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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教育方法和模式也在不断地创新，其中美国教授凯勒所提出的ARCS动机模型是目

前最全面的激发学习动机的模型。本文首先对ARCS动机模型的相关概念做出论述，其次探究学生在不同

层面的学习动机水平以及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动机问题。最后，在ARCS动机模型已有的策略基础上，提出

更有针对性的数学教学策略表，进而促进初中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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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times,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models are also constantly in-
novating, among which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proposed by American professor Keller is cur-
rently the most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stimul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dis-
cuss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and then explor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level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he motivation issues that currently exist in teaching. Fi-
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rategies of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a more target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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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rategy table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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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对抽象世界的概念表达。现如今，我国对基础学科十分重视，对于数学学

科的学习，已不再是以往的死记硬背、灌输式地、强硬地把数学知识一股脑地塞给学生，而是开始以问

题为导向，挖掘学生对数学的好奇心并加以培养。许多一线教师开展情景式教学、研讨式教学正是对这

一改变的努力尝试，因此对学生的数学学习动机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983 年，Keller 教授首次提出 ARCS 动机模型，该模型包括注意、关联、信心和满意四个维度，

ARCS 就是由这四个单词的首字母构成[1]。在国内，陈璐[2]提出学习动机对学习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学习动机是引起学习活动的动力，是学习活动得以发起、维持、完成的重要条件。姜雨忻[3]阐述 ARCS
动机模型运用于数学微课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结合起来，有效整合了 ARCS 动机模型在

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高杰晓[4]指出 ARCS 动机模型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显著提升学生的动机水平和成就水平。唐雪莲[5]叙述了教师

在数学教学中能否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和数

学核心素养的养成。 
从目前我国对 ARCS 动机模型的研究上来看，大多数文献主要探讨的是 ARCS 动机模型和网络教

学、翻转课堂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而对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的结合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参考

ARCS 动机模型文献的基础上，了解学生在四个不同维度的学习动机水平。本文主要目的为：1. 激发

学生的数学兴趣。通过 ARCS 动机模型并结合初中生的身心特点，制定有效策略，消除学生对数学的

畏难情绪，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求真意识。2. 在课堂教学时，改变传统教学策略。通过

ARCS 动机模型和初中数学课堂的有机结合，发展学生的数学素养，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动机，构建高效

活泼的数学课堂。 

2. ARCS 动机模型的概述 

2.1. 学习动机的概念 

学习动机是指激发学生的学习行为，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使其行为指向一定学习目标的动力

倾向[6]。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习行为的原因和内部动力。一个学生是否想要学习、学习的努力程度、

积极性、主动性都与学习动机有关。 

2.2. ARCS 动机模型介绍 

ARCS 动机模型[1]蕴含四个维度，即注意、关联、信心和满意，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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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之一。注意具有指向性和

集中性，注意的指向性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具有选择性。注意的集中性是指心理活动停留在被选择的对象

上的紧张程度，一旦注意所观察的对象，就会忽视周围其他事物。对于数学这门学科，在课堂上，教师

运用直观教具，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手势，说话语调也会引起学生的注意。 
(2) 关联 
关联是指教学和学生已有经验之间的联系，学习者认为所学知识对自身的价值，学习目标与个人需

求都相关。关联性与学生自身密不可分，就数学而言，可以是新旧知识的联系、学生对数学学习目标的

制定、对未来数学学习的规划以及数学对学生个体的价值创造。 
(3) 信心 
信心是指学生自己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信心处于意志层面，信心高的人，其内部

动机越高，所获得的成就也就越高。反之，信心低的人会为了避免失败而不作为。在数学的学习中，可

以表现为学生遇到难题放弃，害怕考试，有考试焦虑等现象。 
(4) 满意 
满意是指学生对自身学习结果的一种反馈，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完成了学习任务或获得他人夸奖时

就会获得满足感。学习反馈对学生的学习有着很大影响，良好的学习结果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让他

更加努力学习，反之，就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厌恶学习。 

3. 初中生数学学习动机的现状调研及分析 

3.1. 调研目的 

调研的目的在于在 ARCS 动机模型的基础上，探究初一学生在四个不同维度的学习动机水平、存在

的问题以及根据本次调研探讨初中数学教学策略，以便于实际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动机，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2. 调研对象及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以永州市第九中学为试验点，调研对象为初一 2302 班和 2312 班全体学生，调研问卷是在

结合凯勒教授 ARCS 动机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对初一学生对课堂表现、自身评估以及对教师教学风格的

判断上，所编制的“初中数学学习动机调研问卷”，问卷从 ARCS 模型中的注意、关联、满意、信心四

个维度出发，每个维度设计五个问题，一共设置 20 道问题，每个问题都是根据主体维度编写。本次调研

采取问卷发放并回收的方法，共发放 107 张问卷，收回 103 张有效问卷。 

3.3. 调研结果及分析 

3.3.1. 注意层面的现状分析 
(1) 兴趣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影响分析 
初一的学生处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对数学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还比较强。在纪律方面，学生对

数学学习状态较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同学在上数学课时开小差，学习状态不认真。其原因可能是课堂

并没有调动学生的情绪，导致学生上课状态一般。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数学这门学科的学习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如何调动学生自身的内驱力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2) 外部因素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影响分析 
大部分学生对于数学课外活动充满期待，以及大多数学生认同数学老师的上课风格可以吸引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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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由此可见，外部环境因素对学生注意层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吸引学生的注意不仅仅包括学生内

部的自驱力，还包括外部环境。因此作为教师，一方面要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

本人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风格，多组织学生参与有关数学的活动，如数独游戏、数学竞赛、数学知

识问答等从而去吸引学生的注意，这样才能有效地去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动机。 

3.3.2. 关联层面的现状分析 
关联性是指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与学生已有数学经验的密切程度，同时也包括学生数学的学习与未

来规划的挂钩，它密切联系着学生自身。目前，绝大多数学生他们认为自己学习数学是为了提升自我的

能力，比如说计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同时也有大部分同学认为学习数学是为了考

上好的高中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较少同学认为学习数学是为了从事数学相关职业和获得他人崇拜。

由此可见学生的学习与自身的关联性越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烈，当学生想要学习数学的动力来源于

自身，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将数学教学和学生自身发展联系起来，

帮助学生找到学习数学的动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学生热爱数学。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不能忽视教育目标的重要性，应该使学生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拥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激发出内在的学习动机。 

3.3.3. 信心层面的现状分析 
信心是很重要的内部因素，信心对学生的影响表现在：学生会根据对自身能力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做

某一件事。学生的自信心可以体现在对自我的判断上，也可以体现在对事物的态度上。自信心强的学生

会更加热衷于表现自己，做事情充满热情，反之，自信心不足的学生会为了避免失败而选择放弃或逃避。 
(1) 学生对学习数学的积极度的现状分析 
学生自信程度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度，当学生信心不足时，学生就会对数学的学习失去

热情，表现厌学等情绪。学生的信心与学生的主动性相关联，对数学学习充满信心的学生往往会更主动，

反之，信心不足的学生就会逃避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暗示，让学生相信自身

努力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是正向的。 
(2) 学生对学习数学的消极度的现状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生对于数学考试具有恐惧心理，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信心不足。但是只有极少数学

生在学习数学遇到困难会选择放弃，说明学生并不完全对数学学习丧失信心，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择克

服学习数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这说明对于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是可以被激发的，只是需要教师运

用一定的教学策略，比如说教师可以多鼓励学生，对学生学习数学的进步给予表扬等。总的来说，在制

作教学策略时，应着重关注信心层面的策略的选择，因为信心层面的动机水平低于注意和关联性层面。 

3.3.4. 满意层面的现状分析 
满意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影响。满意层面有两个指标，一个内部，一个外部。从内外部两个维度可以

看出学生学习动机是来源于学生自身能力的提升还是来源于外部老师和家长的表扬。 
(1) 满意源于内因的现状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数学成绩不满意，其次大多数学生赞成，当解决数学难题时会获得满足

感。最后当学生取得不错的数学成绩时会想要继续保持下去。由此可以看出学生从内在来说对自己的满

意感是不足的，但是学生对自身获得满意感的途径比较简单，并且学生会乐于提高自身满足感。 
(2) 满意源于外因的现状分析 
目前，不愿意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数学成绩学生人数占绝大多数，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学生对自己的满

意感不足。而大多数学生也会因为老师或家长的表扬而更加喜欢数学，说明在满意感上，教师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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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鼓励、口头表扬等形式来帮助学生提升满意指数，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机水平。 

4. 基于 ARCS 动机模型的初中数学教学策略 

根据凯勒教授的理论，分别从注意、关联、满意、自信这四个维度来分析和整理如何激发初中生的

数学学习动机，从而得到数学教学策略表。结果见表 1： 
 

Table 1. Mathematics teaching strategies table 
表 1. 数学教学策略表 

A 注意 

A1 知觉唤醒 利用有趣的图片、故事、视频等多媒体工具导入教学课堂 

A2 探究唤醒 抛出问题，提问设疑，引导教学步步深入 

A3 多变性 调整教学风格，调动课堂氛围 

R 关联 

R1 目标指向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R2 动机匹配 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 

R3 熟悉化 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 

C 自信 

C1 成就期望 正确运用竞赛、考试和评比 

C2 成功机会 教授学生学习的策略 

C3 归因方式 帮助学生正确归因 

S 满意 

S1 自然结果 设计组织学生参与数学学习活动 

S2 积极结果 多运用正面反馈、表扬和奖励 

S3 公平性 公正地评价学生 

4.1. 注意策略 

注意策略最直接的功能在于引起学生课堂的注意，提高学生在课堂的专注度。凯勒教授为了能够更

加具体地描述，以注意为主题，提出三个问题，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ree questions o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表 2. 注意层面的三个问题 

 子层面 提出的问题 

A 注意 

A1 知觉唤醒 如何产生学生的兴趣？ 

A2 探究唤醒 如何激起探究的态度？ 

A3 多变性 如何维持注意？ 

 
1. 利用有趣的图片、故事、视频等多媒体工具导入教学课堂 
教师通过生动有趣的事例进行引入，设计合适的教学情境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比如在一元一次

方程的解法这堂课中，教师可以在视频中标注数学、等量关系，学生被视频吸引注意的同时还可以导入新

课。在轴对称的这堂课中，教师可以给学生展示对称的图片，让学生直观地观察到轴对称的规律与特征。 
2. 抛出问题，提问设疑，引导教学步步深入 
在数学课堂上可以适当引导学生思考，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这样学生就会想要寻求一种平衡，从

而集中注意力。对学生的提问时，多用疑问句，反问句。比如“你觉得这样做对吗？”“你还有什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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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法吗？”“那为什么这样做不对？”。比如说在有理数的加减法中，在面对一长串数字运算时，对

于“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为零”这个定理，再利用加法的结合律相对于直接计算更加简便。 
3. 调整教学风格，调动课堂氛围 
教师的教学风格也对引起学生注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课堂上，教师声量的大小，突然提高的声量

会引起学生的注意。比如，在讲到某条重要的定理公式时，教师可以加大音量来吸引学生注意。一般来

说，诙谐幽默的教师对课堂氛围的把握会更加好，学生也会更加积极主动。以及在教学中，可以将传统

式的讲授法和多媒体相结合，比如在讲授函数这门课时，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在多媒体上给学生展示函数

的变化。 

4.2. 关联策略 

根据上述对关联性维度的认识，关联性最主要的就是激发学生与数学之间的连接，使学生能够明确

自己的学习目标，凯勒教授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子层面，分别是：目标指向、动机匹配和熟悉化，针对不

同层面提出三个问题，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ree questions on the level of Relevance 
表 3. 关联层面的三个问题 

 子层面 提出的问题 

R 关联 

R1 目标指向 如何了解学习需求制定学习目标？ 

R2 动机匹配 如何提供相应的选择？ 

R3 熟悉化 如何将知识与经验相关联？ 

 
1.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首先教师要使学生明确自己学习的意义，学习是为了什么等问题。那么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明确三

维目标，区分重难点。比如在有理数的混合运算中就要注重联系学生的计算能力，在三角形全等、相似

等相关定理时注重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在教授二元一次方程时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其次，许多

学生也认为学习数学是为了参加中考取得好成绩，这也是一个目标，只是对于初一学生，它指向的是长

期的，那么教师就可以以中考为终点，将战线分为每个学期的期末考，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接近目标。

不断提高学生追求知识的空间，提供学生可达到的学习目标。 
2. 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及榜样，榜样对于学生的学习起到了引导作用。班杜拉认为，学习是个

体通过对他人的行为及其强化结果的观察。其中在替代强化中就应用榜样来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班级中树立同学们的榜样，可以选择那些积极发言的或者是作业表现良好、上课认

真听讲、学习成绩有进步的同学作为榜样，通过给予口头表扬或者颁发奖章的形式来激发其他同学学习

数学的兴趣。 
3. 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 
根据学习认知理论，学习就是新旧知识建立联系。教师要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能够调动联

系到旧知识，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比如学生在学习七年级下册“二元一次方程”时，可以联想到

七年级上册学过的“一元一次方程”。学生已经知道了方程的内涵，就会知道二元一次方程相比于一元

一次方程多了一个未知数，可以将一次方程的解法融会贯通运用到二元一次方程里面去，那么学习下来

就会比较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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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信策略 

当一个人拥有了自信，那么他就会更加勇敢地去尝试而不怕失败。在自我价值理论中，一共将人分

为四种人，分别为高驱高避型、低驱低避型、高驱低避型和低趋高避型。只有高驱高避型的学生被称为

成功定向者，因为他们的学习超越了对失败的考虑，拥有无穷的好奇心，学习有着极高的自我卷入水平，

如表 4 所示。 
 

Table 4. Three questions on the level of Confidence 
表 4. 自信层面的三个问题 

 子层面 提出的问题 

C 自信 

C1 成就期望 如何建立对成功的积极期望？ 

C2 成功机会 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自信？ 

C3 归因方式 如何坚信成功源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1. 正确运用竞赛、考试和评比 
在成就期望理论中提出 50%难度的任务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针对学生要因材施教，对于那些

力求成功者，教师应把他们放置在竞争的环境中，给他们布置有挑战的学习任务，严格对他们进行评分。对

于那些避免失败者，则应该把他们放置在轻松的学习环境，放宽对他们的评分标准，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信。 
2. 教授学生学习的策略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不仅仅作为知识的传送者，还应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不单是知道一个理论，

一个定理，还应该知道如何运用，这样才能举一反三。比如在进行“三角形相似”这堂课时，学生会学

习有关于三角形相似的三个判定定理，那么在遇到题目时，选择哪种判定定理就是关键。教师不仅要教

授书本知识，还要教授学生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巧妙地运用知识。 
3. 帮助学生正确归因 
韦纳的归因理论中指出，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成败归结于六个维度，分别是努力、能力、任务难度、

身心状况、运气好坏、外界环境。其中，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会使学生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反应。因此教

师应该教授学生正确地看待成败，并且引导学生将失败归结于努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避免习得性无

助。比如说在一次数学考试后，教师应该对考得不好的同学多关心，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犯错的原因，而

不是一个劲地批评。 

4.4. 满意策略 

许多学生对自己的数学成绩不满意，说明学生的满意度低下，而满足感的获得是帮助学生维持学习

动机的重要因素。当学生在学习过程获得满足感，那么他的学习动机就会被源源不断地激发。凯勒将满

意分为自然结果、积极结果和公平三个子层面，针对不同层面提出三个问题，如表 5 所示： 
 

Table 5. Three questions on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表 5. 满意层面的三个问题 

 子层面 提出的问题 

S 满意 

S1 自然结果 如何提供运用新知识的机会？ 

S2 积极结果 如何为学习结果提供强化手段？ 

S3 公平性 如何对获得的成绩产生积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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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组织学生参与数学学习活动 
数学概念、定理和公式都是前人总结的经验结果，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还比较抽象，运用数学活

动来帮助学生建立对数学的直观感受是十分重要的。指出通过数学活动，学生的注意力和满意度均有提

升。由注意提升而带来的学生对学习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正反馈，如果继续下去，相信注意力会进一步转

化为学习兴趣，从而使学习更加主动。 
2. 多运用正面反馈、表扬和奖励 
初一的学生还处于对教师的威严崇拜阶段，因此教师的评价对学生有着直接的效果。适当的表扬可

以唤醒学生的学习动机，其中口头表扬是最基本的形式。当然也可以运用象征性的奖励，比如颁发奖状，

发放奖品等形式。 
3. 公正地评价学生 
评价具有激励功能，合理的评价学生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评价内容要多样，不能单一的

把学生的成绩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还需要多关注学生的进步，尤其要留意差生的进步。教师尽可能评价

到每一位学生或者每一组小组的表现，让学生能够有所收获，感受到评价的公平性。 

5. 结论 

本文在 ARCS 动机模型的理论基础下，制定关于改善数学教学的策略计划表，并进行了教学设计来

开展这次实践，验证教学策略的有效性。首先基于 ARCS 模型理论，探究初一学生的动机强度、可能存

在问题以及学生数学学习的现状，发现学生在信心层面和满意层面的动机水平低下，因此在进行教学策

略的制定过程中应着重注意。其次 ARCS 模型在每个维度都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该问题也是制定教

学策略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在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现状分析以及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初中数学

教学策略表，共十二条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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