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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作为一门通识性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面很广，作用十分突出，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

学生高效学习意义重大。结合动机理论探讨大学物理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途径，来提高学生学习

大学物理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大学物理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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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general basic theoretical course, university physics ha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and promi-
nent roles, and how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omote students’ efficient 
lear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ombined with motivation theory, the way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university physics teaching are discussed,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en-
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university physic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uni-
versity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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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重要的基础必修课程，其知识体系、思想方法能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高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

大学物理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多，课时量相对较少，课程本身难度比较大，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困难，所

以造成学生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显的

十分必要。 
学习动机是指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使行为朝着一定学习标的一种心

里倾向或内部动力。它包含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两个成分，学习需要是指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有某种

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状态，学习期待是个体对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目标的主观估计[1]。“学习动机”

其实就是一种认知内驱力。认知内驱力属于直接指向学习任务本身的内因性动机，因此认知内驱力就是

动机中最重要的、最稳定的部分。但学生对于某学科的认知内驱力并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后天获得的，

有赖于特定的学习经验。当学生在学科学习中不断获得学习的乐趣、成功的体验、体验到知识的力量、

学习的价值后，就更加会期望在随后的学习中进一步得到满足，从而逐渐形成和学科相对应的认知内驱

力[2]。根据不同的标准，学习动机有着不同的分类。根据动机产生的诱因来源不同，学习动机分为内部

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根据学习动机内容的社会意义，学习动机分为高尚的动机和低级的动机；根

据动机行为与目标的远近关系，学习动机可以分为近景性动机和远景性动机；根据学习动机与学习活动

的关系，可以分为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根据学校情境中学业成就动机的不同，奥苏贝尔等人把动机分

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3] [4]。由于学习动机的多样化，导致对学习动机作用的解

释也多种多样，由此派生出多种不同的动机理论，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 
强化动机理论用强化来解释操作学习的发生，而且也用强化来解释动机的引起。认为引起动机同习

得行为并无两样，都可用强化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具有某种行为倾向，完全取决于先前这种行为和刺激

因强化而建立的牢固联系[5]。 
需要层次理论强调需要的作用，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都有其特殊的目标，这种目标来源

于我们的需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会随着时间等因素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不

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产生不同行为的原因。需要影响着

人们行为的方式和方向[6] [7]。 
自我效能感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班杜拉，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

的主观判断。人的行为受行为的结果因素与先行因素的影响。班杜拉认为行为出现的概率是由于人认识

了行为与强化之间的依赖关系后对下一步强化的期望。 
成败归因理论代表人物维纳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发现人们倾向于将活动成败的原因

即行为贵任归结为以下六个因素，即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好坏、身心状态、外界

环境等。同时，维纳认为这六个因素可归为三个维度，即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

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归因。最后，将三维度和六因素结合起来，就组成了归因模式[8] [9]。成败归

因理论在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归因能促使学生在从了解自己到认识别人的过程中，建立起明确的自我

概念，促进自身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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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的更新也越发迅速。在这个以知识为核心的信息时代，

对学生的学习提出新的观念，对教师的教学也推出了新的模式。教育要满足每个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因此，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使学生的学习逐步由被动转换为主动，让

他们能够持续地保持学习的热情，让学生真正地拥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对于物理学科而言，要学

好这门学科，需要的不仅仅是学生应具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演绎推

理能力等，还需要学生能产生和保持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即具有有利于物理学习的学习动

机。本文就通过动机理论谈谈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如何激发学习动机。 

2. 创设物理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维持好奇心 

兴趣和好奇心是内部动机最为核心的成分，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基础。教师可以根据

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以及知识之间的联系创设物理问题情境，物理问题情境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或者

将来的工作。问题要精练，问题难度要适当，因为物理问题本身难度比较大，根据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问题的难度可以稍微简单一些，这样才能恰当的控制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动机水平，问题还要新颖、有

趣富有启发性，这样才能使学生产生疑问，内心渴望从事大学物理教学活动。 

3. 提出明确、可操作性的目标 

价值理论认为，个体完成各种任务的动机是由他对这一任务成功可能性的期待以及对这一任务所赋

予的价值决定的。个体自认为达到目标的可能性越大，从这一目标中获取的激励值就越大，个体完成这

一任务的动机也越强。在大学物理的教学过程中，地方大学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大学物理教学基本要

求》，军队院校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而且教

学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量化、可操作性的目标才能让学生心中有数。比如杨氏双缝干涉这部分内容，

教学目标就可以确定为：能阐释光的相干条件、获得相干光的方法；能阐释杨氏双缝干涉的基本原理，

会分析干涉条纹；能说出劳埃德镜等类杨氏双缝干涉原理。这样确定教学目标，更容易让学知道应该怎

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4. 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物理竞赛、物理学术竞赛等赛事 

参加物理竞赛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让学生自主的去探究物理知识，如果能获得奖励，学

生将更容易获得自我效能感，进一步促进大学物理的学习。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是一项团队对抗形式

的物理竞赛。通过辩论的形式轮流扮演正方、反方、评论方，进行物理问题的探讨，这个比赛以协同

创新为根本理念，旨在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物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开放性

思维。通过这个比赛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创新

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交流表达能力，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同时注重加强青年

学生之间的友谊和交流。通过学生参加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发现这种形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学生对这样的比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下非常积极主动地来找老师讨论，学习动机得到极大的

增强。 

5. 关爱学生，多与学生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和学生是构成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不可缺少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教师和学生是相互依存，相互

作用的。教师和学生是一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排斥的统一体，师生关系是学生人际关系中最核心、最重

要的部分。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不管在什么样的教学模式下，良好的师生

关系将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问题的师生关系将严重影响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和学习。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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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智健全，具有较强的明辨是非能力，主动关心学生，经常与学生进行交流，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大学生刚离开父母，学习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生活和学习中可能会与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教师

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热情的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一种朋友关系，会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一种信任感、

亲近感。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喜欢老师，就会自然而然的过渡到喜欢老师所教的学科，从而激发学生

学习大学物理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 

6. 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由班杜拉首先提出来的，是指人对自己能否成功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我

效能感能够决定人们对做某一件事的选择，以及是否能够长期坚持，会影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的态度，

它还会影响人们在做某一件事时的情绪和行为表现。学生能够获得学习大学物理的自我效能感，就会从

心里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学好大学物理，不会畏惧在学习大学物理过程遇到的困难，从而能够主动地去学

习大学物理的内容。可以通过创造条件，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来培养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自我效能

感，例如，在 2023 年大学物理上学期，有一个学生平时单元测试成绩非常差，上课很多内容听不明白，

在答疑课时，学生过来问了一道题目，我就把学生留在身边，等其他同学来问相同的题目时，我就让他

给其他学生解答，从而让学生获得学习大学物理成功的体验，这位学生在后续的学习中学习积极性得到

极大的提高，在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学生的成绩达到了平均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学习大学物

理的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大学物理动机能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7. 对学习结果给与及时的反馈和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如果取得进步，心情就会变得轻松愉悦，这种情景多次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就

会得到激发，从而培养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如果学习结果经常不太理想，就很可能进入对自己

的学习行为感到无力控制、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学习动机严重受损。所以需要对学生学习结果进行及时

的反馈和评价，通过反馈，是学生及时的了解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学习结果，例如通过大学物理知识分析

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物理问题，作业情况、考试成绩、课堂变现等，这些都会对学生学习大学物理产生一

定的激励作用，会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大学物理的愿望。对于学习进步表现较好的学生，可以进行表扬和

奖励，通过鼓励学生的表现对其行为进行强化，是学生产生积极向上的心态。对于未取得理想结果的学生，

通过一对一交流，进步了解学生的情况，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归因。正确的归因可以让学生在从了解自己

到认识别人的过程中，建立起明确的自我概念，促进自己的提高。总之，学习动机在学生学习中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提高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学习动机，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学习动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充分了解学生

的前提下，运用教育学理论，采取有效的策略，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的全方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样

才能使学生怀着愉快的心情，主动地学习大学物理，从而收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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