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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0_8F_c38_647245.htm 第四章 学习动机 1．动机，是指

引起和维持个体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心理过

程或内部动力。它具有以下三种功能：一是激活功能，即动

机会促使人产生某种活动；二是指向功能，即在动机的作用

下，人的行为将向某一目标；三是强化功能，即当活动产生

以后，动机可以维持和调整活动。 2．学习动机，是指激发

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行为朝

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过程或内部心理状态。学习动

机的两个基本成分是：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学习需要是指

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有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状

态。学习期待是个体对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目标的主观估计。

3．奥苏伯尔认为学校情境中的成就动机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的

内驱力组成，即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

。(1)认知内驱力是一种要求理解事物、掌握知识、系统地阐

述并解决问题的需要，它以求知作为目标，从知识的获得中

得到满足，是学习的内部动机。(2)自我提高内驱力是指个体

由自己的学业成就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威望的需要。(3)附属

内驱力是指个体为了获得长者(如教师、家长等)的赞许和同

伴的接纳而表现出来的把工作、学习搞好的一种需要。自我

提高和附属的内驱力都不直接指向学习任务本身，是一种间

接的学习需要，属于外部动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

力和附属内驱力在动机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并非一成不变，通

常是随着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因



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儿童早期，附属内驱力最为突出。到了

儿童后期和少年期，赢得同伴的赞许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动

机因素。而到了青年期，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提高内驱力成为

学生 学习的主要动机。 4．学习动机的种类。(1)根据学习动

机内容的社会意义，可将动机划分为高尚的动机与低级的动

机。高尚的学习动机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低级的学习动机的

核心是利己的、自我中心的，学习动机只来源于自己眼前的

利益。(2)根据学习动机与学习活动的关系，可将其划分为近

景的直接性动机和远景的间接性动机。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是

与学习活动直接相连的，远景的间接性动机是与学习的社会

意义和个人的前途相连的。(3)根据学习动机在学习活动中所

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可将其划分为主导性动机和辅助性

动机。主导性动机是在某一时期起主要作用和处于主导地位

的学习动机；辅助性动机是在某一时期处于次要地位和作用

较小的学习动机。(4)根据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可将其划分为

内部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内部动机是指由个体内在需

要引起的动机。外部动机是指个体由外部诱因引起的动机。

5．学习动机的理论有：强化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成就动机

理论；成败归因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6．需要层次理论

，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在动机领域中的体现，美国心理学

家马斯洛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和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为的

基本需要有五种，它们由低到高依次排列成一定的层次，即

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 7．成就动机理论，是个体努力克服障碍

、施展才能、力求又快又好地解决某一问题的愿望或趋势。

阿特金森是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个体成就动机可以分成两



类：一是力求成功的动机，另一类是避免失败的动机。力求

成功者的目的是获取成就，所以他们会选择既存在成功可能

性又有足够挑战性的中等难度的任务；当他们面对完全不可

能成功或稳操胜券的任务时，动机水平反而会下降。相反，

避免失败者则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困难的任务， 因为

选择容易的任务可以保证成功，使自己免遭失败；而选择极

其困难的任务。即使失败，也可以找到适当的借口，得到自

己和他人的原谅，从而减少失败感。在教育实践中，对力求

成功者，应通过给予新颖且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安排竞争的

情境、严格评定分数等方式来激起其学习动机；而对于避免

失败者，则要安排少竞争或争性不强的情境，如果取得成功

则要及时表扬给予强化，评定分数时要求稍稍放宽些，并尽

量避免在公众场合下指责其错误。 8．成败归因理论，美国

心理学家维纳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

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

他又把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能力高低、努力程

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

归因理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了解心理

活动发生的因果关系；二是有助于根据学习行为及其结果来

推断个体的心理特征；三是有助于从特定的学习行为及其结

果来预测个体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学习行为。维纳得出

一些归因的最基本的结论：(1)个人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

等内部因素时，他会感到骄傲、满意、信心十足，而将成功

归因于任务容易和运气好等外部原因时，产生的满意感则较

少。相 反，如果一个人将失败归因于缺少能力或努力，则会

产生羞愧和内疚，而将失败归因于任务太难或运气不好时，



产生的羞愧则较少。而归因于努力比归因于能力，无 论对成

功或失败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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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与我国传统的看法一 致。(2)在付出同样努力

时，能力低的应得到更多的奖励。(3)能力低而努力的人受到

最高评价，而能力高而不努力的人则受到最低评价。因此，

维纳总是强调内部、稳定和可控制的维度。 9．自我效能感

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

。这一概念由班杜拉最早提出。他把强化分为三种：直接强

化；替代性强化；自我强化。所谓“期待”包括结果期待和

效能期待。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主要有：(1)个人自身

行为的成败经验。这个效能信息源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最大

。一般来说，成功经验会提高效能期望，反复的失败会降低

效能期望。如果将成功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就不会增

强效能感，把失败归囚于内部的可控的因素也不一定会降低

效能感。因此，归因方式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形成。(2)替

代经验。人的许多效能期望是来源于观察他人的替代经验。

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观察者与榜样的一致性。(3)言语劝说。因

其简便、有效而得到广泛应用，但缺乏经验基础的言语劝说

其效果则是不巩固的。(4)情绪唤醒。班杜拉在“去敏感性”

的研究中发现，高水平的唤醒使成绩降低而影响自我效能，

当人们不为厌恶刺激所困扰时更能期望成功。 10．学习动机

的培养。利用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互动关系培养学习动机

；利用直接发生途径和间接转化途径培养学习动机。 11．学

习动机的激发。学习动机的激发指使潜在的学习动机转化为

学习的行动。学习动机的激发在于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



成的学习需要由潜在状态转入活动状态，使学生产生强烈的

学习愿望。(1)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所谓创设问题

情境，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使学生既

感到熟悉又不能单纯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习惯的方法去解决，

从而激起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知欲望。(2)根据作业难度，

恰当控制动机水平心理学家指出，动机强度与学习效率呈

倒U形曲线，即学习动机的强度有一个最佳水平动机水平适

中时的学习效率最高。(3)充分利用反馈信息，妥善进行奖惩

来自学习结果的种种反馈信息，对学习效果有明显影响。如

果在提供定量的信息反馈的基础上，再加上定性的评价，效

果会更明显，这就是奖励与惩罚的作用。(4)正确指导结果归

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根据维纳的成败归因理论，不同的归

因方式会影响个体以后的行为及动机，并且归因方式可以训

练和改变。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主体的归因方式来改变主体

今后的行为。(5)注意内外动机的互相补充，相辅相成。(6)注

意个别差异。 12．创设问题情境，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有

一定难度的问题，使学生既感到熟悉又不能单纯利用已有的

知识和习惯的方法去解决，从而激起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求

知欲望。创设问题情境要求教师：①熟悉教材。掌握教材的

结构，了解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创设问题情境的

重要前提。②了解学生。使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的 知识

水平构成一个适当的跨度，这是创设问题情境的核心。③问

题情景创设的方式多种多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的始终。 13

．学习动机和学习的关系是辩证的，学习能产生动机，而动

机又推动学习，二者相互关联。(1)动机可以增强行为方式促

进学习，而所学到的知识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学习的动机。(2)



动机具有加强学习的作用。高动机水平的学生，其成就也高

；反之，高成就水平也能导致高的动机水平。动机对学习的

影响，是通过加强努力，集中注意和对学习的准备去影响认

知的。动机过强或过弱，不仅对学习不利，而且对保持也不

利。(3)在难度不同的任务中，动机的强度影响解决问题的效

率。学习动机推动着学习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

动机对学生的目标行为有所加强。动机决定了在不同行为中

的时间分配。他在动机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某

种行为的动机强度与花在该行为上的时间具有线性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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