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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学学习动机与教师特征的调查分析 ①

张明成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理科学系，山东 淄博２５５１００）

摘　要：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非智力因素。通过调查学生喜欢的课程及原因，探究学生数学学习动
机产生的原因与教师特征的关系。教师是影响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之一，教师可以适时适度强化教学特征，多

维度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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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习动机概述
１．１　学习动机的含义

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力，它有引发、定向、强化３种功能。当学生对
某一学科感兴趣，就会产生内在的学习驱动力，反映出积极的心理动机。学习动机是引起和维持学生的

学习活动，并使学习活动朝着一定的目标进行，以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内部动力［１］。

学生的学习动机是由各种心理动力因素构成的完整的动力系统，包括学习需要，学习兴趣，对学习

目的、意义的理解，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等［２］。学生学习动机的内容可分为知识价值观、学习兴趣、学

习效能感、成就归因等４个方面。
数学学习动机是指与数学学习有关的某种需要所引起的、有意识的行为倾向，它是激励或推动学生

去行为，以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的内在动因［３］。也就是说，数学学习动机与数学学习的目的、过程和结

果密切相关。

１．２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的非智力因素
李炳煌运用奥苏贝尔学习动机驱力理论，从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３个方面对

中小学生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学习动机及各驱力的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

而降低［４］。

对于数学学习中的动机因素，喻平关注到与其相关的４种内因：对数学知识价值的认识；对数学学
习的兴趣；数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对数学学习成绩的归因［５］。学生对数学学科的情感态度，受到学习

环境、学生的认知水平、个性品格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认识有差异，而且同一学生在

不同的阶段也会有变化。调查显示，小学生和初中生都非常重视教师的教学情感和态度［６］。教师要利

用学习动机理论，实现数学教育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２　学生最喜欢的课程调查分析
兴趣是引起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学习兴趣指一个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与情绪状态。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中小学生对各学科的喜好，探讨数学教师教学特征与学生数学学习动机的关系。

２．１　调查访谈学生最喜欢的课程
通过调查学生最喜欢的课程，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其中的动机因素。调查访谈的对象共４３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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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山东省内义务教育阶段的４所学校１６个班，其中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和九年级分别选取４个
班，每个班随机抽取单号学生。表１列出学生最喜欢的课程分年级统计情况。

表１　最喜欢的课程分年级汇总表

　　　　　三年级　　　　　 　　　　　五年级　　　　　 　　　　　七年级　　　　　 　　　　　九年级　　　　　

课程 人数 课程 人数 课程 人数 课程 人数

数学 ２９ 语文 ４４ 数学 ２６ 语文 ２９

语文 ２０ 数学 ３９ 英语 ２５ 数学 １８

体育 ２１ 体育 １６ 语文 ２３ 物理 １７

美术 ９ 美术 ８ 历史 １４ 化学 １３

英语 ８ 英语 ５ 体育 ９ 英语 ９

其它 １０ 其它 １０ 其它 ２２ 其它 １１

总计 ９７ 总计 １２２ 总计 １１９ 总计 ９７

数学占比３０％ 数学占比３２％ 数学占比２２％ 数学占比１９％

调查显示，小学阶段有大约１／３的学生最喜欢数学课程，而初中阶段大约有１／５的学生最喜欢数学
课程。对于学生最喜欢的课程，排在最前面的是语文和数学这两门课。实际上，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语

文、数学两科的课时最多，也最受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的关注，这两门课程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随

年级增长，喜欢数学的学生占比呈下降趋势。从调查结果看，喜欢数学的学生在各班占的比率并不相

同，相反有较大差别。调查访谈结果分班级统计见表２。
表２　最喜欢数学课程的学生数占比分班统计表

班级
　　　　三年级　　　　 　　　　五年级　　　　 　　　　七年级　　　　 　　　　九年级　　　　

Ｓ Ｔ Ｐ Ｓ Ｔ Ｐ Ｓ Ｔ Ｐ Ｓ Ｔ Ｐ

Ａ ８ ２５ ０．３２ ４ ３０ ０．１３ ２ ２８ ０．０７ ６ ２３ ０．２６

Ｂ ５ ２２ ０．２３ １６ ２６ ０．６２ １３ ３１ ０．４２ ２ ２７ ０．０７

Ｃ １３ ２６ ０．５０ ３ ３５ ０．０９ ６ ２９ ０．２１ ５ ２２ ０．２３

Ｄ ３ ２４ ０．１３ １６ ３１ ０．５２ ５ ３１ ０．１６ ５ ２５ ０．２０

　　注：该班调查总人数为Ｔ，其中喜欢数学的学生数为Ｓ，喜欢数学的比率为Ｐ。

喜欢数学的学生占比最高的是五年级 Ｂ班，６２％的学生选择最喜欢数学课程；而在七年级 Ａ班和
九年级Ｂ班，仅有７％的学生将数学作为最喜欢的课程。

从总体看，喜欢语文、数学的学生占比最高。对于一个班的学生，可能喜欢语文的学生比较多，也可

能喜欢数学的学生比较多，还有特别喜欢体育、美术、物理等课程的班。访谈显示，学生对最喜欢的教师

任教的课程也有较高的兴趣。

根据调查访谈，学生喜欢某一门课程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但在班级这个群体内，教师的影响最大。

２．２　学生数学成绩与兴趣
在接受调查的小学生中，随机抽取５８名三年级小学生进行数学学业水平测试，其中选择最喜欢数

学的１７名学生，平均分７３．４，标准差１６．３；选择最喜欢其他课程的学生４１名，平均分６５．０，标准差
１９４。如表４所示。

表３　喜欢的课程与喜欢的老师

学科 喜欢课程 喜欢老师 两者一致

数学 １５ ２２ ９

语文 １９ ４２ １６

其它课程 ３８ １１ ２

表４　不同学科喜好的学生成绩对比

最喜欢

的课程
样本容量 平均分 标准差

数学 １７ ７３．４ １６．３

其它课程 ４１ ６２．５ １９．４

经过ｔ－检验，最喜欢数学的学生数学成绩与喜欢其它学科的学生的数学成绩有差异，但并不显著。
从ｔ－检验结果来看，Ｆ值为１．１０５，显著性为０．７４７，表示方差齐性检验“没有显著差异”，即两方差齐
性。均值检验的结果是０．０８６，大于临界值０．０５，接近但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０．１。给定显著性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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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时，即认为两组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无显著差异；给定显著性水平为０．１时，认为这两组学生的数
学平均成绩有显著差异。如表５所示。

表５　喜欢数学的学生成绩ｔ－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检验　　　　　　　　　　 　　置信区间（９５％）　　

Ｆ值 显著性 ｔ 自由度 显著性（双侧） 平均差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方差相等 ０．１０５ ０．７４７ ２．０４ ５６ ０．０８６ １０．９ ０．１７９ ２１．６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选择最喜欢数学的低年级小学生的数学成绩与其他学生的数学成绩有差

异，但不显著。

２．３　学生最喜欢数学的原因分析及教师特征
学生喜欢某一门课程，可以认为他对这门课有兴趣；同时也表现出积极学好这门课的动机。对于学

生最喜欢的课程原因，获得信息的方式是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式。在调查访谈中，没有给出预选

项，由学生自己说（写）出喜欢某门课程的原因。

２．３．１　喜欢数学的原因
调查问卷经过分类和分年级整理汇总，４个年级共４３５名学生中，有１０４名选择最喜欢数学课程，

原因分为９类，统计结果见表６。
表６　学生最喜欢数学课程的原因汇总

序号 喜欢的原因
年级

三 五 七 九
分类汇总

１ 很有趣，感兴趣 ６ １０ ７ １０ ３３

２ 老师和蔼，耐心；讲得好等 ３ ８ ５ ３ １９
３ 锻炼思维，开发智力等 ７ ６ ３ １ １７
４ 用处多，很重要 ６ ５ ３ １ １５
５ 学得好，最拿手，学得轻松 ２ ５ ３ １ １１
６ 学到很多知识 ３ ３ １ １ ８
７ 可以自由活动，课堂活跃 １ ２ １ — ４
８ 有挑战性，有成就感 — — ２ — ２
９ 其它 １ — １ １ ３

分年级汇总 ２９ ３９ ２６ １８ １１２

约七成学生的回答有明确的原因指向，原因指向的对象包括教师、学生自己、教学内容方式及学习

目标等教学中的要素。和蔼亲切、耐心细致、讲得好等教师的教学及情感态度特征是影响学生喜欢一门

课程的主要因素。学生喜欢一门课程的陈述还包括内容丰富、有用、简单易学及学得好等因素。为了考

察教师教学特征与学生喜欢的课程的关系，将学生陈述的原因按指向的对象归为６类，分别是教师、学
生自己、课程的内容、价值、方式及其它未明确的对象，统计结果见表７。从表７的原因分类结果来看，
影响学生的主要因素均与动机相关。

表７　学生最喜欢数学课程的原因分类

编码 归结对象 典型特征 原因简述 因素

ａ 教师 老师好 老师和蔼亲切，耐心细致；讲得好等 交往

ｂ 学生 擅长；轻松愉快 学得好，成绩好，有成就感等 好胜

ｃ 内容 有趣；有意义 贴近生活，易学，内容奇妙有趣 趣味

ｄ 价值 有用，有益 生活中有用，将来用处多；益智等 成就

ｅ 方式 学习的主体 可以自由活动，活跃 支配

ｆ 其它 莫名的原因 责任、情绪、毅力等 责任心

２．３．２　学生喜欢数学的原因与教师特征的关系
学生喜欢某一门课程的原因是“老师好”，不同班级所占的比率各不相同，表８是分年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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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喜欢数学课程的学生，其陈述的原因指向教师的比率与全部学生的选择所呈现的变化规律一致，都

是在五年级和七年级较高，而在三年级和九年级较低。

表８　原因中教师特征所占的比率

年级
　　　　　　　全部学生数　　　　　　　 　　　　　　其中最喜欢数学人数　　　　　　

总数 选ａ 比率 总数 选ａ 比率

三 ９７ ９ ０．０９ ２９ ３ ０．１０

五 １２２ ２２ ０．１８ ３９ ８ ０．２１

七 １１９ ３６ ０．３０ ２６ ７ ０．２７

九 ９７ ２１ ０．２２ １８ ３ ０．１７

２．３．３　学生描述的教师特征分布
对于喜欢数学课程的原因，学生描述的主要有教师和蔼亲切，风趣幽默，耐心细致；教得好（丰富精

彩，方法多样）等特征。表９对教师特征统计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对于学生喜欢数学课程的影响，
风趣幽默，教得好，和蔼亲切，耐心细致等教师特征是学生关注的主要焦点。林语堂在《论读书，论幽

默》中说“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可见风趣幽默是学生最喜欢教师表现的情感特征；而和蔼

亲切、耐心细致则是学生最喜欢的教师所具有的态度特征。

表９　原因中教师特征的分布情况

年级 和蔼亲切 风趣幽默 耐心细致 教得好 其它 汇总

三 ２ ３ ２ ２ ０ ９

五 ２ ９ １ ８ ２ ２２

七 ５ １６ ５ ６ ４ ３６

九 ３ ９ ４ ３ ２ ２１

汇总 １２ ３７ １２ １９ ８ ８８

　　　　注：有少部分学生写多项特征，只取首项进行统计。

３　结论
正如一位老教师所说：“如果想让学生喜欢你教的课程，首先要让学生喜欢你这个老师。”教师应发

挥积极的影响，使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和探究产生兴趣。

３．１　多维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从表７的原因分类结果来看，影响学生的因素均与动机相关。学生的成就动机、自我意识，数学的

价值、趣味性，师生情感，都会成为学生产生兴趣的原因。从课堂教学的环境角度来看，教师可以从学

生、课程、教师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来分析提高学生兴趣的维度。因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上，由

教师、课程、学生三个对象对应的交往动机、学习的价值和成就动机应成为教师关注的主要维度。

３．２　适时适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重视知识能力的传授培养，还要了解学生需求，及时认可学生学习效果，

多给予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鼓励学生学以致用，适时适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的时机，不仅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还有教师与学生交流、评价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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