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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与学习动机及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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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多巴胺的生理特征，探讨了多巴胺对学习过程的作用机理，认为调节多巴胺在适度范围波动能够通过激活多巴胺神经元，高效

调节海马齿状回使认知过程更高效，增加认知记忆时长，有助于更客观了解个体认知行为。结合实验，得出结论：认知主体会随生活场景、机体活动、

外部情感刺激等因素诱导多巴胺分泌形成差异；设定明确的学习计划、愉悦状态下终止学习、加强拓展性学习等方法有助于形成高效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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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多巴胺对个体的学习过程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着

重分析多巴胺对个体学习动机的积极影响及如何借用多巴胺更好调整个

体学习过程，挖掘其发展潜力。 

一、多巴胺的生理特征及学习成效作用机理 

多巴胺是存在人体中脑部 主要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对学习过

程中认知、理解、记忆具有既定作用。利用多巴胺可以对前额和网状体

进行适当调节，进而起到提升学习兴趣、强化记忆和巩固知识的作用。 

学者认为多巴胺对学习过程及成效的影响显著的原因在于生理机理

的作用。多巴胺作为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利用改变在基底节区和多巴

胺神经元其他靶区中突触可塑性，进而形成正向和负向激励实现提升学

习效率、强化记忆和加深认知。近年来，部分学者深入研究后认为激活

多巴胺 D1 受体，调节海马齿状回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记忆，提高认知水平。

通常状况时，CAMP/GS/DIR 途径磷酸化的 PKA 可有效加速丝氨酸残基的

磷酸化，提升认知水平及传递效率。另有研究表明多巴胺在脑中伏隔核

释放与核团中多棘神经元强度耦合，呈现同向变动关系，多巴胺在脑中

伏隔核释放有助于学习编码的形成，基底核中释放多巴胺在调节学习行

为也具有重要作用，而多巴胺存在于脑边缘和学习的效果关系并不明确。 

也有研究表明如果信号通路激活过度，会引起海马齿状回钝化出现

记忆障碍。过强的刺激会产生突触抑制，抑制突触前膜谷氨酸分泌，抑

制突触传递，降低学习效率及认知能力；多巴胺水平偏低时，个体对负

向激励也会更敏感，更适于负向学习，个体表象更刻板及固执。 

因此，调节多巴胺在适度范围波动，是否能够通过激活多巴胺神经

元，高效调节海马齿状回，使认知过程更高效，增加认知记忆时长，有

助于更客观了解个体认知行为，同时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二、实验及分析 

为了能够更客观了解个体行为是否在认知过程中受到多巴胺神经元

的调节及不同外部因素对个体释放多巴胺对认知能力及记忆的作用，本

文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个体进行

调研，调研的核心问题围绕认知状态、认知目标、认知任务、兴趣爱好、

重复性认知、拓展性认知等多个内外部因素进行展开，同时考察在设定

若干个有效提升个体学习能力方法背景下，不同个体选择的差异性。 

调查个体随机抽取 20 人，年龄分布于 15-80 岁，职业和学历分布呈

现多元性分布。汇总相关调查结果，整理及测算如下： 

表 1  内外部因素影响脑部多巴胺分泌对认知程度及记忆的影响 

作用程度 

细分维度 
极度 非常 一般 较少 几乎无 

认知状态  

运动后 0% 75% 15% 10% 0% 

娱乐后 0% 90% 5% 5% 0% 

美味食物后 5% 85% 5% 0% 0% 

受表扬后 15% 75% 10% 0% 0% 

开心 0% 90% 10% 0% 0% 

压抑 0% 0% 0% 50% 50% 

项目 

受批评后 0% 0% 0% 80% 20% 

认知目标  

明确 0% 80% 10% 10% 0% 
项目 

随意 0% 20% 75% 5% 0% 

认知任务      

重复性认知 0% 10% 10% 80% 0% 

拓展性认知 5% 75% 10% 10% 0% 

兴趣爱好 10% 80% 10% 0% 0% 
项目 

非兴趣爱好 0% 20% 75% 5% 0% 



预防医学研究 ·医学研究· 

 ·207·

表 2  调整脑部多巴胺分泌强化认知程度及记忆的有效路径 

有效性 

细分维度 
非常有效 效果尚可 效果不明确 

调整认知状态 

每天学习前运动 1-2 小时 80% 10% 5% 

生活中适度娱乐及丰富美食 90% 5% 5% 

防止教育中出现惩罚性教育 80% 10% 10% 
项目 

学习过程中出现愉悦状态可以终止进一步学习保持良好心情 60% 20% 20% 

 控制学习时长 80% 20% 0% 

调整认知目标 

设定比较明确学习的计划 90% 10% 0% 
项目 

学习过程中需要反思 80% 15% 5% 

调整认知任务    

对重复性知识重点关注易错 80% 10% 10% 

加强拓展性知识范围 95% 5% 0% 项目 

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兴趣爱好 80% 20% 0%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从认知的状态看，丰富的美食、有效的表

扬、运动、娱乐都有助于认知程度提升和记忆加强，其中生活中适度娱

乐、丰富的美食及适度运动对认知能力影响 为显著，75%以上受访者会

选择非常有影响和极为有影响。另外，从认知状态看，对于处于受批评

及压抑心情情况下评价，50 %以上受访者会选择批评及压抑的心情的条

件下，认知水平和记忆能力有所减退。从认知目标是否明确角度，80%受

访者认为明确目标将非常有助于多巴胺分泌提高学习和记忆的成效，75%

受访者认为随意目标对学习成效影响一般。 

从认知任务，80%以上受访者认为拓展性任务和兴趣爱好有助于多巴

胺分泌，提高学习成效和强化记忆，而仅有 20%受访者认为重复性认知

和非兴趣爱好对提高学习成效具有较好作用。 

进一步了解调整脑部多巴胺对认知程度及记忆的有效路径可以看

出：从调整认知状态，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运动 1-2 小时、适度娱乐及

丰富美食、鼓励性教育、适度学习时长可以调高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从

调整认知目标，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设定比较明确学习计划、学习过程

中需要不断反思有助于认知水平提高；此外，通过调整认知任务，80%以

上受访者关注重复知识点中易错知识点、加强拓展性知识范围、学习过

程中倾向于兴趣爱好内容学习提升认知能力。 

三、结论及建议 

1.认知主体会随生活场景、机体活动、外部情感刺激等因素诱导多巴

胺分泌形成差异。 

结合上述问卷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受访者会受到运动、美食、教育

方式、情感状态、认知目标及任务因素的影响，引起多巴胺的差异，进

而对认知主体的认知行为、认知程度及认知范围产生既定影响。 

2.设定明确的学习计划、愉悦状态下终止学习、加强拓展性学习等方

法有助于形成高效的学习习惯。 

结合上述问卷可以看出，认知过程中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鼓励性

激励、减少重复性机械性记忆将有助于认知过程的高效性和兴趣性。在

认知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惩罚性教育、单一化认知背景、模糊性认知目标

将提升认知水平及巩固记忆。加强拓展性知识学习对认知主体的认知能

力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内容更丰富更具趣味性将有助

于认知主体提升学习潜力，巩固相关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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