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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师的激励风格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研究
罗雪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职业技术学校 可克达拉市 835000

【摘  要】:教师激励风格的定义为教师用以调动和维持学生学习及自主管理积极性的策略倾向，它可分为两大类：控制

型和自主支持型。教师采用不同激励风格，会对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不同的影响。初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采用的激励风格

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教师的激励风格对初中生学习动机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学生的内

部动机中，教师的激励风格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此次研究以 YN市 A 学校中学教师及所对应教的七、八、九年级的 35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对学校初中教师激励风格的总体倾向性、当前学校中学生内部动机的总体情况

以及激励风格对中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进行研究。本研究有以下发现：第一，教师激励风格总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其中自

主支持型风格比较好，控制型风格较低。YN 市 A 学校教师激励风格倾向于自主支持型。第二，YN 市 A 学校学生学习动机

总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内部动机比较高，外部动机是相对较低。中学生的学习动机整体在性别、年级及年龄上都存在

显著差异。第三，教师激励风格与对初中学生学习动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自主支持性激励风格显著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及

其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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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缘起
随着科技化知识化时代的到来，对教育的重视和普

及 ,高考制度的存在，应试教育始终起主宰作用，考试

成绩仍然成为评价教师和学生的主要途径，因此为即时

提升成绩，教师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多以惩戒控制型为

主。除此之外，受理性教育观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初

中学科教师往往将注意力置于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各项

评比等显性成果上，而往往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与潜

在能力的提升。初中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为了分数，还过

于强调学生的修正与控制以及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 ,

这一教育教学现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身心的均衡发展，

也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的首要任务 ,而教

师激励风格是教师自身素质的一部分，因为分数效应的

压力，教师激励风格的倾向问题也很严重。然而初中生

思维认知发展的特殊性对激励风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为 YN市 A学校 12位初中英

语教师及所对应任教的初中（七、八、九年级）共 35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总共 350份，收回问

卷 350份 ,问卷回收率 100%。无效问卷 12份，有效问

卷共计 338份 ,有效回收率为 96.57%。其中男生 136名，

女生 202名；七年级 106名，八年级 90名，九年级 142名。

2.2研究工具

2.2.1教师激励风格问卷

本研究因采用 Deci等人编制的教师激励风格问卷，

做了部分修改，形成问卷，用以测量初中教师激励风格

现状。借助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对该问卷的信度进行评

定得出问卷的总信度为 ɑ=0.789，总效度为 0.705，在信

度与效度上均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

2.2.2学生学习动机问卷

为了解 YN市 A学校初中学生的学习动机总体水平，

借鉴了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王凤霞教授编著的《中

学生学习动机问卷》。调查问卷的内部动机一致性系数

为 0.72，外部动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3，本问卷总

体信度为 0.87，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

2.2.3课堂观察工具

本研究参照李俊茹（2005年）的《教师课堂行为观

察表》

2.3数据处理

将全部调查问卷进行量化赋值，输入计算机，采用

SPSS23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主要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

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1）初中教师激励风格问卷结果分析

表 1教师激励风格倾向性分析（n=338)

由表可知，教师激励风格总分最小值达到 1.250，

最大值为 5.000，平均分为 3.834，标准差为 0.636

（M=3.834,SD=0.636），得分较低，但总体倾向于自主

型激励风格。控制型风格的均分最低，说明研究人群控

制型的教师激励风格水平较低，而自主型激励风格水平

较高。

（2）学生内部动机总体情况分析

表 2 学生内部动机总体情况分析（n=338）

内部动机
因子

Max Min M SD MED

自我实现
动机

2.000 5.000 4.072 0.585 4.000

认知动机 1.667 5.000 3.635 0.590 3.667

总均分 1.833 5.000 3.854 0.491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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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外部动机总体情况分析

表 3 学生外部动机总体情况分析（n=338）

外部动机

因子

Min Max M SD MED

受迫动机 1.000 5.000 3.373 0.864 3.333
依附动机 1.667 5.000 3.824 0.687 4.000
总均分 1.500 5.000 3.599 0.683 3.667

（4）不同性别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

表 4 不同性别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M±SD）
学习动机各维

度

男 (n=136) 女 (n=202) F P

受迫动机 3.42±0.88 3.34±0.85 0.725 0.395

依附动机 3.85±0.69 3.81±0.68 0.268 0.605

自我实现动机 4.04±0.55 4.09±0.61 0.610 0.435

认知动机 3.78±0.56 3.54±0.59 14.632 0.000***

* p<0.05 ** 

p<0.01 *** 

p<0.001

（5）不同年龄与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

表 5 不同年龄与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M±SD）

（6）不同年级与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

表 6 不同年级与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分析（M±SD）

（7）不同年级与受迫动机差异性分析

表 7 不同年级与受迫动机差异性分析（中位数）

（8）激励风格和学生学习动机各维度相关分析

表 8 激励风格和学生学习动机各维度相关分析 

（9）激励风格对内部动机影响回归分析

表 9 内部动机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n=338) 

（10）激励风格对外部动机影响回归分析

表 10 外部动机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n=338)

（11）教师课堂观察结果的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激励风格下教师对学生学习动机

的影响，对 12名教师的课程进行听取，每位教师至少听

取两节，之后对选取的 4名教师进行重点分析。并对 4 

名教师每位的三节课中各教师的提问次数、提问后进行

言语激励的次数和教师的言语激励进行统计得出：持有

自主支持型激励风格的教师在提问次数、表扬次数、言

语激励的频率、以及学生参与率方面均高于持控制型激

励风格的教师。即在课堂中持自主支持型激励风格的教

师对学生的回答能及时回馈且言语奖励，回馈的次数较

多。言语激励的内容信息量较大，能够捕捉到学生的闪

光点，并依据闪光点进行激励。相反，持控制型激励风

格教师对学生的言语激励频率较少，言语激励的信息量

较少，不能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的优点，并进一步自我强化。

4 分析与讨论

4.1教师激励风格倾向性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教育教学中，YN 市 A 中学

初中教师激励风格存在控制型激励风格和自主支持型

激励风格，并且激励风格水平总体偏低（M=3.834，

SD=0.687），但倾向于自主型。这一结论与赖丹凤（2012）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①。因为赖丹凤使用的是教师问卷来

测教师的激励风格，教师的主观性太强。而我用的是教

师自评和学生评定相结合，让学生去测评自己教师激励

风格的倾向性，然后对教师以访谈的形式去了解他们的

激励风格，两者结合结果截然相反。这个结果符合 YN 

市 A学校教师激励风格的现状。A学校的教师经常有机

会出去学习、培训，每年都会派一些教师去国外学习，

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教育思想都比较前沿，激励风

格自然也会同步，选择倾向于适合学生心里发展的，从

后面学生较高的学习动机可知（当今学生学习动机现状）。

4.2初中学生学习动机状况分析

初中学生学习动机的整体水平与学生的性别上有显

著差异。也就是说 YN市 A学校的初中男生内、外部动机

都高于于女生。在内部动机的认知动机维度上男生也显

著高于女生。在内部动机上，男生也高于女生，由于初

中生正处在人格成长期，男生因为好奇而好动，喜欢去

探索外面神秘而未知的客观世界和知识世界，所以整体

上男生的学习动机要比女生强。

初中学生学习动机的整体水平与学生的年级有显著

差异。研究分析得出初中生在不同年级的内部动机和外

部动机随年级的升高而降低，不同年级与自我实现动机

差异显著 ,八年级最显著。三个年级对应的自我实现动

机均值中，八年级对应的均值是 4.21，得分最高，说明

八年级自我实现动机水平最高，七年级次之，九年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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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此种情况表明，九年级因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压力过

大反而造成内部动机降低，此时教师应该采用合适的激

励风格来提高九年级学生的认知动机，从而达到激发的

学习动机的目的。七年级学生的学习动机状况好于八年

级学生，八年级学生的学习动机状况又好于九年级学生，

即随着年级的升高，初中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呈下降趋

势；通过非参数检验，七八九三个年级中，七年级受迫

动机水平最高，八、九年级受迫动机水平较低；这些现

状可能说明七年级的学生刚从小学升入初中，希望尽快

自我实现，班主任及各任课教师为了加快学生的适应性，

使用的控制激励风格高于自主支持型激励风格，所以在

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外部受迫动机要高于八、九年级的

学生；八年级的学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特点，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九年级的学生内、外部

动机水平都相对较低 ,很明显中考的升学压力过大却减

弱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采用适当的

激励风格鼓励学生轻松抗压，制造成就感激发成就动机，

引导外部动机向内部动机转化，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从

而形成稳定的学习动机。

初中学生学习动机的整体水平与学生的年龄有显著

差异。初中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还不够成熟，自我控制

能力还很弱，然而自我实现动机又比较强，此时要完成

学习任务并身心健康成长，教师的督促和引导起关键作

用。由差异性分析了解到年龄越小在受迫动机、依附动机、

自我实现动机方面差异越大，但 14岁在自主性和控制型

差异最大，也就是说学生 14岁时教师的激励风格对孩子

的影响最大。所以教师对这个年龄的孩子一定要更加关

注，要采用适合他们的激励风格，否则会反而降低学习

积极性。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教师的激励风格的优化，

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进一步提高其学业成

绩，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4.3教师激励风格对初中生学习动机的影响

从当前 YN市 A中学初中教师激励风格与初中生学习

动机的相关分析可得出：激励风格与学习动机及各维度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存在显著相关；学习动机和

激励风格的各个维度也都存在显著相关。教师的自主支

持型激励风格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呈正相关，而控制型激

励风格与学生的学习动机成负相关，这一结论与 Reeve

（2009）和刘继红（2010）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从当前初中教师激励风格与初中生学习动机的回归

分析可得出：教师激励风格正向影响学生学习环境中的

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符合自我决定论中的基本需求理

论内容。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尽量以学生为中心、及

时为其答疑解惑、主动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打造轻松

地学习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认知动机、成就动机

和自我实现动机。

从当前初中教师激励风格与初中生学习动机的逐步

回归分析可得出：自主型会对学习动机（内、外部动机）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控制型会对内部动机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然而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持自

主支持型激励风格教师所任教班级的学生对学习具有较

高的主动性，并且对所任教的课程也具有较高的热情。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 YN市 A中学教师激励风格偏自

主型与他们所任教学生较高的学习动机是相匹配的。在

教育教学上自主支持型激励风格更适应于初中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 ,能促进中学生产生强烈的内在动机、好奇

心和迎接挑战的欲望，起到较好的效果。然而控制型激

励风格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强制性语言、奖励和惩罚在

一定程度上会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而受迫动机与依附

动机属于受控型动机，往往难以将其内化为内部动机，

所以在控制型激励风格教师教育下的学生不仅容易丧失

学习主动性而且当进行概括性和创造性学习时，学习的

灵活性和学习效果比预期的要差得多。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教师激励风格总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其中自主支持

型风格比较好，但是控制型风格较低。YN市 A学校教师

激励风格倾向于自主支持型。

学习动机总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内部动机比较

高 ,外部动机相对是比较弱一点。YN市 A学校初中学生

学习动机较高。中学生的学习动机整体在性别、年级及

年龄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教师激励风格与对初中学生学习动机之间呈显著相

关，自主支持性激励风格对学生学习动机及其各维度显

著正向影响。控制型激励风格对学生学习动机及其各维

度显著负向影响。

5.2建议

优化教师激励风格 ,提升自主支持性

改善激励风格，提高学生学习动机

教师激励风格对中学生学习动机正向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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