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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的学习不仅取决于智力水平, 认知方式和

学习能力等认知因素, 还制约于对认知过程起着始

动、定向、引导、维持、强化作用的心理因素,如动机、

兴趣、情感、意志、态度、性格等心理成分。其中动机

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动机是由某种需要所引起的有意识的行动倾

向。它是激励或推动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

在动因。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

力量,也是一种学习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和教育

对学生学习的客观要求在学生头脑里的反映。对教

师来说,学生的学习动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既可以

作为教育目标, 又可以作为教育手段。作为目标, 增

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教育目的之一,我们要培养学

生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为建设祖国而不断提高自

己的愿望, 并希望学生毕业后仍能把这种动机力量

持续终身, 学而不止,奉献人类。作为一种手段, 动

机因素就像智力、学习经验等认知因素一样, 影响着

学生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来

提高其学习成绩,也可以通过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来巩固其良好的学习效果。对学生来说, 学习动机

在学习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方

向;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进程;学生动机影响着学习

效果。学习动机是推动学习的驱动力。学生没有学

习动机, 就像机车没有发动机。有了足够的学习动

机,就有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就能变�要我学
习 为�我要学习 , �机车 就能加速飞弛!

学习动机从来源来说,有学习的内部动机和学

习的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持久的,它给学习者一种

主动性;外部动机往往是短暂的,它所引起的学习大

都是被动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主要激励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

一、使学生明确学习物理学的目的, 以激励其

内在学习动机

所谓学习目的, 是指学生进行学习所要达到的

结果或实现的目标。学习动机作为促使学生达到学

习目的的动因, 就是以某种学习目的为出发点的。

只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的人, 才能产生强烈的学

习动机,保持高度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学习目的作

为产生和保持学习动机的因素, 在学生的学习行为

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例如给学生上第一节物理

绪言课时,对学生进行学习物理的目的教育。一是

通过举例说明物理学与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如

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平面镜成像、洗衣机的甩干设备、

杆秤、口琴、笛子等,农业上用的离心水泵,工业上的

l , 则 m1= mx�l , 而 m1+ m2 = m,这样就建立了该对

象的运动方程: a( x ) = xg�l。进行求解即可。

图 � 2

再如我们采用线绳绕圈模型来回答干涉、衍射

光强分布问题; 用钮扣橡皮带模型来理解膨胀空间、

红移现象等。

有人常说, 一位杰出的教员是能够把哪怕是最

尖端的科学题目、最复杂的计算,用非专业的概念但

又准确地讲述出来,并使非专业的人能理解。其最

重要的技巧就是建立一种形象化的模型。

虽然我们对许多物理论题非常熟悉, 讲起课来

也头头是道,但深挖不够,仅限于课本上的知识。我

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概念和模型启发学员提出

问题、发现问题、大胆质疑。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激

发学员进一步探索未知的欲望(概念的深层含义)、

创造的欲望(造模型)。教学质量的好坏不在于具体

传授多少知识,更在于传授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一

种思维。我们完全可以舍去一些标准的经典物理论

题而深入到近代物理学。要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

体现物理学的特点和风格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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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电器, 国防上的无线电话、激光武器、原子

弹、氢弹、火箭、人造卫星、导弹等, 科学技术方面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电子计算机,自动监测城市噪声的

仪器,用雷达测速管理交通,用核磁共振仪检查身体

等。还有在自然现象中有很多的现象都能用物理学

知识进行解释, 如�天狗吃太阳 、�哈蟆吃月亮 、�海

市蜃楼 、露珠在阳光照射下会闪闪发光、肥皂泡在
阳光的照射下出现彩色花纹、回声等;二是说明作为

21世纪的青年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学

习物理学。当今时代正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

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

增强综合国力, 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作为当代青年应该掌握过硬的科学技术本领, 将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提高劳动生

产率, 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作出应有的

贡献。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应努力学好物理

学这门基础科学, 提高自己的科技意识。通过这样

使学生充分意识到学习物理学的目的, 促使他们渴

求学这门课的良好愿望。

二、增强课堂学习的动机, 以激励学生的内在

学习动机

在学生已经产生学习需要以后, 要使它真正变

成学习中有效的动力,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内

在学习动机激发起来。也就是说,要利用一定的诱

因使已经形成的学习需要由潜伏状态转入活动状

态,使它们成为学习的内部动因,从而能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并把已形成的学习动机不断地得到巩

固、加深和提高。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在学习过程中

进行的,它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

及教学组织。在教学中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 明确课堂学习的目的和意义

每上一堂课就首先要向学生讲明本堂课的学习

目的, 即课堂上应该理解和掌握的学习内容。其次

要向学生解释本堂课学习内容的价值, 即现在所学

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实践有哪些联系,对将来的祖国

建设事业有什么意义; 最后还应具体指导学生通过

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达到学习目的。如在讲�牛顿
第三定律 这节内容时,首先向学生指明本堂课应理

解和掌握�牛顿第三定律 的内容, 其次说明�牛顿第
三定律 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联系,如人行走、划船、喷

气式飞机、火箭的发射、灌溉用的自动喷水器等都是

�牛顿第三定律 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特别指出我

国的现代火箭技术(牛顿第三定律的应用 ∀ ∀ ∀ 反冲

运动)已驰名中外,名扬四海;最后就具体指导学生

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牛顿第三定律 的内容,并结合

实际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日常生活现象, 如

分析短跑时使用起跑器的作用, 运动员跳鞍马, 总要

先落脚在踏板上使劲踏一下的作用等。

2. 善用学生的好奇心, 使物理信息的刺激产生

出于学生意料之外的效果

人类有强烈的认知的好奇心。培养好奇心是善

于使新信息的刺激出于学生已有的知识框架、习惯

的思维方法即已有的�认知结构 之外,一言蔽之,出

于学生的意料之外。从外界得到的信息与已经形成

的认知结构和期望之间出现不一致、分歧和矛盾就

形成好奇心。在物理教学中,第一,要把�外 在的信
息,即物理课题以新奇方式提示在学生面前;第二要

了解�内 在的情况,即学生方面已学过的知识结构、

可能的思路, 并估计新信息出现时会有怎样的�期

望 和意料;第三, 教师要善于组织�外 与�内 即新

信息与意料之间的不一致、分歧和矛盾,把好奇心和

兴趣激发起来;第四,要注意教学难度恰当,使学生

进行不同深度的加工, 特别是深水平的加工,积极投

入学习活动过程, 得到成功的愉悦情绪体验。例如,

匀变速运动与匀速运动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它们之

间存在着差别。初学变速运动的学生, 如果有的知

识框架仅是匀速运动的东西,那么,当眼前突然出现

变速运动的新事物时, 学生可能一时会感到�不一

致 。激发兴趣就要利用这种不一致。从与课题有
关的物理事物中选择易于激发好奇心的典型例子,

作为新信息, 并运用诸如说书人、章回小说惯用的

�伏笔 等技巧,用生动的语言和情景巧设等手法,使

新信息同学生意料之间引起矛盾,出现�不一致 ,使
学生产生�为什么是这样 的好奇心和想进一步弄清

问题的愿望。这样,由好奇心与�不一致 入门, 把积

极学习的潜力调动起来,经过进一步努力探索, 弄清

了为什么,也就掌握了新信息,学到了新知识。

3. 加强课堂内容的新颖性、形象性和具体性,

利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使课堂教学风趣化

新颖的东西能激发人的兴趣, 形象具体的东西

易唤起人的情绪。学生的学习动机常常是在丰富多

彩、新奇生动的教学内容中得到激发的。增强教学

内容的新颖性,就是要使每堂课的内容具有新奇的

知识。保持教学内容的形象化, 就应给教学内容多

增添些形象的或想象的成分。要使教学内容具体

化,就要通过举例,展示实物和参观方式, 把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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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与学生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然而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可能会在死板单一的教学

方式中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 而单调无趣的教学内

容常会在花样翻新的教学方式中唤起学生的热情。

因此,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也是增强学生课堂学习

动机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物理

教学:

(1) 用实验导入新课。例如, 讲冲量、动量时、

教师先用两支一样的粉笔,使之从同一高度坠落, 一

支直接落在讲台桌面上, 断了;另一支落在棉纱垫上

完好无损。�这是为什么呢? 一开头就引起了学生
对课题的浓厚兴趣,为调动本课后续学习的积极性

创造了良好气氛。

( 2) 把实验故意搞成有惊无险性。如讲能量问

题,可作一单摆,然后让学生站在靠墙无退路的位置

上,把摆拿到该学生鼻子底下放开,让它摆动。当单

摆摆回时,学生会很担心碰到鼻子,可结果只是一场

虚惊。这样的实验一定会引发学生好奇, 急于要弄

清�这是为什么? 

( 3) 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体会大自然的奇妙和

规律性。如讲电磁感应, 学生习惯的想法是: 产生电

流要用干电池, 如家里看到的手电筒。而现在看到

在导体与磁场相对运动时, 电流也可以产生出来。

做透镜实验时, 看到透镜准确按照理论公式预期的

位置成像! ##这时,教师如能画龙点睛,让学生由

眼前的实验领略自然界的奇妙和规律性, 就会产生

持久的学习积极性。

( 4) 引用物理学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物理

学史记载了人类前仆后继揭开千古自然之谜的史

实,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这是一笔对知识学习、

方法训练以及激励人格都相当有用而丰富的重要教

育资源,运用得当, 对教育学生成才会有相当价值。

物理学家探索物理之谜的坎坷曲折历程, 本身也会

激发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

( 5) 联系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

日常生活现象和自然现象用课堂所学的原理、规律

加以解释,并揭示出物理原理,学生会表现出相当高

的兴趣。如讲自感时联系日光灯的发光过程讲解,

讲牛顿第一定律时,联系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惯性例

子讲解,使学生感到物理学并不陌生,它活生生地存

在于现实生活中,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动机。

( 6)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媒体, 形象地表现出实

验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现象。现代教育媒体能把微

观现象宏观再现, 也能把宏观现象纳入我们所能感

知的范围。小至原子的结构及运动, 大到天体运行

和宇宙演化, 传统的教学模式只能令学生凭想象去

领会,而现代教育媒体则能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

与活动。例如:通过观看教学影片∃我们的朋友: 原

子%,学生就基本能掌握有关原子的初步知识。影片
不但直观、形象, 还很生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

一种娱乐感,达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又如可以用自

制的线叠式的投影片形象地表示出电荷的定向移动

成电流的过程。在讲静电的应用时放映静电除尘、

静电植绒等录象, 让学生亲临其境,深深地感知到物

理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

4. 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动性

大多数学生总是在主动地学习活动中感受到学

习的快乐,在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中产生烦躁。在

物理教学中采用提问法, 教师设疑引导学生思考并

回答问题,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做学生分组实验和

一些精彩的演示实验,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使学生�卷入 学习任务之中。达到激励内在学习
动机的目的。

5. 及时反馈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

学生不仅愿意主观参加课堂学习活动, 而且期

望自己的学习行为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因此

教师在课堂上要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有目的地

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后回答,教师对学生的积极学

习行为示以满意微笑, 点头称赞, 以及口头表扬, 都

会给学生增强新的动机力量。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某

种积极学习行为没有任何反馈, 将会无形中降低学

生的学习劲头。如果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给予消

极的反馈,诸如嘲讽、不正当的批评等, 则会使学生

丧失学习信心,降低学习热情甚至在学习中半途而

废。因此,教师对学生的积极学习行为给予及时的

肯定,以鼓励学生敢于想问题,提问题,不怕犯错误。

充分利用外在动机力量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和自觉性,促使和增强学生内在学习动机。

总之,在物理教学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加强课堂内容的新颖性、多样性、形象性和具体性,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使学生�卷入 到学习
任务之中,充分激励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变�要我

学习 为�我要学习 ,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和
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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