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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懒惰是一种怕苦、怕累的心理现象。这类学生以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学习上不
肯用功，不求上进，学习任务难以完成，常常表现为怕动脑筋、懒于思考，平时“玩”字当头，“混
”字当先，只图一时安逸，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究其根源，有的因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认为“背靠
大树好乘凉”；有的认为自己有好的家庭背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些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学
习动机不纯，往大地说，就是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大学生而言，学习动机在学习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1.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方向 学习动机是以学习目的为出发点的，是推动学生为达到一定的
学习目的而努力学习的动力，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的学生自然不会产生动机力量。因此，学生要懂得
为什么而学、朝着什么方向努力。 2.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过程 学生是否能持之以恒，差异在学习动机
，美国心理学家阿特金森于1980年全面探讨了有关动机研究，得出了“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所需要的时
间与对这项任务的动机水平为正相关”的结论。 3.学习动机影响着学习效果 心理学家沃尔伯格等人
于1979年研究了动机水平与学习成就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强度范围内，学习动机越强烈的被
试者，其学习成绩越好，这种正相关达98％的显著水平。心理学家洛威尔在一项实验研究中，比较了
成就动机强度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的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他给两组学生被试者的任务是要求他们把
一些打乱的字母组成词（如将b、a、n、k组成bank），19名成就动机强的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中能不
断取得进步，而20名成就动机弱的被试者进步缓慢，且有倒退现象。 （二）学习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卑。学习中的自卑心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智力、学习能力及学习水平做出偏低的
评价，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等。缺乏自信是羞于落伍的自尊心和学习成绩低下
的客观事实在长期的矛盾冲突中得不到解决而造成心理创伤所致，是后进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
有的学生虽一再努力，成绩总是提不高，丧失了进取心；有的由于学习成绩太差、主观上又不努力，
一再受挫，再也鼓不起学习的勇气；有的觉得考研无望、竞争无资本，自甘落后、自我轻视、自我消
沉。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与家庭教育方法不当、社会影响不良有关；有的是由于学
校教育失误造成的；有的因个人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影响所致。自卑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严重障碍，对学
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影响极大。 大学生学习缺乏自信与消极归因有很大联系。“归因指人们对别人或自
己的行为的原因加以解释或推论”，消极归因者往往不能正确认识问题。例如，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
，不从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意志、学习方法上去找原因，而往往把责任推给教师，认为教师教
得不好，或认为学习环境不理想，影响了自己学习的进步，以此来消极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消极归因是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不利于健康心理品质的形成，同时对自己学习的进步也有不良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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