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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二是初中教育最为关键阶段，该阶段学生会接触到很多重难点知识，这些知识都直接影响学生中考成绩，所以在初二教育教学过

程中，必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增强学生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及效率。尽管在新课改下，很多新型教学模式及方法被应用到

初二教育教学中，但依然以为老师应用不熟练等原因，导致应用效果欠佳，甚至有部分老师还延用传统教学方法及理念，打击了学生学习积

极性，使得学生学习动机下降，影响初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对此，本文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初二学生动机下降的原因。 

[关键词] 初中生：学习动机：调查研究；讨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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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实质上就是学生积极主动寅接推动学习的一种心理活

动，强化学生学习动机能够促使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主动提升自己的

学习能力，进而完善知识体系，促进学习质量提升。所以强化学生学习

动机成为提高教学质量重要途径，在各教育领域都得到了重视及关注，

在初二教育领域领域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强化初二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

性。有资料显示，学生学习动机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提

升，更关系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质量及综合素养的提升，所以在

初二教育教学中加强学生学习动机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作为初二教师，

不仅要重视学生学习动机培养，还需要深入探讨学生学习动机下降的原

因，然后在该基础上创新和完善强化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及措施。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选择某中学初二年级 4 个班的 20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

卷的形式，调查学生学习动机下降原因，最后进行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过程中使用随机抽样调查法进行调查，然后让学生在问卷

上写出自己不喜欢学习或者学习兴趣下降的原因，以便于后期总结出初

二学生学习动机下降的原因。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00 份问卷共收回 185 份，均为有效问卷，185 名初二学生中有 102

名学生为男生，占总人数的 55.14%（102/185）；有 73 名学生为女生，

占总人数的 44.86%（73/185），4 个班级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调查发现，

185 名学生中有 15 名学习成绩非常好，约占总人数的 8.11%（15/185）；

学习成绩较好的有 60 名，约占总人数的 32.43%（60/185）；成绩一般的

有 75 名，约占总人数的 40.54%（75/85）；而成绩差的有 35 名，约占总

人数的 18.91%（35/185），虽然整体学生学习成绩水平不是很低，但依

然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通过问卷调查显示，这部分

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不强烈，其原因包括老师教学方式枯燥乏味且单一、

作业负担过重、校风班风影响、家庭压力大、网吧等外界影响、自制力

差、懒惰、学习自信心不强、学习目标不明确等，其中教学方式枯燥乏

味且单一成为学生学习动机下降的主要原因，其比重占所有下降原因的

76%以上，其次是作业负担重和自制力差等。具体数据见图表 1： 

 

图表 1  不同学习动机下降原因分布情况 

项目 内容 百分率（%） 项目 内容 百分率（%） 

外部的因素 1.教学方式单一枯燥 

2.作业负担过重 

3.校风、班风的影响 

4.家庭压力过大 

5.网吧等外界的影响 

76.1 

63.1 

48.3 

29.0 

14.8 

内部的因素 1.缺乏自制力 

2.懒惰 

3.自身毅力不够 

4.缺乏自信 

5.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63.6 

59.7 

54.0 

31.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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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对上述调查结果分析后，针对当前初中生学习动机下降的实际现

象，可以更多的从学校，家庭以及学生自身等方面加以修正: 

3.1 学校方面 

其一，打破传统固有的教学模式。研究数据表明，接近 85%的学生

在学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语文、自然以及历史等科目时，具有非常高的

学习兴趣，而对于学术性较强的数学、英语等科目，兴趣不是很强烈。

这很大原因是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老师在教课时以课堂灌输知识

为主，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让学生降低学习动机，丧失主动思考与提问

的意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份轻松自由的思

维模式，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改变传统教学中的题海战

术，根据不同的学科制定灵活多样的作业，从而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欲

望。 

其二，树立科学合理的目标。在调查中，有接近 70%的学生都为自

己确定了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很多学生都没有能够坚持到底，其中，不

费力就实现自己学习目标的学生只占 0.5%左右，这一数据表明，很多学

生在设定学习目标时难度较高，从而无法快速实现，最终选择放弃。所

以，我们需要借助班级课的时间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一定要做到

通过努力最终能够实现，以此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收获成功感，进一步

刺激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 

其三，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信是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核心，但是

在调查学生的过程中，有 30%左右的学生缺乏自信，学生的自信与学校、

家庭以及社会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作为老师，一定要培养学生的自

信。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正确的进行评价，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组织

自我竞赛以及发展学生的个人爱好及兴趣等等。 

3.2 家庭方面 

调查发现 90%以上的数据表明，如果学生家长对学生设定的要求科

学合理就能有效的促进学习动机的提升，更进一步提升学习成绩，但若

是要求不当，则会形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因此，家长应该先了解孩子的

内心后再提出科学合理的要求，能更加容易被孩子所接受，当孩子认同

家长所提出的合理要求时，就会很大程度的刺激学习动机，不断开发学

习潜力。 

3.3 学生自身方面 

第一，要不断强化学生的自制力和毅力，这要求老师引导学生在日

常学习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在老师帮助下克服自己的学习弱点，

然后不断完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自信心和自制力，最终提高学生质量

及效率。例如，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写日记、归纳错题等，发现和解决自

己的学习问题，并锻炼自己的问题分析能力，从而强化学习自信心，并

锻炼学生自我监督及自我控制能力。第二，联合学生家长，一起帮助学

生克服懒惰思想，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老师及家长都要督促学生早睡早起，

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并帮助学生养足精神，以便于高效学习。同时还

需要鼓励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这样能够促使学生积极克服自己

的懒惰心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质量。 

4 结语 

总之，初二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会出现很多心理活动，影响学生学

习积极性，有的会因为情绪不稳定而失去学习动机，而有的则会因为叛

逆心理失去学习动机，所以老师及家长要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及学习实际

等制定针对性学习动机强化措施。这就要老师通过各种教学手段激发学

生的思维，以不断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获

得探究的乐趣，并将这些乐趣转化为学习的内在动机。而家长则需要深

入了解学生，并与老师配合引导学生过黄金岁月里的“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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