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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都爱学习》

内容概要

学生不爱学习，是令许多教师心烦意乱、焦头烂额的问题，一些教师甚至因此而不得不黯然离职。
    那么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
    归根结底，是因为很多学生缺乏学习动机或学习动机不足。面对无心向学的学生，教师的努力往往
只能是“对牛弹琴”。
    《让学生都爱学习》作者泰尔斯顿通过大量实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动机的重要性和来源，教您如
何激发学生投入学习的动机，怎样鼓励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让学生都爱学习》还告诉您怎样及时遏
制学生在课堂上的不当动机。
    掌握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策略之后，您会发现，让学生都爱学习，已不再只是梦想，它正在慢慢
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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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都爱学习》

作者简介

唐娜·沃克·泰尔斯顿（Donna Walker Tileston），教育博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管理者。她现
在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名为“战略性的教与学”的咨询公司专为遍及美国和全世界的学校
提供支持性的服务。唐娜也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她出版的著作包括：《差异化教学的策略：转学与否
》（Corwin Press，1998）、《板块式课程[1]的创新策略》（美国教育与研究局，1999）以及《十个最
好的教学实践：脑科学、学习风格与标准是如何界定教学能力的》（Corwin Press，2000）。其中，她
的第三本著作——《十个最好的教学实践》，自第一年出版之后，便一直活跃在Corwin Press的畅销书
榜上。此外，唐娜还创作了《教学策略：让学生为高风险测验做准备》（Corwin Press，2008），《每
个父母都应该知道的：高风险测验》（Corwin Press，2005），《支持积极学习的教学策略》（Corwin
Press，2006），最新著作《教育来自贫困家庭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以及成功丛书《每个教师
都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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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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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都爱学习》

精彩短评

1、好像挺实用，还要慢慢看
2、有很多方法策略分析，不错
3、译文不好
4、物美价廉，值得一读！
5、内容不错，推荐给了同事。
6、好极了，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很好！
7、这个书不错，小孩非常喜欢看
8、很有用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9、刚翻了翻，觉得比较不错
10、没细看，但翻了几页就不想看了，偏心理学，这样的书应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嘛，多一些鲜活的
例子和方法，才比较实用。
11、可为提供有效策略
12、卖家很好
13、价格比淘宝上便宜，品种齐全，还免邮费，很好
14、动机其实是天生的，只是老师们能不能激发出来。好书
15、一直在寻找激励学生学习的方法，本书有不少方法可以借鉴。
16、任何学习都离不开动机，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学到了很多方法。
17、最近准备学习，感觉很不错，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
18、刚买来，就有一个关于学习动机的课题，非常及时，大略翻了翻，不仅有理论，还有不少操作性
强的方法和表格等实例，是否值得借鉴还有待细读
19、送货快，书很好，全新正版，服务很好，很赞！！
20、让学生都爱学习－激发学习动机的策略 ，书名很吸引我，买来之后看看，收获不大，觉得不如上
海华东师大出版社的那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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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都爱学习》

精彩书评

1、孩子生来就是热爱学习的。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并没有保持住自己早先那种求知若渴的
学习精神，反而越来越不喜欢学习了。好不容易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更是将学习置于脑后，
有不少人整年都不会再去读一本书。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学习热情的消退？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讨论，或
许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一、认知系统还是自我系统？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强调大脑认知系统的重要性
，认知心理学也是指导人们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理论之一。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学习并不是从大
脑的认知系统开始的，而是从大脑的自我系统开始的，正是大脑的自我系统决定了某项学习任务是否
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研究人的自我系统之前，还是要简单提一下“动机”这个概念。动机是指个
体想要做某事而在心理上形成的思维途径。同时也是个体在做某种决定所产生的念头。动机促使着我
们每天去工作，驱使我们去学习新的事物，鼓励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再试一次。关注学习、着手一项任
务并完成这项任务的动机，是大脑自我系统和元认知系统的固有能力。换句话说，内在动机来自于有
机体的自我系统和元认知系统，当这些系统受到积极的刺激时，人们就会为了妥善处理自己的学习并
保持良好的进展而努力工作。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激发你的动机。我们经常说教师在教学中要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虽然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教师不能激发，但
教师还是可以通过设计一些流程，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地内在学习动机的。自我系统是确定是否要
把动机转向新任务的主要决策者。当个体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而学习会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时，
就更有可能会受到激励，转而去学习某个新事物。自我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学会的大部分东西
都是通过五官感觉习得的。通常情况下，大脑会过滤掉98%的输入信息，来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信
息炮轰之下幸存下来。那么，哪些信息需要保留呢？大脑是如何选择并保留这些信息的呢？大脑从察
觉到一个信息到判断是否关注这个信息，整个过程大概只有几秒或者十几秒的时间。在信息进入大脑
的时候，自我系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它决定了是否要关注由感觉系统提供的信息，也决定了
是否把这些信息推进到认知系统。从学习的角度看，这十多秒的时间里自我系统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
：1）审查重要性。衡量某个事物对自己来说是否重要，通常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一是看它是否有
助于满足自己的某个基本需要；二是看它是否有助于自己达成某个个人目标。如果该事物能够使自己
在亲人或朋友心目中的形象更优秀，或者让自己找到满足感，那么自己更有可能去参与学习。2）审
视效能。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具有改变某种情境的资源、能力或力量。这通常取决于过去的
经验。如果学校教育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不断体验到渐进式的成功，并且为他们提供明确而具体
的反馈促进他们的提高，他们就会把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即将面对的学习进行联系和比较，并作出相应
的判断。面对那些从未品尝过成功的快乐的学生，教师要善于运用一项策略——告诉学生，他们能够
成功。鼓励的话、评分的一致性、尊重学生以及对每堂课抱有殷切的期望，是教师运用这一策略时要
特别关注的几个方面。3）审查情绪反应。情绪是把信息植入大脑长时记忆的最强有力的力量，它有
能力停止我们的思维活动，也有能力强化某一经验，使我们终生都记住它。学生带到新任务中的情绪
反应会参与调整与那项任务相关的动机水平。因此在学习新知识之前，要给学生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
。新课改非常强调教学情境的作用，其意义就在于此。每节课前的2分钟预备铃，教师也可以加以充
分的利用，注意观察和了解学生的情绪状态，并据此调整教学的结构和进程，以保证学生带着良好的
情绪反应参与到学习中来。4）审查整体动机。当学生认为某一知识或任务对他个人具有重大意义，
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时，强烈的动机便出现了。相反，如果在一个课堂中，学生既看不到学习的目
的，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或者他对教师、课程抱有负面情感时，这堂课往往导致学生失去动力。
当今学校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课堂的主流文化都与身处其中的、许多学生自身的文
化直接相反。老师总是要求学生要顺应学校的主流文化，很少去考虑学生自身的文化，这是导致学生
学习动机下降甚至消失的原因之一。元认知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元认知系统是受自我系统控制的。一
旦学生决定了要关注学习，元认知系统就开始忙碌起来。如果说自我系统属于“我想做吗？”的系统
，元认知系统则是“我会怎么样？”的系统。元认知系统会为学习设定个人目标，会决定当我们在执
行任务的过程中遭遇问题时，应该做什么，并且还会推动我们干劲十足地去完成任务。自我系统有助
于学生关注到学习和手头的任务，但在引导学生完成程序性任务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却是元认知系
统。元认知系统具有四个功能：1）目标的明确化；2）过程的监控；3）监控的清晰度；4）监控的准
确性。元认知系统的四个功能告诉我们：学习目标越是明确、具体，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质量就越高
。当一个教师允许学生对他们自己的学习目标拥有一定的控制权时，有可能使学生的学习效能提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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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都爱学习》

多。要让学生完成一项学习任务，学生除了应该明确运用哪些运算法则、哪种策略和哪种处理程序外
，还要确定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实施它们。假如学生提前了解了教师的期望是什么，也了解了基本规
则或特定的规则是什么，他们便更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也更有希望高水平地完成它。教师要帮助学
生认识到，正是他们的努力在影响他们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懂得，成功是通过努力来实现的。当学
生感到实现某一目标有困难时，教学生积极地自我对话，并向他们示范我们是如何通过自我对话来帮
助解决问题的。教师要学会利用学生的能力来监控他们的功课，也必须利用学生的能力来创造机会或
在必要时寻求帮助。认知系统的工作一旦元认知系统投入工作，它就会和第三个系统——认知系统建
立联系。我们对认知系统的研究是最为丰富的。认知系统帮助学生加工完成手头任务所必须信息，它
要负责推理、比较和分类诸如此类的操作。在我们向学生介绍新知识或新任务的时候，学生的大脑都
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寻找大脑中现存的哪些经验和知识是与新知识或新任务有关系的。
能够在课堂上利用的、最有效的一种教学策略就是：把新知识与学生已经了解并已经掌握的知识连接
起来。这方面，一线的教师们有丰富的经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由此可见，学习动机是从自我系统
被激发，然后通过元认知系统进入到认知系统的。如果我们想获得对认知系统的控制，首先要找到进
入元认知系统的途径。二、先学知识还是先建关系？在学校的传统文化中，教育信念趋向于——我们
应该先教基本内容，再建立联系。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将一个个的知识点传授给学生是最重要
的事情，有了这样的积累，就容易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对某一学科的整体认识，此即所谓的“
厚积而薄发”。泰尔斯顿认为，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关系，学员与教练员的关系
以及真诚的关怀和尊重的关系，理应发生在教学内容之前。换句话说，关系第一，教学内容次之。如
果一个学生没有良好的情绪状态，如果他对所学的课程没有兴趣，如果他对任教的教师没有信任的感
觉，如果他在班级里没有认同感，他会在课堂里学的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生的情绪状态反映
出他和自己的内在关系，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反映出他和世界的关系状况，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信任、和
同学之间的认同感反映出学生和他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学习能够发生的基础。关系第一，教学内容次
之，这点应该在所有的教师之间形成共识。不光是在学习开始之间要注意学生和学习环境、学习内容
、师生之间关系的建立，在学习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建立关系。概念和原理，是对自然现象进行抽象
的结晶；而在概念、原理之间建立联系，则反映着人的想象力的发展水平。爱因斯坦说：知识仅局限
于我们目前所知道和了解的一切，而想象力涵盖将要认识和理解的一切。学习知识，只是将别人已经
知道的东西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而培养想象力则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是进步之源。虹口教育局最近几
年在推进“温馨情趣有效”课程，其中的“温馨”强调的就是“关系”的建立，期望由此而给学生营
造积极地情绪状态，通过学生的自我系统产生学习新知识的动机和需求。三、及时奖励还是适时庆祝
？动机可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取决于个体内在的驱动力，这是由人的自我系统所决定
的。外部动机是因为被许诺会提供一个实在的、适销对路的奖励，而后才出现的动机。外部动机是行
为主义视角的一种产物——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提供奖励或惩罚来控制行为，其代表人物
是斯金纳。不过，在斯金纳去世之前，他自己说：那种认为人类的反应与其他实验动物一样的想法是
很愚蠢的。我们都会为了外部奖励而去做事。它激励着我们每天继续工作，即使在事情进展不太顺利
的时候也能坚持。人们需要外在动机的激励，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外在动机成为激发学生学习
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时，它的问题便出现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有整整一代人是为了分数或者直接的物
质奖励在奋斗。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确实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动力。奖励实际上是在助长对内
在动机的破坏。我们希望学生去学习是因为学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因为学习能够帮助他们成功
，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获得一份外部奖励。因为我们处处都是奖励（分数和各种各样的证书），使
得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不是从自己是否感兴趣、是否有收获的角度来看待学习活动，而是看自己是否
得到了应有的分数、获得了相应的证书，这让学习活动完全变了味。泰尔斯顿认为，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成人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大量的外部奖励来激励孩子，恰恰是这些举动在无形中挫伤了孩子们固
有的内驱力，使他们失去了因为学习本身很有趣而去实践它的动力。最好的做法是在孩子完成了一项
任务之后，和孩子击掌庆贺，或者当班级同学做好的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之后，给他们举行一个别具
风格的庆祝活动。奖励是提前告知学生的，学生会因为有了这样的诱惑而为此而努力去做；庆祝是学
生事前所不知道的，是完成学习任务之后学生获得的一种意外惊喜。因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其
他的诱惑，他们的关注点就会在学习内容本身上，而不会被额外的诱惑所吸引。多一点庆祝，少一点
奖励，会让孩子逐渐沉浸到对所学内容的深入研究之中。而这种深入的研习，可以让学生产生真正的
学习动机。当学习变得充满了乐趣和吸引力时，学生才会想去了解知识，才会愿意去发现新事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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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cc4a870102e0j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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