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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动机　 促进深度学习

郭雪梅， 曾小平

（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 学习动机与学习的关系是双向的， 学习动机驱动学习， 学习又产生学习动机。 然而在

教学过程中， 教师更多的是强调学习动机对学习的作用， 并通过各种外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却忽略了如何使学习本身成为强化学生学习动机的内部力量。 文章认为， 教师可以通过教学使学生感

受数学学习本身是有价值的、 有冲突的、 有趣味的、 有成就的、 有疑问的， 从而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

动机， 使深度学习和学习动机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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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以下简称 “ 《课标》 ” ） 在课程总目标中指出，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 学生能了解数学

的价值， 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 增强学好数学的

信心，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具有初步的创新意

识和科学态度［１］８。 其中， 了解数学的价值、 提高

学习数学的兴趣、 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都属于学

生的学习动机问题。 只有具备强烈的学习动机，
学生才能够保持学习的主动性和持久性， 实现深

度学习。 本文将以北师大版五年级数学上册 “３
的倍数的特征” 一课教学为例， 阐述教师激发小

学生数学学习动机的具体策略。

一、 以用生机

所谓 “以用生机” 是指用价值激发学习动

机， 即用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 《课标》 在前言部分指出： 数学与人类发展

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 数学更加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１］１。 学生只有充分感受到学习数学的

价值， 才能理解从事各种数学学习活动的意义。
因此， 教师应该挖掘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 在教

学活动中渗透数学知识发生、 发展的过程， 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
例如， 在课前教师布置任务： 一年有 １２ 个

月、 ２４ 个节气， 一天有 ２４ 个小时， 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 １２ 地支和 １２ 生肖。 《西游记》 中孙悟空

有 ７２ 变， 《水浒传》 中有 １０８ 条好汉， 《周易》
中有 １２ 辟卦， 西方文化中有 １２ 星座。 这些数与

３ 有什么关系？
这个前置性问题向学生展示了 “３ 的倍数”

在中外历法、 度量衡、 文学作品等方面具有广泛

的应用， 使学生真实地感受到数学知识与生活、
文化的密切联系。 这一活动使学生的视角从 “３
的倍数有什么特征” 延伸到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３ 的倍数， 它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对我们

的生活有什么价值” 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