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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第一节 学习动机的分类 第一种分法：内部动机和外部动

机。内部动机：值人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动

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内，不再活动之外。外部动机，是人们由

外部诱因所引起的动机，动机的满足不再活动之内而在活动

之外。 第二种分法：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

驱力。 认知内驱力：是一种要求了解和理解的需要，要求掌

握知识的需要，积极系统的阐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需要。 自

我提高内驱力：是个体因自己的胜任能力或工作能力而赢得

相应的地位的需要。 附属内驱力：是一个人为了保持长者们

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来的把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产生这

宗动机有三个条件，a学生与家长在感情上具有依存性b学生

动家长哪力的到赞许和认可后会获得一种派生低维c享受这种

派生乐趣地位的人，会有意识的是自己的行为复合长者的标

准和期望。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特点：学习动机的多元性，间

接性，社会性，职业性。 第二节 学习动机理论 一，强化论

（S-R理论） 强化论认为动机是某种行为受到外部强化的结

果。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强化的学生将会进一步增强学习动

机，相反，受不到强化的学生就会减弱其学习的动机。 二，

需要层次说 马斯洛根据临床经验和有关研究将人类的一般需

要及其层次性，将人的需要分为七种，从低到高级：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和理解需

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前四个需要是基本需要，满



足后由此产生的动机就会消失；后三个是成长需要，越是满

足，越是产生更强的需要。基本需要是人得以生存，成长需

要使人获得更好！ 生理需要：是指维持个体生存与种族繁衍

的需要。安全需要：指人对稳定安全受到保护和避免恐惧等

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指个体希望获得他人的爱和爱他

人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指个体追求个人价值的需要。认知

和理解的需要：指满足好奇心，需求了解解释的需要。审美

的需要：值人都有对真善美事物的内在需求。自我实现的需

要：指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潜力的需要。 三，自我效

能感 班杜拉提出的，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能否构成

成功的进行某一行为的主管判断，它能够将影响行为的结果

因素转化为先行因素，对行为发生作用。班杜拉将影响行为

的因素分为：先行因素和结果因素；将强化分为：直接强化

，替代强化，自我强化。将期望分为：效能期望（对自己能

够进行某一行为的实施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和结果期望（指

人们对自己的某以行为会导致某以结果的推测）自我效能感

在学习活动中有四种功能：a 决定人们对轰动的选择及对活动

的坚持性 b 影响人们在困难面前的态度c影响新的行为的获得

和习得行为的表现d影响活动时的情绪 四，成就动机理论 代

表人物为麦克里兰和阿特金森，成就动机是一种努力克服障

碍，施展才能，力求又快又好的解决某一问题的愿望和趋势

。成就动机是在人的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他是激励个

体乐于从事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工作，并力求获得成

功的一种内在驱动力。 个体的成就动机分为两类：力求成功

的动机（人们追求成功和由成功带来的积极情感的倾向）和

避免失败的动机（人们避免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消极情感的



倾向） 五，归因理论 归因论被认为最能反映认知观点的理论

，也是比较完善的认知动机理论。 归因论的理论指导原则和

基本假设是：寻求理解是行为的基本动因。维纳认为，能力

，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是人们在解释成功或失败时直觉到

的四种主要原因。并将这四种原因分成控制点，稳定点和可

动性三个维度。根据控制点维度将原因分能内部和外部。根

据稳定性维度，可将原因分成稳定和不稳定；根据可控性维

度，将原因分成可控和不可控的。 能力，努力，任务，运气

，身心状态，外界环境，均可在三个维度上进行划分。 维纳

对成功与失败归因的讨论，可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a，个人

将成功归因于内不得，稳定的，可动的印度，他会感到骄傲

，满意，信心十足，从而增强学习动机；将成功归因于外部

，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时，产生的满意干就是减少，学

习动机也不会增加。b，个人将失败归因与内部的，稳定的，

不可控的因素，就会产生内疚和羞愧，会产生习得性无助感

；如果将失败归因与外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时，产

生的羞愧和内疚就会减少。c将结果归因于努力比归因于能力

，无论成功和失败都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体验。 1什么是学

习动机？它对学习活动有什么作用。见第一节总结学习动机

的含义：是直接推动学习活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在心里动

因。 学习动机的心里机制：需要的基础作用过程；情绪的放

大作用过程；兴趣的促进作用过程；因的引发作用过程，人

的学习行为很复杂，是以上各系统的整合。 学习动机对学习

的影响：学习动机和学习的关系是辩证的，学习能产生动机

，而动机由推动学习，二者相互关联。动机关系到学习行为

的激发定向和维持，它调节学习行为，而学习关系到信息和



行为的获得与矫正。一般来说，动机具有加强学习的作用，

表现在：首先学习动机是学习这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从而

指导努力的方向；其次学习动机是学习者积极主动并持之以

恒的寻求有关的信息。学习动机对学习的影响并不直接卷入

认知过程，而是间接的增强和促进学习效果，因而动机与学

习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总之学习动机能推动学习活动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一定的唤醒水平。 2 学习动机的心里

机制是什么； 答：需要的基础作用过程：需要是一种刺激，

学生有了学习的需要才能产生学习的动机，进而推动学习活

动。 情绪的放大作用过程：需要是一种原始信息，质押偶在

情绪的作用下放大财经激起行为。 兴趣的促进作用过程：学

生的学习兴趣如果符合它有活动动机产生的认识倾向就可以

产生学习积极性。 诱因的引发作用过程：诱因使个体的活动

指向具体目标，从而引发个体的活动，是引发动机的外部条

件。 学习行为由需要推动，需要由情绪放大，情绪由于内在

的兴趣指向使然，再由外部的诱因是个体活动指向具体的目

标，从而引发个体的活动，总之人的学习行为很复杂，是以

上各作用过程的整合。 3 谈谈学习动机理论对于当今教育的

启迪。 答 强化理论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强化的学生将会

进一步增强学习动机，相反收不到强化学生就会减弱其学习

动机，因此叫教育中要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分别予以学习动

机的强化，有针对性进行强化。 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在教

育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使学生由明确的结果期望，再次要

能够使学生产生较高的效能期望，使其对自己有信心能后完

成某项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教学的安排上讲究目标明确，深

入浅出。成就动机理论要求在教育实践中对高成就动机者，



应通过给予新颖且由一定难度的任务，创设竞争的情景，严

格评定分数等方式来及其其学习动机；而对于避免失败者，

则要安排少竞争或竞争性不强的情景，如果取得成功则要及

时与表扬给予强化，评定分数是要稍稍放宽，避免在公众场

合职责其错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能力管，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生的成就水平，引导学

生正确归因，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 4 影响大学生学习动机

的因素有哪些？ 内部条件大学生自身的学习需要：主要受社

会化及家长教师的影响，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性格

差异：主要有好胜因素（涉及学习动机与态度）和沉稳因素

（涉及情感和一致品质）抱负水平：理性水平高，动机就强

。抱负高低决定于：成就动机和成败经验对自己能力估计年

龄特征：大学生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焦虑程度，焦虑水平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任务的完成，中等

水平的焦虑对学习有益。二 外部条件，家庭环境和社会舆论

，教师的榜样作用，人际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有利于大学生的学习。不确定因素。 5 结合教学

实际，谈谈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 学习动机的培养

：是使学生把社会和教育向他们提出的客观要求变为自己内

在的学习需要，是学习需要产生的过程学习动机的激发：是

靶人们已经形成的潜在学习充分调动起来的过程。培养和激

发大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要方式有： 一 进行学习目的教育：首

先从实际出发，对大学生提出合理的能接受的发展目标，提

高其大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其次从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加强

学习目的的教育。 二 培养大学生对学习的兴趣：a 创设问题

情景，指导认知矛盾，激发求知欲。b 提供内容新颖新异的



学习材料c让大学生参与到利索能级的学习活动中。d 采用研

究性教学，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三 引导大学生合理归

因：a 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为他们制定切实可

行的目标，b 第二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对大学生的行为予以

及时的反馈 c 对大学生进行归因技能训练，方法有三①团体

训练法②强化矫正法③观摩训练法 四 教给大学生学习的方法 

五 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效感能；途径有以下：a 行为的成败经

验 b 替代经验 c 语言说服 d 情绪唤醒 六 恰当的批评和表扬：

注意下几点：a 要多表扬，少批评b评价要客观公正及时 c注

意大学生的学习特点 d要考虑其受表扬和批评的历史 e 师生间

要融洽互遵，有利于批评表扬效果。 七 适当展开学习竞赛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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