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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media teaching as a product of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eply loved by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mastering and using this model ma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ndicators of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As a basic cognitive activity, learning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teaching mode), but also inseparable from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value theory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ole of academic 
emotion in the multimedia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rationally uses multimedia teaching to stimulate 
students’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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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媒体教学作为现代化技术的产物已深受广大教师们的喜爱，熟练掌握并使用这一模式或许已成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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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技能的指标之一。而学习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活动，除了受外部因素(教学模式)的影响外，它
还与情绪体验密不可分。所以，研究从控制价值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出发，分析学业情绪在多媒体课堂

教学模式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结合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激发学生的积极学

业情绪，提高其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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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青少年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反应已成为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新课改的目标

之一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掌握学习方法，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并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为促进这

一目标的实现，我国从 2007 年就提出要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国务院，教育

部也颁布了一系列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的政策文件，力图扭转由于学习压力过大而产生厌学情绪导致辍学

等情况发生。而在学习过程中总会伴随着各种情绪体验，如，掌握知识时的喜悦，考场失意时的沮丧，

完成作业时的满足和答对问题时的自豪等等，这些都是在完成学习任务中产生的学业情绪。早期研究者

认为，它总是在个体进行结果归因后产生的。一般来说，好的预期结果会促进更多正性情绪，反之，会

诱导更多负性情绪(Pekrun, Goetz, & Titz, 2002)。而学业情绪是多元化的。比如，个体在获得优异成绩后

感到骄傲，但得知并未赶上竞争目标后又感到焦虑和沮丧。此外，它还具有情境性，会在不同的学习环

境中体现。一般地，将学习环境分为校内外学习两种，即课上师生互动，学业测试；课下自主学习，自

我测验。已有研究发现，在多媒体课件中呈现“内在 + 外在”线索的学习材料有利于学习者识记能力和

学习成绩的提高(俞国良&董妍，2005；王雪&王志军，2015)。而课件的背景颜色和字体颜色也影响学习

效果，通过眼动实验发现较深色背景下，个体在浅色背景下注视次数，注视时间均较短，并提出 PPT 中

浅色的背景配上深颜色的字体产生的视觉对比更容易让学习者集中注意力掌握学习内容(安璐&李子运，

2012)。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在白色和浅蓝色背景下，深蓝色、黑色和红色字体交替呈现后注视时间和

次数的变化，发现红色和深蓝色字体注视时间较长，易引起视觉疲劳；黑色在浅蓝色背景下比白色注视

时间短，不易引起视觉疲劳，授课效果较好(孙庆兰，田水承，&孙立群，2017)。除了上述以 PPT 课件呈

现的媒体教学外，现在流行的网络视频课程深受学习者青睐。它融合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

等多种媒体呈现，信息通过视听觉双通道加工后被学习者接收，减轻了学习者认知负担，合理分配了注

意资源。另外，眼动实验研究还发现视频结合概要字幕呈现学习材料的方式有助于学习者保持性和迁移

性测试成绩的提高(王雪&王志军，2016)。但以上研究均以生理反应指标衡量学习效果，忽略了心理活动

的作用，如学习过程中情绪变化的影响。因此，研究从学业情绪入手，以学业成就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

指标，试图分析多媒体教学模式下学业情绪的变化及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一方面能丰富学业情绪的作用

机制；另一方面为提高学习效果而调整多媒体教学模式提供指导方法。 

2. 多媒体教学与学业情绪的相关研究  

Mayer (2009)认为多媒体学习是指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类型共同或分别呈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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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的学习模式。多媒体认知情感理论指出情绪性设计可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和动机，增加可利

用的认知资源，使他们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所以，为深入了解多媒体学习过程的心理机制，考察学业

情绪是必要的。Pekrun (2002)等人强调学业情绪是个体在获悉学业成功或失败后的主观体验，而俞国良

(2005)等人不仅强调了学业情绪贯穿于各种学习活动中，还强调其产生背景并非局限于结果反馈。基于此，

本文认为学业情绪是学习者在课上、课外或考试期间对学业成功或失败后的各种主观体验。Pekrun (2002)
按照效价和唤醒度将其分为两类：积极学业情绪(高/低唤醒度)和消极学业情绪(高/低唤醒度)。俗话说，

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一方面，学业情绪具有动态变化性，它会随着学习情境的变化而处于波动状态。

一般而言，个体会对熟悉的环境产生类似的情绪体验，当陌生情境中的学习线索与内隐记忆中的线索一

致或相似时，类似的学业情绪体验就容易被唤起；当记忆中的线索得不到启动时，则会产生不同于以往

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唤醒水平过高会引发个体的不适感。正如赫布的唤醒理论而言，中等程度的唤

醒水平最有利于适应新异性刺激，达到最好的工作和学习状态。高水平的唤醒会增加个体完成学习任务

时的压力和焦虑感，而低水平的唤醒会降低个体对完成学业要求的认真态度和学习兴趣。此外，学业情

绪在不同的学科中呈现特异化优势。比如，文科的学生在做理科作业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沮丧和厌恶感；

反之，理科的学生在做文科类的题目时可能会感到无助和焦虑。而且，相比于主修课程(语数英)，音乐，

美术等选修课程更能给个体带来放松和愉悦感。 
学业情绪的测量方法包括自我报告法、观察法、访谈、问卷调查和实验法。现阶段，随着网络学习

的兴起，在线学业情绪测评(AOAES)也随之发展。这是针对成人利用计算机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进行远程

自主学习产生学业情绪的测量方式。学习者们可以相互分享、交流构建虚拟的以学习共同体为核心的社

区。研究发现，对那些倾向于旁观的学习者，在接触网络课程的过程后对其进行学业情绪测评发现，积

极情感体验在逐渐增加，主动学习的意愿也在逐步提升。这种虚拟的网络课程学习，使其得到了教师一

对一的教学和其他学习者的支持与帮助，满足了个人的社交诉求和求知欲望。这样不仅强化了学习共同

体的意识，而且尊重和支持个体的情感表达，为提升讨论知识的热度，激发学习兴趣营造了良好的情绪

氛围(朱祖林&黄彩虹，2011；朱祖林&安哲峰，2013)。也有研究发现，积极高唤醒情绪能提高成就动机

的水平，高成就动机的学生能很快进入学习状态，并疏离无关事物的干扰，学习更加主动、勤奋，学习

成绩得以稳步提高；而消极情绪对学习成绩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即消极情绪的唤醒水平越高，成绩越

差(Pekrun et al., 2014)。 

3.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及关系模型图 

学业情绪的产生是环境、个体和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Pekrun (2002)等人的控制价值理论解释了学业

情绪产生的前因变量—环境与个体因素，而认知动机理论解释了学业情绪的结果作用—学业成就。研究证

明，学校氛围，包括学风、教风及人际关系的支持，有利于积极情绪的产生，学业成就的提高。良好的学

校氛围使学生感知到来自教师、同伴的认同与支持，自主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对学业的主观控制感与

评价更高，能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并自主学习(李文桃&刘学兰，2017)。另外，学生对学业的重视度越高，

担忧、焦虑情绪越明显。尤其在未满足父母期望、预期目标未能实现时，个体的自我评价及自我效能感均

降低，消极情绪体验更强烈(Lauermann, Eccles, & Pekrun, 2017)。除环境因素外，大量研究表明，自我认知、

成就动机、归因方式等个体因素对学业情绪均有预测作用。根据 Pekrun 的控制–价值理论(Pekrun, Goetz, & 
Daniels, 2010; Pekrun, 2006)，自我认知能力越强，成就动机越高意味着学生对学业的重视度和主观控制感

的预期越高，有利于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积极的预期性学业情绪，与结果回顾性情绪一致时产生稳定的积

极情绪体验。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情绪特点)可通过个体因素(如心理弹性、情绪

调节策略、自我认知等)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学业情绪(俞国良，朱琳，&董妍，2014)。家庭经济地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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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学生感知的求学压力越大，但对于高成就动机，设定长远目标的个体在利用情绪调节策略后会淡化消

极情绪，避免了成绩降低。因此，两因素可以直接或间接联合预测学业情绪。也有学者发现，积极与消极

情绪的产生是个体对学业成功或失败归因的结果。当个体获得预期成功时倾向于归于自身的努力，并高度

认可自己的能力，体验到自豪和满足感；反之，个体倾向于怀疑否定自己，进而自信心降低，沮丧和无助

感上升。所以，成功和失败的反馈会直接导致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体验(刘阳&孟庆国，2008)。 
综上，研究认为，学业情绪的内外机制间存在双向性特点，积极学业情绪的持续稳定是在对学业成

就的预期与结果比较后产生的。虽然控制—价值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解释了学业情绪产生的前因和后

果，但都强调的是预期性情绪，忽略结果性情绪的对比作用，以及对结果归因会影响个体和环境因素的

控制与评价过程。所以，研究强调个体对学业成就进行价值评估及归因后产生的结果性情绪与预期性情

绪的比较过程，形成最终学业情绪体验，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模型(见图 1)，该模型详细阐述了影响因

素间的相互关系，在立足于多媒体教学模式下，通过合理呈现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积极高唤醒的学业情绪，

达到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目的。 
 

 
Figure 1. The model of antecedents and aftereffect of academic emotion 
图 1. 学业情绪的前因与后效模型 

4. 教育策略与建议  

4.1. 改进多媒体教学、合理化设计 

有效的多媒体教学设计不仅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动机、增加学习动力，而且可以使学

生坚定目标和信心。因此，我们首先可以让学生提前预习，提供与之相似的学习过的材料，并在多媒体课

件中呈现流程图及文本标注，帮助学生理解、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其次，演示时间不宜过长，学生注意力

集中时间一般为 30 分钟，过长或过短会造成疲劳和困惑等不适感增加；最后，课件呈现的内容尽量丰富化，

避免单一文本或图片解释；Mayer (2009)曾提出学习者对教学信息加工过程是按照选择–组织–整合策略进

行的，相对应的课件呈现形式从文本 + 图片/动画、文本 + 动画/视频 + 解说等多样变化，减少了加工单

一文本、图片或无关信息的认知负荷，且生动的信息呈现方式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地投入学习。 

4.2. 发挥学业情绪优势、掌握情绪调节策略 

学习是一种认知活动，而这种认知活动与非智力因素(学业情绪等)密不可分。根据唤醒理论赫布的观

点，人的唤醒水平与绩效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太高或太低的唤醒水平都会降低学习效率。而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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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功能表明，适度的兴奋、紧张或焦虑能促进人积极地思考和解决问题，但其激活水平越高，越不利

于问题解决。所以，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掌握情绪调节策略是必要的。它既包括抑制、削弱和掩盖不适

当情绪，又包括维持和增强适当情绪过程。良好的调节是认知、行为及情绪体验达到协调平衡的状态。

一方面，学习者可以主动选择有利情境，回避不利情境来避免或降低消极情绪体验，如将注意力从无关

或难度较大的任务中转移到难度中等的学习任务中，确保顺利完成。或采用认知重评的方式理解使人产

生挫折、生气、厌恶等情绪体验后的事件，缓解消极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性。另一方面，进行三位一体的

系统干预设计。加强学生对学业情绪的正确认识，做情绪的主人，提高主观操纵的能力。从合理归因训

练、学习动机的激发、自我认知的提高、成就目标的改进等方面强化学业情绪对个体成长的意义。教师

可以针对以上方面开展团体与个案辅导活动，进行小组分享讨论。同时，父母在家中给予子女过多消极

反馈时，他们的情感表达会受抑制，再加上未被及时关注，更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当这一体验超出自

我调节范围而又得不到父母积极引导时，个体会产生消极情绪。长期的消极体验会负向预测学业成绩，

降低学习兴趣，引发不良归因，造成厌学情绪。所以，父母应积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及时与其沟通

交流，配合教师工作，适当参与孩子的作业活动，给予积极评价，增强自信心，鼓励表达自己的真实想

法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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