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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实质1

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直接推动有机体活动以满足某种需要

的内部状态，是行为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动力。



动机的实质1
动机的作用

动机的作用    蓄势待发的机动车

   激发 —— 动力 —— 马达

   引导 —— 方向 —— 方向盘

   维持 —— 维持 —— 油

激发行为
行为定向

维持行为
调节行为



动机的实质1



动机的实质1

有关动机的学说

欢乐说：趋乐避苦

本能说：适应环境

驱力说：需要－内驱力－诱因－目标

认知说：人是如何思考的，就是如何行动的



动机的实质1

动机、需要、诱因

需要：

需要是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

需要是人对客观要求的反映

需要是动机的基础



动机的实质1

动机、需要、诱因

诱因：

能够激起有机体的定向行为，并能够满

足某种需要的外部条件或刺激物



动机的实质1

动机、需要、诱因

需要与诱因：

推动与吸引

内因与外因

隐蔽与明确

三者的关系：

• 动机是由需要与诱

因共同组成的

• 需要、诱因是静态

的，动机是动态的



动机的实质1

学习动机：
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



动机的实质1

动机与学习的关系

学习动机对学习过程的影响：

加强注意

动员个体立即对学习做好准备

提高学习的坚持性



动机的实质1
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动机强度与学习效果之

间呈倒U型关系。



动机的实质1

学习动机的分类

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外部动机：外部强化可能会削弱个体的

          内部动机

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



动机的实质1

学习动机的分类

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

内部动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外部动机：外部强化可能会削弱个体的

          内部动机

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



学习动机理论2

强化理论

行为主义认为学习就是形成S-R的过程，

动机由强化引起。



学习动机理论2
需要层次理论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效能感理论

影响行为因素：先行因素和结果因素

结果因素：强化

强化能够激发和维持行为的动机以控制和调

节人的行为，但是，没有强化学习也能发生。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效能感理论

先行因素：期望

期望包括结果期望与效能期望：

• 结果期望是指人们对自己行为结果

的推测和预期；

• 效能期望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有能

力实施某种行为的推测和判断；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效能感理论

• 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

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

• 班杜拉认为个人的成就动机中起主要作用

的不是能力，而是个体对自己的能力能否

胜任该任务的知觉。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效能感的功能

• 决定人们对活动的选择及对该活动的坚持性

• 影响人们在困难面前的态度

• 影响新行为的获得和习得行为的表现

• 影响活动时的情绪



学习动机理论2
影响自我效能感
形成的因素

p自我效能感来源

– 直接经验

– 替代经验

– 说服

– 情绪的唤起 

•成败体验：任务
难度、由易到难排
列任务、妥善处理
竞争和合作
•帮助学生提高知
识、技能掌握的情

况 

•好的例子和榜
样 •老师帮助学生分

析优势\劣势，
选择合适的目标
•鼓励

•锻炼身体、保
持健康
•放松训练



学习动机理论2

韦纳的归因理论

韦纳认为，成就动机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归因

的维度不同；提出三维模式理论。

• 原因源：内部，外部

• 可控性：可控，不可控

• 稳定性：稳定，不稳定



学习动机理论2

韦纳的归因理论

归因的影响：

l 从影响的内容来看：

• 归因影响期望

• 归因影响情感

l 从影响的性质来看：

• 消极影响

• 积极影响



学习动机理论2

成就动机理论

• 代表人物：默里、麦克里兰、阿特金森

• 成就动机：人们具有从事对自己有重要

意义、有挑战性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取

得完满的结果或超越他人的愿望

• 个人的成就动机由追求成功的意向与避

免失败的意向两部分组成，可以用数量

化的公式来表示



学习动机理论2

成就动机理论

• 趋向成功（approach achievment）——

避免失败(avoid failure) 

• 趋向成功的动机  Ts=Ms×Ps×Is 

• 回避失败的动机  Taf=Maf×Pf×If

• 总强度Ta＝Ts-Taf



学习动机理论2

阿特金森
经典实验
的结果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价值理论

• 自我价值感形成——成败体验

              ——胜任力的感知

• 趋向成功——获得高的自我价值感

• 避免失败——保护已有的自我价值感 



学习动机理论2
自我价值理论

高趋低避 

避免失败者
自我保护策略
过高目标、自我
阻碍、外归因  

失败接受者 
放弃、退缩



幼儿学习动机的主要特征3

• 内在动机以好奇与兴趣为主

• 外在动机逐渐增长

• 较稳定的学习成败归因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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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的激发

• 奖与罚

奖比罚好

适当的惩罚

奖与罚应该及时公正

• 给予学生积极期望



学习动机的激发

• 利用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

• 反馈：

反馈应及时

反馈提供的信息应尽量全面

• 竞争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