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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第一节 学习动机的实质及其作用 一、 学习动机的涵义 

动机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

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 动机具有三种功能：激活功能，指

向功能，强化功能。 二、 学习动机的基本结构 1.学习需要内

驱力 学习情景中的学习内驱力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1）

认知内驱力（2）自我提高内驱力（3）交往内驱力 2.学习期

待与诱因 3.学习需要与学习期待的关系 三、学习动机的种类 

近境的直接性动机和远景的间接性动机 近境的直接性动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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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与学习的结果相联系）。 四、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特点 1. 学习动机的多元性 2. 学习动机的间

接性 3. 学习动机的社会性 4. 学习动机的职业化 五、学习动机

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

，它们之间往往以学习行为为中介。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行

为、提高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决定学习活动

的唯一条件。 第二节 学习动机的激发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指在

一定的教学情景下，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

由潜在状态变为活动状态，形成学习的积极性。 激发学习动

机的有效措施：（简答题只写1.2.3.4.5，论述题多说些） 1.创

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 问题情境指具有一定难度，需

要学生努力克服，而又是力所能及的学习情境。简言之，问



题情境就是一种适度的疑难情境。想创设问题情境，一是要

求教师熟悉教材，掌握教材的结构，了解新旧知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二是要求教师充分了解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状态，

使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水平构成一个适当的跨度。 2. 根

据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 在一般情景下，动机水平增

加，学习效果也会提高。动机水平也不是越高越好，动机水

平超过一定限度，学习效果反而更差。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

水平最有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这便是有名的耶克斯-多德森

定律（简称倒“U”曲线）。 3.充分利用反馈信息，妥善进

行奖惩 一方面学习者可以根据反馈信息调整学习活动，改进

学习策略，另一方面学习者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或避免再犯

错误而增强了学习动机。 表扬与奖励比批评与指责能更有效

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适当的表扬的效果优于批评。 4.利

用争强好胜心理，妥善组织学习竞赛 学习竞赛既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影响。 5.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教师应指导学生进行成败归因。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找出成

功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教师也应根据每个学生过

去一贯的成绩的优劣差异，从有利于今后学习的角度进行归

因，哪怕这时的归因并不真实。 小编推荐： 高等教师资格考

试《高等教育学》章节知识汇总 教师资格证考试高等教育心

理学知识章节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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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