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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较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了学生学

习动机不足甚至缺乏的现象，针对这个情况，需要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展开研究。本

研究引入了美国凯勒教授提出的 ARCS 动机模式，这个模式运用到教学中可以解释为

教师需要引起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与已有的经验建立起联系，然后通过完成任务

获得自信，最后获得满足感，达到提高学习动机的目的。教师在教学中会使用一些

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但这些策略有很大的概率并未以系统的理论为依据，

而是教师凭借自身的经验对策略进行了无意识地选择和使用，如果教师依据 ARCS 动

机模式，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策略，这样效率会更高。鉴于此，笔者基于 ARCS 动

机模式，研究如何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首先在该模式的视

域下对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使用动机策略的现状从注意、切身性、自信和满意四个

类别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笔者发现教师使用满意策略的频率最高，使用切身性策略

的频率最低，还发现有的策略并不适用于某些教学环节，在这些环节可以使用更恰

当的策略来替代。为了使教师对动机策略的使用更具合理性，笔者根据小学语文课

堂情况和教学的特点分别对注意策略类别下的知觉唤醒、激发探究和可变性，切身

性策略类别下的目标定向、动机匹配和熟悉度，自信策略类别下的期望成功、挑战

情境和归因方式，以及满意策略类别下的内在强化、外部奖励和公平公正的策略进

行了完善，使之更易于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实践。然后对《小小的船》进行了教学设

计，将完善后的基于 ARCS 动机模式的策略运用于课堂教学中，进行了教学实践，证

明了基于该动机模式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能够激发和维持

学生的学习动机,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ARCS 动机模式；学习动机；小学语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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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which is mainly cramming education. In such a
large environment, there is a lack or even lack of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proposed by Professor Keller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goal of improving learning motivation by making students
connect with existing experience after arousing students' attention, and then
achieving self-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through completing tasks. Teachers
will use some strategi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eaching,
but there is a great probability that these strategies are not based on
systematic theory, but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y unconsciously choose
and use the strategies. If teachers use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they can
use the strategies pertinently, so the efficiency will be higher.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the author studies how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primary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First of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model, this paper observ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use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primary
Chinese classroom from four categories: attention, relevance, self-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teachers use satisfac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use relevance strategies with the lowest frequency.
Moreover, some strategies are not suitable for some teaching links, and can
be replaced by mor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Generation. In order to make
teachers' use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more reasonable,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and
teaching, respectively, wakes up the awareness, arouses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variability under the attention strategy category, the goal orientation,
motivation matching and familiarity under the personal strategy category, the



IV

expected success, the challenge situation and the attribution way under the
self-confidence strategy category, and the satisfaction strategy category The
strategies of internal strengthening, external reward and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been improved to make it easier to practice in primary Chinese class.
The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little boat" is carried out, and the perfec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are applied 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Through interviews and
surveys,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strategy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model is feasible and practical, which can
stimulate and maintai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has a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ARCS Motivation model; Learning motivatio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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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在

信息化推动的大背景下，教育体制改革、师生关系等一些与学校相关的事件在社会

上是具有话题性的。但是，关于基础教育的一些研究逐渐侧于外在的改变，却很少

关注课堂内的发展，还存在一些滞留于古旧的教学思想中的现象。因此，教育者应

该将注意力集中于课堂内部，去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并针对问题探索解

决的策略。其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学生的学习动机。观察目前的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比较小，

课堂的氛围较消极，师生互动不够热烈，只有少数的积极分子活跃，因此提出如何

有效调动学生积级性并激发其内在学习动机的问题是必然的。研究的背景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1.1 动机理论不易践行

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有关学习动机的理论有很多，比如桑代克的强化理论、马

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以维纳为代表的归因理论等。学

说之间是独立的，各自的理论体系不同，实践论证也不同。激发动机可以以这些理

论为依据，但是理论的种类有很多，包含的内容也很多，将理论付诸实施之前就需

要有所取舍，选择是具有难度的，于是践行理论难以进行，所以研究动机理论的整

合就很有必要性，以一个整合的体系来指导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线小学教

师来说，通过系统地学习一些学习动机领域的理论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想要将所

有动机理论付诸实践，就有困难了。直接从理论到教学实践是较不易的，而且教师

所学习到的知识体系之间都是独立的，很难整合运用所有的学习动机理论。如果能

有一套包含各家学说、并且易于实践的动机理论体系，那么教学的效率将大大提高。

1.1.2 教师经验难以整合

对于教师而言，学生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是否被激发了学习动机会直接影响到

教学效果，如果学生对课堂没有兴趣，那么即使教师为新课的讲授准备的很充分也

没有意义，仍旧提高不了课堂的效率。对于学生而言，课堂中的很多因素在一定程

度上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激发，因此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教师来说尤为

重要。有很多优秀的小学教师对动机策略有独到的见解，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独特的教学风格，而且知晓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调动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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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验与教师自身是一体的，难以言传，教师传递经验也仅仅是将经验进行了模糊

的总结，无规律无条理，并没有合理的体系来加固这些经验。如果教师想从自己的

经验中得出完整的体系，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关于各种动机理论的知识，还需要经历

很漫长的总结过程，效率并不高。如果能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那么教师就

可根据体系设计动机策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高效。

1.1.3 教育政策尚未落实

在目前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受到的影响较大，仍以填鸭

式、被动式教育为主。2010 年教育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到了要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中，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

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①
教育政策十分关注学

生的学习动机，为了落实政策达到《纲要》中的要求，小学语文教师需要有具体的

教学理论指导，对于他们来说，还需要关注相关的教学理念，并将理念“消化”，

进而付诸实践，运用于实际的语文课堂教学，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些是

每一位教育者都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这个研究旨在结合我国国情和语文学科的特点，系统地介绍 ARCS 动机模式，深

入研究设计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动机的策略，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课堂教学，立足

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产生语文学习的内在学习动机，以期

更好地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目标，使课堂教学的效率大大提高。

1.2.2 研究意义

国内关于将 ARCS 动机模式运用于小学学科的研究较少，目前很多教师为了激发

学生的兴趣，开始重视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且针对性地使用了多种方法策略，但是

效果并不是太好，采取的策略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但本质上并没有将兴趣转化

为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从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

大部分研究和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有关，对理论进行总结的能力存在不足之处，而

且大部分已有的相关理论与策略针对的是高等教育，小学语文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

少，研究的难度和意义在此。因此，本文在 ARCS 动机模式的视域下，结合语文学科

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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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小学生的一般学习水平，应用相关的策略，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目

的。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介绍 ARCS 动机模式的概述、分类和设计过程，分析 ARCS 模式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使用课堂观察法观察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学策略的情况，根据 ARCS

模式的四个类别下的子类别提出具体策略，并设计量表，记录相应的教学行为次数，

通过数据分析小学语文教师动机策略使用的现状，为动机策略的完善提供依据。

3.具体分析并完善策略，并佐以片段解释，根据 ARCS 动机模式具体策略的导向，

设计教学设计方案。

4.根据方案进行教学实践，和教师针对教学设计方案的使用进行协商沟通，对

教师、学生进行访谈，验证基于该模式的教学策略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1.3.2 研究方法

1.3.2.1 课堂观察法

本研究将会使用课堂观察法，凭借自身的感官和一些工具来具体地观察 D 小学

的五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中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些行为、话语，并记录在课堂观察

记录表中，以便找出教师在运用学习动机策略方面的不完善之处，进行总结。

1.3.2.2 访谈法

访谈，就是研究性交谈，是一种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以口头形式收集客观，公正

的事实材料的方法，以便准确地解释样本的总体情况。本研究对实践班级的语文教

师和一些能够听懂并且可以表达不复杂语意的一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为本研究提

供及时的反馈。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1.4.1 国外 ARCS 动机模式的相关研究

在理论方面，ARCS 动机模式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凯勒教授在 1983 年基于多种动

机相关理论，介绍并解释了动机的四个要素，即注意 A（attention）、相关性 R

（relevance）、信心 C（confidence）和满意 S（satisfaction），并且对这四个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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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进行了解释说明，然后将这些内容进行整合，设计出动机模式
①
。自 ARCS 动机

模式被提出至今，国外众多学者一直都在对其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外关于 ARCS

动机模式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研究成果颇多。ARCS 动机模式在 1987 年开始出现在日

本，八年后日本的学者们又解释了如何将该体系进行分类。ARCS 动机模式还可以运

用于电教，可以结合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凯勒教授于 1996 年在学术会上和学者们

交流该模式的学术成果并提出一些策略，即将动机模式结合多媒体技术进行动机的

设计。凯勒教授继续研究，在三年后将联系动机模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了和

CAI（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及远程教学相结合的研究，随着网络技术在全世界逐渐普

及，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了网络与动机策略相关的研究。
②
沃特迪克等人于 2010 年

出版了《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instruction》，将加涅的九项具体的教学活动融入了

凯勒教授的动机模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环节体系，包括五部分，这个体

系将动机设计融合到每个教学环节，以期使学生的参与度大大提高，每一个环节都

与 ARCS 动机模式建立了一个直接的联系。

在应用方面，凯勒教授将 ARCS 动机模式应用于教师培训、多媒体课件设计、网

络学习环境、护理、职业教育等多个方面，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应用于各领域的可行

性。ARCS 动机模式也在其他的国家得到了较广泛的发展，在日本，学者们另辟蹊径，

针对学生听力的学习情况结合 ARCS 动机模式，设计了评估学生满意度的调查，通过

分析数据证明了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满意度。沙特的一个学者将目光

转移到了游戏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个“ARCS+G 模式”，通过研究，证明了 ARCS 动机

模式可以运用于游戏设计的领域，并且具有可行性。国外研究 ARCS 动机模式的学者

大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实践上集中于结合多媒体技术开发的多媒体课件，却局限于

课程教学设计领域中，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的具体学科。

1.4.2 国内 ARCS 动机模式的相关研究

在理论方面，高丽明将动机模式与教学方法相联系，结合了一些教学案例来研

究 ARCS 动机如何调动学习动机，并且说明了如何结合动机模式来选择教学方法以及

应该注意的条件
③
。在 1998 年出版的《现代教学设计论》中，盛群力对模式的来源

及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以及详细阐述了程序，并且肯定了 ARCS 动机模式的

①
Keller J M. Motivational design of instruc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ies and models: An overview

of their current status, 1983, 1, 383-434.
②
Keller J M. Using the ARCS motivational process in 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1999, 78, 37-47.
③
高利明. 调动学习动机的 ARCS 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天津电大学报, 1997, 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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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①
。张祖忻于 2003 年采访了凯勒教授，详细记录了教授关于 ARCS 动机模式的看

法，并于采访后写了《如何将动机原理整合于教学设计过程》的文章，结合自己的

理解和访谈的感受直观地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文章详细且准确阐明了该模式的

形成过程
②
，为将模式运用于我国的实际课堂教学中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在应用方面，郭德俊在 2000 年针对 ARCS 动机模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使用的效

度进行了研究，这是在国内第一次把 ARCS 动机模式同基础教育的学科联系起来，自

此开始在学科教学中应用该模式
③
，为之后应用此模式于具体学科提供了依据。2005

年，郑丽媛第一次将该动机模式融入了小学的英语教学，还结合了多媒体，设计总

结了一些在小学英语中使用 ARCS 模式的方法
④
，和以往资料相比，这次将模式融入

基础教育学科的探索比较成功。谢丽将动机模式的理论运用到了网络学习环境，并

设计了相关的功能模型以及体系结构
⑤
，为该模式应用于网络奠定了基础。邱新在

2013 年的《ARCS 动机设计模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中利用动机模式的四要素

框架设计了一些策略，可实施于教学环节中，用于验证其可行性
⑥
，结果证明了 ARCS

动机模式的可操作性。此后，国内出现了大量 ARCS 模式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教学实

践研究。

①
盛群力. 现代教学设计论. 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②
张祖忻. 如何将动机原理整合于教学设计过程一—谈约翰.凯勒教授的动机系统学说. 开放教育研究, 2003, 2,

9-12.
③
罗峥,郭德俊,袁艳丽,邹恒璞. ARCS 动机设计模型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效度分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00, 5, 106-111.
④

郑丽媛. ARCS 动机设计模式在小学英语多媒体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中小学电教,2005, 6, 26-28.
⑤
谢丽. 基于 ARCS 动机设计模式的网络学习环境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⑥
邱新. ARCS 动机设计模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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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ARCS 动机模式概述及其应用意义

2.1ARCS 动机模式

2.1.1ARCS 动机模式的理论基础

从心理学诞生至今，很多心理学家研究了大量的有关动机的学说。凯勒教授提

出 ARCS 动机模式结合了很多优秀的广为人知的具有代表性的动机理论，比如桑代克

的强化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以韦纳为代表的归因理论等，这些理论是构

建 ARCS 动机模式的基石，动机模式完整的体系离不开这些理论基础。

强化理论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于他人的认可

和肯定，那么这个人就被触发了刺激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他的行为倾向取

决于外部提供的强化，如果将这种情形放眼于学习过程中，在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

阶段中得到了奖励和表扬，此时学生的行为就受到了强化，他的学习兴趣会变得更

加浓厚，学习动机也会被激发，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表扬而是批评，那么学生的

行为倾向是处于消极状态的，强化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强化理论注重的是来自

外部的冲击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没有关注学生的内在动机，忽视了内

部的学习过程，忽略了内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需要层次理论由马斯洛提出，作为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研究动机的

本质之前首先要关注人的需要，他把需要进行了区分和排列。人类的需要包括生理、

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生理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呈上升状态，这个理论可以这样来解释，人类的需要会随着低级的需求被满足而提

高，人只有满足了低级的需要，或者得到了部分的满足，才会放眼于满足更高级的

需要，这些需要被满足的越多，满足更高级需要的动力就会增加。

成败归因理论由著名的心理学家韦纳提出，该理论描述了个体对成功和失败的

不同解释。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面临成功和失败对每个个体都是正常的情况，

韦纳提出，个体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这样可以产生相应的心理变化，进一

步影响以后的行为发展他把个体经历过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总结为六种因素，即能

力、努力、任务难度、身心状况、外界环境和运气。为了更好地对六种因素进行分

析，又将其归入三个维度，即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具

有可控性。如果将归因理论运用于教学中，则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正确归因来提高学

生的学习动力。

2.1.2ARCS 动机模式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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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凯勒教授提出 ARCS 动机模式，整合了多种理论，设计

了一套动机的体系，并设置了四部分，刚开始是兴趣（Interest）、切身性（Relevance）、

期望（Expectancy）和满意（Satisfaction）,凯勒教授经过进一步的思考研究，将第一

部分的“兴趣”改为“注意”（Attention），将第三部分的“期望”改为“自信”

（Confidence），这种分类更加便于理解。这样，就构建成了现在的 ARCS 模式。凯

勒将所有可能影响动机的因素进行了整合，综合为一个系统。

如果将这个模式运用到教学中，可以解释为教师在引起学生注意力之前，让学

生与已有的经验建立起联系，然后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自信，最后获得满足感，达到

提高学习动机的目的。 如图 2.1所示。

图 2.1 ARCS 循环图

2.1.3ARCS 动机模式的要素分析

在将原理与教学设计整合的学说中，ARCS 动机模式是目前最系统的一个体系，

在整合了众多动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凯勒教授提出了激发学习动机的四类要素，

每一要素包含若干类
①
，具体如表 2.1所示。

表 2.1ARCS 动机模式分类

①
张祖忻. 如何将动机原理整合于教学设计过程一—谈约翰.凯勒教授的动机系统学说. 开放教育研究, 2003, 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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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别是“注意”。在学习新知识之前，教师首先要考虑学生的注意力，吸

引了注意力学生才会集中到教师设置的刺激点，教师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来引起

学生的关注，使用不同的风格讲授，来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

的时间较短，因此课堂上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来吸引注意力并且维持，因此，注意

力的吸引以及维持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类别是“切身性”，即“相关”。有的学生并不知道学习的新知识如何联

系到自己的生活中，教师这时候就要帮助学生，起一个导向的作用。换一个角度，

如果员工被单位安排去培训班学习其他的技能，可能也会思考：我不需要学这些，

因为这与我的工作无关。置于学习的环境中，存在这样疑惑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

很难找到要学习的内容和自身之间的任何相关性。即使最后学生接受了对新内容的

学习，可能并不是处于主动的状态。因此，在学生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教师应该使

用一些方法策略，确保学生相信教学是与自身之间有联系的。

第三类别是“自信”。如果学生对学习提起了兴趣，产生了求知欲，并且把将

要学习的知识和自己联系了起来，激发动机的程度可能达不到百分百，这是由于此

时的学生可能缺乏自信，也可能是对目标的期望过高或者过低。有的学生可能认为

自己对即将要学的新知识已经掌握，就会忽略掉一些关键点和细节，有的学生虽然

产生了兴趣，但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学会新知识，存在害怕的心理。这时候，需要

教师采取一些提高学生自信的措施，帮助学生明了自己是可以成功完成任务的。

第四类别是“满意”。如果教师做到了前三点，学生的学习动机将会被激发出

来，此后教师需要做到的是如何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保持一种持续的状态。

为此，就需要使学生产生满足感，即满意度，学生可以从学习过程或学习结果中得

到这些。可以从外在因素获得，例如成绩、证书或其他物质奖励，同样也可以从内

在因素获得，即完成任务之后获得的成就感，对自己能力的满足感以及从外界获得

的认可，都可以提高学生的满意度。

2.1.4ARCS 动机模式的设计过程

将模式融入教学实践就需要完整的 ARCS 动机模式的体系，这个体系由四个阶段

组成，即分析动机问题、设计动机策略、动机策略的执行和评价策略效果。首先是

要基于教学内容和学生分析动机问题；其次，动机策略要根据四个大类别分别进行

设计；再次，就是依据设计的方案执行动机策略；最后评价实施的效果，验证其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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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RCS 动机模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2.2.1ARCS 动机模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2.2.1.1 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2010 年教育部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在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新

课程标准的这些要求与 ARCS 动机模式达到了一致，该模式达到了课改的标准。以往

的教育以灌输式为主，此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的情形，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打破了课堂上沉闷的气氛，将课堂调节到活跃的程度，增加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提高了教学的效率。教师在 ARCS 动机模式的指导下,通过多种方式，例如“情景模

拟”、“问题探究”等，使课堂教学朝着“学生中心”的方向发展,将课堂建设成充

满活力的乐园。另外,在使用 ARCS 模式的同时能够弥补原有的教材内不完善的内容,

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据新课程标准，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评价，学

生可以向教师呈现出自身情感的变化,如果评价只放眼于学生的学习成绩，那么评价

就不全面，学生得不到最全面的反馈，这样只能反映出学生能否做出一些题，而得

不到真正有意义的评价。

2.2.1.2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问题的存在

小学生活泼是天性，而且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此，教师需要使课堂变得

有趣，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仍然限于传统教育方式中的语文课堂沉闷乏味，缺乏活力和趣味性，学生的兴趣低

迷，逐渐失去了学习的热情，如果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教师在这样的课堂教学氛围

下就无法传授本堂课的知识，效率就会下降，教学的目标更是完不成。所以，在当

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地探索与解决。

2.2.1.3 教师素养提升的需要

教师的角色很特别，不仅在育人方面有崇高的敬业精神，有道德修养，而且还

掌握着专业的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指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通过职前培训从新手成长为专业教师。教师在个体专业化发展的

过程中，需要持续地积累、整合和更新自己的普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还需要掌

握一些重要的教学技能，为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而努力。教师通过 ARCS 动机模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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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多样化的策略并加以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了教师本身的教学能力，同时这个过

程不仅能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2.2.2ARCS 动机模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2.2.2.1 适合小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智力和身高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在这个

时期，学生的个人意识在往逐渐独立的方向发展，有了脱离被父母和老师支配的想

法并试图付诸实施，思维方式的发展也开始侧重于独立思考。由于思维能力的形成

和发展，小学生有了探索事物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因此，小学生正处于这样一

个阶段，教师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对

知识的热情，而不是简单地讲授知识。

2.2.2.2 满足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这一时期的小学生的智力水平正在快速发展，但是他们的认知结构还未完整。

针对这个情况，ARCS 模式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语文的兴趣，

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可以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使他们的认知结构愈加完整系统。小

学生智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创造性思维也在飞速发展，尽管小学生感知思维和形象

思维在这个时期仍然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但是理性思维也在慢慢地发展。该模式

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认知结构更加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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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D 小学语文教师动机策略使用的现状分析

为了将 ARCS 动机模式运用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需要了解目前的动机策略的

使用情况，然后通过分析总结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建议，为应

用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奠定基础。小学语文教师采取的激发动机的策略从宏观来说

属于 ARCS 模式，但是教师不明确自己使用的动机策略可以归于 ARCS 的框架下，事

实上教师在无意识中使用了 ARCS 动机模式。虽说没有一种理论是完整的，但是 ARCS

动机模式是目前为止将各种动机学说整合得最完善的理论，根据具体的策略设计观

察量表（根据 ARCS 的框架设计），整理观察表的数据和并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动

机策略的使用情况，得出小学语文教师在哪些动机策略的使用频率较高，忽视了哪

些重要的动机策略。为了使教师明确这种相对完善的动机模式，并减少零散地选择

使用策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教师激发学生动机的能力，提出有效可行的建

议。

这一章节采用了课堂观察的方法，通过实习学校 D 小学的语文课来进行课堂观

察，选择了两位低年级教师、两位中年级教师和一位高年级教师，每位教师观察两

节课，共记录了 10 次。笔者在观察量表中记录了与量表中具体策略相符合的教学行

为的次数，并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总结，使用的量表如表 3.1。

表 3.1 课堂观察表

类别 类别 做法 使用次数

A注意 A1知觉唤醒 用新奇的或不确定的

事件和情境吸引和维

持学生的注意力

A2探究唤醒 通过提出问题，或者请

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

生的探究行为

A3变化 通过（形式、风格）变

化各种教学要素或方

式来维持学生的兴趣

R切身性

R1目标定向

借助说明或实际说明

教学要达到的目标

R2动机匹配 使用各种策略把教学

与学生的学习需求匹

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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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熟悉度 使用与学生的经验相

关的语言、事例等，帮

助学生把新学习的知

识整合起来

C自信心 C1学习要求 明确告知对学生的要

求，让学生知道教师对

自己的期望

C2成功机会 让学生从练习体验到

成功

C3个人控制 让学生意识到成功是

自己的能力努力的结

果

S满意 S1内在强化 提供机会，让学生运用

所学的知识技能

S2外部奖励 给学生恰当的表扬、奖

励及评价

S3公平公正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坚

持平等的原则

通过课堂观察，分别通过叠加所有教师使用策略的次数和统计 ARCS 四大类别使

用的次数，得出了五位教师的动机策略使用情况。

①叠加五位教师使用过的动机策略次数，见图 3.1。

图 3.1 五位教师使用策略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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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清晰，在 5 名教师的课堂教学中，“公平公正”(S3)出现频率最高，

使用了 55 次，接下来使用频率较高的是“内在强化”（S1），一共 48 次，“外部

奖励”（S2）共使用了 43 次，“探究唤醒”（A2）共使用了 41 次，“保持注意”

（A3）共用到了 39 次，“知觉唤醒”（A1）使用了 24 次，“成功机会”（C2）使

用了 23 次，“学习要求”（C1）使用了 18 次，“目标定向”（R1）使用了 16 次，

“熟悉相关”（R3）则使用了 12 次，“个人控制”（C3）使用了 7次，使用次数最

少的是“动机匹配”（R2），共计 5次。

②四大类别使用次数汇总，见图 3.2。

图 3.2 四大类别汇总

将细化的策略合成为四大类别进行数据汇总，可以发现每位老师使用满意（S）

策略的频率最多，还得出五位教师使用频率最低的策略都是切身性（R）策略。结果

表明，教师在注意策略、相关性策略、自信策略和满意策略的使用上有一定的差异

性。

3.1 注意策略方面

注意策略多用应用于导入环节，如果教师的导入足够精彩，那么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的难度就会降低。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注意策略中的 A1“知觉唤醒”和 A3“变

化”没有 A2“探究唤醒”的使用频率高，教师经常通过提问或要求学生提问以此来

激发学生的思考，重要的通过一些方式吸引和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即一些新颖或未

知性的事件以及通过形式、风格的变化。针对注意力的吸引，教师需要在新课讲授

之前就采取措施侧重于学生的注意力，之后还需要采取合适的方法技巧将注意力牢

牢抓住，使学生对教学内容保持高度的兴趣。“注意”研究的一大重要方面就是他

的天敌“枯燥”。因此教师要尽量减少课堂上枯燥的产生，帮助学生将很大的精力

集中于课堂中。要想避免这种情况，一些特殊的技巧可以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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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切身性策略方面

结果表明，切身性策略的使用频率是最低的，这说明了很多问题。R1“目标定

向”、R2“动机匹配”和 R3“熟悉度”都是用的很少，尤其是 R2“动机匹配”策略。

相对来说，教师有时会和学生说明教学要达到的目标，还会使用与学生的经验相关

的语言、事例等来帮助学生把新学习的知识整合起来，却很少甚至几乎不使用各种

策略把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需求匹配起来。要做到“目标定向”需要教师清楚怎样才

能最好地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在“熟悉度”方面，教师需要了解怎样把教学和学习

者的经验联系起来；要做到“动机匹配”需要教师体会怎样为学习者提供适当的选

择、责任及影响，教师应想方设法确保学生相信学习是与他们自身相关的。在学生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教师应该提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说明学习内容和他们

的生活之间存在关联。

3.3 自信策略方面

相对来说，C1“学习要求”和 C2“成功机会”比 C3“个人控制”使用的频率高，

教师偶尔会在教学中明确告知对学生的要求，让学生知道教师对自己的期望以及让

学生从新讲授之后的练习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根据数

据，可以发现教师很少让学生意识到成功是自己的能力努力的结果，教师在这方面

对学生的引导还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让学生自己意识到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成功，

学生的自信心自然就会提高，继续激励他凭借努力再次获得成功，这样也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动机。被心理学界证实的对学习非常重要的归因也被绝大多数教师所忽略，

教师在一定程度哈桑没有运用动机理论的意识，故而很少考虑到学生的内在动机。

3.4 满意策略方面

通过观察得出，教师们最了解的动机策略是“公平公正”策略，结合观察的结

果，在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后，教师往往会做出及时的反馈，如果学生回答的还

不错，教师还会根据学生的进步程度予以表扬和奖励，同时，教师做到了不仅正面

评价学生，还做到了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价，以及学生之间相互评价。教

师针对学生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满意度，使他们学

宏习的动力更足，说明教师关注学生的满意度。在这三个子类别中，S3“公平公正”

和 S1“内在强化”的使用频率较高，对于 S1 和 S3 来说，S2“外部奖赏”使用次数

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教师认为如果使用外部强化超过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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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反作用，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因此无可厚非地选择了另外两种策略。

总之，通过观察可知，教师在使用策略的时候难免会忽视一些必要性的地方，

因此更加需要一个完整的动机体系。其实，小学语文教师采取的激发动机的策略从

宏观来说属于 ARCS 模式，但是教师不明确自己使用的动机策略可以归于 ARCS 的框

架下，事实上教师在无意识中使用了 ARCS 动机模式，只是教师使用策略的时候，没

有体系来指导，所以具有随意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总结自己经验化的动机策

略，再将其一一罗列，记录有效策略，构建一个适合自身的动机策略系统。现实情

况却存在难度，一线教师有很大的教学压力，进行理论研究心有余力而不足，此外，

一些培训也缺乏动机领域相关理论指导，很多教师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甚至掌握相关

的学习动机理论，因此将学习到的各种理论付诸实践更是难上加难。ARCS 动机模式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呈现在教师面前的不是理论的堆积，而是一个整合的

动机系统。在第四章中，将针对教师动机策略的使用现状重点解释 ARCS 动机模式的

四大维度及改良后的策略，并附以一些优秀的教学实录。为了使教师明确这种相对

完善的动机模式，以便更合理地使用策略，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教师激发学生动机的

能力，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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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 ARCS 动机模式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

根据第三章了解了 D 小学语文教师的动机策略使用情况，通过分析课堂观察得

到的数据，总结了一些不足之处。针对存在的问题，笔者将在这个章节中运用 ARCS

动机模式完善动机策略。子类别中的内容相对宽泛并没有达到细化的程度，如果教

师直接使用这些子类别，可能并不能达到使用策略的最优化，因此，笔者总结很多

优秀的一线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对 12 个类别进行了细化，最终在子类别的框

架下归纳出 28 个具体策略。通过和原来的大策略相比较，可以得出，经细化改良后

的具体策略可行性和操作性更高，更适用于教学。本章将详细解释这些策略，并附

以一些教学片段，具体的策略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细化的动机策略

分类 子类别 策略

A注意

A1知觉唤醒

1.使用不同的导入

2.具体解释内容

3.口语化教学

A2激发探究 1.促进思维碰撞

A3可变性（维持注意） 1.使用不同的形式

2.变换教学风格

R切身性

R1目标定向

1.制定教学目标

2.侧重学以实用

3.使用功利目标

R2动机匹配

1.平等互动

2.设计任务

3.小组合作学习

R3熟悉程度 1.表明存在联系

2.提供选择机会

C自信 C1期望成功

1.明确目标

2.表达期待与信任

C2挑战情境 1.鼓励学生挑战

2.设置阶梯式任务

C3归因方式 1.引导归因

2.课堂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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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满意

S1内在强化

1.奖励有度

2.进行实践

3.帮助他人获得满足

S2外部奖励

1.给予肯定

2.奖励多样化

3.关注学生

S3公平公正 1.自评互评

2.针对性评价

4.1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注意策略（A）

注意是心理活动或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之一。小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因此课堂上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来吸引注意力并且

维持，这些技巧可归纳为三类，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注意策略

4.1.1 知觉唤醒

在上课时，教师有时候会突然将声调升高，或者稍加停顿，或者用手指向一个

方向，这些出其不意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力。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都注意

到了这个情况，因此会刻意采用口令教学或者提高声音等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偶尔使用有效果，久而久之，这种方法会失效，为了让学生获得长久的注意力，需

要进一步做到使导入类型更多样、学习内容更具体、教学语言更口语化。

4.1.1.1 使用不同的导入

有效的课堂导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学生的思

维更灵活，使学生在教师讲授新课的最初就能主动快速地进入最佳状态，创造良好

的开端，并且提高整个课堂效率
①
。导入的步骤是集中注意力、引起兴趣、激发思维、

明确目的、引入学习课题。导入是课堂教学以及其他教学活动的起始环节，也是教

①
孙菊如，陈春荣. 课堂教学艺术.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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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引导学生进入最佳状态的方式。

第一种是温故知新式，是指教师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复习旧知识向学

生提问的方式，在学过的知识点里面带出新课内容，引导学生从已有的经验出发，

以此进入新的知识，并能产生强烈求知欲，去探求新知识。例如古诗《绝句》的讲

授，教师带着学生回忆之前学过的杜甫的诗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此达到引出

新课的目的。

第二种是巧设悬念，引人入胜，是指老师上课的开始就向学生提出一些带有启

发性的问题，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思考的意识，并且做好准备学习新知识，调整为解

决问题的学习状态。比如课文《林冲暴打洪教头》中，教师可以提问发生了什么事

情，有什么缘由林冲要打洪教头，向学生提出疑问，以此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有探

求新知识的想法。

第三种是利用游戏，创设情境，即老师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点，利用语言、设

备、活动、音乐、绘画等方法来渲染气氛，设置一种适合的环境来满足教学的需要
①
，

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引起心理共鸣，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学习新课，例如接龙

游戏和猜字谜游戏。

第四种是故事吸引，启迪思考，是指教师选择一些实例和材料，这些都与教学

内容有关，而且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启发性，教师能以此内容为契机，学生聆听故

事的过程中会逐步把自己的思维带入教师营造的故事情境中。比如《狐狸和乌鸦》

这篇课文，故事性比较强，教师可以在讲授课文之前，献给学生讲述将课文趣味化

的故事，这样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4.1.1.2 具体解释内容

相对于抽象的概念，人们会更理解具体形象的事物且更感兴趣。为了更好地说

明，可以从下面的片段进行区分，片段选自《一夜的工作》教学实录。

片段一：同学们，1998 年 3 月 5 日是周总理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有一位诗人，

他叫宋小明，在这一天为总理写了一首诗——《你是这样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

同来走进诗中，了解一下他所要表达的感情。

片段二：同学们，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富有意

义的日子，在众多美好的日子里，有一个日期应该牢牢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那就

是 1998 年 3 月 5 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一位诗人很爱

①
孙菊如,陈春荣. 课堂教学艺术.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13.



第四章 基于 ARCS 动机模式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

19

戴周总理，他叫宋小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你是这样

的人》，我们来读一读宋小明为总理写下的这一首诗，诗的什么地方感动了你，诗

人表达了自己什么样的感情。

在片段一中，教师引入《你是这样的人》这首诗，但仅仅只是简单提及了诗的

作者和诗名，还有这是一首为总理写的诗。对于学生而言，短短的几句话比较单调

平淡，只蕴含了简单的信息，很难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而在片段二中，教师借助

上课当天是教师节，令同学了解了写这首诗的背景以及对诗人的重要意义，使学习

的内容更加具体化的呈现在了学生面前，而不是枯燥刻板地介绍这节课要学的内容

是什么。

4.1.1.3 口语化教学

教学语言要简洁易理解，具有亲和力，作为一种有声的语言，教师备课时书写

的内容，需要转化为口语，才能通俗易懂。通过口语化的教学，有的概念术语对于

学生来说是晦涩难懂的，将其进行口语化，可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这就要求教

师在教学时多选择大众化的谚语、歇后语、习惯用语等，充分发挥语言的直观功能，

使语言生动、形象，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需要注意的是，教学语言不仅要注重

口语化和趣味性，还要结合科学性和教育性。用以下方式来达到教学语言口语化：

可以用简洁明了的短句替代长句，更容易被理解；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教学语

言大都是轻松活泼的，那么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如果教师讲课的语气很严肃，

会使学生感到无聊，对课堂失去兴趣，因此善于运用幽默技巧的教师可以集中学生

的注意力。

4.1.2 激发探究

如果教师能够唤醒学生更深层次的好奇心，而不是简单且表面地使学生短暂的

兴奋，那么学生会把注意力放在教师和课堂上。ARCS 动机模式有助于保持学生的学

习动机，在这之中，探究唤醒是核心点，即唤醒求知欲。

4.1.2.1 促进思维碰撞

使学生在互动时进行思维的碰撞，即制造“认知冲突”，指认知主体已有的认

知结构与新知识或新情境之间不能相互包容，也可以指不同的认知主体对某问题的

不同见解的碰撞。“认知冲突”追求的是“求异”，如果面对与自身不同的见解，

就会产生好奇心，今儿转化为学习内驱力，推动学生带着求知欲去探索新知。教师

在可以积极引导学生与别人交流，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和简洁是不同的，通过交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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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相向对方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月

光曲》的教学片断
①
：

师：题目中的“曲”代表什么含义？

生：歌曲。

师：那我把题目的“曲”换成“歌”，行不行？

生：不可以，我们听的曲子都没有词，而歌有词。

生：我知道了，音乐里没有歌词就叫做曲。

师：咦，我又有一个问题，“音乐”这两个字可以用在你说的这句话里吗？

生：用乐器演奏的没有歌词的叫做曲。

在此片段中，教师向学生提问“曲”字的意思，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既然曲

是歌曲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月光曲》没有写成《月光歌》呢？以此引发学生的深

入思考。教师进一步提问，如何重新解释“曲”的意思。学生根据自己的常识进行

思考，从而进一步理解课文题目的含义达到教学目标。

4.1.3 可变性（维持注意）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他们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并以此为基点，运用多种教学形式，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还可以丰富课堂内容，

提高教学效率。如果想把课堂变得有趣，可以通过不断变换的方式，调节小学生大

脑的活动，减轻小学生的学习疲劳，减少单调，机械和重复教学。为了维持注意，

教师可以多改变形式，变换使用教学工具和教学媒体等。还可以使用不同的教学风

格和教学方式，调整沉闷的课堂氛围。

4.2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切身性策略（R）

完成上一步之后，学生面对新的知识，会存在一些疑问，考虑学的这些知识究

竟与现实生活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教师需要提出切身性策略，帮助学生解决困惑，

即课堂所学是否能被用于学习或生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如图 4.2 所示。

①
支玉恒. 小学语文 15 课——支玉恒课堂教学实录及点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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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切身性策略

4.2.1 目标定向

每次在面对任务时，首先要做的是制定目标，有了指向性强的目标才能高度激

发动机，也就是说有了目标才能鼓励学生去努力。作为学生，如果很难理解已经制

订的目标含义，就更难去寻找目标之下的知识与生活存在的联系，作为教师，如果

不向学生阐明具体的目标，那么自然很难将学习内容融入制定的目标，甚至学生很

难理解学习目标的内涵，因此无法将学习与生活相联系。教师在准备教案的时候会

把教学目标罗列出来，但是却很少有教师表达清楚学生的发展可以从这些教学目标

中得到什么益处。因此教师需要制定一些策略来应对这些问题，以下策略是目标定

向的细化。

4.2.1.1 确定教学目标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设置教学目标时，应该对知识、方法

和技能三方面分别进行设计，明确语文的本体性内容。如果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可

以明确即将学习的新知识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实用的目标，那么他们学习的热情会更

加热烈。比如以下的同一课时的两种教学情况。

教学目标一：

①会读课文，并认识生词。

②通过阅读课文，让学生知道要爱护小鸟。

③进一步学到要保护小动物。

教学目标二：

①认识“叽、喳”等 8个生字，会写“羽、领”等 8个字。

②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课文，体会小鸟的活泼可爱。

③有爱鸟护鸟的意识，学会保护小动物。

在教学目标一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的着重点在于情感和价值观方面，需要学生

掌握的知识所占的比重相对小，学生会被这样的目标引入迷宫，很难分辨应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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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什么。在教学目标二中，呈现出来的目标是全面的清晰的，使学生明白了

学习新知识，可以达到制定好的明确的目标，而不是像教学目标一带来的感觉是模

糊的。

4.2.1.2 侧重学以实用

目前小学语文教学存在一个问题，即有些课堂教学内容是无意义的，学生有时

难以将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甚至一些教师也不清楚自己教这些内容的意义何在。

因此，学生难免有高涨的兴趣参与到课堂中，教师需要做到的是，在新课讲课之前，

先告知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后如何应用知识以及技能。例如《第一场雪》的教学片段
①
：

师：在课文中，哪一句话写到了雪景？

生：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

师：谁可以解释“粉妆玉砌”是什么意思？

生：用白粉装饰，用白玉砌成。

师：对，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雪景的，很形象。作者用了粉妆玉砌来描绘雪景，

谁可以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你认为的雪景是怎样的？

生：站在雪地里眺望远方，整个世界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候，阳光照在了雪地

上，发出闪亮的光芒，使我们的大地更加美丽。

在这个片段教师的提问教学环节中，教师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理解代替背诵课文

内容来描述雪景，让学生学以实用，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形成自己的理解。并且学生

在与教师进行课堂互动之后，锻炼了他们的阅读能力，使学生明白学以致用的道理。

4.2.1.3 使用功利目标

有一种方法是运用奖励捕获学生的注意力，比如写字课上，教师提及书写规范

整齐的作业可以贴一个小贴纸，集起十张贴纸可以换取一张“书写之星”的奖状。

低年级学生喜欢这种奖励，教师采取这样的方式有时会比直接说教有用，但是对于

高年级学生是不适用的，他们可能会抵触奖惩策略，有消极性，因此使用这样的策

略需要多斟酌。

4.2.2 动机匹配

为了能够成功地产生相关性，以及提高新内容与目标之间产生联系的强度，教

师首先想办法应该将学生真正地带进课堂，给他们相应的任务，体会到自己是课堂

中的一员。在课堂中，教师要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人们一旦处于被认可的情形，

①
支玉恒.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亮点.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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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受到鼓励。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多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观察他们对知识

的接受程度，多加互动，那么就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的效率。

4.2.2.1 平等互动

在课堂中，师生能否做到互动可以看出一堂课的质量，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会

增加学生与课堂的关联，学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自己紧紧地与教师和课堂联系在一

起。但是目前课堂上还没有到平等交流的程度，尽管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时

间，但是拉远了学生与课堂的距离。课堂需要平等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可以

有不同意见，二是可以自行选择，比如在写作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想要的

题目或主题等。教学活动的两方处于平等的两端，可以更好地促进交流。学生可以

在与教师的交流中降低自己害怕的心理，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

在支玉恒老师的《西门豹》教学片断中，支老师首先让第一组学生向第二组提

问，问到了既然西门豹作为大官可以直接处置巫婆和官绅，为什么还要绕一个大圈

子假装给河伯送新娘。第二组的学生认为西门豹是为了演给迷信的老百姓看，如果

不根除迷信，那么直接处置了巫婆根本没有意义，以后这种迷信行为仍然无法杜绝。

其他的学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西门豹的做法不对，课堂氛围很热烈。支老师

听完回答之后，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告诉学生迷信是一种封建的思想，思想属于内

在的问题，有时候不能用外在的一些方法来解决，西门豹使用了这样一个巧办法用

很直接的事实让老百姓明白了河伯娶媳妇的可笑之处。这个教学片段中，支老师与

学生进行了人性化的平等的交流，大家都是问题的探索者，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态度，

真正做到了交流而不是一言堂，使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围绕问题进行思考并和教师

同学一起热烈地讨论，课堂氛围很活跃，但是学生的注意力都在支老师的课堂中。

通过这样平等地交流，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4.2.2.2 设计任务

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将新知识倒豆子般倒给学生，那么学生自然又处于了课堂的

被动地位，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课堂是沉闷的。如果想改变这种

情况，就需要由课堂的组织者来设计准备一些新颖独特又具有趣味性的任务，这些

任务能够作为学生的刺激点，这样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任务，在做任务的同时还

可以掌握知识和技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起学生对成功的兴趣，确保学生的学习

效率。

在于永正老师的阅读课《狐假虎威》中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片断，这篇课文可能

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多学生有所了解，因此于老师结合了课文的背景，给学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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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任务，让学生运用“寻找”这个词语，再结合老师提供的半句话展开想象力

对故事进行改编，有的学生根据提示，把“寻找”和课文中的猎人进行了搭配，狐

狸成了故事的配角，还有的学生将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化身为主角，展示了一个丰

富多彩的童话世界。于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引导者的角色，在这个片段中，于

老师指导有方，运用任务灵活地调动了课堂气氛，学生学得很认真，同时在思考，

整个课堂的气氛都是和谐欢快的，学生在课堂上也没有拘谨，而是和教师进行互动，

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师生之间的巧妙配合，进一步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

兴趣。

4.2.2.3 小组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是课程标准提倡的学习方法之一。教师应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

进行操作、探索、讨论和交流，使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并有时间互相补充，

纠正和辩论，以使不同的学生得到发展和进步
①
。同时，教师平等对待所有小组，并

鼓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充分体验合作学习的乐趣。很多教育学家肯定了合作学习的

作用，而且不少学校已经开始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导致了一种现象，就是

合作学习的过度使用使得一些教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有的教学内容并不需要小组

合作，难免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方便，成为了一种无用的方式。小组合作虽然可以

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一定要针对性地使用，否则会导致本

末倒置。

4.2.3 熟悉度

如果人面对两种事物，一种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是似曾相识的，那么他一般

会选择第二种，因为后者可以让人感受到与已有经验的关联。同样的道理，学生更

倾向于学习与已有经验有关系的新知识，学习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促进学生

的发展，但新知识似乎有时会与已有的经验相矛盾。如果想让更感兴趣的已有经验

和新知识同时存在，就需要使学生将两者相联系，并转化为新的知识结构。

4.2.3.1 表明存在联系

学生对学习的需求要着重关注，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制定教学任务时，首先

要明晰学生对于学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让学生明白要学习的新知识和本身的需求

是挂钩的，两者并不是分离的。教师选择的一些教学策略需要围绕切身性，可以通

过观察已有经验中的与新知识相似的内容，使学生可以做到学习上的迁移，进一步

让他们理解关联性对于促进学习的作用。如果能将关联性向学生呈现出来，那么学

①
孙菊如，陈春荣. 课堂教学艺术.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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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习的动力一定会大大提高。

在于永正老师的《小稻秧脱险记》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于老师将新课文中

的生字列出来，他没有直接讲这些生字，而是让学生说说其中哪些生字不需要老师

教也不需要看拼音就可以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认真思考，有的学生表示

新课文中的一些生字在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见过，虽然那时候学的不是这个字，但是

该学生可以联系到之前的已有经验。还有的学生指出有的生字出现在背过的古诗中，

还有一个学生提到新课中有的生字是通过看家门口贴的搬家广告认识的。于老师在

听完回答后，向学生告知有的生字并不需要刻意去学习，而是可以从以前学过的知

识和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中学到。在这个教学片断中，于老师并没有刻板地讲授生字，

而是通过学生的生活经验对生字产生了印象，使学生更易理解。在这个环节中，于

教师对识字的指点很到位。

4.2.3.2 提供选择机会

教师向学生说明新知识与已有的经验之间的联系后，还可以在学生学习或练习

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比如，让学生选择作业内容，可以选择他们感兴

趣的内容和话题，那么这样就可以增强学生对学习的熟悉度。

比如于永正老师讲过一堂《珍珠鸟》的课，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片断。在已

经进行了阅读课后，学生们对课文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于老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有一点难度的任务，让他们站在小珍珠鸟的角度来写写这篇课

文的作者冯骥才先生，冯先生写了珍珠鸟，那么珍珠鸟对冯先生的想法是什么呢？

四年级的学生对写作已经有了了解，因此于老师借此机会来锻炼他们的想象能力和

写作能力。老师先让学生再次阅读文中作者是如何描写珍珠鸟的，然后引导学生，

如果作为一只珍珠鸟，该如何来形容作者。有的学生在思考之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觉得自己很开心成了冯骥才先生家的一只珍珠鸟，很满意主人，因为他悉心照顾了

自己。于老师鼓励了该学生，提示他可以好好想想主人是如何照顾珍珠鸟的，并且

引导大家自由选择想表达的内容，发挥想象力。平常的写作训练常常是教师出题，

列出提纲，并为学生提供很多素材，表面看准备的很全面，但是，越全越细致会越

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如果一直是这种过于全面的指导，那么最后会导致一种结果，

就是学生不同，写的文章却宛如“统一答案”。于老师在简单介绍冯骥才之后，提

出一个问题：假如你就是那只小珍珠鸟，你想对冯骥才先生说什么话？然后让学生

将自己以小珍珠鸟的角度写作文，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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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自信策略（C）

在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并且体验到学习的内容和自己是相关的之后，然

后还要信任学生能够取得成功。人在面对任务的时候，首先会思考自身是否具有相

应的能力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得到肯定的答案，那么必定就会产生自信心，随之个

体期待成功的动机就会愈加强烈，信心也会将努力值提升至最优的程度，在教学中

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教师需要掌握一些可以运用于课堂教学中的自信策略，这些

策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如图 4.3 所示。

图 4.3 自信策略

4.3.1 期望成功

怎样帮助学生建立成功期望呢？可以让学生明白教师对他们的期待。课堂上存

在这样的情况，教师在上新课之前可能偶尔会用一些晦涩的语言谈到学习目标，即

这些目标包涵有一些学生还没理解的术语，这样是增强不了学生学习新内容的自信

心的，教师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向学生解释目标的内涵，引导学生以正确的

方式学习，而不是只说一些术语，这样可以让学生明白努力的方向。通过下面两个

策略，学生将会更加积极地建立成功期望。

4.3.1.1 明确目标

在学新知识之前，教师需要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和学生阐明教学目标，让学生明

了具体的学习要求，并且向学生表明自己对他们是有期待的。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确

评价的标准，这样他们就会结合多方面的因素为了达成目标而付出努力。有的教师

在语文课堂中可能有时会忽略这些要求，在课堂上还是以灌输式为主，长此以往，

学生渐渐地只是跟着教师的指令走，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这对于学生来说无疑

是一种消极现象。因此，教师需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出改变，应该在新课开始之前就

让学生明确具体的目标以及需要满足的要求是什么，使他们对学习更加充满热情。

4.3.1.2 表达期待与信任

教师的期待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很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得到了老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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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期待，那么学生会更有成功的动力，会朝着实现目标而努力。在实际教学中，

如果教师需要讲授的古诗有一定的难度，学生背诵存在困难，那么此时不应该说“这

首古诗太难了，老师发现很多同学都不会背诵。”而是应该换一种说法“这首古诗

相较于以前学过的会有一点点复杂，但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理解而且流利地背诵出

来。”尽管呈现在学生面前学习的内容有挑战性，此时他们也会有信心去攻克难关，

可以得出教师对学生的期待与信任是很有必要的。

窦桂梅老师讲过一节《晏子使楚》的课，其中有一个教学片断可以很好的说明

这个策略的可行性。这篇课文有三个晏子的故事，窦老师给出了问题，要求学生在

这些故事中自由选择晏子说过的话，没有固定答案，然后让学生谈谈他们对于晏子

的看法，学生在仔细默读过课文之后进行思考。刚开始没有学生回答，窦老师用温

和的态度表达了她的期待，而且信任学生会展示出独具一格的想法。然后其中一个

学生在第二个故事中挑选了一句，表达了自己对人物的评价，他认为在楚王侮辱晏

子的国家后，并没有直接表达不满，而是先贬低自己是最不中用的人，然后再说所

以才会被派到不中用的国家，说明晏子的口才很厉害，一句话既可以维护母国又可

以讽刺楚王，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在这个教学环节中，窦老师要求学生通过自己的

理解来表达对晏子的看法，学生的回答很精彩，但是如果教师觉得学生无法理解，

就会急于分析问题，这样反倒会起反作用，窦老师做到了循循善诱，尊重学生的想

法并予以鼓励，结果不言而喻。

4.3.2 挑战情境

如果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挑战的机会，那么他们在抓住这个机会后，就会有了

对成功的渴望，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将会大大改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置一

些挑战的情境是非常重要的。

4.3.2.1 鼓励学生挑战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设置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

些任务不仅要在学生的实力范围内，还要具有难度。力图让学生理解尽管任务很难，

但依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完成任务的。要确保这些挑战（任务的难度）来自于教师

给学生设置的任务本身，而不能来自于教材或教师的行为，也就是说，教师应确保

没有造成学生学习的部分有障碍，这些任务可以结合猜谜和单词竞争等。在竞争和

挑战的环境下，学生更有可能集中精力，从而更轻松地获得成功和自信。

比如在《圆明园的毁灭》教学片段中，教师让学生观察圆明园被毁灭后的图片，

自由地思考，再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不限体裁。学生随后交流答案，大部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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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一段话，教师做出及时反馈后，又把任务的难度提高了一级，和学生回忆了

一些表达了感情色彩的诗歌，然后是否有小诗人可以用诗歌的形式，对自己在看完

毁灭之后的圆明园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一些学生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教师的

认可和学生热烈的掌声。在这一环节，教师鼓励学生在观察图片后要根据真情实感

写出自己的风格，这样的积极鼓励更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自信。教师巧妙地设计了

对学生的写作训练，先要求学生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又看似随意地问有没有诗

人，提高了任务难度，学生在通过这个过程对课文的理解又加上了一个层次，同时

还锻炼了写作能力，还学会了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

4.3.2.2 设置阶梯式任务

教师还应注意所设置的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应该是从易到难的，具有层次化

特点，并设计一些分层活动。任务要根据目标来设置，教学目标逐步进阶由易到难，

那么设置的任务也一一对应，使之具有层次，学生在完成阶梯式任务的过程中产生

的乐趣会逐级递增，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4.3.3 归因方式

这个策略的设计基于韦纳的归因理论。简单来说，如果成功，一个人的自信心

就会提高。但是，有时自信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归因。尽管任务

艰巨，但是个体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完成挑战，最后他会把成功归到自己的能

力而不是其他因素，相反，如果需要完成的任务比较简单，但是个体呈消极状态，

在完成任务之后，却很少把成功归因于自己本身，而是认为万事靠运气，那么自信

心就不可能提高。增强自信的关键是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相信自己具备成

功的能力。

4.3.3.1 引导归因

学会正确归因对于学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在每次成功或者失败之

后都可以将其理性地归于正确的因素，那么就会总结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在

以后面对学习中出现的苦难的时候可以更加从容。因此，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帮助

学生理解怎样正确地归因，例如《曼谷的小象》教学片段
①
：

师：谁可以概括这一段的内容呢？

生：我们一行人开车行驶在曼谷的一条土路上，路上一片泥泞，过了一会儿车

就陷进了泥坑，正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阿玲带着小象从远处走来，她看到

这种情况之后，看了看小象，小象就扭着胖胖的身体走近车，然后对着汽车把长鼻

①
支玉恒.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亮点.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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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甩来甩去，过了一会儿车就逃离了泥坑。小象还去不远处用鼻子吸了一些干净的

水，把车冲得干干净净。

师：这位同学很棒，讲的很完整，但是，老师想要的是概括，有没有其他同学

可以用更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位同学刚刚回答的内容呢？

生：我们乘坐的车陷进泥坑，阿玲带着小象来帮助我们，小象用长鼻子把车弄

了出来，还将车洗了干净。

师：这位同学的语言非常简洁，但是他的概括少了一些关键的部分，比如说地

点。概括不仅仅指简洁，还需要把内容说清楚。

生：我们开着车行驶在曼谷的路上，但路泥泞不平，车就陷入了泥坑，幸亏遇

到了阿玲和小象，小象借助长鼻子的力量把车从泥坑拉了出来，还喷水把车洗干净

了。

师：非常棒，看来这位同学理解了如何来概括一段话，这样既简洁又没有遗漏

关键内容。

在这个例子中，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刚开始的回答的确不太完善，但是

没有放弃，还在继续从别的角度思考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一步一步使答案更加完

美，教师不仅认可了学生认真的学习态度，还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而且促进了其

学习积极性。教师要从多因素全方位进行评价，使学生理解成功来自于很多因素。

4.3.3.2 课堂民主化

在民主教学中，学生可以拥有课堂上的决策权、自主权等其他权利，根据教师

的要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并且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开展学习活动。此外，

如果想使课堂民主化，就要做到给予学生自主权，这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学生开展

自己的活动，他们的行为才具有民主化的实质。

4.4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满意策略（S）

如果最终的行为结果是积极的，并且符合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前的期待，那么学

生将获得满足感，即持久的动力。教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创造学生的满意度：进

行内部强化，为学生提供使用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机会，并引导学生体验经过努力学

习得到的成就感；提供外部报酬，给予更多的认可；还要保持公平，即让学生认为

受到的对待是公平的。这些途径都可以归在满意的范畴内，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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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满意策略

4.4.1 内在强化

教师希望学生对学习感兴趣并能够专注于学习。如果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已

经有了很强烈的内在驱动力，那么该要求很容易达到，但实际上，很少有学生在教

师授新课前有内在动力，所以，教师的这个要求并非易事。每个学生是一个个体，

每个个体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带给学生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如果教师面对的是一些有

较高动力的学生，那些教师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或增加学生的内在动力，因为这些学

生尽管看起来很积极，但是很难持续保持这种热情，需要教师来提供帮助。如果面

对的是不主动参加的学生，教师采取一些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4.4.1.1 奖励有度

在教学中及时地有针对性地使用一些激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的进

步，同时还可以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提高教学的效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并不意味着与客观现实脱节。赞美应该基于事实。但是，

在课程改革中，过度矫正已经达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使答案很普通或学习效果不显

眼，在课堂上滥用赞美的现象还是很普遍。学生可能会受到鼓舞，但是廉价赞美的

盲目滥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的麻木。

在《曼谷的小象》的教学实录中，有一个片段恰当地解释说了这个策略。教师

要求学生朗读课文总的一段内容，一个学生富有感情地朗读，教师对前半段给予了

表扬和认可，然后提到这个学生读的后半段，其中有一句“延伸到海边”的话，教

师表示既然是延伸，就说明距离很远，读的时候要表现出远的特点。学生重新读了

一次，教师用了一种幽默的表达，向学生说明只延伸了五里，还没有延伸了十里的

感觉，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领悟到朗读的节奏感，教师打拍子指挥，用这种特别的

方式引导学生体会到了文字的魅力和朗读的乐趣。教学片段中，立于情感角度教师

正面肯定了学生的朗读，一定程度表现了评价的激励性。面对学生一些不完美之处，

老师并没有盲目称赞，而是通过说明让学生了解还可以更好地朗读。教师采取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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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措施来避免伤害学生的热情，并且凭借赞美的语气，增强鼓励效果。这样，学

生不会因为小错误而垂头丧气、停滞不前，而是在得到鼓励之后不放弃，继续朝着

成功前进。

4.4.1.2 进行实践

在课堂中，相比于反复讲课本知识，教师给学生提供练习机会反而更加有效，

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领悟所学的知识。尤其是语言技能，需要反复练习。有一个关

于口语交际的教学片断，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策略。

在《小柳树和小枣树》的一个片段中，教师在学生阅读完课文之后，向他们提

问喜欢课文中的哪一个角色，倾向于小枣树还是小柳树？有的学生表示自己更喜欢

小枣树，因为小枣树有很好的品质，尽管被小柳树嘲笑，却没有怨言，反而夸赞小

柳树的优点。还有的学生更喜欢小柳树，因为在犯了错误之后它反思了自己，有改

正的意识，这一点值得让人夸奖。教师在学生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又进一步提出

一个要求，把想对小枣树或者小柳树说的话表达出来，学生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

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个片段中，教师要求学生学习课文，组织自己的语言，并

与课文中的角色进行对话，进行口语练习。让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表达

不同的情感，产生思想冲突，激发了他们的动机。

4.4.1.3 帮助他人获得满足

在学生自身获得满意度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生生互动，帮助其他的学生获得成

就感和满足感。有时候，学生之间通过互动、交流、讨论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甚至效率会更高，两方之间都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并且取长补短，完善了自己。

帮助他人获得满足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素养。例如，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

题时，允许其他的学生提出建议并帮助他们改进，这些学生都会从中获得成就感。

4.4.2 外部奖励

长期以来，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往往会使用外部奖励，例如小奖品、

奖状、证书和各种象征性奖励，或者是可以兑换奖励的积分等。教师以游戏的形式

布置任务和家庭作业，学生会将其视为游戏的一部分，再设置奖励标准，学生既能

做游戏，又能得奖励，还能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后，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努力成果，

给予口头赞扬或赠与物质或象征性的奖励，作为对学生的认可。

4.4.2.1 给予肯定

在课堂上少不了互动，学生会回答教师的问题，教师应该称赞那些表现好的学

生，或者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奖励，特别是在教室气氛低、学生精神不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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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肯定，并实行外部奖励机制，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要以发展的眼光在多方面肯定学生。

4.4.2.2 奖励多样化

这种方法类似于积分换奖品或换荣誉奖章，特别是新手老师可以使用此类游戏

来调动学生的热情，游戏的奖励可以是物质奖励、具有代表性的奖章等，但是这个

策略更适用于小学的中低年级，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动机水平。

4.4.2.3 关注学生

每个个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学生也是如此，教师如果不了解学生，那么教学

效果会减分，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对不同的学生有全面的了解。那么，应该怎样做呢？

学生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对可以获得教师关注的需求是相同的，由于个体存在差异，

如果教师去了解每个学生，那么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庞大的，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复杂

并需要仔细钻研的过程。因此，语文教师应该对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后的行为保持一

定的关注，认真观察和分析，逐步了解学生的情况。

例如一位五年级语文老师在讲课文《望月》时，发现一名学生一直低头不看黑

板，目光不跟随教师，眼睛紧紧地盯着书本，似乎跟不上上课的节奏，老师仔细观

察，该学生并没有做小动作，而是眉头紧锁，应该是对学习的内容产生了困惑不解，

难以保持正常的学习进度。教师没有继续讲课，也没有表达不满，而是仔细询问该

学生有哪些地方不理解，而且表示愿意与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学生对课

文中的一些句子中的字的用法不太理解，这位教师及时帮助他解决了存在的困惑，

同时也让其他学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4.4.3 公平公正

人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对于“公平”两个字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一个

人看到其他人做了同样的工作却比自己得到的奖赏多，就会导致积极性降低。因此，

教师保持公平公正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具体的策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4.4.3.1 自评互评

对教学成果进行的评价，大部分还是基于教师评价，学生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

的机会，在课改强调评价多元化之后，这种情况可能有了一些改变，但实际上，大

多数都是一些表面功，让学生去参与评价并能获得效果的情况还是不多的。公平公

正不仅包括教师对学生的态度，还应该涵括到更大的范围中，比如在教学过后的评

价，除了教师需要进行，学生也要参与其中，进行自评和互评，最后的评价才是完

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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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针对性评价

在课堂上，教师的评价应该有针对性，如果教师认为学生做的好，就一定要详

细清晰地说明什么好、哪里好、怎样好，同理，如果做的不完善，也必须说明具体

情况。让学生从具体真实的评价中弄清楚方向，了解方法并改善学习。如果学生的

答案是错误的，则教师应明确，具体地指出错误之处，并指出学生的回答有一部分

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不能直接全面否定学生。这样，评价的针对性将大大提高，从

而提高有效性。

在支玉恒老师《太阳》的教学片断中，就恰当地表现了这一点。支老师以课文

中的一句话“太阳表面的温度是六千多度”为出发点，给了“太阳”和“我们”的

关键词，引导学生思考可以从简单的一句话中得出什么观点，有学生认为太阳距离

人类很远，但是我们人类和太阳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因为太阳可以发光发热，

一切才能生长。支老师肯定了他的答案，继续提出问题，要求学生把一段话概括为

四个字，该学生没有结合关键词，支老师先再次肯定了前一个问题回答的很精彩，

然后及时提醒学生要结合关键词。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支老师清楚而具体地指出学

生错之所在，要用四个字来概括一段话，同时还指出该学生回答问题的答案也有可

取之处，而不是只着眼于不完善的地方。

4.5 小结

ARCS 动机模式目前已被国外课堂广泛运用，并证明了其效果。假如直接复制其

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就必

须整合零散的经验，那么非系统性的经验最终将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其实，很多

教师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在课堂上的行为不是由理论驱动的，而是潜意识

的指导。若是这些教师谈论如何选择策略，很有可能他们也很难给出答案。在本章

中解释 ARCS 动机模式的策略不是最主要的，更多想要强调的是优秀教师总结的调动

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些策略。许多优秀的教师在自己的成果中列出了自己总结的经验，

尽管有的存在分散的情况，但也推动了动机策略的研究。本章总结了一些名师具有

代表性的教学片断，并结合了一些已经整合的动机理论，对 ARCS 模式的动机策略进

行了更完善的补充和解释说明，此时的动机策略不再是空谈，也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可以基于理论付诸实践的，可以使动机模式的体系更具可行性，是能够作为实

际教学的参考依据的。如何将基于 ARCS 动机模式的策略应用于小学语文的教学中

呢？这个问题将在下一个章节做出明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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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于ARCS动机模式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的实施

5.1 教学案例设计——《小小的船》

第四章对 ARCS 模式的动机策略进行了更完善的补充和解释说明，本章运用基

于该模式的策略进行了教学实践。在实践中选择了一年级学生，他们年纪小，难

以专心，意志力薄弱，一般认识事物往往凭借兴趣，感兴趣的就会专心，而不

感兴趣的就难以集中注意力，因此会在课堂上变得被动。如果从最初就使学生

感到学习的乐趣，并从小就培养他们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以及良好的思维和学习

习惯，那么，学生将会受益颇多。

5.1.1 教材分析

在《小小的船》中，作者用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色彩描述了自然风光。文章的

前两行描述了月亮的美丽，这引起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将弯曲的月亮比作

小船。最后两行描述了诗人坐在船上享受蓝天和星星带来的美景。学生读起来心情

愉悦，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美感。根据一年级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教师将美丽的

星空放到黑板，将月亮带入教室，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的教学氛围，使他们能

够主动进入情景学习新知识，坐着“月亮船”，面对着“星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5.1.2 学情分析

1.一年级小学生极具好奇心，而且有爱探索的特点，容易被新鲜事物和活动的

事物所吸引。

2.学生在读课文的时候存在唱读现象，需要及时纠正这种习惯；

3.一年级学生喜欢表达，但是口语表达的能力较弱。

5.1.3 教学理念

旨在培养学生的兴趣，教师通过图片，音乐和文字的描述，再现文章的意境，

首先将诗歌描写的情境推向孩子的视线，使学生产生良好的审美期望，从而激发兴

趣和学生对知识的强烈渴望，进一步可以转化为学生的独立学习和积极思考。 在学

习过程中，学生会听彼此的想法，并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索，一起寻求不同答案。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可以激发新的思维方式，并在同伴的启发下发展潜在的智慧。

学生们不仅可以求同存异，还可以有节奏地阅读文本并进行语言表达训练。

5.1.4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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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会用“……像……” 造句，学习比喻句。

②体会“弯弯的”等叠音词的作用。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初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能够有节奏地朗读课文。能进行简单造句，培养孩

子的语言创新表达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感受蓝天、新月等

自然美景，启发学生想象，激起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培养好奇心。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通过朗读诗歌更好地体会、理解诗歌的美丽，在读中得到美的熏陶和情

感的升华。

[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论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

[教学过程]

环

节

教学内容 践行的策

略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一、

创

设

情

境

，

激

发

兴

趣

1.教师首先展示谜语。

师：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我们

来猜个谜语吧，“有时它挂在天空

上，有时掉在树顶上。有时像大盘

子，有时像镰刀。”谁能知道答案

是什么呢？

2.教师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使学生

有学习新课的兴趣。

师：有没有人喜欢看月亮呢？

师：这么多人啊，那大家来看

这个月亮是什么形状的？

（课件放出圆月的图片）

师：有时候我们还会看见这样

的月亮，这是什么月亮？（课件放

出弯月）

1.学生猜谜语，猜出谜

底是月亮。

2.学生思考，与老师互

动。

生：我喜欢看月亮。

生：我也喜欢看月

亮。

生：圆月亮。

生：像彩虹一样弯

弯的。

注 意 策 略

中的 A1 知

觉唤醒，使

用 了 运 用

不 同 方 式

的导入。

注 意 策 略

中的 A3 变

化，使用了

不 同 形 式

和 变 换 教

学风格，来

吸 引 学 生

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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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月亮有时圆润似玉盘，有

时候又弯弯挂天上，老师也和大家

一样爱各种形状的月儿，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这首诗歌是叶圣陶爷爷为

小朋友们写的。

3.教师逐步把学生带入情境。

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诗

吧。（播放课件）

师：这首诗的感觉怎样呢？

师：那你想不想学呢？

师：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七课《小

小的船》(出示板书)

3.学生听课件中的课文

的音频。

生：美

生：想

二、

讲

授

新

课

，

整

体

感

知

1.教师先讲题目，并在初读课文前

提出问题。

师：我们要开始新课文了，但

是先要看题目。

师：“船”指的是真实的船吗？

大家带着问题来读课文。你们要认

真地阅读一句话，关注每一个词语，

还要注意标点符号。

师：读完课文，你们对这个船

是怎么看待的？是真船吗？

2.范读课文

师：老师特别喜欢这首诗歌，

刚才看大家读的都很不错，老师也

想来读一读。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师：我读的怎么样，来打个分

吧。

1.学生初读课文，与教

师交流。

学生自己读课文。

生：不是指真的船。

生：不是船，是月亮。

2.学生听教师读课文

生：我要打一百分。

生：一个大拇指。

注 意 策 略

中的 A1 知

觉 唤 醒 的

具 体 解 释

内 容 和 口

语化教学、

A2 激发探

究 的 促 进

思维碰撞。

相 关 策 略

中的 R1 目

标 定 向 的

制 定 教 学

目标、R2 动

机 匹 配 的

平 等 互 动

和 设 计 任

务、R3 熟悉

程度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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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朋友想不想也这样读

呢？老师要把这秘籍教给你们这些

小徒弟。

教师指导孩子们在书上画出斜线。

教师叫几个学生读，并进行指导。

3.认识叠音词。

多媒体展示：小小的、弯弯的、闪

闪的、蓝蓝的

师：大家看看，哪一个和月儿

更适合当好朋友呢。（板书弯的月

儿和弯弯的月儿）

师：“弯弯的”表示很弯，弯

得很可爱，谁能举个例子？

教师让学生通过读一读进行比较。

师：那咱们再来读小的船和小

小的船。如果让你来选更俏皮的船，

你怎么选择呢？

教师展示课件：弯的月儿小的船，

小的船两头尖。

我在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的星蓝的天。

师：如果我们的小诗变成了这

个样子，我们还喜欢它吗？

师：大家按照老师的秘籍来读

一遍，要生动形象一些，小船两头

尖尖的，大家想一想尖的样子，读

“尖”不能使劲，要轻轻读，大家

读一读。

（学生笑）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画

出斜线，并看着书本，

在教师的要求下进行有

节奏的朗读。

3.学生观看课件的叠音

词，回答问题。

生：弯弯的小路。

生：弯弯的小河。

生：我觉得小小的

船更加俏皮。

学生读不重叠的句子。

生：不喜欢了。

生：我觉得刚才好

看的景色都不漂亮了。

生：弯——弯的月

儿，小——小的船，小

——小的船两头尖。

明 存 在 的

联系。

注 意 策 略

中的 A2 激

发 探 究 的

促 进 思 维

碰撞。

相 关 策 略

的 R3 熟悉

程 度 的 表

明 存 在 的

联系性。

自 信 策 略

中的 C2 挑

战 情 境 的

鼓 励 学 生

挑 战 和 设

置 阶 梯 式

任务。

满 意 策 略

中的 S1 内

在 强 化 的

进 行 实 践

和 帮 助 他

人 获 得 满

足、S2 外部

奖励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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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在课件中展示动画，引导孩

子联系文章大背景来想。

师：在这安静的夜里，有小虫

和小青蛙在唱歌，月儿挂在了夜空。

大家想想，除了像船，还像什么呢？

师：大家把月亮变成了各种有

趣的东西，说明大家富有想象力。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们教教

我，诗歌为什么把月亮写成了小船

呢？

师：是呀！你们看，弯弯的月

儿多像小小的船呀！蓝蓝的天空就

是蓝色的大海，朵朵的白云就是大

海里的浪花，月亮船呀就在这云海

中飘呀，荡呀！把这两句美美地读

给自己听。

师：老师接下来要开着火箭带

着小朋友们去看看这条小船，我们

去坐坐，好不好？那现在，就出发

咯！

（播放火箭飞向月亮的动画）

师：咱们现在都已经坐到诗歌

写的船里了，你看到了什么呀?

师：蓝蓝的天空像什么？

师：闪闪的星星像什么？

4.学生观看动画，思考

问题，进行充分想象。

生：像鱼钩

生：像秋千，

生：像梳子

生：……

生：因为月亮和船

两头都是尖的。

生：小船也的弯弯

的。

生：我看到了蓝蓝

的天空。

生：我看到了闪闪

的星星。

生：蓝蓝的天空像

大海。

生：蓝蓝的天空像

一幅画。

生：闪闪的星星像

眼睛。

予 肯 定 、

S3 公平公

正 的 针 对

性评价。

注 意 策 略

中的 A2 激

发 探 究 的

促 进 思 维

碰 撞 、 A3

变化（维持

注意）的使

用 不 同 的

形式。

相 关 策 略

中的 R1 目

标 定 向 的

侧 重 学 以

实 用 、 R2

动 机 匹 配

的 平 等 互

动 和 设 计

任务。

自 信 策 略

中的 C2 挑

战 情 境 的

设 置 阶 梯

式任务。

满 意 策 略

中的 S1 内

在 强 化 的

奖励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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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家的小脑袋都太聪明了，

看来都好好思考了，老师要给大家

一些小奖励。

（教师奖励回答问题的学生小奖

品）

生：闪闪的星星像

萤火虫。

和 进 行 实

践、S2 外部

奖 励 的 奖

励 多 样 化

和 奖 励 和

给予肯定、

S3 公平公

正 的 针 对

性评价。

三、

口

语

交

际

和

练

习

1.教师提问。

师：我们做个小游戏，弯弯的

月儿是河的一边，小小的船是河的

另一边，如果老师想在“弯弯的月

儿小小的船”中间加上一个字，就

如同桥一样把两岸连起来？加什么

字呢？

师：大家听到啦，这个小朋友

说了弯弯的月亮是小小的船，还有

没有不同意见呢？

师：很好，这个小朋友认为答

案是“像”，就是“弯弯的月儿像

小小的船”，刚才的“是”意思也

可以说成等于和一样，月亮等于船

吗？（问第一个学生），你觉得呢？

师：特别好，一下就理解了我

的意思。

2.教师结合情境，进行语言训练，

启发他们进行想象力思维的培养。

师：我看谁的小脑袋可以想到

怎么用“蓝蓝的天”说一句话？想

怎么说都可以，仔细想想看。

1.学生思考。

生：弯弯的月亮是

小小的船。

生：加一个“像”

字，这个字是“像”。

生：噢，我知道了，

他们不一样，应该是

“像”。

2.学生尽情地想象。

生：蓝蓝的天上有

好多眨着眼睛的星星。

生：我看见了蓝蓝

的天，还看见许多亮点

一闪一闪的。

生：蓝蓝的天上有

一朵一朵的白云。

相 关 策 略

中的 R1 目

标 定 向 的

侧 重 学 以

实用。

满 意 策 略

中的 S2 外

部 奖 励 的

给予肯定。

自 信 策 略

中的 C3 归

因 方 式 的

引 导 学 生

正确归因。

相 关 策 略

中的 R1 目

标 定 向 的

使 用 功 利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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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哇，大家都好厉害，学得

很好。

3.继续进行练习，培养语言能力。

师：老师觉得不只可以形容月

儿，还可以形容那蓝蓝的天和一闪

一闪的小星星？又有难度了，看谁

可以当冲锋侠。

4.教师展示相关练习题的课件。

课件：仿写：

弯弯的月亮像小船，

圆圆的气球像( )，

方方的盒子像( )，

翠绿的叶子像( )。

( )的( )像( )。

生：我坐上火箭，

飞上了蓝蓝的天。

生：我将来要发明

一对翅膀，然后在蓝蓝

的天上自由地飞。

3.学生思考，回答问题。

生：我坐在小船上，

看看蓝蓝的天就像大

海。

生：星星像灯。

生：那就是蓝天的

星星就像大海里的航标

灯。

4.学生分小组讨论问

题，小组的一名成员做

代表回答问题，学生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力。

满 意 策 略

中的 S3 公

平 公 正 的

针 对 性 评

价。

自 信 策 略

中的 C2 挑

战 情 境 的

鼓 励 学 生

挑 战 和 设

置 阶 梯 式

任务。

满 意 策 略

中的 S1 内

在 强 化 的

进 行 实 践

和 帮 助 他

人 获 得 满

足。

四、

课

堂

小

结

师：孩子们，在这节课里，我

们认识了叠音词的妙处，学会了有

感情、有节奏的朗读课文，还有什

么呢？

生：我们还坐在了

弯弯的月儿上一齐欣赏

了美丽的夜空。

自 信 策 略

中的 C1 期

望 成 功 的

表 达 期 待

与信任。

五、

布

置

作

业

教师把作业展示在课件。

1、观察月亮的形状，和爸爸妈妈说

说月亮是怎样变化的？

2、完成《夜空》的绘画。

学生课下完成作业。 相 关 策 略

中的 R2 动

机 匹 配 的

设计任务。

5.2 实施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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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需要进行效果分析，由于一年级学生年龄小，认知能力的发展程度不成

熟，笔者认为对一年级学生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不合理，得到的数据可用性比较低，

因此采用了访谈的方法。访谈法适应范围广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

平的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可以用访谈的方法进行调查。因此，除

了对该班语文教师访谈外，对于能够听懂和表达不复杂语意的一年级学生也应该进

行访谈。

5.2.1 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小小的船》由笔者进行教学，该班的语文教师进行了听课观察。笔者在使用

ARCS 动机模式进行教学设计前，与该班的语文教师沟通过动机模式，该教师表示，

平时上课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会下意识使用一些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使用

一些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但是不清楚有一套科学的动机模式体系，教师备

课会注意到要使用一些教学方法和策略，但是使用策略的时候不太条理，很多老师

的备课和上课都是这样的情况。在笔者使用 ARCS 动机模式进行《小小的船》教学设

计后，与该班语文教师再次沟通交流，这位老师还为教学设计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

议。在进行基于 ARCS 动机模式的教学后，该班语文教师通过基于经验的观察，认为

上课时学生普遍比较感兴趣，听课状态比起之前本单元已学过的课文要更认真许多，

注意力更加集中，平时上课有很多小动作的学生也很专心地投入到课堂中，课堂气

氛很活跃。在进行了本单元测试后，再次访谈了该教师，针对学生单元测试中的这

一课的内容的做题情况进行沟通，和其他几个班比较，完成情况和正确率更好。该

教师认为在语文课堂上使用 ARCS 动机模式有很多好处，带给了学生更多不一样的体

验，使学生产生了新鲜感，该教师表示在以后的教学中会尝试使用 ARCS 动机模式，

加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5.2.2 学生访谈结果分析

为了考查运用 ARCS 模式实施后是否切实有效，要对学生的动机水平进行评价。

一般而言，动机效果的测量可以采用两种指标，一种是情感反应水平，即要求学生

在一个简单的标尺上或简单地用语言来评价自己喜欢教学的程度以及认为这种教学

好不好；另一种是成就水平，也就是说，考察动机策略是否引起了学习成绩的提高。

访谈在课间活动的时候进行，访谈对象是一年级的四个学生，其中有两个是平

常有些调皮而且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的学生，由于一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及认知特

点，访谈的内容需要简单易懂，问题不宜过多过长。通过对学生访谈记录的整理，

笔者发现学生谈到最多的就是课中使用的课件中的一些元素，比如小动画各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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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做游戏，开火车等，还喜欢老师奖励的小礼物。学生表示不喜欢老师的语气平

淡，他们更喜欢活泼的老师。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平时上课调皮的学生表示，他这节

课上课的时候举手了好多次，还回答了好几个问题，觉得这节课很有意思，他感觉

上课时间变短了。这些学生对《小小的船》的课堂都表示感兴趣。笔者还提问了关

于本节课的问题，四个学生的回答都合理。由此，这四个学生都表示，希望在以后

的课堂中能够有很多丰富有趣的内容。

综上所述，通过该班语文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的观察以及访谈，还有学

生单元测试中的这一课的内容的做题情况，对一年级学生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学习的

情况进行了比较概括性的了解，再加上对学生的访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该动机模

式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基于 ARCS 动机模式指导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设计具有可行

性及有效性，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够为教师在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过程

中提供有效参考，同时本研究中针对小学语文所设计的动机策略更具有针对性和系

统性，能够在教学中得到有效运用并产生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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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基于 ARCS 动机模式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策略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

的学习动机，教学设计始终围绕学生，使他们真正融入了语文课堂，并产生了浓厚

的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纵观整个教学过程，

教师转换了角色，以引导者的身份带领学生一步一步走入语文的乐园，教师在 ARCS

动机模式的视域下，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在小学阶段,针对学生的教学必须要

围绕他们的身心发展、智力和心理等特点，这样才能为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做好准

备。ARCS 动机模式首先强调的是注意（A）,即吸引注意力，这也是小学教学中需要

做到的；其次是切身性（R），帮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体会到教学内容是与自身

生活紧密关联的；在小学生发展的过程中，自信（C）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越自信

就越有动机去达成目标；在注意、切身性和自信之后得到的满足感（S）可以促使学

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通过教学实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提高了他们的学习

效率，因此，基于该模式的动机策略可以应用于小学语文教学。

笔者在 D 小学进行了三个月的教育实习工作，观察了一些语文课堂，存在一些

小学生学习动机并不高的现象，因此针对语文学习动机进行教学设计就显得尤为重

要。ARCS 动机模式属于外来品，在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小学段学生的学习特点

之后，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将该模式和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相结合，不仅可以使教

学方法更加新颖，也能提高教师涵养，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可以被小学

语文教师采用。

笔者完成论文的时间有限，参与实习的时间并不长,教学水平由于缺乏经验而有

局限,因此论文还存在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在设计学习动机策略时，利用 ARCS 动

机模式的框架总结了要素，但是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可能还有一些要素没有被发现，

策略的设计可能不完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策略还需要被更多的实践来证明；ARCS

动机模式的应用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学生的特点、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环

境的差异等因素有关，还存在一些尚未发现的因素，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学生的学

习动机,因此目前的研究还处于未完善的阶段，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做更多的研究。笔

者总结了自己有限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作为新手的教学实践经验，对小学生学习语文

学科的动机进行了探讨，具有片面性，还需要语文教育工作者共同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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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记录

一、对语文教师的访谈

（一）课后访谈

1.您以前有没有接触过或者了解过 ARCS 动机模式？您感觉这个模式怎么样？

老师：以前在备课还有平时上课的时候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会下意识使用

一些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尤其这些是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有时候很难集中，

使用一些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集中注意力是必须做的，但是我不太清

楚有这样一套科学的动机模式，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动机模式，我们作为教师，备课

的时候会注意到要使用一些教学方法和策略，但是使用策略的时候还是不太条理，

很多老师的备课和上课都是这样的情况。

2.您觉得课堂上学生的学习状态如何？

老师：我仔细地观察了课堂，我认为上课时学生普遍比较感兴趣，听课状态比起之

前也就是本单元已学过的课文要学得更认真许多，而且感觉注意力更加集中了，有

几个学生平时上课有很多小动作，在这节课的时候也做到了主动专心地投入到课堂

中，课堂气氛还是很活跃的。

3.您认为教学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对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否有激发的作用？

老师：我仔细地看了你的教学设计方案，教学环节的设置是比较合理的，在每个环

节都使用了模式中的一些策略，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课堂，吸引了学生的注意

力，能吸引注意力比较容易，但是维持注意力是很有难度的，这个模式维持注意力

的作用还是不错的，这样也就激发了学生的注意力。

4.您对于 ARCS 动机模式应用于小学语文课堂有什么看法？

老师：我认为在语文课堂上的使用你们的这种 ARCS 动机模式有很多好处，会带给学

生不一样的体验，使一年级的小学生对课堂产生新鲜感和求知欲，我在以后的教学

中会尝试使用这种动机模式，使教学更加完善，以此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动机。

（二）单元测试后访谈

这一次单元测试中，关于《小小的船》这一节课的内容，您觉得孩子们的做题情况

怎么样？

老师：在这次考试之后，我分析了试卷，针对我们班学生单元测试中的这一课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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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做题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且和其他几个班也进行了比较，完成情况和正确率还

是不错的，总体上来说，试卷中涉及到的《小小的船》的内容学生做的结果都不错。

二、对学生的访谈

1.你喜欢这节课吗？

四个学生都表示很喜欢这节课。

2.为什么喜欢这节课，你喜欢哪些地方呢？

学生 A：我喜欢老师给我们播放的那些动画，还有开小火车，我还喜欢我得到的小礼

物。

学生 B：我喜欢回答问题，还喜欢开小火车,。

学生 C：这节课老师特别活泼，还和我们做了游戏，我还喜欢老师讲课文时候给我们

看的那些漂亮的图。

学生 D：今天老师表扬我了，我很喜欢老师给我们送的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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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间过得很快，我的两年研究生的生涯即将结束，觉得刚进入山西大学的场景

还在眼前，即将毕业，心中充满了不舍。在读研期间，我收获了不少也成长了很多，

很感激在学校得到的一切。在完成论文的时刻，我想对在读研期间给我提供了帮助

的老师、父母和同学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郭老师，整个完成论文的过程离不开郭老师的

悉心指导和鼓励，很感谢老师这两年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郭老师治学严谨，

拥有广博的学识，两年以来，老师经常和我们交流，分享一些优秀的学术文章，通

过学术的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通过这个过程，我的收获颇丰。

十分感谢我的学姐们和同学们，从论文选题、开题、写作，一直到结束都给予

了我很多帮助，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提供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两年以来，我

们真心相待彼此，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获得了很多。

最后还要感谢一直给予我鼓励和各种支持的家人们，父母的爱永远是我的前进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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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孟乐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汾阳市

个人简历：

2014 年 9 月—2018 年 7 月 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

2018 年 9 月—2020 年 7 月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

电话：17836204125

电子信箱：4048053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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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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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2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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