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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的研究分析，来探讨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与学习

投入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基于此来寻找激发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力，加大其学习投入的有效方法，

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师范学习中，不断地完善

自身，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师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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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现代教育改革过程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却也仍然存留着许多问题。当下，相较于
大学来说，高中的课业压力更大，很多学生由于在高中时

期背负着极大的学业压力，致使其在考上大学后进入缓冲
阶段，并未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对大学学习的自主性不

高，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大学教育的发展，受到教育行政部
门的重视。基于此，为了提高地方院校师范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使之充分认识到该阶段学习
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则需要加强对地方院校

师范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关系的研究，以此来维持学生
的学习行为，使之认真参与到学习中，从而推动师范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 

1  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的研究分
析 

1.1  研究工具 
在进行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研究的

时候，应当利用学习投入问卷和学习动机问卷来进行调
查。其中，学习投入问卷可使用 UWES 量表，并结合实

际情况，基于大学生样本科学编制学习投入量表。当前，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李西营、黄荣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

主要有 17 个题目；许长勇所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则有
14 个题目。本文引用了后者编制的投入量表，其能够从

专注、奉献、活力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使用五点记
分法，学习投入问卷所得分数越高，则说明其投入水平越

高，可采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标注活力系数、奉献系数和专
注系数。 

在编制学习动机问卷的时候，同样可以采用五点记
分法，可根据原有的研究文献来优化调查问卷的题目，

分析的时候可采用相关分析法、临界比法等。学习动机
问卷中，涉及到了学业成绩、职业成就和家庭利益等三

方面内容。 
1.2  研究对象 
以某地方院校师范学生为研究对象，向其发放 1100

份问卷，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共有 1000 份。其中，地方

院校师范学生男性 255 人，占总人数的 25.5%；女性有 745
人，占总人数的 74.5%。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年级的

学生人数分别为：260、320、270、150，分别占总人数的

26%、32%、27%和 15%；本科生人数为 950，专科生人

数为 50，分别占总人数的 95%和 5%；文科生和理科生的
人数分别为 705 和 285，分别占总人数的 70.5%、百分之

28.5%，其他专业学生 10 人，占总人数的 1%。 
1.3  研究方式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针对学生的学习动机现状、

学习投入现状，以及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其中，在研究学习投入的时候，主要从师范生专注
水平、活力水平和奉献水平三方面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

度来寻找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性；在研究学习动机的时候，
则主要从学业成就、职业成就和家庭利益动机三方面分

析，旨在找出不同角度中各维度的区别和差异；在研究学
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的时候，则应当将各因子和维度相

结合来看，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性。 

2  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关系研究
结论 

2.1  地方院校师范生学生学习投入状况 
通过对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的研究，

可发现当前地方师范学生学习投入的总体水平还未达到
预期，学习投入水平偏低，反映了师范生在专业学习中较

为懈怠，学习态度缺乏积极性。师范生有一定的专注力，
活力也较强，但却缺乏奉献精神，这是因为师范生未能对

教师职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没有发现教师职业的魅力和
价值，以致于其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缺乏投入。其中，从学

习投入方面来说，女生要高于男生，大四年级的师范生学
习投入水平较高，艺体师范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最高，其次

是本科师范生，再者是专科师范生。 
2.2  地方院校师范生的学习动机状况 
从当前来看，地方院校师范生的学习动机总体水平

并不算太高，部分师范生的学习动机较低，以致于其在

学习过程中缺乏投入。从平均值上来看，师范生的学业
成就动机水平高于职业成就动机水平，家庭利益动机最

低，这表明师范生认为教师职业无法给家庭生活带来较
大的改善，反映出师范生预期教育投资收益不高。从学

习动机方面来看，女生高于男生，文科师范生最高，本
科生高于专科生。 

2.3  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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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师范生具备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时，其便能够拥有
充足的学习动力，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充满活力，也能够从

教师职业教学中，了解到教师职业的价值，培养自身良好
的专注力，做到无私奉献；师范生的学习投入水平会随之

学习动机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两者存在正相关性。师范生
的学习投入水平受其家庭利益动机、职业成就动机和学业

成就动机影响，可通过师范生的学习动机，来预测其所投
入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较高水平的师范生学习投入，能够

提高地方院校师范生的学习成效，而想要达到这一目标，
则必须先保证学生的学习动机。 

3  激发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力的有效措施 

3.1  辅导学生获取学业成就 
对于地方院校师范学生来说，学业成就是促使其增加

学习投入的重要方面，当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越来越强的

时候，其学习投入水平便会随之越来越高。基于此，为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则

需要帮助其在学业方面获得一定的成绩，使之从中获取成
就感，从而增加投入学习的动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强化学生的职业规划理念，需辅助学生根据自身情
况以及自我目标，结合行业市场发展状况，来制定科学的

个人学业发展计划，既要考虑学校的统一要求，也不可忽
视学生个人的自主选择，需将两者相结合，以保障个人学

业发展规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二是要培养地方院校师范
生的终身学习意识，使之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自身，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新事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坚持先进理念。既要重视正式学习，也要开展非正式学习，

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使之在学业中获取成就，愿意主动投入到学习中。三

是可大力推行地方院校师范生导师制度，通过学徒培养方
式，来强化学生的教育能力。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打造师范生学习资源库，给师范生提供自主
学习平台，创造自主学习环境，从而增强其学业成就动机，

提高其学习投入水平。四是要予以地方院校师范生更多的
展示平台和机会，使之能够在展示自我的过程中获取更多

的成就感，寻找到学习的价值和意义，强化自身主动投入
学习的意愿。五是要制定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单一的评

价指标，从多元化角度来进行评价，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
的教育要求。师范生在学业中获得的成就越多，其便会更

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中，当其学习投入越多的时候，其所
能获得的学业成就也会增多，这是一种正向循环。 

3.2  引导师范生坚定职业理想 
地方院校师范生的学习投入与其职业成就动机有所

相关，因此只有当学生坚定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拥有强烈
的职业动机后，其才会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和精力，学习

投入水平才会随之提升。基于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使师范生认识到自身

职责，其承担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忠于党和国家。
作为一名师范生，应当具备坚定的职业理想信念，需保留

从事教育事业的初心。第二，除了要教授师范生专业的教
学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当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强

化师范生的责任感，使之立志成为一名好教师。与此同时，
还要引导学生规划个人职业生涯，既要重视职前教育，又

不可忽视从事教育事业后的发展规划。要增强师范生的教
师体验，为其提供更多的实习平台，使之充分感受教师这

个职业的魅力。坚定学生的职业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
学习投入，使之获得卓越成就。 

3.3  增加师范生的家庭利益动机 
当师范生的家庭利益动机越强的时候，其学习投入水

平则越高，基于此，教师应当从学生教育投资收益方面来

予以激励，提升其对教师职业的热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一是要制定完善的教师奖励制度，建立健全的教师

荣誉体系，保障每一个教师在从事工作时的尊严，维护每

一个教师的合法权益。二是设立科学的教师薪酬机制，保

证公平、公正性，提高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使之获取应

得的社会尊重和关怀。与此同时，还应当完善教师福利制

度，满足教师的物质需求。三是要加大对教师的监督和管

理，不断地壮大教师队伍力量。应当鼓励教师参与到社会

治理中，加大师范生教师职业推广和宣传力度，增加师范

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当师范生在进行专业学习的时

候，如若其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便会使

之更加投入于教师职业学习中。 

4  结语 

总而言之，要重视对地方院校师范生学习动机和学习

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水

平，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之

获得较好的学习成果，找到教师职业的价值，推动师范教

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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