激发与先前这种行为所受到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例如，学习受到了强化（如取得了好成绩）的学习将倾向于

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动机；学习没有得到强化（如没有得高分

）的学生往往就不会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动机，甚至有可能逃

避学习。 9）试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需要层次说：美国-马斯洛：七种基本需要：缺失需要（生理

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生长需要

（认识和理解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在学校中

，学生缺乏学习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缺失需要（特别是

爱和自尊的需要）未得到充分满足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学生

感到没有被人爱，或认为自己无能，他们就不可能有强烈的

动机去实现较高的目标。哪些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让人（特别

是教师）喜欢或不知道自己能力高低的学生，往往会作出较

“安全”的选择，即随大流，为测验而学习，而不是对学习

本身感兴趣。因此，在马斯洛看来，要使学生具有创造性，

首先要使学生感到教师是公正的，是热爱和尊重自己的，不

会因为自己出错而被嘲笑和惩罚。 10）简述动机的归因理论

及其教育意义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结果进行分

析，推论这些行为原因的过程。理解学生对成功或失败所给

予的原因或归因是一种鉴别控制学生行为的动机类型的方法

。归因理论的指导原则和基本假设就是：寻求理解是行为的

基本动因。美国的韦纳认为，学生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进行

分析归因时通常会归于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这四种

主要原因，并且，学生的归因过程主要是按照控制源、稳定

性、可控性三个维度进行的。 （1）根据归因理论，学生将

成败归因于努力比归因于能力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体验。努

力而成功，体验到愉快；不努力而失败，体验到羞愧；努力

而失败，也应受到鼓励。因此，教师在给予奖励时，不仅要

考虑学生的学习结果，而且要联系其学习进步与努力程度，

强调内部、稳定和可控制的因素。在学生付出同样努力时，

对能力低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奖励，对能力低而努力的人给



以最高评价，对能力高而不努力的人则给以最低评价，以此

引导学生正确归因。 （2）学生对能力的可控性具有不同的

理解。能力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并非完全不可控的，能力

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和受教育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

有助于激励学生加倍努力学习。 11）简述动机的自我效能感

理论及其教育意义 自我效能感理论：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

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推测和判断。这一概念最早

由班杜拉提出。行为主义的基本论调：当前行为的结果强化

了未来的行为。班杜拉认为不确切。如听课---好成绩，但有

能力听懂才愿意听。像这种对自己能否进行某种行为的实施

能力的推测或判断，是自我效能感。当人确信自己有能力进

行某一活动时，他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并会去进行

哪一活动。 自我效能感对行为活动具有五方面的作用：（1

）决定人对活动的选择（2）影响对活动的坚持性（3）影响

人在困难面前的态度（4）影响新行为的获得和习得行为的表

现。（5）影响活动时的情绪。 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

：（1）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2）替代经验（3）言语

暗示。（4）情绪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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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