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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方式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下，一

方面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引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
让教师对教学方法重新思考，学习的不断发展在于主动性和积
极性的引导和调整，如果没有这份动力引导，学习将无法具备
持续性。

1  建构主义的搭建下的学习动机养成
众所周知，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几乎没有对学习动机养

成的关键性和具体性描述，只是在绝大多数情况给出一个宏观的
定义，但这项定义并不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任何情绪化调整，
也无法真正引发学生对学习，对知识获取的思考，教师在这方
面的表现也不够明确，如条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此获取
更大的主动性建设，在学生的学习成长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建
构主义视角下，学习积极性是具备吸引力的，且这份吸引力具备
很长的时间效应，从各个类目进行相关渗透，在学习积极性得到
调动后，学生不仅能够有效的利用时间，管理时间，更能主动思
考，甚至在踏入社会后，建构主义的视角依然能够影响着人的发
展。回归到学习的目标中，目标的建立等同于学习动机的养成，学
习动机作为激励、维护学生的方向，影响着其行为，持续性期望
显得尤其重要，那么素质教育也是在一定的架构中衍生的教学方
法，这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标杆，在心理学上会抢重点强调学习动
机的养成，扩大学生对学习动机的认识，在学习的定义上产生多
个扩展，达成建构主义下学习动机的维护，由此产生积极影响，并
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在数学三角形的教学课程指导中，教师改变传统“填鸭
式教学”，在建构主义理念下，教师以不同的三角模型展示出来，
在展示的过程中搭建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课程中所指的课标，
围绕着“三角形”的主题，将三角形的基本概念、面积公式抛设
出来，激发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在问题铺设中完成建设。

2  建构主义搭建下的学习动机促进
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不少学校开始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对

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促进，尤其是在自我价值、自我促进、自我
认知方面，都提出了不同的改变和支持，基于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很多教师发现学生的焦虑性体现在接受知识的初期，随着青春期
引发的各种改变，学生慢慢对概念产生了新的想法和理解，产生
各种各样的思考，那么教师更需要改变教学模式，“填鸭式教学”
类比素质教育下新型教学，学习动机的促进并不显著，学生无法
在初期建立学习兴趣，则会产生反向心理，从而形成学习焦虑性，
学习动机的促进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对学习成果的预测，在漫长
的学习环境中，学生需要一个结果的预判支持，才能让学习动力
具备时效性。不少教师在建构主义搭建下进行新的思考和指导。

例如：学业指导活动的展开，教师应该通过组织学习共同体
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合作中思考。

3  建构主义搭建下对学习的思考
根据学习建构主义的搭建，经过相关的调查问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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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构主义建立在科学教育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教学目标、教学指导的定论，从源头触发学习的学习兴趣，简单来说，
是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但更多的还是重建的效用，不仅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积极性，更具备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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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相对好和学习相对差的学生的身上体现比较明显，学习需
要一个结果支持，成绩较好的学生已经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自
我价值的搭建，面对学习，他们会自主的引发思考，并为之努力，
面对新的课程指标也具备敏感度，在他们的认知系统中拥有一份
相对完善的认知策略，在课堂中他们会自主进行沉浸式学习，以
此来完成成绩的提升，成绩作为自我价值的体现已经让成绩好的
学生感受到了学习动机的成果，因此，他们获取知识的适应能力
是最强的。那么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感受不到传统教学模式中，
学习动机的养成，也捕捉不到自我的学习动机，因此在获取知识
的过程中他们会知识产生焦虑感，但如果教师一旦转变教学模式，
他们会第一时间接收刺激，并且从中寻求适合自身的学习动机，
这是建构主义下对于激发学习动机的真正思考，那么对于成绩相
对中间的学生，他们缺失的是长久的学习目标和完成期限的架构
搭建，但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又很容易被两级的学生影响，因此
教师要不断设立相关节点，激发这类学生的敏感性和对学习的主
动性。

例如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不论什么类型的课标，教师是课堂
的主导，一昧的输出知识，但真正能获取知识的人只达到20%。但
在建构主义下对学习动机的思考中，情境兴趣的感染更能调动课
堂积极性，排火车、小组讨论等方式都是常用的引发集体讨论和
思考的方法，这个时候，学生的积极性会在整体的情景兴趣中被
调动，从而达成学习动机的建设。

总结：在建构主义理论铺设下，很多教师也对教学方式产生
各类转变，尤其是课程导入上面，更加注重情景兴趣引导，对学
生的积极性产生直接性作用，尤其是当大多数学生都产生兴趣时，
那么班级整体就会产生带动性，教师在灵活的教授课程知识时，
也会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更如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会不断
变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学习就此需要更深的探究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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