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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RCS是一种动机设计模型,包含注意、相关、信心和满足4个要素及其对应的设计策略,能够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本文将ARCS动机模型应用于中学物理教学,分别从注意、相关、信心和满足4个方面提出具体

的实施方案,以引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与注意、让学生发觉学习与其生活切身相关、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建

立自信、让学生获得成就与满足.通过这样的探讨,希冀为中学教师激励学生动机提供一点启发和借鉴,使其能够

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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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曾提出:学习不是“将
无助的个体牢牢地绑在凳子上,再往他们脑子里塞

满那些没有实际用处、很快就会被忘记的东西”,真
正的学习是“青少年在源源不断的好奇心的驱使下,
不知疲倦地吸收自己听到、看到、读到的一切有意义

的东西”[1].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提供教学情

境,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动机,不能积极参与课堂和互

动,则难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应试型教育

制度,学生的学习动机普遍不高,教师也缺乏系统有

效的动机激励手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

凯勒综合众多的动机理论,开发出了ARCS动机设

计模型,关注如何通过教学设计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该模型提出了动机设计的4个要素和激励策

略[2],在国外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在中学物理教学

中,我们可以运用ARCS模型进行教学设计,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 ARCS动机模型概述

二战中美国军方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将

系统化教学设计的理念应用于军事教育,培养了大

量的军事人才,但是这种模式对学生的动机关注太

少,于是凯勒对系统化教学设计提出意见,认为如果

遵循此模式所研发出的教学设计不能引起学习者的

动机和兴趣,则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3].于是从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致力于激发学习动机与教

学设计的相关研究,并综合多种动机理论发展成

ARCS学习动机设计模型,该模型包含4个动机要

素,分别是:注意(Attention)、相关(Relevance)、信

心(Confidence)和满足(Satisfaction),这4个要素

的首字母即组成了ARCS动机模型[4].
注意,即教学应引起学生的好奇和兴趣,并维持

这种注意;相关,即教学与学生的需要和个人经验相

结合,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和目标,使其产生积极的学

习态度;信心,即教学应发展学生对成功的自信,使

学生对学习的效果产生积极的期望,相信成功操之

在己;满足,即让学生因成就而得到内在或外在的鼓

励,获得满足,产生继续学习的欲望.在这4个要素

的基础上,ARCS模型给出了指导性的设计策略,如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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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设计策略[2]

要素与组成 教学中思考的问题 激发动机的策略

A.引起注意

感官的吸引  如何捕获学生的注意与兴趣?  用新奇、非预期的方式捕捉学生的注意.

问题的探索  如何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  用奇特的问题维持其好奇心.

用变化维持  如何维持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变化教学的方式.

R.切身相关

目标导向  如何让学生了解课程能满足其需求?  借着陈述教学与个人目标的相关性,以产生实
用的知觉.

过程导向
 如何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学生担当的责
任、自我训练的表现机会?

 提供符合学生动机与价值的学习机会,如自我
学习或合作学习方式.

熟悉程度  如何连接教学与学生的经验?  结合学生的先前经验,提高学生的熟悉度.

C.建立信心

必备条件
 如何让学生了解成功完成这门课所必备
的条件?

 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协助学生创造正向的成
功期望.

成功机会
 如何使学生知道哪些学习活动和经验可
协助其提高学习能力?

 提供学习者适当范围,学生可以自我控制、自
我学习.

自我操控
 如何让学生知道成功控制于 自 己 的 努
力?

 提供学习者有机会达到的目标,帮助他们将成
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S.获得满足

自然结果
 如何提供机会让学生应用新学习的知识
和技能?

 提供自然的、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
识和技能,一展所长.

正向结果  如何为学习者的成功提供强化手段?  提供正向的鼓励和反馈.如:口头赞美、奖励等.

维持公正  如何协助学生创造正向积极的感觉?  对于成功维持一致的评价标准,采用公平的考
试和评分方法.

3 ARCS动机模型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应用

ARCS动机模型提供了动机设计的4个要素和

宏观的设计策略,对于中学物理教学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那么如何在物理教学中具体运用ARCS模

型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构建一个引导教学过程

的有效的教学模式?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围绕注意、
相关、信心和满足这4个方面来进行,在教学设计中

引起学生注意、让学生感到相关、建立学生信心、让
学生获得满足.
3.1 引起学生注意

注意是学习动机的首要因素,也是学习的先决

条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必须首先唤起并维持学

生的注意.当事物新奇或不确定时,容易引起人们的

注意[5].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新奇材料、巧妙

提问、运用变化,则能够比较容易地引起并维持学生

的注意.
3.1.1 激活知觉 引起学生注意

在进行课堂导入时,教师可以使用幻灯片、网
络、触屏电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创设情境,利用声

效、视效来引起感官上的注意,所搜集的教学材料最

好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碰到的,这样可以

提高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熟悉程度.教师也可以充分

利用教材,挖掘学生感兴趣的知识点,巧妙设计能够

引发学生强烈兴趣和求知欲望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

动机.
3.1.2 提问设疑 激起学生好奇

在教学导入时,教师可以使用发生在我们周围

的生活中的事例,然后从中发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

认知冲突,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激起学生的好奇和

求知欲望,让学生围绕着这些问题不断地探究下去.
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要与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要

略高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这样学生感到有一定

的难度,才能带着问题不断思索,紧跟老师的课堂节

奏.
3.1.3 运用变化 维持学生注意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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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注意力的教学设计,不仅在于引起学生的

注意和好奇,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这种注意和好奇,使
其贯穿整个课堂.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学生的好奇

心得到满足或达到某个目标时,兴趣便会开始减退,
对学习的注意力也开始分散.为了维持学生的兴趣

和注意,教师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教学要素的变化,如
教学媒体的变化,肢体语言(手势、眼神等)的变化,
表达风格(幽默、严肃、快、慢等)的变化以及师生间

互动方式的变化等,以达到间隔强化注意的目的.
3.2 让学生感到相关

学生的注意被吸引后,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

学习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和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
些问题涉及的就是相关性[6].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需要和个人经验相结合;让
学生知道他们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与他们切身相关;
与某种用途、前期的知识和经验相联系.
3.2.1 将知识与需要相联系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当前所学知识

的价值,比如在讲到“摩擦力”时,可以告诉学生如

何在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况增大有益摩擦或减小有害

摩擦,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知识的实用性和重要

性.对于有些课程,教师可以直接、明确地告诉学生

所学的内容是往年考试必考的内容,学生为了考得

好成绩和升学的需要,就会特别予以关注.
3.2.2 运用合作学习方式

物理学科中有许多实验和活动的环节,这就需

要以合作学习方式来探索科学概念.教师在教学中

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合作的学习情境,采取“小组分

工合作”的形式让学生与同伴一起思考、互相帮助、
提供资源、修正彼此的观点,最后分享发现的成果.
每个学生在小组中都有参与的机会,能够维持较高

的专注度;学得较快的学生可以帮助学得较慢的学

生,经由同伴的解说,学生也更容易接受.
3.2.3 连接学生前经验

教师在授课前应充分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结

构,在介绍新概念之前先花一些时间温习之前所讲

的相关知识并以其作为教授新知识的基础,使学生

了解先前经验与新知识的关联性以利于科学概念的

建构;教学中对于一些较为抽象的内容,教师可以运

用类比将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为学生经历过的具体

事物,当然类比的内容要与学科知识关联和贴切.
3.3 建立学生自信

除了让学生对教学感兴趣并产生切身相关外,
教师还需帮助学生使其相信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否
则他们很有可能因为信心不足而放弃学习任务[7].
在教学中教师应告知学生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评价依

据,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设置多元的成就水平标

准,让学生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引导学生将成功归因

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增强对成功的自信和期望.
3.3.1 告知明确目标和评价依据

教学前只有告知学生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评价的

依据,学生才有努力的方向.教师可以利用寒、暑假

时间将下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浏览一遍,在学期初上

课时将教学流程、学习目标和评价的依据跟学生说

明清楚,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对整个学期的学习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也能让学生知道要完成这门课所需

的必要条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建立学习的信心.
3.3.2 设置多元成就水平标准

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能力皆不相同,针对

不同的学生教师可以设置多元的成就水平标准,允
许学生确立个人的学习目标和成绩标准.教师有针

对性地给以适当的指导,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学

习的成功;教师也可以提供一些略有挑战性而学生

又能通过自己思考成功解答的问题,让学生感受到

到自己“非凡”的能力[8].
3.3.3 引导学生改善归因方式

自我意识较低的学生往往会把成功归因于运气

好而忽略自身的努力因素,反过来又会将失败归因

于自己努力不够而忽略客观因素.在教学与评价中

教师可以通过引导改善学生的归因方式,帮助学生

建立自信.如让学生按时完成学习计划后对他们的

学习行为给予及时的反馈,告诉学生之所以取得了

成功(如作业正确率高、考试获得高分等),是其自身

具有能力并且持续付出努力的结果.
3.4 让学生获得满足

一名教育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学习的高动机依

赖于学习者是否能够从学习经历中得到满足.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获得了满足,就会更加热爱学习,
对以后的学习产生期待.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情

境让学生一展所长;提供正向的鼓励和反馈让学生

受到关注;以及维持一致的评价标准;每一节课都让

学生学有所得,让学生从成功中获得满足.
3.4.1 创设情境让学生一展所长

学生在课堂中学到了新知识以后需要用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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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真实的问

题情境,让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或技能一展所长,每
一位学生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展示自己的解

题思路和操作技能.当这些行为的后果与学生的期

望相一致时,学生的动机就会被激发并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上.
3.4.2 提供正向的鼓励和反馈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学生有着强烈的

自尊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渴望在课堂中被关

注.教师应善解人意,对学生的学习结果提供及时的

反馈[9],对于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表扬,对暂时未取

得较好成果的学生给予鼓励和支持、耐心和信任;教
学过程中还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满足学生被关注和获得满足的需要.
3.4.3 维持一致的评价标准

当对学生学习的成果进行评价时,教师应坚持

同样的标准,让学生感到评价方式是公平公正的.同
时,教学评价应尽可能做到难度适中,贴近教学内

容,使学生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而不

能为了测出学生的实力故意出一些上课时未曾教过

的课外题,这样的测验不仅会失去评价的意义,也会

使学生对内容产生无力感而拒绝学习.

4 总结

目前世界上关于ARCS动机模型的有效性已经

得到证明,将ARCS动机模型与具体的学科教学相

结合是必要的.该动机模型与教学设计紧密相关,因
而对于教师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动机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妨综合运用

ARCS动机模型进行教学设计,以引起学生对课程

的兴趣与注意、让学生发觉学习与他的生活切身相

关、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建立自信、最后让学

生获得成就与满足,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

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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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ARCSMotivationModelinHighSchoolPhysicsClass
ZhengKang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

Abstract:ARCSisatypeof motivation design modelsincluding 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

Satisfactionandcorrespondingdesignstrategies,whichcaneffectivelystimulatestudents'learningmotivation.This

articleappliesARCSmotivationmodelinmiddleschoolphysicsclass,puttingforwardconcreteimplementation

plansfrom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andsatisfaction ,toattractstudents'interestandattention,let

studentsfindlearningrelatedwiththeirpersonallife,helpstudentsbuildself-confidence,andletstudents

achievesuccessandsatisfaction.Throughsuchdiscussion,wehopetoprovidesomesuggestionsofstimulating

students'motivationformiddleschoolteachersandmakethembeabletocarryoutteachingmoreeffectively.

Keywords:ARCSmodel;learningmotivation;teachingdesign;physics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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