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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阅读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听、说、读、写这四个部分是教学过程中密不

可分的教学整体。而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扩充词汇量，增强语篇理解的速

度和深度，以及对关键信息的捕捉能力，从而以另一种隐性的学习途径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各部分学习能

力的提高。在ARCS动机理论中，动机四要素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在教学中可以辅助教师来进行

更高效的英语阅读教学。ARCS动机理论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

相关问题进行教学设计的改进以期将其更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后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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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e four 
part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inseparable for teaching in the whol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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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can help them expand their voca-
bulary to a certain extent, enhance their speed and depth of tex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ability 
to capture key inform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of lis-
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another implicit learning method. In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the four elements of motivation form an organic teaching proc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s can be assisted in teaching to carry out more efficient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CS motivation theory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design is improved for related problems in 
order to apply it to future teaching more wid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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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22 版新课标对英语教学目标所提出的诸多新规定以来，如何高效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知识

成为了基础教育阶段各学校教研组及教师重点关注的一方面。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听、说、读、写这四方

面。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也大多从这四方面着手，由浅入深的学习。听、说、读、写的教学是

相互分离的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针对学生的每一部分教学设计是否有效且高效将影响学生的知识产

出和迁移的数量以及质量。而尤其对于阅读教学而言，学生的阅读动机往往是促使学生保持阅读兴趣和

阅读能力的内在要求。在 ARCS 动机理论支持下进行英语阅读的相关教学设计是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的必要理论前提。本文基于 ARCS 动机理论模式对初中英语阅读教学设计进行合理探索与分析。 

2. ARCS 动机理论分析 

2.1. ARCS 动机理论的发展 

ARCS 动机理论是 1987 年由科勒教授(John M. Keller)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归因论

以及强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理论模型。这一动机理论试图通过教师引导学生

以合理的学习方式进行语言学习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根据科勒教授所提供的理论模型，ARCS 分别

代表“注意”(Attention)、“关联”(Relevance)、“自信”(Confidence)、和“满足”(Satisfaction)。将这

四部分的英文首字母连在一起就简化成了 ARCS。 
学生进行英语学习活动的首要前提就是“注意”[1]。所谓“注意”模式包含不随意注意、随意注意

和有随意后注意这三个部分。注意要素的存在是学生学习动机被激发的前提条件。学生只有在能吸引他

们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引导下，才能逐渐集中注意力于他们的学习过程。因此，注意模式要求在日常课堂

中，为有效的提高和保持学生学习动机，老师在教学内容的顺序安排，教学指令的选择，以及教具的使

用上应进行多思，慎选。注意维度的亚类被分为 A1：唤起感知，A2：唤起探究，A3：变化。 
而对于第二纬度“关联”模式而言，学生只有在学习一些和他们自己有内在联系的学习内容时，才

会产生极大的兴趣。教师在普通英语阅读教学模式下往往因为高度注重学习内容实施的完整性。因此，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及问题设置中忽略了学生的感受，这便导致了在日常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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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而在 ARCS 动机理论模式下，关联性的保证是学生学习动机提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联性

维度的亚类被分为 R1：确定目的，R2：动机匹配，R3：熟悉感。 
第三维度“自信心”，是基于自我效能感以及成败归因论所总结出来的模式。成功所带来的自信心

有助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建立。换言之，学生所完成的课堂活动如果多数趋向于成功而非失败，则会给

他们带来任务成功完成的自信，从而挑战更高难度的课堂任务。相反，如果任务难度一开始就过高而导

致学生无法成为完成学习任务，则会引起他们的挫败感，同时也将降低他们的自信心。自信心维度的亚

类被分为 C1：学习要求，C2：成功机会，C3：个人控制。 
“满足”模式是 ARCS 动机理论下的最后一环。学生如果通过学习成功获得知识或者完成任务而获

得成就感。强化与反馈、内部的奖赏以及自我的评价是影响满意程度的三项关键因素。满足感维度的亚

类被分为 S1：内部强化，S2：外部奖励，S3：公平。 
总体而言，ARCS 动机理论的四要素存在着其独有的内在联系并不可分割。因此在 ARCS 动机理论

下进行教学时，教学设计中教学过程的安排，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具的使用都需要依据这四要素进行并

实施从而保证教学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教学实施的完整性。 

2.2. ARCS 动机理论的教学设计依据 

 
Figure 1. The design progress of ARCS model 
图 1. ARCS 动机模式设计过程 

 
以 ARCS 动机理论为指导的阅读教学的设计应包含分析问题，明确动机目标并列出具体的目标，之

后设计动机策略，给出可施行的策略。然后实施动机策略，最后给出结果评价。简单来说，结合图 1 中

ARCS 动机模式设计过程，以语篇教学为例，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师需先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教学

对象的学习水平等方面进行了解和分析。接着，在进行教学设计时，结合 ARCS 动机理论中的四维度进

行教学活动设计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时刻注意以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及灵

活运用为教学重点而不是一味的完成教学活动或教学任务。最后整个教学结束后，老师需给予学生进行

自我评价或互相评价的时间以达成自信心的提升从而在成功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满足感。 

3. 基于 ARCS 动机理论的阅读教学设计 

以人教版初一下册英语课本 Unit 6 Section B 2a-2c 为例，教学设计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3.1. 教学要素的前期分析 

前期的教学要素的分析包括教师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对象的分析。本节教学内容为传统

节日。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需要探究并了解传统节日的各种风俗习惯。本节教学目标包含两方面，

首先是对时间的提问及回答方式的掌握。其次是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进行时进行描述。教学对象为初一二

班的学生，学生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基本了解了现在进行时的概念。因此在本节课中，学生需要在所给

语篇中再次标注现在进行时的相关表达加深理解。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去深刻体会传统文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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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魅力。 

3.2. 教学设计展示 

激发学生兴趣(注意) 
这一阶段老师提供有关国内传统节日的图片邀请学生进行节日猜测，并请他们分享自己对呈现出的

节日的活动的理解。老师呈现的图片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学生的注意力将会在此刻得到高度集中。 
设置阅读问题(相关) 
阅读问题由浅入深，教师将设置两个阅读问题，学生需通过语篇阅读来完成。 
问题 1：为什么 Zhuhui 的家人在看电视包粽子?问题 2：Zhuhui 喜欢他的寄宿家庭吗?他怎么看他自

己的家?问题 3：联系生活实际谈一谈你喜欢什么传统节日?为什么? 
这一阶段的问题设置层层递进，联系到学生日常生活，学生会自动联想日常生活中自己所经历的事

情并将其叙述出来。 
小组活动(自信) 
学生以小组形式根据教师所提供的问题进行阅读和讨论问题并解决问题。由于问题的难度具有层次

性。因此学生在解决问题中逐步成功的积累自信心。 
课堂总结(满足) 
学生开始进行自我评价或以小组的形式对自己所得出的答案进行同学之间互相评价来检验自己的答

案是否合理，并通过评价得到成功的满足。最后老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最后总结并表扬学生的积

极表现来增强学生的满足感 

3.3. 基于 ARCS 理论的阅读教学设计分析 

基于 ARCS 动机理论的阅读教学设计主要包含了激发学生兴趣，设置阅读问题，小组活动以及课堂

总结四部分。与常规教学不同的地方在于，ARCS 动机理论下的课堂教学有专门为学生设置的课堂活动

时间，学生在这一阶段不仅能对阅读素材切身理解，并能在解决问题的活动过程中再次加深对阅读素材

的印象从而使这节阅读教学的各方面效果更加显著。此外，在小组的最后阶段，还包含了课堂总结阶段，

这一阶段学生以多样的评价方式对活动结果进行讨论，取代了过往单一的以老师传授或验证结果的方式，

在这一阶段真正体现了课堂活动的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发教学原则。 

4. 课堂效果分析 

为研究 ARCS 动机理论下学生英语阅读课堂的变化，笔者将普通 PWP 阅读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效果与

其进行了相关对比。针对 ARCS 动机理论下阅读教学的课堂效果分析主要包含了学生和教师层面。 

4.1. 学生层面 

从学生层面来说，PWP 教学模式中的读前教学准备中尽管也预设了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教学活

动。但是因为教学素材的呈现方式过于单一导致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于老师的教学活动中。2022 版新课

标强调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切身体验感，提倡寓教于乐以及悦纳教育，而在该教学模式下为单一的教

学素材的选择使学生的注意力无法成功集中于课堂活动中，并更加关注于完成老师所设置的课堂任务从

而减少了对阅读材料的体验，随之将导致后续活动的无法完成。老师在 PWP 教学模式中所设定的使学生

对阅读素材充分感知并理解的教学目标自然而然无法完成，这也与“悦纳教育”相违背，自然缺少了对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注。 
而 ARCS 理论指导下的阅读教学活动中，由于 ARCS 理论重点关注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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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选择上，老师更加注重了素材的多样性，随之，学生的注意力得到了有效提高。英语阅读兴趣不

高是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学习现状[2]。因此在注意阶段，教学情境的设置要求教师需要设计与日常生活

相似的情境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因为相似的教学情境，对课堂教学内容就获得了熟悉感与亲切

感，随之保证了学生注意力的提升。 
其次，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感知也更加深刻。由于教学中教师所设置的相关阅读问题与学生自身生活

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相贴近，生活与课堂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便保证了学生参与度的提高。 
最后，学生自我效能感也得到了满足。受成败归因论以及自我效能感理论的影响，教学内容的选择

要求需要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以内。这样学生就有了获得问题，探究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动力。过难的问

题会经过多次的失败导致他们失去探究兴趣。反之，教学设置的问题难度层层递进则会引导他们在逐步

的成功中获得自信心。最终教学内容以及问题设置的谨慎选择与安排使学生自然而然地从成功中得到了

满足。 

4.2. 教师层面 

对教师来说，在常规教学模式中，学生在课堂过程中的学习兴趣缺失为老师教学活动的成功实施增

加了难度。并且老师自身也在教学过程中受教学氛围影响导致教学效果的不尽人意。ARCS 动机理论下

进行阅读教学多以学生探究学习为主，教师的讲解起着引导和点拨作用。教师上课过程则由老师的一言

堂转向以学生活动为主。在这期间，老师的课堂安排将会更加多样化且相对于普通教学而言老师在较为

轻松的课堂环境中引导学生最大程度的获得了知识的主动学习。 
另外，小组活动过程中教师对课堂的掌控更加顺利。在传统阅读教学课堂上，虽然也有问题为导向

的活动探究，但由于流于形式化的问题探究并未实现活动探究的真谛。这导致学生在活动探究阶段多半

分心做别的事情。老师也对课堂失去了掌控力。然而，在新型教学设计中，活动探究多以小组活动的形

式进行。学生一开始便以活动的心态进行学习，在高度学习兴趣的引领下，他们更容易在老师抛出问题

后真正的融入到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去。这自然也就实现了老师对整个课堂的掌控和监管。 

5. 课后学生情况调查 

5.1. 研究方法及过程 

为验证 ARCS 动机理论对提高学生阅读动机的实际有效性，笔者与 S 省某县中学初一年级的两个班

进行了合作研究，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数据收集。实验数据由 SPSS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实验对象共 70 人，七年级一班学生为控制班，控制班使用常规教学模式。七年级二班学生为实验班，实

验班将采用 ARCS 动机理论指导下的阅读教学模式。张老师作为这两班学生的英语老师以笔者提供的

ARCS 理论下的英语阅读教学设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实践。在实验前，笔者首先对两班学生分别

进行了学生阅读动机的前测。教学结束后又进行了阅读动机水平的后测来检验学生的阅读动机是否在

ARCS 动机理论背景下的阅读教学后得到了改善。 
问卷源于文秋芳教授于 1995 年发表的《英语学习策略》一书中对学生学习动机的相关研究的问卷[3]。

根据实际情况，笔者将原有的问卷题目由 10 道缩减为 8 道题进行研究[表 1]。 

你想了解自己的英语学习动机吗？你的英话学习是何种动机在起主导作用呢？下面是一些检测动机的自测题。

请在 5 个数字中选 1 个作为答案。 

1 = 这个句子完全或儿乎完全不符合我的情况。 

2 = 这个句子通常不符合我的情况。 

3 = 这个句子有时符合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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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这个句子通常符合我的情况。 

5 = 这个句子完全或儿乎完全符合我的情况。 

5 个数字中选 1 个作为答案。 

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 

问题/分数 1 2 3 4 5 

(1) 我学习英语是因为学校规定英语是必修课。      

(2) 我学习英语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3) 如果学校不规定英语是必修课程，我就不选这门课。      

(4) 我学好英语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5) 通过英语考试，我就不准备在英语上多花时间了。      

(6) 我学好英语是为了了解说英语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科学技术。      

(7) 我学习英语是为了能把英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      

(8) 我学习英语是为了和外国人进行交流。      

5.2. 问卷的相关数据分析 

问卷数据包括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的前测和后测。 
 

Table 2. The data of KMO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340.237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1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reliablity 
表 3. 可靠性分析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84 0985 8 
 

为检验问卷的信效度，笔者在七年级选取了 100 人进行了检测。其中有效问卷 84 份，无效问卷 16
份。根据表 2，KMO 数为 0.904，显著性 < 0.01。表 3 中，科隆巴赫系数为 0.985。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经

检测结果合格。 
表 4 为控制班问卷的平均分，成绩 1 代表控制班前测成绩平均分为 19.8857，成绩 2 代表后测平均分

为 20.4000。表 5 中为控制班配对样本检测，双尾值为 0.670，显著性 P > 0.05 即控制班前后变化不明显。 
表 6 为实验班平均分统计，前测阶段实验班问卷平均分为 19.4857，后测阶段为 27.2000。前后增长

了将近 8 分。表 7 中，双尾值 < 0.05。即有较强显著性。这也意味着学生的阅读动机水平在实验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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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提高。 
 

Table 4. The mean of control class 
表 4. 控制班问卷平均分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成绩 1 19.8857 35 4.58752 0.77543 

成绩 2 20.4000 35 5.42435 0.91688 
 
Table 5. The paired sample test of control class 
表 5. 控制班问卷配对样本检测 

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度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配对 1 成绩 1~成绩 2 −0.51429 7.06845 1.19479 −2.94238 1.91381 −0.430 34 0.335 0.670 
 
Table 6. The mean of experimental class 
表 6. 实验班问卷平均分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成绩 1 19.4857 35 2.82188 0.47699 

成绩 2 27.2000 35 6.23934 1.05464 
 
Table 7. The paired sample test of experimental class 
表 7. 实验班问卷配对样本检测 

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度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配对 1 成绩 1~成绩 2 −7.71429 7.24598 1.22479 −10.20337 −5.22521 −6.298 34 <0.001 <0.001 

 
Table 8. The pre-test of questionnaire 
表 8. 问卷前测(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显著性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成绩 
假定等方差 8.629 0.005 0.439 68 0.331 0.662 0.40000 0.91039 −1.41666 2.21666 

不假定等方差   0.439 56.507 0.331 .662 0.40000 0.91039 −1.42337 2.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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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he post-test of questionnaire 
表 9. 问卷后测(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显著性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成绩 
假定等方差 0.958 0.331 −4.866 68 <0.001 <0.001 −6.80000 1.39748 −9.58862 −4.01138 

不假定等方差   −4.866 66.710 <0.001 <0.001 −6.80000 1.39748 −9.58960 −4.01040 

 
表 8 为实验前测数据统计，其中双尾 P 值为 0.662，这也证明了实验班和控制班无显著性差异。表

9 为实验后测数据统计，后测阶段的双尾值 < 0.01。满足显著性要求。根据收集来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实验班学生实验前大多倾向于完成这一阶段受教育的义务而进行英语学习。他们认为学习英语只是为了

考试，他们不认为学习英语是为了交流且不愿意为英语学习花更多时间。而实验后，这些现象发生了变

化。实验对象对学习动机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与他人交流。他们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去学习英语并在以通过

考试为最终目的英语学习选择上的占比减少。换句话说，实验结束后，控制班和实验班有显著性差异。

学生的阅读动机水平有明显提高，实验结果达到预期水平。 

6. 基于教学设计的相关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兴趣确实得到了提高，但是有部分学生因为基础知识过于薄弱而无法像大

多数学生一样在该理论指导下成功地完成学习活动。因此，与其他学生也随之拉开了更大的差距。英语

语言教学是兼顾多类型学生的教学活动，基于这一点，如果教学设计不具有普适性，便也失了这其中的

研究价值。如何在理论下将于这一部分学生也是教学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根据实际教学情况来看，

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在于对语篇的理解，对陌生词汇的理解和记忆，这需要学生阅读大量语篇积累阅读经

验从而掌握并总结自己独有的阅读技巧。本教学设计中，语篇素材皆源自于课本，因此语篇数量上较为

不理想。对语言学习而言，课本的阅读素材是基础，课外的阅读内容则是相应的补充[4]。在后续阅读素

材的数量安排上，笔者还应再多斟酌并进行实验寻找适应学生认知水平合适的阅读量。 

7. 结论 

基础教育教学永远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流于纸上谈兵的形式化研究。英语教学是基本素质教育的

重要部分，作为英语教学研究人员，对英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应时刻保持有根据的，有逻辑的，要以教育

现状为根据进行教学研究，确保英语阅读教学的趣味性和高效性，教师对教学所要进行下去的方式以及

过程的设计应同时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通过 SPSS 分析所得到数据以及教学结果表明，学生的阅读动机在 ARCS 动机理论指导下的确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换句话说，学生的阅读兴趣经过这一阶段的实验，已按预期结果得到了发展。这将

新课标对学生所要求的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从而也促使学生综合能力得到了优化。同时

也避免了学生英语语言的学习一味地以应试为目的的功利性学习目标的延续。 
ARCS 动机理论指导下的对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对英语听、说、读、写各方面的针对性研究存在重大

意义，而随着世界格局的变革与我国国际地位近年来的不断提升，教师在进行教学前应更加深入地思考

如何更好地使语言的人文功能得到发挥[5]，而不是单一地关注知识传授。基于这一点的考量，该动机理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964


刘伊文 
 

 

DOI: 10.12677/ae.2024.146964 509 教育进展 
 

论支撑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步骤的实施仍需进一步细化，这也将成为笔者日后所要尝试的研究重

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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