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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D_E9_AB_98_E4_c38_647715.htm 第八章 影响学习的

心理因素 1、解释下列概念 学习动机：就是激励进行学习活

动的心理因素。 学习目的：是学生进行学习所要达到的那个

结果。 学习积极性：学习动机实质是就是一种学习的需要，

它可以使学生在相应的能满足需要的活动中表现出认真、紧

张、主动而顽强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学生对待学习任务、

学习对象的一种关系。 疲劳：是人们连续学习或工作以后效

率下降的一种现象，可以分为生理的疲劳和心理的疲劳。 焦

虑：指一个人的动机行为遇到实际的或臆想的挫折而产生的

消极不安的情绪体验状态。 自我意识：是对自己的外在和内

在的自我评估衡量。 因材施教：承认差别，设法在一对一的

基础上对学生施行帮助，着眼于具体的学生，着眼于学生个

体的教育活动。 可教性智能不足：指智商在5075之间的学生

。 2、简述学习动机的分类和体系 从动机的动力来源划分为

：外来动机和内在动机。 从学习动机内容的性质来划分，分

为正确的动机和错误的动机。 从动机的远近和起作用的久暂

来划分：间接的、长远的学习动机；直接的短近的学习动机

。 从动机在活动中起作用的时间远近划分为远景性的与近景

性的动机；从动机引起活动的效果划分为有效的动机和无效

的动机；从动机在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与起作用大小划分为主

导性动机和辅助性动机等， 3、简述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

关系 不同性质的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有不同的影响。一般说



来，优等生的学习动机内容较广，水平也较高，既有远大的

目标，又有短近的具体目标，而且二者结合得也较好。后进

生的学习动机内容较窄，水平较低，他们往往只有短近的具

体目标或空泛远大目标，而且二者往往脱节。在一定意义上

说，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是一致的：动机好，学习效果也较

好；动机差，学习效果也较差。 学习效果的好环也往往可以

加强与巩固或是改造与削弱原有的学习动机。 4、怎样培养

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加强学习目的教育，发挥目标激励

作用；引起心理上的不确定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通过获

得成功的机会和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学习反馈和学习评定；利用学习竞赛和

奖惩激发学习动机；与学生签订学习协议。 5、简述学习竞

争和奖惩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 组织良好的适度的学习竞

赛，可以诱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动机。学

习竞赛也具有消极作用。如竞赛使少数人成功，多数学生失

败；过分激励竞争心理，可能引起嫉妒、对立情绪；竞赛过

多会降低学生的内在动机力量等。 奖惩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哈洛克研究发现，奖励国为允许行为继续进行，所

以效果积极，比惩罚更有用；而惩罚仅仅是对学生目前行为

的制止，并未导致正确行为，因而效果消极。不恰当的奖惩

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如学生对奖惩公正性的怀疑时，就伤害

学生。 6、简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条件？ 首先，当学生具

备学习动机而未被激发时，激发动机需要它在学生的整个动

机结构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其次，学生个人必须对学习任务

胜任；第三，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应减少到可控制的程度

；最后，学生应有学习成功的期望。 7、怎样利用注意的规



律教学？ 注意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 有意注意规律为：

对学生的目的任务有明确的理解；能用坚强的意志志干扰作

斗争；根据目的任务有计划地组织活动，使所进行的一切活

动都能服从于当前的任务。根据有意注意规律，教师就注意

下几点：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自制

力，也就是培养他们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坚持注意的能力

，养成坚强的意志品质。 无意注意规律为：客观刺激物的特

点。（新异性、强度、对比关系、活动变化）；学生本身的

状态（需要、兴趣、和对各个事物的态度）。为此，教师应

做到：教学内容要新颖有趣，难易适当；教学方法要直观形

象、灵活多样；尽量避免那些分散学生注意的因素，创造有

利于集中学习注意的情境。严格遵守作息制度，防止过度疲

劳； 8、直观教学有哪些类型？怎样在教学中运用这些不同

类型？ 类型：实物直观；模像直观；语言直观 实物直观是通

过实物进行的，如观察、演示各种实物及其标本，进行实验

，现场参观等。实物直观中，感性知识主要是通过对实物的

感知而获得的，具有鲜明、生动和真实等特点。但事物的内

部不易被观察，动静难于控制，教师必须采用提示等方式突

出对象的本质要素。 模像直观是通过对实物的各种模拟形象

进行的。它可以避免实物直观的局限性，使平时难以觉察的

东西，可以直观觉察出来。但模像与它所标志的实物之间总

有一定的距离，有时学生从模像获得的感性知识与实物不能

正确联系起来。为此，必须注意模像与实物间的正确比例关

系。 语言直观的优点是它不受时间、地点与设备条件的限制

，可以被广泛采用。语言直观的效果，直接取决于教师语言

的质量，所以教师说话的声调要有抑扬顿挫，声音的大小快



慢要适当。 9、怎样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必须提出明确而具

体的目的、任务。在观察前要做好有关知识的充分准备，并

订出周密的计划。有计划有系统地训练学生的观察技能和方

法。启发学生观察的主动性，养成勤于观察的好习惯。利用

一切机会，让学生参加多种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做好观察的

记录，对观察的结果进行整理和总结。 10、怎样预防学生疲

劳？ 防止过重负担，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建立与执行符

合卫生要求的作息制度；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

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适当注意休息和营养。

11、简述焦虑对学习的影响。 对于机械的学习或者不怎么困

难的有意义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焦虑有是促进作用的；焦

虑的反应不是同客观上的威胁压抑成比例，而是同体验到的

威胁的真实程度成比例；怯场或考试的焦虑紧张、慌乱以致

恐惧是由考试的情境造成的；焦虑只是一个情感变量，它对

学习产生什么校的影响，主要还是取决于认知变量。 12、简

述课堂管理的原则。 课堂管理应以积极指导下而不是消极防

范为主；教育有先，奖惩在后，多奖少惩，反对“不教而诛

”，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师生共同确定应当遵守的课堂规

范；实行课堂民主管理，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态度；教师要

掌握处理不良课堂行为的技巧；要尽量消除校内校外的不良

影响因素。 13、简述学生自我意识对学习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

家帕奇认为：较自信和自尊的学生学习成绩较佳；反之，自

卑自弃者学习成绩较差；学生学业成败也会影响学生自我意

识。 14、简述培养学生积极自我意识的原则 树立自信、自重

与自尊的行为规范；以成功的经验激励学生的积极自我意识

；尊重学生的理智与情感，防止不当的褒贬；提出明确与合



理的要求，关心学生的学习成败，期望应成为对学生潜能的

挑战；尊重学生个人价值，培养合理的人际关系。 15、简述

父母促进学生学习的原则 愿意花时间关照子女的学习；愿意

辅导子女的学习，但要鼓励子女自我依赖；期待子女适当的

学习成就；指望子女在学校进行合理的竞争，获得必要的成

绩，追求更高的学习水平；鼓励子女和同学共同学习；奖励

子女正确的学习行业；提供子女心智发展所需的家庭环境；

及早帮助诊断子女学习的优点及缺陷，作必要的发掘或补救

； 16、简述可教性智力不足学生教学目标和原则 习得社交技

能；习得赖以谋生的职业技能；学会独立、安逸的情绪反应

；形成清洁卫生和保健习惯；学习基本课程，掌握读、写、

算基本技能，以掌握必要的工具；学会正当娱乐，以利用闲

暇；学习适应家庭生活，以扮演适当的家庭角色；形成起码

的集体生活能力。 不能再使学生遭受失败；尽量即时强化；

规定能完成的任务；有系统地揭示教材；小步子教学，必要

时采用过度学习；注意提供个别指导。 17、简述超常儿童智

力发展的特点。 接受能力强、记得牢；感知敏锐、辨别力强

；思维能力强，有丰富的想象力；稳定的注意力和积极的探

索精神；自信好胜，能坚持 18、简述常用的因材施教策略 能

力分班或分组；跳级；留级；复式教学；程序教学。 19、简

述因材施教的运用原则 正常的对待方式；正确的态度；积极

的评价；主动的操作。 20、学习兴趣的培养 知识的准备是学

生兴趣产生的基础；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实践活

动中培养兴趣；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培养兴趣；在教学中要

将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相互结合。 21、注意力的培养 重视培

养学生的有意注意；充分利用无意注意的规律（教学内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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