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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高职生学习动力的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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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动力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对高职生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当前高职生学习动力不

足的现象，从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三方面出发，提出了激发高职生学习动力的教学策略，以

期有效提升高职生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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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因素包括教师对学生情感上的关

心、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生活指导等；认

知因素包括教学内容具有挑战性、知识内容

与职业岗位衔接性强、教学目标具有导向

性、教学方法具有趣味性和应用性等；动机

因素包括通过激励制度提高学生学习主动

性、通过加强实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多样化人才、

发展技能农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的重任”。高

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

举措，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

来，我国高职院校生源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然而在高职生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不理想的

现状下，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养又能激

发学生兴趣爱好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是指教师对学生的情感上的关

心、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生活指导等。学

习动力的形成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教师

对学生的情绪上的关心、爱护和鼓励，能够

在情感上形成对学生学习兴趣、动力的积极

影响，有助于形成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学

习态度。如果教师没有关爱，没有关心，只

是一味的责备和批评，将会造成学生心灵上

的伤害。” [2]因此教师要从生活和学习

入手，通过与学生谈心交流帮助其解决学习

生活中存在问题。除此之外，“教学相长”

也是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等思想所倡导的理念。作为教师应该相信所

有学生都有潜力去实现自己应有的目标和理

想，在教学过程中多去发现每一个学生身上

存在成就感。

1、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态

首先，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分

析其原因。“教师了解和掌握学生个性特

征，有助于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指导教育教学

活动，同时也可以使其尽快适应高职教育的

环境。” [3]教师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学习动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其次，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很多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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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方面教育缺乏重视，导致

许多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心理疾病。“要引

导和帮助学生对学习、对未来有一个正确而

全面的认识”[4]。所以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应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他

们正确认识自我、合理宣泄情绪、保持乐观

心态。

2、多鼓励表扬学生

对于教师来说，要想让学生有学习的动

力，就要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认可，

以促进其学习动力的发展。学生在完成教师

布置的作业和任务时，应给予其及时的肯定

和鼓励。“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大财富，我们

都不应忘记他那份‘精神财富’——希

望。” [3]我们应该多发现学生身上的闪

光点去鼓励表扬他们，帮助其树立自信并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即使是成绩

较差、较为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有可能因为老

师对他的一句肯定而改变自己以前懒散、懒

惰、不思进取的学习态度，从而成为一个

“三好”学生。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树立

“严是爱、松是害”这样错误想法，严格要

求自己严格对待学生，并采用合适恰当的教

育方式和方法去教育他们。

二、认知因素

认知是指个体在感知、记忆、思维等心

理活动过程中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其属于心

理学的范畴，通常包括观察、想象、思维

等。学习就是学习者根据所学的知识，运用

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解决问题。认知理论认为

学生对学习对象的认知是由情境信息引起

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也总是

会受一定情境信息及已有经验的影响。 [3]

当前高职生普遍存在厌学现象，教师在教学

中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职

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多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指导，培养学生

对专业学习兴趣。“教学相长”，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来适应新时代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4]。高职生知识基

础较为薄弱，需掌握一定程度上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来满足日后岗位工作要求。因此课

堂上教师应以“教”为主，尽量减少理论讲

解环节，多以实际案例作为教学重点，使学

生能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在课堂外应尽

可能增加与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来加强

师生关系，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完善。

1、提高认知，增强信心

认知是心理活动的前提，在学习过程

中，学生需要对学习内容有明确认知，才能

将其与自己已有经验相联系。 [5]“对于

高职生来说，学习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实际

问题”[6]，教师在教学中应以知识内容为

中心，在课堂上适当插入理论知识讲解，帮

助学生了解所学知识的应用场景、工作流程

等。同时教师在课堂外应多与学生沟通交

流，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思想动态，

并将其转化为教学资源，提供给学生以增强

其学习信心。教师应多鼓励、赞扬每一位学

生的点滴进步；同时教师也要尊重每位同学

的个人意见和想法；最后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目标与职业规划观念。通过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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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树立良好学习习惯、增强信心。

2、合理设置，有效引导

教师在课堂设置方面要尽量满足学生的

需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符合学生认知发

展水平，同时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教学目

标以及学习基础等因素对课程进行优化设

置，使学生能够有效地理解学习内容并掌握

学习方法。在课堂外教师可以多与学生进行

沟通交流以加强师生关系。“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

知识与技能优势，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来。课堂之外的交流能够增加学

生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帮助解决问题和拓宽

学生视野，同时也能使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

关系。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自身业务能

力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平与课

堂教学能力。通过“以学为主”来提高教育

质量。

三、总结

“动机是行为的内在动力，是推动一个

人去完成某种活动的内在力量”[3]。学习

动机是指促使学习者选择某种学习任务而进

行学习的内部原因，可分为直接动机、间接

动机和附属动机。间接动机是指学生个体在

教师的引导下产生的积极的学习倾向，这种

倾向不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切身利益，因此更

加稳定持久。 马斯洛认为人们进行自我实

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随着人们社会

地位的上升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会更加渴

望实现自己潜在潜能。为了达到个人目标而

进行自我实现活动时产生了一种内部激励因

素，称为自我效能感。 [4]从理论上来

说，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效能感越强学习积极

性越高，但是高职院校学生普遍自我效能感

较低、自我认识不明确、缺乏自主性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等情况存在；教师也忽视了对

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进行情感教育以及职业

指导等；教学活动缺少实用性，学生觉得学

无所用而不感兴趣等情况也会影响高职生自

身的学习动力。因此针对当前高职生学习动

力不足现象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其自身职业能

力成为教师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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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ies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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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motivation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individual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arn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view of the lack of learning mo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emotional factors, cognitive factors and motivation

factors are proposed to stimul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stimula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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