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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调查高中生生物学习动机的现状 ,将其与学生的生物成绩作相关性分析 ,得出二者相关系数为 R = 0. 228,同时

发现此系数在不同成绩段的学生之间具有差异性 ;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对成绩的影响起主要作用 ,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三条

建议来培养与激发学生的生物学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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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任何活动 ,倘若没有动机 ,都是不能发动起来并维

持下去的 ,动机 (Motivation)是激发并使行为指向一个目标

的力量 (Baron, 1992; schunk, 1990) [ 1 ]。学习动机 (Learning

motivation)是动机的一种 ,也是教育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学习活动的产生和持续总有内部的、

心理上的原因 ,这种原因就是学习动机 ,我们认为 :学习动

机是引起个体的学习行为 ,维持学习行为 ,并使这种学习行

为朝向某一学习目标进行的一种心理状态。

1　问题提出

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

(1)高一学生生物学习动机的高低与生物学学习成绩

(后文中出现的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均指生物学学习动机

和生物学成绩 )有无直接关系 ?

(2)在生物课上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以促进其更

好的发展 ?

2　调查对象及方法

调查对象 :济南市山师附中一年级学生 ,学生的学习成

绩符合正态分布 ,在城市高中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工具 :根据现行的高中新课程标准和高中学生的

学习习惯 ,自制一份调查量表。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的形式为问卷调查 ,问卷的题目为

高中生生物学习现状的调查 ,问卷采取封闭式和开放式答

案的形式 ,针对学生的学习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对生物

学的态度及原因三个方面共 20道题目 ,每个题目根据动机

的强烈程度分为很符合、比较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楚、不

符合五个答案 ,采取不记名方式由老师发放给 187名学生

让其作答 ,调查完后问卷回收 178份 ,有效问卷 175份 ,有

效率为 94%。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 ,将试卷的每个答案从符合到

不符合依次赋分 5、4、3、2、1,然后将每个题目的分数相加 ,

就是该生的学习动机成绩 ,此成绩越高代表动机越强 (最

高不超过 100)。将学习成绩分为优秀 ( 80分以上 )、及格

(60到 79分 ) ,不及格 (60分以下 )三个层次 ,将学习动机

分为高 (前 30% )、中 (中间 40% )、低 (后 30% )三个水平。

3. 1　生物学习动机与生物学习成绩的关系分析

按照不同水平的学习动机中各成绩段人数及比例做成

表 1及图 1。

表 1　各不同程度的动机中各成绩段人数

动机 \成绩 优秀 及格 不及格

高 24 20 9

中 11 41 16

低 10 26 18

图 1　每种类型的学动机中各成绩段内的比例

　　由表 1和图 1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随动机强度的

逐渐降低 ,优秀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少 ,而不及格的学生比

例越来越高 ,成绩及格的学生所占比例先升高又降低 ,即在

学习动机较高的学生群体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占多数 ,不及

格的学生最少 ,在动机强度一般的学生中成绩也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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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 )的居多 ,在低动机的学生中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比例

最大 ,成绩优秀的学生比例最少 ,可见 ,学生学习动机的强

弱似乎与生物成绩的高低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 ,因此

笔者进行了独立性卡平方性检验 ,利用公式 :

x
2

= ∑
( f0 - fe )

fe
求得 x

2 = 17. 433, 通过查表得

x
2 0. 01 (4) = 13. 3 < 17. 433,因此我们认为学习成绩和学习

动机是相关的 ,随后笔者利用 Excerl统计表中的“Correl”公

式计算全体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的相关系数为 R = 0.

228,在成绩优秀的学生中相关系数 R = 0. 344,成绩及格的

学生当中 R = 0. 096,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当中 R = 0. 301,这

几个数据均说明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是呈正相关的 ,但是

在不同成绩段的学生当中二者相关度是不同的。

3. 2　以生物学习动机为研究对象的分析

若将问卷的题目按内、外部动机进行划分 ,那么将各成

绩段学生的生物学习动机的倾向型 ①分析如表 2和图 2表

示。

表 2　具有内、外动机不同倾向的人数

动机类型 \成绩 优秀 及格 不及格

外部动机 7 39 28

内部动机 38 48 17

图 2　各成绩段内外动机所占比例

　　通过对表 2和图 2可以看出随着学习成绩的下降 ,具

有内部学习动机倾向的学生比例呈逐渐递减的趋势 ,尤其

是在不及格的学生中具有内部学习动机倾向的学生比例骤

减 ,不到一半 ,而外部动机正好相反 ,随着学习成绩的下降

成明显的上升趋势 ;在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中学习的内部

动机高于外部动机 ,而不及格的学生当中这种情况刚好相

反 ,学习的外部动机高于内部动机 ,成绩及格的学生学习的

内部动机略高于外部动机 ,可以认为二者基本均衡。随后

笔者计算了内部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R = 0.

321,外部动机和成绩的相关系数 R = 0. 01,这两个数据说

明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在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中起主要作

用 ,因此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关键是激发其内部学习动机。

3. 3　总结

(1)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可知 ,高中生生物学习动机的

强弱与成绩的高低呈正相关 ,总体相关系数 R = 0. 228,在

不同成绩段的学生中二者相关度不同 :在成绩优秀的学生

中相关度最高 ,不及格的学生中次之 ,成绩一般 (及格 )的

学生最低。但是这个相关系数低于 Uguroglu&W alberg

(1985)的测量 ,在他们的研究中学习动机与学业成就之间

的相关系数平均值是 R = 0. 34[ 2 ] ;在内外动机的维度上 ,内

部动机在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中起主要作用 ,外部动机只与

学习成绩成微弱的正相关。

(2)学习动机越强的学生 ,学习效能感、成就感也越

强 ,其学习成绩越好 ,他们学习生物的动力来自于对知识的

渴望 ,对学习的需要 ,是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兴趣 ,是在好奇

心、求知欲的促使下 ,主动地对知识本身的探索 ;他们在生

物学习过程中会有明确的目标 ,为了实现一个大目标 ,他们

会给自己制定一系列的小目标 ,因此动机与成绩的相关性

越明显。

(3)学习动机水平一般的学生 ,学习成绩也一般 ,其学

习动力既有来自于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兴趣和热爱 ,又有外

界老师、父母的督促与自己未来发展的影响 ,他们对学习活

动本身的兴趣较弱 ,它不是对生物学习活动本身的爱好 ,而

是对学习活动可能导致结果的兴趣 ,它可能是老师、父母的

赏识、评价或是自己学习活动可能带来的结果的兴趣 ,因此

动机与成绩的相关性最低。

(4)学习动机很低的学生对生物学内容几乎不感兴

趣 ,学习生物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应付每天的作业。如果

老师、家长不强迫 ,绝不会主动去预习、复习及阅读与生物

相关的知识和书籍 ,他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 ,几乎没有任

何具体的学习目标及计划 ,因此生物成绩也较差 ,而且成绩

越不好 ,学习生物的积极性就越低 ,甚至会对生物学产生厌

学情绪。此外 ,一次次学习成绩的后退或没变化 ,及学习作

业的积累也易使其产生“破罐子破摔 ”的消极心态。

4　建议及对策

4. 1　关爱学生 ,与学生建立一种和谐而民主的师生关系

生物学教师首先应该承认每一个学生都有求知的愿

望 ,从这一点出发 ,教师要对所有的学生有一个“最近发展

区 ”内的期望 ,这会让学生产生对教师的信赖心理 ,并向着

教师的期望努力 ;其次 ,“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 ”,在学习上

教师要指导学生 ,是良师 ;在生活上教师要帮助学生 ,是益

友。给学生人格上的平等必然使学生因为喜欢生物老师而

喜欢上生物课 ,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在学习动机较高的学生

群体中有 89%以上的学生表示喜欢生物老师 ,而在低动机

水平的学生群体中喜欢生物老师的只有不到 11% ;最后 ,

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师切忌因为学生的错误而取

笑、批评学生 ,以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至于使学生在受

到打击后厌烦生物学。

4. 2　运用探究式教学法 ,营造积极的课堂气氛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 ,很多知识在呈现给

学生之前带有很大的未知性 ,因此很适合进行探究性教学 ,

这种教学方式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在教学中是深受学生

欢迎的。教师可以利用实验课进行探究 ,在实验课上探究

的时候宜将学生根据组间同质 ,组内异质的原则进行分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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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 :高中生生物学习动机与成绩的关系研究 　 　　　　 　2009年第 6期 　

通过小组“PK”的形式进行合作与竞争。因为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 ,合作的学习环境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动机 [ 3 ] ,

这样可以让学生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有利于同时进行集体

主义教育。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允许学生犯

错误 ,允许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展

开小规模的辩论 ,这样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形成积极的课

堂氛围。

4. 3　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归因 ,树立健康的学习心理

有研究发现 ,当学生把失败归因于不稳定或可控因素

时更可能相信自己将来会成功 [ 4 ]。通过谈话、观察等途径

了解学生的归因倾向 ,在课堂教学或者实验教学中让学生

进行探究活动时体验成功或者失败 ,并引导学生将成功归

因于内部、稳定、可控因素 ,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不稳定、

不可控因素 ,这样进行归因训练无需太频繁 ,只需在适当的

时机进行总结式的归因即可。

当然 ,学习动机的激发也要有个“度 ”的限制 ,并不是

说学生的学习动机越高越好 ,根据耶克斯和多德森定律 ,学

习效率随着学习动机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有研究发现动机

的最佳水平随课题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在较容易的课题

中 ,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 ;随着课题难度的增加 ,

动机的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5 ]。因此过分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只会增加其焦虑感 ,而过高的焦虑感对学生

的学习是有害的 ,此次调查中也发现在学习动机水平较高

的学生中有 13%的学生成绩不及格 ,所以 ,教育者要防止

这种过犹不及的现象 ,对于学习动机很高而学习成绩却不

是很理想的学生 ,除了引导其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外 ,更要

注意适当减轻其焦虑感 ,不让其有过多的心理负担 ;而对学

习动机不是很高却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的学生应该稍加严格

要求 ,以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在实际

教学中教育者应从学生的学情 ,教学的教情出发 ,采用积极

的手段、以积极的的态度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也

应该将此当作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来遵守。这样才能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同时 ,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也是

一个教育者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表现。

注 :

①　将学生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得分相比较 ,如果内部动机得

分高 ,则认为该生为内部动机倾向型 ,反之为外部动机倾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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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bout b iology learn ing m otiva tion and ach ievem en t
of studen ts in h igh school

L i Bo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 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B iolog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B iology achievement

in high school,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R is 0. 228. Meanwhile the coefficient varies amo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level. A t last, according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make thre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train and stimul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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