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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何种教学才能称之为有效教学？我国学者就该问题论述了6条结果标准与16条过程标准。本文就其中一

条过程标准“有效教学能唤起学生对学习的内在兴趣，让学生感到理智的快乐”展开探讨，结合当下时

代背景剖析本条标准的重要性，以ARCS学习动机理论为思路，针对现实教学困顿，提出具有可行性、针

对性的教学改革对策，期望每位教育相关人员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能同时注重教育的心理性与社会性两方

面，真正发挥教育的价值，让未来教育能够持续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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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kind of teaching can be regarded as effective teaching? Chinese scholars have expounded on 
six outcome criteria and sixteen process criteria for this issue. One of the process criteria mentions 
that effective teaching can arouse students’ intrinsic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make them feel the joy 
of ration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is criterion in depth, analyzes its importan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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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of the current era, and proposes feasible and targeted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RCS Model Theor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It is sug-
gested that everyone involved in education can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 when carrying ou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ruly realize the value of education, 
and make future education continue to develop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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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评估教学是否有效，我们应有统一标准，而非碎片化回答。我国教育学者夏正江总结了关于有效教

学的 6 条结果标准和 16 条过程标准。其中一条过程标准提到：有效的教学切合学生的兴趣与需要，能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能唤起学生对学习的内在兴趣，让学生感受到理智的快乐[1]。 
人工智能时代下，真正实现本条标准既有助于提高个人社会竞争资本之核心内容——创新思维、问

题解决与自主学习能力，也能令高质量教育长期稳定保持。为了追求深入理解内在兴趣，后文先就其重

要意义入手讨论，帮助教育者们实现内化于心的效果，以确保在每一次开展教育活动时有意识地将本条

标准贯彻落实。 

2. 内在兴趣之重要意义 

柏拉图认为，奴隶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他的行为代表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别人的思想。从学

习者主体视角出发，在思维认知系统尚未发展成熟阶段更易受社会认知理论的“榜样模仿”与操作性条

件反射理论的“外部强化”影响，从而形成异化的学习模式，这一行为与柏拉图所定义的“奴隶”殊途同

归。他们的学习目的指向教育者的期望与奖励，对学习的内在兴趣缺失，不具备真正的认识与热情，违

背自我决定论，一旦撤销奖惩，学习积极性将大幅下降。 
缺乏内在兴趣的被动式学习过程剥离了学习者体悟学习意义的珍贵过程、误解学习目的、丧失“学

生之本”。就长期而言，他们对教育理念所产出的认知图式不仅具有滞后性，更会从根本上制约良好教

育理念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历史性出发，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学习者基础素养和关

键能力可能会由于依赖人工智能而逐步缺失[2]。未来社会对人才提出了众多新要求：计算思维、数字公

民素养、数据素养、媒介素养等，人类判断和正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原则，它们是未来社会人类能

够立足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3]。 
内在兴趣的唤起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才素养挑战的核心机制：一方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揭示了

基于内在兴趣的学习模式能够激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性，在学会学习的同时促进图式整合与迁移应用，

从而获得高阶认知能力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满足智能时代社会对人才提出的多维要求，即在未来社会

立足的关键点；另一方面，技术哲学视角启示人类科学技术价值发挥多少取决于人的能力，基于内在兴

趣的学习模式能够提升学习者提升判断力与思考力——即人工智能时代面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关键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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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成为学习者实现自我效能的认知增强工具[4]。 
从教育者角度审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内在兴趣不仅能亲自体验理智的快乐，更能使其学习动力与

主动性提高，它们为学习者深刻理解学习意义、养成主动学习习惯提供了实现路径，缓解教育者的督促

压力。 
因此，对学习的内在兴趣使学习者代表着自己的思想从事学习活动，从“奴隶般学习”变成“主动

探索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其意义是使个体能力最大化发展的最优解，是技术工具理

性与人的价值理性这一矛盾问题的有效缓解路径，是推动教育本真复归的突破口，是缓解教育者压力的

源泉。 
建立基于内在兴趣的学习范式的根本挑战在于实际教学的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即便能够充分内化

内在兴趣之深远意义，也会在真实教学情境下无处下手。鉴于这一事实，后文将先分析导致教育者面对

唤起学生内在学习兴趣具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困难的四点原因。通过对病源进行深层解构，才能更

精准地锚定破局之路。 

3. 实际教学困难分析 

本章将结合时间延续惯性、政策落实差异、教学模式缺陷与学习者特质四个维度总结教学现实困境

问题，并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内驱型学习模式产生的抑制作用。 

3.1. 陈旧观念长存，地位根深难撼动 

我国教育体系长期奉行灌输型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教师指示的绝对履行。此观念导致学习者长期

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内在学习兴趣难以得到有效激发。在 1985 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

内在学习兴趣培养和实践教学活动才被纳入教育议程，距今仅 40 载。 
从历史维度审视，我国教育评价体系一直以量化指标为主导：上溯延续 1300 多年的科举选拔制度，

下至持续二十载的“双基”应试教育。新兴教育理念虽关注学生能力与兴趣素养，融合过程性、综合性、

增值性等多元评价方式，但四十年的质性探索与千余年的量化传统相较，其影响力差异悬殊，需时间考

验才能撼动后者长期建构的壁垒。 
从事物发展规律分析，新兴教育理念必然经历诸多挑战：在行为习惯方面，传统教育模式的“绝对

履行”虽显粗暴，其操作简便性更符合人类认知的省力原则，对传统观念的依赖导致对新理念的认知与

接纳度严重不足；在学校实施方面，需经历区域性试点推广与对标准制定和评估体系的逐年完善，需要

历经“修正–学习–内化–实践–再修正”的多次迭代发展循环这一螺旋式上升过程才能推动新理念的

落实。 
在上述长期传统观念与事物发展规律的持续影响下，课堂教学易呈现参与度不足、学习者兴趣匮乏

现象，教育者在激发兴趣领域中面临能力局限问题，导致教学效能严重衰减，即教育过程中全体人员的

教育投入与付出呈反比。 

3.2. 政策落实存距，教学任务颇繁重 

2018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所颁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第四条“严控书面作业总

量”明确规定：“小学一至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

初中阶段不超过 90 分钟。”[5]通过对比分析 2001 年与 2022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课程设置

及课时分配比例数据可见：2022 年新增“信息科技”与“劳动”两门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设

范围由“三至九年级”扩展至“一至九年级”，“科学”课程由原 7%~9%的课时占比提升至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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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课改举措导致学习者面临考试科目数量增加而课后作业时间减少的矛盾，同时，语文、数学、

英语学科考试难度随着教学理念革新显著提升，以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我国一线城市之一——深圳

市的部分学校改革实践为例，为提升跨学科素养与问题解决能力，期末试题大幅增加情境化、跨学科题

型：在小学四年级数学“概率”概念的考查中，选项采用“海底捞针、瓜熟蒂落、旭日东升、海底捞月”

四个成语故事作为题干材料，学生只有在把握目标概念的基础上对四个成语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做出

选择，此类综合题型的密集出现导致试题难度增加，不得不将考试时间延长 20 分钟以作应对，导致减负、

考试与理念创新的综合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恶化[6]。 
在“测试的结果对人的资质、机会等有较大影响”——即高风险测试[7]背景下，考试结果直接影响

学生的升学机会与未来发展，教育者面临双重压力：既需落实减负政策，严格控制课外作业量，又需在

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既定教学内容以满足多元化评价体系要求，故此将大量课堂教学时间投入知识传授与

学习效果检测，忽视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这一关键教学环节。长期来看，此类教学模式易引发师生双

方的教学倦怠，加重学业负担，最终影响教学效能的实现。 

3.3. 大班教学为主，个体差异被忽视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班级规模配置为小学每班 45 人，初中每班 50 人，这一数字远超 OECD 国家的

平均水平——小学每班 21 人，初中每班 23 人[8]。在如此庞大的班级规模与有限教学时间下，教师无暇

顾及学生个体差异性的客观存在，难以实施个性化教学；无法精准把握课堂中每位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与

学习兴趣，难以开发既能满足多个学生个体内在兴趣的需要，又能满足课程标准的有效教学方式。 
在大班化课堂实施过程中，存在由于个体因素(如内向性格、情绪低落、不习惯举手等)对一个感兴趣

的问题保持沉默的学生，教师无法及时觉察并给予引导问题；存在教师无法回应所有学生的提问，难以

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均等的回答机会问题。从发展心理学视角出发，学生易产生“被忽视”的认知，对其

学习动机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其学习连续性，易激活心理保护机制，除非学习者在课后主动寻求互动，

否则师生难以建立有效交流机制。除此以外，会导致学生原有的学习热情被削弱，产生新知识的好奇心

发展受到阻碍–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减弱的连锁反应，最终影响有效学习的实施。 

3.4. 学生心理多变，需求未得到重视 

仅源于外部刺激所产生的学习兴趣具有短暂性特征，易随刺激源的消失而消退。学习兴趣的养成遵

循生态发展理论，如同幼苗生长需要持续的养分供给，在充分关注与有效维持机制的培育下方能实现内

在兴趣从短暂激发到稳定内化的转变。 
从责任主体角度看，学科教师与家长共同构成学生学习兴趣的培育者，共同存在于内在兴趣培育的

微观系统内。然而受现实条件约束——教师因教学任务繁重难以实施个性化的动机维持策略，家长受时

空限制无法及时察觉并干预子女在校内的学习与心理变化，导致双重失灵。 
在此情境下，处于中观系统内的心理教师本应作为协调者，通过定期交流、专业指导和教学建议来

弥合上述缺口，但我国教育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 1:4000 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 1 名专

(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9]，这一数量远低于 OECD“1:400”的均值要求，也无法充分满足我国校内

庞大学生数额的个性化需求。心理教师边缘化与数量配备不足再次加重学习者自我认知缺陷、学习意义

迷失、成就体验匮乏与动机持续衰减，严重背离有效教学与教育的核心原则。 
在教育者因多种原因未能充分重视内在兴趣与宏观教育政策在个体发展需求方面拥有盲点的双重影

响下，学习者的求知欲与自我提升需求无法及时满足，进而严重影响对学习的内在兴趣培养与成就取得，

并非有效教学的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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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CS 学习动机理论：联系教学实际，解锁内在兴趣 

面对四大现实教学困顿，在完成对其成因的深入解构后，亟需能提供突破路径、支持内驱性学习的

教学模式有效实施的理论框架，ARCS 学习动机理论为此提供了充分依据。本章先通过阐明该理论内在

的严谨逻辑体系，并与其他主流学习动机理论的比较分析论证其在本研究下的适用优势，再对四项教学

困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 

4.1. ARCS 学习动机理论对本研究的适用优势 

美国学者约翰·凯勒于 1987 年提出 ARCS 学习动机理论，该理论框架由注意(Attention)、关联

(Relevance)、自信(Confidence)和满足(Satisfaction)四个核心维度构成。“注意”是激发和维持学习者内在

兴趣的重要基础；“关联”在获得学习者注意力基础上，提供通过内在兴趣驱动学习的实施路径，使其

深刻感知学习价值与意义，深化内在兴趣；“自信”建构学习者成功的期望，并增强其在挑战性任务中

的心理韧性；“满足”通过对学习成果价值认同的强化，促成兴趣的持续性发展，激发学习者对其他新

知识的学习动力[10]。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着重阐释自主性(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与归

属感(relatedness)三大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动机质量差异的影响，为教育实践提供“提升对学习者

动机信号的识别敏感度、运用非控制性教学语言、注意减少外部奖励对内在动机的侵蚀性”的重要启示

[11]。成就目标理论(Achievement Goal Theory, AGT)阐释研究个体在成就情境中追求的目标取向对认知、

情感和行为影响，为教育实践提供“改革评价体系、强调目标反馈、减少社会比较”的重要启示。期望–

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 EVT)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解析个体行为取向原因[12]，为教育实践提

供“缩减任务耗时、减少情绪成本”的重要启示。 
本研究需要针对四项教学困境提出针对性教学改进操作。SDT 虽然能为本文 3.4 部分提供相应问题

解决思路，但对其余三项教学困境的指导作用有限；AGT 未涉及动机激发的过程性策略；EVT 侧重于阐

释行为选择原因，能为唤起内在兴趣提供启示，然而对本研究提出的四项困境缺乏具体的、针对的干预

措施。相较之下，ARCS 理论凭借其四个维度的严密逻辑体系，循序渐进地揭示了学习动机的多层次发

生机制，与本研究提出的四项教学困境问题形成精准对应关系，在提供支撑内驱性学习模式的有效教学

路径的同时，融合了 SDT 的“需求满足”与 EVT 的“效用反馈”的启示，进一步促进学习过程、效果和

评价形成良性循环，对本研究的优化课程教学设计与提供理论指导方面全面的双重优势。 

4.2. 注意：开启兴趣的大门 

“注意”是 ARCS 理论的首要要素，对于激发学习者内在兴趣方面具有启动效应，是内在兴趣驱动

学习过程的首要环节。学习者将注意指向学习内容的过程促使其将认知资源分配至学习任务，启动对知

识内容的深度加工和意义建构，是形成自主性学习能力的重要前提[13]。 
它包含三项子维度：知觉的唤醒、探究的唤起和多变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够对应“直观信息刺

激”、“教育理念转变”和“多样化的教学”三项干预策略针对性地解决陈旧观念长存且地位难以撼动问

题(本研究 3.1 部分)，从而吸引学习者注意力、激发其内在兴趣，减少陈旧教育观对教学工作的影响。 
凯勒强调唤醒知觉时需有综合的感官刺激作为基础。基于此，在设计教学时，教育者应尽量遵循以

下原则：学习者的亲身体验最能有效汲取核心知识。比如，为了使学习者形成关于“苹果”的知觉概念，

教育者应提供多种实物对象，引导他们通过多种感官活动获取直接经验，从而形成“苹果”概念。亲身

体验的学习过程能使学习者保持专注，实现有效学习。 
唤起探究需要通过问题情境的精心创设，激活学习者的认知好奇心，促使其主动思考探索。当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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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从“知识传授”向“核心素养培养”转型的背景强调了“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教育者既要引导学

习者发展对生活问题的敏感度，形成持续探究习惯，也要通过悬念性问题设计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习惯。

《礼记·学记》有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育者应使学习者建立“质疑–提问–探索–分享

–再质疑”的良性学习循环机制，能够促使其内在兴趣实现从单一维度向跨学科领域拓展，既能提升学

习注意力和元认知能力，还能优化课堂教学效能，形成有效教学，一次性实现多层次教学目标。 
普遍意义上，多变性可被阐释为“多样化教学”。为避免学习者产生学习疲劳与倦怠，教育者应适

时调整教学策略，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交替运用以维持学生注意力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角色同样

具有多变性：在智能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体验感愈

发强烈，教育者其实兼具学习者身份，学习者在特定情境下亦可承担教育者角色，教育者应建立意见反

馈机制征询教学建议，向学习者学习，促使学习者的参与度显著提升。这不仅能使学习者获得被重视的

心理体验，更能使其认识到教育并非单向且固化的模式，而是通过双方协同合作实现教育的持续优化完

善，提升彼此对教育与学习的注重程度。 

4.3. 关联：深化兴趣的纽带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意愿偏低现象加剧教学任务繁重问题(本研究 3.2 部分)，对此情

境，“关联”要素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将教学内容与学习者既有经验、跨学科知识、个人兴趣偏好及职业

发展愿景建立有机联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提供破局策略： 
将教学内容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建立关联是最常见且有效的策略，学习者能通过最直接、迅速

的方式理解所学知识的实际价值，加深对学习的内在兴趣，促进自主学习程度。由于关联对象是生活中

的普遍现象，因此这一策略能确保班级中绝大多数学生准确认知所学知识的实用性，其效果受个体兴趣

差异的影响较小，是最有效率的策略。 
也可通过跨学科实现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结。教育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各学科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互通

性，以艺术与数学的关联为例，若缺乏黄金分割原理的运用，《蒙娜丽莎》画作难以呈现深邃而神秘的

艺术魅力。学生对某一学科的学习倦怠可通过该种跨学科关联策略帮助学生建立学科间的认知联结，使

其认识到各学科的价值相关性，从而唤醒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科偏好失衡现象。然而，该方

法的实施效果受制于学生原有的学科兴趣倾向，唯有构建全学科关联，方能确保班级全体学生的内在兴

趣得到有效激发。 
还能将教学内容与学生职业发展愿景相关联。该模式能使学习者深刻认识到所学知识对未来职业发

展的重要价值，出于内在需求更加主动地学习知识。然而，该策略的实施具有显著个体差异性，其效果

直接取决于学习者个性化职业规划。鉴于此，该方法更适宜在一对一指导情境中运用，以确保关联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 
当教育者成功建立学习内容与多维关联要素之间的有效关联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的内在兴趣，促进

对知识价值的深层认知，使其在高风险测试中获得更优异的成绩表现，有效降低教育者的工作负荷，优

化整体教学效果。 

4.4. 自信：稳固兴趣的基石 

大班教学情境中，由于学生个体在认知背景与性格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无法充分满足每位学习

者需求，导致其心理防御机制竖起，自信建立困难。(本研究 3.3 部分)然而，在学习过程中，自信程度越

高，学习者将更有动力学习。 
“失败乃成功之母”固然有理，但“成功乃成功之母”更胜一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者主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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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龄期”与“青春期”[14]。对于前者，成功的学习体验能帮助其建立健康的自我效能感，而反复失

败的经历易导致习得性无助，导致内在学习兴趣显著降低。对于后者，由于其自我概念发展具有显著的

社会参照性，失败易引发重要他人的负面评价，导致角色混乱，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有效提升大班环境下学生的自信心，教师需着重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首

先，教育者需基于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为其设定具有明确性、适切性及可操作性的学习任务，双方共

同构建对成功的期待；其次，为培养学生探究能力与自主学习的持续性，任务设计时可采用生活化的问

题导向，在亲自探索研究问题的同时与成人进行对于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对话与总结，这一过程可使其体

悟智慧的力量，从而培育持续性的内在学习兴趣；最后，归因训练具有关键教育意义，教育者需引导学

习者将其成就正确归因于内部自身因素而非外部辅助因素，目的在于使其认识到其自身因素对成功的决

定性作用，从而强化学业自我概念，对学生的长期学业发展拥有积极影响。 

4.5. 满足：延续兴趣的动力 

如果学习者的心理、学习、进步需求能在与自身期望相比后产生积极的心理感受和评价，那就会感

到“满足”，其作用在于能够延续内在兴趣，在教学情境中，注意、关联与自信的培养都离不开它的辅

助。当学生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时(如本研究 3.4 问题提出)，除外部正强化外，改进评价体系同样能产

生显著效果，实现以评促学的目标。 
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教育智慧在评价模式改革中具有重要启示：当学生能够在达成自我要求的基

础上参与互评时，其评价意见更具信服力。这种“自律自省”的多元化评价模式(包含师生互评、生生互

评、自我评价)不仅能激发个体的学习动机，形成内在强化，还能通过获得他人积极评价获得满足，增强

自我效能感，提升内在学习兴趣，对班级良性学习氛围的营造也具有促进作用。 
从教学相长的视角看，学习者参与教学评价的反馈机制具有双重价值：既能为教育者提供有效的教

学反思依据，促进教学方法的优化与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制定，又能在教育者采纳建议时获得心理认同感，

满足学习者被尊重的体验可被转化为对该学科的内在学习动机。 
该种基于满足感获得的评价体系优化策略不再局限于外部正强化；实施门槛较低，在心理师资相对

匮乏的情况下仍具可行性；能够提升学习者学业满足感，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学习兴趣；也能帮助教育

者改进教学内容，获得高质量教学水平，真正实现有效教学。 

5.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从传统观念、政策落实、大班教学、学生心理四个维度剖析教学困难，既涵盖宏观教育体制，

又关注微观教学场景。通过深入探讨 ARCS 学习动机理论与学生兴趣和需要之间的内在逻辑与紧密联系，

从注意、关联、自信和满足四项维度提出多种有效的具体改进策略，能够具有针对性地缓解四项教学困

境问题，形成逻辑闭环。在激发学习者内在兴趣的同时对学习保持高度热情，缓解教育者教学压力，使

教学变得有效，亦是提升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 
实际教学中，行动胜于困难，每位教育者的点滴进步经过日积月累也能实现质的飞跃，教育理念的

更新迭代也能经过涟漪效应传向他人，使后代在进步教育理念下成长，为未来培育更好的社会力量。 
就短期而言，注重唤起学习者的内在兴趣可以保持学科热情，对知识主动深入理解，从而获得更好

的终结性评价；就长期而言，能让学习者学会学习，实现自主终身学习，真正落实了叶圣陶的教育理念

——教是为了不教。 
本文就有效教学的一条过程标准展开深入分析，若能结合其他标准一起落实在日常教学中，相信教

育质量、环境与理念都能更上一层楼，在促进现代与未来学习者全面发展与核心素养提升的道路上行稳

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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