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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力教育与课堂教学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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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 习动力教育是以激发学习者学习动力为宗 旨的教育。其主要 内容包括学习目

的观教育、学习价值观教育、学习效能观教育和学习兴趣教育。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是 素质

教育实践的需要 ;是 贯彻主体性教育思想的需要 ;也 是完善学习心理结构 ,促 进学生学习心

理发展的需要。课堂教学是实施学习动力教育的主渠道 ,而 课堂教学要切实发挥动力教育

主渠道的作用 ,就 必须构建优化的教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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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动、活泼、主动发展

”
是素质教育的主题 ,

也是学习者追求的最高学习境界。要达到这一境

界 ,学习者须有积极的学习动力和自主学习的各

种能力。学习动力是指学生个体身上表现于学习

中对认知操作起调控作用的一种内部力量 ,是在

学习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激发学习的各种能量 ,

是制约学习效果的基本心理变量 ,更是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学

习动力的作用 ,学生能表现出渴望求知的迫切愿

望、主动认真的学习态度和高涨的学习热情。激

发与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重

要任务 ,正 日益受到教育界的普遍关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 ,学习动力教育是以激发

学习者的学习动力为宗旨的教育活动 ,从本质上

讲 ,它是一个激励学习积极性的过程。实施学习

动力教育 ,亟待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 ,便是在充分

探讨学习动力系统的结构 ,即 在分析影响学习的

主要动力因素及其相互之间动态关系的基础上 ,

确定动力教育的逻辑起点及具体任务。

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 ,学生的学习动力包涵

了促进学习的多种心理因素。美国心理学家布鲁

纳 (J。 s。 Bruner)认为这一动力系统主要由两种动

力因素构成——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1]。 内在

动机所推动的学习 ,其 目标为学习活动本身 ,有机

地满足于学习探究的过程 ,如 学习兴趣 ;夕卜在动机

所推动的活动 ,其 目标在于学习的结果与意义。

奥苏伯尔(D· P· Ausube。 1977)则 从对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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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影响将学习动力区分为认知内驱力 (cogˉ

nitve drive)、 自我提高内驱力 (ego-enhancement

dⅡve)与 附属 内驱力 (aⅢliative drive)[2](328

页)。 认知内驱力属成长性动力 ,是在学习者要求

理解和掌握知识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指 向学习

活动本身 ;自 我提高内驱力与人的尊重感相联系 ,

其诱因是某种地位、荣誉 ,如努力学习以取得好名

次 ;附属内驱力对中小学生的学习作用最为明显 ,

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 ,学生努力获得学业成就 ,只

是为了从他人(尤其是教师、家长)那里获得赞许

或认可。麦基奇 (W。 J。 Mcdehch忆。19“ )的 研究

也表明,富于附属内驱力的学生 ,因有高度的附属

感(从其所依附的长者方面获得赞许的意向)而

在班上努力作出好成绩 [2](s33页 )。 我国学者曾

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学习心理动力的结构解析为

四个层次[3](⒆ 页),外 表层次的动力表现为好

奇心理状态 ;过渡层次的动力表现为追求认识内

容的需要引起的主动心理状态 ;稳 固层次的学习

动力是习惯心理状态 ,它 因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产

生 ;核心层次的动力则为自觉心理状态。随着学

习动力由外表层次到核心层次的推进 ,学生由好

奇而学习逐步发展到主动、自觉的学习。

以上研究给我们以共同启示 ,那 就是学生的

学习并非受单一动力驱使 ,而 是由整个动力系统

所推动。也就是说 ,激发学生积极学习的能量是

多种多样的 ,因 此可进行的动力教育也是多方面

的。综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 ,结合当前的教育实

际,我们认为 ,现阶段制约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因

素是学习目的观、学习价值观、学习效能观与学习

兴趣 ,因 而需要投人的学习动力教育 ,其 内容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

1.学习目的观教育。学习目的观教育是指

对学生进行学习应追求的境界和应达到的目标或

结果的教育[4](硐8页 )。 学习动力作为促进学生

达到学习目的的动因,总 是以某种学习目标为出

发点的。根据成就目标理论 [5],具 有明确学习

目标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着较为完善的动机模

式 ,他们学习的焦虑水平适中,成败归因正确 ,愿

意承担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树

立学习目标 ,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动力模式 ,在

教育中尤为重要。

学习目的观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明确

学习的方向,确 立清晰的成就 目标 ,提 高抱负水

平 ,激励学习斗志 ,克服学习的盲目性和散乱性 ,

增强计划性与调控性 ,做 一个清醒的学习者。
“
教学志向

”
、
“
成就目标

”
是学习目的观教育的重

点。

2.学习价值观教育。学生的学习具有超前

性 ,其学习往往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社会需要 ,而

是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实践打基础作准备。当学生

意识不到学习的社会价值意义 ,不能把当前学习

与未来发展、社会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时 ,就不

能产生学习的紧迫感、责任感而表现出一定的被

动性。学习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学生充分

认识学习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 ,激起 自觉求知

的学习心向 ,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增 强学习的社

会责任感。

3.学习效能观教育。学习效能观也叫学习

能力感。社会学习论者班杜拉 (Bandura.1叨 7)

称其为 自我效能感 (self-eⅢcacy),指 的是个体对

自己在特定情景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的主

观推测 ,即 对 自身学习能力的认识 ,是促进学生积

极学习的主要动力。研究表明 [6](212页 ),自 我

效能感强的学生具有较高的成就水平 ,他们富有

自信感和坚持性 ,敢于面对困难 ,学习情绪饱满 ,

倾向于有挑战性的课题。进行学习效能观教育的

任务是要培养学生的 自我信念—— 自信心 ,相信

自己有能力学好 ,产生成功的愿望 ,树立肯定的自

我概念 ,形成学习控制感 ,消 除无力感。

4.学习兴趣教育。兴趣为学习动力 中最活

跃、最现实的成份 ,是偏重于情感领域的学习动

力 ,它基于学习者内在的需要而产生。其作用是

促使学习者的思维过程积极化 ,从而提高认知加

工水平 ,把学习引向深层次。学习兴趣教育的主

要任务是使学生喜欢学习 ,激发学习热情 ,培养好

奇心、求知欲和探究精神 ,体验学习成功的喜悦 ,

保持旺盛的学习情绪。

重视在教学活动中激活学生学习内在的心理

机制 ,培养学习动机 ,是教育一贯的追求或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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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纵观历史上 ,许多教育家、心理学家均极为重

视研究学生学习的内部心理过程 ,注 意调动和发

展学习动力因素。如我国古代的孔子
`朱

熹、张载

等人 ,就十分强调学习者的志向、兴趣的作用。孔

子曾说过 ,学习欲获成功 ,必先
“
志于学

”
;张载也

认为
“
有志于学者⋯⋯只看志如何 ?” 这里的志 ,

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动机 ,意 即学习活动总是

从一定的动机出发的。教师在课堂活动中 ,必 先

激发学生的学习志向。

在西方 ,重 视研究与激励学生学习动力的教

育家更不胜枚举。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赫尔巴

特(J.H.Herban)将 “
兴趣

”
概念置于教学过程的

中心 ,提出了兴趣性教学原则。苏霍姆林斯基也

异常强调学习欲望、兴趣等
“
情感动力

”
的作用。

在他看来 ,“ 情感动力
”
可谓儿童成长的杠杆 ,只

有依靠学生内在的
“
情感动力

”
,才 能推动知识的

掌握和智力的发展。奥苏贝尔也提出教学必须促

成学习者产生意义学习的心向(指学习者将新概

念、新命题和与 自己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观念

积极主动加以联系的倾 向),形成 良好的学习准

备状态。布鲁纳同样如此。在他的理论 中 ,学 习

被视作一个积极主动 (即 事物的组织和构造)的

信息加工过程。因此 ,他 的
“
认知——发现

”
观之

核心 ,就在于重视人参与学习的主动性 ,强调激发

学习的内在动机与发展学生思维(尤其是直觉思

维)能力。布鲁纳之所 以提倡发现法 ,也是基于

这种方法
“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 (如

兴趣、积极性和 自信感 )等 ,以及能提高学生智慧

潜力
”
的认识 [7](150页 )。 他们 的观点与主张 ,

为学习动力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现实意义讲 ,重 视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是素

质教育实践的需要。毫无疑问 ,“ 生动、活泼、主

动发展
”
是素质教育的主题。然而 目前基础教育

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或问题 ,则 严重威胁到素

质教育的全面落实。
“
厌学

”
、
“
淡学

”
是最为典型

的代表。不可否认 ,目 前学校中相当部分学生正

扮演着
“
学生打工仔

”
,他们把家长、教师视作

“
老

板
”
,自 己则成为为

“
老板

”
读书的

“
打工仔

”
,替人

学习 ,缺乏学习的责任感与主动性 ,学习行为十分

消极。据调查 ,小 学生 中真正喜欢学 习的仅 占

笱%,说不上喜欢的占 25%,对学习缺乏兴趣 的

约占2%。 中学生情况更为严重 ,天津市一些 中

学反映 ,厌学、怠学、怵学的学生加在一起 ,大约占

ω%左右 [8](13页 )。 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其 根

本 目的就是要促进学生将教育的要求内化为主动

学习的需要 ,产生学习的内动力 ,从而达到主动参

与、主动内化、主动调控之境界 ,确保青少年以 自

主性为核心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重视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也是贯彻实施主体

性教育思想 ,发 展学生主体性的需要 c以 哲学认

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是现代教

育的新理念 ,它把教学视为发展人的主体精神、主

体人格、主体能力的活动 ,培养和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成为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提高和强化主体性

的关键在于改善主体结构 ,不仅要发展作为主体

操作系统的理性因素 ,而 且要发展作为动力系统

的非理性因素。它们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主

体作用的两大因素。事实上 ,只 有当一个学习者

具各 自主学习意识的前提下 ,他才有可能去关注

自我发现、自我探索、自我控制与 自我评价等主体

能力的发展。因此 ,重视学生的学习动力教育 ,是

构建与完善主体结构的必要措施。

重视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还是完善学习结构 ,

促进学生学习心理发展 ,提 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教育心理学研究证实 ,学生的学习有着完整的心

理结构 ,它 由认知因素与动力因素组成。认知因

素承担着信息的加工、处理和控制活动 ,主要包括

知识水平、认知方式、学习能力、元认知监控等 ;由

人的情感、态度、需要、动机等非认知因素组成的

动力系统对认知操作因素的活动起着定向、始动、

筛选、调节和维持的功能。它们在学习活动中紧

密结合 ,共 同作用 ,保持着学习活动的 目的性、方

向性和有效性 ,其 活动水平是学生学习能动性和

智能发展水平的标志。长期 以来 ,我 们的教学实

践一直存在着重外部控制轻 内在动因的调动 ,重

认知因素轻动力因素的倾向。其根源仍在于传统

教育思想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 ,传 统教育所依

托的夸美纽斯 (J.Comenius)、 赫尔巴特等人倡导

的传统教学论是 以知识化为基础的 ,实质上是一

种主知论、唯智论。在传统教学论的理论框架中 ,

教学过程被理解 为知识、技能 的
“
授——受

”
过

程 ,教师关注的是单位时间内知识任务的完成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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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视探讨多方面因素下学生学习的内部心理过

程 ,更无意去完善学习心理结构 ,教学中缺乏培养

和开发学习动力的设计与措施。这样的教学正象

洛扎诺夫所批评 的那样 ,“ 只能靠机械的、逻辑

的、非情感的、无味的领域 ,而不能调动和利用无

意识领域、情感领域 ,也无法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状态下 ,吸 收大量的信息
”
[9]。 在这种情形之

下 ,学生厌学是必然的结果。开展学习动力教育 ,

就是为了改变课堂教学中长期存在的认知与动机

(情感)脱节的现象 ,从而完善学习心理结构 ,提

高教学质量。

勿庸讳言 ,课堂教学是实施学习动力教育的

主渠道。课堂教学要切实发挥动力教育主渠道的

作用 ,就必须立足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 ,在

激活学生学习内在的心理动力 ,促进学生生动活

泼地主动学习方面下功夫 ,形成 以
“
主动、觅取、

创造
”
为主旋律的课堂教学特色。为此 ,必须抓

好教学的整体优化工作 :一是优化教学结构 ;二是

优化教学内容 ;三是优化教学方法。这里主要探

讨教学结构的优化问题。

教学结构是指构成教学诸要素的组合方式及

运作流程。传统教学结构从其课堂运作来看 ,一

般由
“
组织教学——复习旧知——讲解新知——

巩固练习——布置作业
”
这样几个程序组成 ,其

教学双方的活动主要是认知性的,教 师主职认知

指导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认知操作。这样的

课堂教学 ,知 、情、意的活动是完全脱节的、分离

的,学生缺乏内动力 ,学得被动 ,教 学效率也低。

因此 ,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是开展学习动力教育的

一个突破口、切人点。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 ,我

们初步构建了有利于调动学生知、情、意三种心理

过程协同活动 ,融知识教育、动力教育和智能教育

为一体的
“
五点教学

”
结构模式。构建这一新的

课堂教学结构的基本思想 ,是在教师引导下 ,充分

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上进心 ,使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活动 ,动 口、动脑、动手 ,获得情知训练 ,

体验成功 ,深化认识。在浓厚的愉悦氛围中掌握

知识 ,开发智力 ,陶 冶情操 ,锻炼毅力 ,强 化动力。

其理论依据是主体性教育思想、学习心理学的动

机原理、休金娜的
“
认识兴趣

”
论、布鲁纳的

“
发现

教学
”
论、卡尔 ·罗杰斯等人的人本主义学习论、

认识论的情知交互原理及合作学习理论。它包括

以下五个环节。

1.创 造条件 激发兴奋点

这里的
“
兴奋点

”
意指强烈的学习冲动、欲望

和兴趣 c在教学中 -教 师首先应重视采用各种手

段和措施 ,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

促使其对学习内容及过程产生强烈 的兴趣和需

要 ,产 生主动、积极、兴奋的学习心向。

教学过程中激发学习兴奋点的策略主要有三

种 :情境性诱导、情感性诱导和认知性诱导。

(1)情境性诱导是利用或创设与课堂教学有

关的各种情境 ,包括教师的形象、教室的布置、教

具的陈列与运用等 ,巧 妙地激发学习愿望。进行

情境性诱导 ,首 先应力求建立学习定 向的课堂环

境。学习定向的课堂环境 ,一 是指学生一旦进人

课堂就为学习活动或内容所吸引 ;二是有强烈的

学习意向c要建立这样的课堂环境 ,需要从两方

面努力 ,一是优化课堂内部环境 ;二要尽量控制无

关刺激的影响 ,净化课堂的外部环境c美 国著名

教育心理学家林格伦 (H。 C.hndgren)说过 :“ 一

个教师在教室里的第一件事是了解他 白己和周围

环境中的心理因素与力量 ,寻找影响教学的不利

因素 ,并及时加以消除
”
[10](彐2页 )c采取措施

减少对课堂教学的各种外部干扰 ,对 于学习心向

的诱导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 ,要 采用定向诱导 ,充分利用直观教具和

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形象、生动、鲜明的特点 ,根

据教学要求适时地运用于课堂情境中 ,以 引起学

生知觉好奇 ,激发探究心理。同时 ,运 用情境性诱

导策略还需重视课堂 中的
“
第一印象

”
。第一印

象就是人际认知 中的
“
先人为主

”
效应或称

“
首

因
”
效应。从心理学的视角看 ,人 们普遍重视第

一印象 ,是 因为首先接受的信息构成核心知识而

形成了某种记忆图式 ,这种记忆图式能够同化后

续信息 ,使被同化的信息也具有最先进人记忆图

式的那些信息的色彩。为此 ,教 育者应充分认识
“
第一印象

”
效应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并加以合理

利用 ,在每节课 的起始阶段就迅速进人
“
角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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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实丰富、形象生动、富于逻辑性与启发性的教

学语言及端应、和蔼、文雅的举止和形象给学生留

下美好的
“
第一印象

”
,传递有关教学信息 ,诱导

良好的学习心向。

(2)情感性诱导是用友善、亲切、诙谐等情感

特征组成的某种愉悦、宽松的课堂心理气氛 ,以诱

导课堂学习心向 ,激发学习兴趣。教与学是师生

在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动态的交流过程 ,富 于情感

的课堂心理气氛 ,有助于学习者进人兴奋状态 ,受

到
“
社会促长作用

”
的影响 ,产 生学习意向。教师

应注重情感投人 ,善用情感诱导 ,做到教学活动中

始终保持饱满高昂的激情和 良好的心境 ,促进师

生心灵与情感沟通 ,并潜心设计教学情境 ,增强教

学中民主平等的气氛 ,发挥富于情感特征的课堂

信息反馈和评价的作用 ,在 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

激发兴奋点。

(3)认知性诱导是在课的开端与先前教学或

后续内容联系起来 ,以 促成学生产生学习愿望和

心理准各。进行认知性诱导的基本做法是 :

第一 ,设计或提供一条当前知识与先前经验

相连结的认知链。教师通过对教学材料的深入研

究 ,努力寻找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似性与联系性 ,从

多方面、多角度抓住新 旧知识之间的连结点 (即

认知环链 ),在 温故 中知新。这样做可以帮助学

生形成在学习新知识时习惯于从头脑中寻找原有

知识固定点的学习心向 ,增强其学习兴趣与期望。

第二 ,提供学习的
“
先行组织者

”
。

“
先行组

织者
”
是先于课堂学习材料之前呈现的一种引导

.

性材料 ,它在内容的概括性、抽象性和包容性上都

高于课堂学习材料[2](398页 )。 在讲授新知识之

前 ,给学习者提供一些诱导性信息—— “
先行组

织者
”
,使其认识结构 中具有与新的学习任务相

关联的认识内容 ,增 加其对课的了解及组织新材

料的想象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提高注意

力。

2.引 导学生 自寻探究点

探究点就是教材内容的知识点、情感点、智能

点。在这一环节 ,要注重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独立

学习的意识 ,鼓励他们发现问题 ,自 寻探究点 ,为

深入学习打下基础。整个过程应体现差异教学思

想 ,允许层次不同的学生在学习中有不同表现。

引导学生寻找学习探究点 ,关键要培养学生

的质疑能力和 自主择点能力。质疑和择点的范围

应在知识点、情感点、智能点之中 ,要求择点明确、

突出 ,不要将课前揭示和课后练习照搬过来。注

意训练学生从难点处求疑、困惑处求疑、关键处求

疑、无疑处求疑、易错处求疑。其基本的途径是 :

(1)分析课后练习 ,自 寻探究点 ;(2)初 步了

解课文内容 ,自 寻探究点 ;(3)教 师分类定点 ,学

生 自寻探究点。

为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 ,教学 中应重视使用
“
发现

”
、
“
探 究

”
式 的方 法。布鲁 纳 与施 瓦 布

(schumarb)提倡的
“
引导发现法

”
、
“
探究训练法

”

以及建构主义的
“
支架式教学法

”
、
“
抛锚式教学

法
”
值得借鉴。
“
引导发现法

”
的基本教学过程为 :仓刂设情境

一观察探究—论证说明—总结练习。
“
探究训练法

”
的基本教学过程为 :寻 找问题

一搜集资料—事实或逻辑论证—形成探究能力。
“
支架式教学法

”
的基本教学过程为 :搭脚手

架—进人情境—独立探索一协作学 习一效果评

价。
“
抛锚式教学法

”
的基本教学过程为 :仓刂设情

境—确定 问题一 自主学 习—协作学 习—效果评

价。

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以学生的
“
探究性学

习
”
组织教学过程 ,对 于培养学生 内在的学习动

机和兴趣 ,发挥学习的积极性、独立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 ,提高探究能力效果颇佳。

3.情知交融 实践训练点

训练点就是通过练习而应达到掌握程度的教

学内容中的知识点、情感点、智能点。训练是提高

知识理解程度和知识智力价值 ,促进知识 向能力

转化的必要条件 ,也是落实教学 目标的有效手段。

在训练过程中,应该杜绝纯认知性的分析、加

工 :突 出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中的情感因素 ,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加工的同时 ,发 掘其情

感因素 ,在情知互促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 ,发展

学习能力。为此 ,应 充分调动学生的双部活动

(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促 使其
“
三过程

”(知 、

情、意三种心理过程 )参 与学习 ,手 脑并用 ,知 、

情、意协调发展 ,在 知、情、意的互促中,激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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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发展学习能力。

为达到训练 目的 ,方法必须新颖、生动 ,教 学

中可尝试使用以下方法。

(1)活动式训练 :喜爱游戏、活动是儿童的天

性 ,根据这一特点 ,设计有趣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

中学习 ,既能激趣又能收到实效。如 :犭、组竞赛、

角色表演等。

(2)选择式训练 :学生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由

浅人深 ,由 易至难 ,选择中体现差异教学、因材施

教的思想。如 :语文教学 中可以让学生 自选词、

句、段等进行学习。

(3)评价式训练 :学生通过对学习内容、学习

媒体、学习方法、教学过程的评价 ,调动学习积极

性 ,培 养主体意识 ,在评价过程 中体会知识的规

律、特性 ,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

4.提供机会 评析成功点

俄罗斯教育家休金娜认为 :“ 教师在教学 中

应注意吸引学生参与对学习活动结果的认真分

析 ,提高评价与 自我评价的准确性 ,从而使学生形

成对认识知识 的价值定 向 ,发 展 自己的认识兴

趣。
”
因此 ,教学过程 中应强调通过学生 自评、他

评(学生相互评价、教师鼓励性评价 )等 多种形

式 ,对其掌握知识的状况及情感因素进行评析 ,使

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 ,产生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树

立 自信心 ,提高成就动机 ,主动发展内在的认识兴

趣。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评价方式 ,需 把握的一个

基本原则就是 ,评价必须有利于避免学生产生学

习无力感 (leamed helplessness),增 强 自我效 能

感 ,树立肯定的 自我概念。肯定的 自我概念是学

习的强动力 ,它不仅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学习效果 ,调节人的当前行为 ,而且能为新的学习

行为提供有效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 ,自 我概念

的形成和教师的期望与评价密切相关 ,教师的言

行可以影响学生的自我认识。比如 ,教 师很少让

某些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这些学生就把教师

对他们低能力的看法内化为 自我知觉。此外 ,教

师对男女生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期望 ,认 为男同学

比女同学更有希望在学习上取得成功 ,这样的评

价就极不利于学生良好 自我概念的形成。

5.拓宽延伸 深化情知点

这一环节通过对知识的拓宽、加深 ,使学生所

学知识得到巩固、深化 ,并形成知识体系 ,从而提

高知识的智力价值和迁移性 ,深化认知点 ,积累情

感 ,并在知识应用过程中 ,体验成功 ,促使学习兴

趣的作用渗透于各种学习活动中。

在这一环节 ,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加 强知识之间的联系 ,促进知识系统化

与结构化 ,以 建构学生合理的认知结构。教育者

教学过程中首先应树立清晰明确的
“
结构

”
意识 ,

把
“
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

”
作为教学的重要 目标

之一 ,无论是编制教材 ,还 是讲解的内容 ,都应注

意其系统化、条理化、层次化 ,以 利提高学生掌握

知识的组织程度和系统化程度。在教改实验中 ,

我们曾尝试把学科内容组成知识点—知识链—知

识网 ,强调知识的融汇贯通 ,重视学生从整体上把

握知识体系 ,由 此促进了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建

立。同时 ,教师要竭力引导学生以发现或探究的

态度去构建 良好的知识结构。学生努力去发现、

探索 ,从而发展 自身的组织能力 ,使新知识和已有

的知识结构产生有机的联结 ,便能形成一个功能

更强、条理层次更高的知识体系或结构。

(2)组织变式练习 ,引 导学生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促 进知识的条件化、策略化与 自动化 ,并 逐

步推动知识的掌握从理解水平、灵活应用水平向

创造性水平递进。

(3)在对知识拓宽加深的过程 中 ,注 重情感

的积累。

这一课堂教学结构体现出以下特点c①多元

化。一是课堂教学 目标的多元化 ,它 包括知识 目

标、智能 目标、情意 目标 ,既注重知识本身的学习 ,

又注重情趣的陶冶和意志的锻炼 ;二是教学形式

与方法多元化。②主体化。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

为认识、实践、发展的主体 ,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 ,

尊重学生的个性 ,发展学生主动学习、独立学习、

创造性学习的能力 ,培养了学习的主体意识 ,训 练

了学生的主体人格。③情知化。
“
五点教学

”
使

情意和认知相互和谐、统一、交融 ,培养学生主体

能力中的情感力量。在情知互促中,发 展学生对

美、对生活的感受及判断能力 ,以 情感的力量 ,促

使学生主动发展 自我内在的认知兴趣。因此 ,

“
五点教学

”
是实施学习动力教育 ,全面落实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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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较好的一种课堂教学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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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Ⅱng MoJvaJon]Education and

opⅡⅡ1ization of Instruction structure

GUO Ying
(Educati。 n science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Learning motivation education, including goal education, value education, e自 ⒏cacy edu-

cation and interest education, is the needs of quality education practice, of carrying out principal educa-

tion ideology, as well as of pefecting leaming psychology structure and prom° ting learning psychology de-

velopment。 Class instruction诒 the mah channel oflear“ ng mothaton educat0n。 It is necessa灯 to opt⒈

mize instruction stmcture for class instruction to fully play its main channe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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