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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要求,高中物理课程要通过创设学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善于实验、勤于思考的学习情境,以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良好的动机水平是促进这一情境形成的重要前提.以Keller的ARCS动机模式为

依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影响高中生物理学习动机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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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程要求,高中物理课程要通过创设学生积

极参与、乐于探究、善于实验、勤于思考的学习情境,

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1].而实现这一

“培养”和“发展”的前提,是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动

机水平.
学习动机是指学生个体内部促使其从事学习活

动的动力,它不直接参与认知过程,但对学习过程能

产生间接的增强与促进作用.良好的动机水平一般

表现为强烈的求知愿望,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及兴

趣,认真积极的学习态度,较强的挫折承受能力等.
然而现在的物理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虽

然越来越多,但多是学生的行为,对背后的动机关心

较少,这种状态不利于新课程目标的实现.本文以

Keller的ARCS动机模式为依托,尝试对高中生的

物理学习动机进行分析,为优化物理课堂教学提供

支持.

2 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ARCS模式是美国的心理学教授约翰·凯勒(J.M.

Keller)于1983年开发的动机设计模式.它将影响学生

学习动机的因素归纳为4类,即A注意(Attention),R

相关(Relevance),C 自信(Confidence),S满 足 感

(Satisfaction),简称 ARCS[2].该模式指出:教学应

引起并维持学生的好奇和注意;应与学生的重要需

要相结合;应发展学生对成功的自信,使学生对学习

效果产生积极的期望;应将学习成绩置于学生的控

制之下,使学生从学习中获得满足感.针对四要素,

Keller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动

机的策略[3](即ARCS动机策略),并提供了在教学

设计中进行动机设计的具体流程.对一线教师来说,

ARCS动机模式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具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
本文是基于ARCS动机模式的高中物理教学研

究的初步尝试.希望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生在

A,R,C,S4个方面的表现进行了解,为后续教学中

动机策略的选择和动机设计流程的应用提供依据,

也给其他同行以参考.
基于这样的考虑,参考文献编制高中生物理学

习动机调查问卷[4~6],从ARCS4个角度了解学生的

现状.选取北京某市级示范校的部分高中学生作为样

本,以不记名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73份,回收有效问

卷373份,有效率100%.其中:高一未选科104人,高

二物理选考班166人,高三理科班103人;3个年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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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134人,实验班239人;男生193人,女生180
人.调查大致兼顾了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并在测试后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
回收问卷后,利用SPSS软件做数据处理.采用

α信度检验,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Alpha系

数为0.854,信度较好;同时采用内部一致性效

度[7],分析各要素分数和总分之间的相关性,其

Pearson相关性分别为0.826,0.736,0.768,0.826,

测验结果可接受.

3 调查结果

3.1 整体情况

整体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A,R,C,S为各要素

分数的平均值,总体水平为所有要素的平均值,各项

满分为5分.从表1可以看出,总平均分约为3.77.
考虑到学生在潜意识里希望得到教师的认可,可能

出现部分偏离真实情况的回答,并且实验班样本数

较多,整体数据可能存在偏高的系统误差,我们认为

样本校学生的整体水平属于中等偏上的程度.普通

校可能更低.

4类要素相比,“相关”(R)得分最高;其次为“注

意”(A),与“相关”基本相当,再次为“自信”(C),最

低是“满足感”(S).后两项比前两项要低15% 左右,

存在一定的不足.
表1 整体水平

描述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A 373 1.00 5.00 4.1133 0.62115

R 373 1.00 5.00 4.2020 0.68415

C 373 1.60 5.00 3.5582 0.61081

S 373 1.00 5.00 3.4509 0.62328

总体水平 373 1.47 4.82 3.7709 0.49907

有效的 N(列表状态) 373

  具体到各个问题如下:

A要素得分最高的为 “老师在物理课上演示实

验”.说明学生对实验的注意程度较高,教师可以实

验为载体,实施该要素下的动机策略.

R要素得分最高的为“因为高考重视物理”,同

时也是整个问卷得分最高的题目,说明应试是一种

极强的驱动力.

C要素上,指向努力的部分得分较高,指向能力

的部分远低于前者,说明学生自信的来源更多的是

努力而非能力.

S要素得分最高的是“如果老师经常表扬和鼓

励我,我会更加喜欢学习物理”,说明学生的满足感

更多的来源于外部因素,尤其是教师的激励.然而有

趣的是“我希望老师上课提问我”的得分却远低于

前者.整个问卷中得分最低是“对于近阶段成绩的满

意程度”,说明学生整体对自己的学习结果不满意,

希望能有所提高.

3.2 平行班和实验班的比较

选择平行班和实验班样本数大致相当的高二物

理选考班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高二物理平行班和实验班的动机水平比较

要素 A R C S 总体水平

平行班(N=85) 3.9765 4.2196 3.4235 3.3906 3.6844

实验班(N=81) 4.3148 4.3416 3.6198 3.4840 3.8707

  从表2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平

行班,总体水平略优,说明学习动机与学业成绩之间

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注意”要

素(A),实验班约高8.5%,而在“满足感”(S)上,均

呈现较低的状态.4个要素中差异最大的问题如图1~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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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在物理课堂的听课状况”(A)占比分布

图2 “物理学习总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这能激发我的学习兴趣”(R)占比分布

图3 “对于老师或自己确定的学习目标,我可以按时完成”(C)占比分布

图4 “物理的学习内容对我来说太难了”(S)占比分布

3.3 男生和女生的比较

如表3所示,男生在各个要素的得分上均高于

女生,与文献[5]一致,总体水平约高8.7%,存在一

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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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男生和女生的动机水平比较

要素 A R C S 总体水平

男生(N=193) 4.2370 4.3230 3.7472 3.6062 3.9226

女生(N=180) 3.9806 4.0722 3.3556 3.2844 3.6082

  各题的回答中,与努力程度、外界驱动相关的

问题,男女生差异较小,如图5所示.而与内在的好

奇心、满足感等相关的问题,男生明显要高于女生,

如图6所示.

图5 “因为高考重视物理”男女生比较

图6 “我能从物理学习中感受到快乐”男女生比较

4 思考与教学建议

4.1 教师应有意识地关注学生的动机水平

动机虽然不能直接参与认知过程,但是能够像

“催化剂”一样对认知起促进作用.适合的动机水平

能够促使学生做好学习准备,集中注意力,增加努力

程度以及对挫折的承受度,这正是课程标准中要求

的“积极”“乐于”“勤于”的来源.
然而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示范高中的学

生,物理学习动机整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普通校

可能更低.而调查后的访谈发现,学生对学习动机与

学习过程的关系没有显性意识,自身的调节能力是

比较差的.因此更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关注

学生的动机水平,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2 依托学科优势 实施“注意”和“相关”要素下

的动机策略

从各要素的得分看,“注意”和“相关”是影响学

生动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在这两方面物理教学

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方面,物理是一门实验学科,有丰富的实验资

源.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很好地唤醒学生的注意.
在现在的教学中大家往往都是这样做的,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物理与生产生活、科技发展有着密切

的联系.教师在教学中也常会引入一些实际的应用

情境来组织教学.但有的内容稍显陈旧.例如CRT
彩色电视机的磁偏转,虽然对讲解洛伦兹力的应用,

介绍扫描技术等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激发学生动机

的角度看略有不足,因为现代家庭中早就开始使用

液晶电视,甚至随着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

学生已经不看电视了.教师应尽量挖掘一些与学生

日常生活相关,或是与未来发展方向相关的内容.例
如,在学习“波的干涉”时可以引入对主动降噪耳机

的讨论.它原理较为简单,而且是学生日常能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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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能够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干涉现象就在我们

身边,书上的内容一下子就显得鲜活起来.
4.3 加强“自信”和“满足感”要素下动机策略的研

究 让学生有成功的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自信”和“满足感”的得分明显

较低,说明教师对这两方面的关注有所缺失,希望能

够得到重视.
有研究表明[8],从初二到高三,学生物理学习的

动机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从初三进入

高一的阶段.这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对学生的思维

要求逐渐提高,难度逐渐增加,导致学生的获得感逐

渐降低.“物理太难了”“我就是学不会”这种言语时

能听到.这种状态不利于学习过程的进行.适当地应

用动机策略,可以改善这种状态,其中以下几项值得

大家关注.
(1)“难度”策略 ———“学习材料既要有难度,又

要是可以完成的,即提供一种可被征服的挑战”[3].
在课堂教学中,尽量把困难的问题分解成一系

列小问题,通过搭建合理的台阶,使学生保持在“最
近发展区”,能够较为有效地维持学生的动机水平.
同时,教师在设计评价任务时,也应考虑学生的现有

能力和努力程度.尤其在高一阶段,应更多地关注讲

授过的基础性内容,不宜出现过多的新情境和复杂

情境,给学生设置障碍.
(2)“期望”策略 ———“帮助学生树立切合实际

的目标”[3].
整份问卷中,得分最低的是“对近阶段自己学习

成绩的满意程度”,而且是所有样本都低.访谈中发

现,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水平的个体设定的目标不同.
学业水平越高的学生往往设定的目标也越高,从而

降低了满意的程度.
因此,应引导学生制订合理的学习目标.以“动

量守恒定律”为例,学习有一定困难的学生应做到

识记定律的内容,明确定律的适用条件,能够应用定

律解决简单问题;中等生应理解定律的物理意义以

及适用条件,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较为优秀的

学生应能将动量与相互作用、能量等物理观念结合

起来,解决综合性的问题.教师在上课或是课后辅导

的时候不妨把教学目标明确地告诉学生,帮助学生

确定个性化的学习目标.
(3)“积极的结果”策略 ———“及时地给学生提

供有用的反馈信息”[3].

反馈信息应有用.在课堂问答和作业批改中,单
纯的“好”或“不好”对学生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非

常有限.教师应具体指出哪些地方是做得好的,哪些

地方是可以修改完善的,以对未来的学习提供指导.
反馈信息应及时.及时才能对学生有触动.如果

学生每完成一个小任务,都能得到鼓励;每遇到一个

困难,都能得到支持,那么就能在不断前进的过程

中,拥有满满的收获感和克服困难的成就感,对自己

能力的认可也能得到提升.
4.4 尊重学生差异 有针对性地选择动机策略

从平行班与实验班,男生与女生的比较来看,高
中生的物理学习动机水平存在差异.教师应尊重学

生的这种差异,有针对性地选择动机策略.
从平行班和实验班的数据分析看,表面上差异

最大的是“注意”.然而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访谈中表

示“我不想听课是我听不懂”,这表明各要素之间可

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从图1~4中也能感受到.注意

力不集中 — 学习任务无法顺利完成 — 自信和满足

感降低 — 注意力更不集中,是个可怕的循环.因此,

对平行班的学生可能更应该关注“自信”和“满足

感”策略.教师应尽量使他们在低冒险的环境中学

习.例如,将学习任务分解成更多的小问题;提供一

些具体方案帮助学生完成有困难的部分,及时予以

表扬和激励等等.
从男生和女生的数据看,女生较为踏实努力,但

对学科本身兴趣稍差.教师可以利用女生感知能力

较强的特点,多采用一些 A要素下的“具体化”策

略,鼓励学生多观察身边的现象,多讲解一些与教学

内容相关的奇闻轶事、人物传记等,也可以关注R要

素下的“需求匹配”策略,营造较为宽松的学习环

境,采用一些亲和的、非冒险的合作学习方式等.

5 结论

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对学习过程和效果有重要

促进作用,应该得到教师的关注.基于ARCS动机模

式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在“注意”“相关”“自
信”“满足感”4个方面的表现具有整体中上、“自信”

和“满足感”偏低、存在个体差异等特点.根据以上

特点,对教学设计中动机策略的关注点提出相应的

建议,以供参考.
(下转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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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利用民族“第一”激发学习兴趣

胡克定律是弹性理论的一条基本规律,探究弹

力和弹簧伸长量的关系也是高考考纲要求考查的实

验之一,但殊不知发现该定律的第一人是我国科学

家郑玄,在胡克发现该定律之前约1500年的东汉

时期,郑玄就得出了这个关系[9],有学者认为这一事

实应写入现行中学物理课本,并将胡克定律改称为

“郑玄 — 胡克定律”[10].光的色散是将复色光分解

为单色光的光学现象,现行物理课本中都认为牛顿

通过三棱镜发现日光的色散现象,但早在牛顿发现

该现象之前我国古代就有对该现象的记载[11].除此

之外,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掌握人工磁化的方

法[12],“新朝”开国皇帝王莽亲自发明的青铜卡尺比

法国数学家Vernier早1600年[13]…… 在教学中合

理的利用这些民族“第一”,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有利于学生对相关内容的掌握,也能提高学生民

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
3.5 讲述国人故事 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

现,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14].
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为研制核潜艇隐姓埋名

30年,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中国原子

能科学创始人钱三强院士为使我国摆脱西方强国的

核威胁,在前苏联撤走专家、拒绝提供原子弹的相关

资料及教学模型的情况下,带领攻关小组历时5年

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于敏带领氢弹研究小组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利用

计算尺计算,期间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最终还

是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教学

中结合教学内容讲述科学家为了国家发展不顾个人

得失的感人事迹,为学生树立榜样,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
传统文化中的物理知识很多,在物理教学中渗

透传统文化的方法也很多,只要物理教师平时有意

识地积累素材,积极思考,物理课堂将会成为传播传

统文化的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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