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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教学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新课标的改革，传统式的阅读教学已不能满足学生内在
阅读学习需求。为改善阅读教学效果，首先要提高学生阅读学习的兴趣。ＡＲＣＳ模型是一种学习动机模式，它包括注意、
关联、自信、满意４个部分，结合实际高中阅读教学的案例，探讨了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的具体实施方法。这有助
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对课堂阅读教学具有很好的启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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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Ｓ模式是围绕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而展开分析，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ＪｏｈｎＭ．Ｋｅｌｌｅｒ提出，
该模型认为学习动机由注意、关联、自信、满意４个部分组成，四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四部分可总结
为如下一过程：教学开始要吸引学生的注意（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让学生知道学习任务与其自身知识经验的关联
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接着让学生有能力完成，产生学习的自信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最后让学生获得完成学习任
务后的满足感（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１］。本论文以牛津高中英语中的阅读教学为例，试着从ＡＲＣＳ模式出发，以
期获得阅读教学设计上的一些策略启发。

１　ＡＲＣＳ动机模式的要素分析
ＡＲＣＳ动机模式主要包括注意、关联性、自信心、满足感４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注意。ＡＲＣＳ模型中第一要素是注意，也是激发学习动机的首要条件，那么教学首先要能引

起学生学习的关注，这就需要老师提供一些奇特、极具反差性的事物，才能引起学生注意。在课前，老师

可从所用教材着手，利用充分的网络资源，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还是表现方式的别具匠心等，都可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张志刚，朱世美指出，注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利用感情因素或个人信息；提问

或设置智力挑战；使学习者面对适当水平的学习困惑；提出反论，激发学生的探究心；使用形象化的

实例和比拟，增加情趣［１］。

第二，关联性。Ｋｅｌｌｅｒ教授认为，当学生的注意被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吸引后，并且感觉到这种学习
活动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其动机水平就被激发，就会产生关联性。学生注意被激发之后，学生会有

所思考：“学习这些知识有何用？”，若所学知识与自身已具备的知识经验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学习的动

力就得到了强化，不过这不是问题的答案，这关乎于学生自身需要，学习动机中有功利性和自身内驱动

的学习行为，无论哪一种都可以激发出学生学习的愿望。

第三，自信心。Ｋｅｌｌｅｒ在关于“ＡＲＣＳ学习动机模型”特点中指出：自信来自于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成
功的积极的期望。自信心是成功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也是完成任务的动力所在，教学中要

让学生保持学习的自信心，既不能过度自信，这种骄傲的情绪不利于学习动机的保持，又不能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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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乏动机的表现，影响了任务完成的效果。因此，老师要让学生保持适度的自信心，才能进一步激发

出学生的学习动力，在教学设计时，教师要根据学生所处的学习能力层次，对不同的学生设定不同的学

习要求，并且能为学生所能完成的。反过来，学习任务的完成也能增加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第四，满足感。这里的满足感指的是行为完成的结果与学生的期望值相一致时，学生会获得一定的

满足感，从而使后期完成任务的学习动机被激发出来，要增强学生的满足感，可以通过对学习行为的奖

励和客观评价给予强化。郭德俊，汪玲，李玲认为影响满足感的因素有：强化和反馈、内部奖励以及认知

评价［２］。在教学中对学生任何学习行为的表现予以及时表扬和认可，这是一种外部强化，而内部奖励

是属于内部强化，教学中要创造学生自我表现的机会，学习者可以从掌握新技能并在成功运用中获得内

在的满足感。

２　ＡＲＣＳ模式对高中阅读教学的策略启发
ＡＲＣＳ动机模式对改进高中阅读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结合具体的例子，笔者将从注意策

略、关联性策略、自信心策略和满足感策略４个方面分别阐述在阅读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２．１　注意策略

Ｋｅｌｌｅｒ提出引起学习动机的注意力的具体步骤分为知觉激活、探究激活和多变性。下文则以牛津
高中英语模块３中Ｕｎｉｔ３阅读部分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学习动机的第一要素的策略分析。

第一，知觉激活。王丽娜指出，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人脑中的反映就是感觉［３］。当我们把对事

物的不同个别属性加以综合时，就产生了对事物的全面的反映，这就是知觉。那么在真实的阅读教学

中，第一步要激活学生的知觉，学生才能有感情的认知和学习的欲望，那么老师可以采用对比、反差、图

片、录像等多种方法来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注意力。在第三单元阅读教学的开端上，以关于庞贝古城

的小视频为导入部分，以磅礴的音乐、壮观的场面，以引起学生对古罗马历史文化的向往和叹服，更好地

活跃起课堂的学习氛围。

第二，探究激活。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设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以促进学生综合性思维的拓展，在

老师引导下，创设一定真实语言环境，对所学内容在各种语言活动中加以运用，这种探究方式更能吸引

学生专注力，例如：在Ｒｅａｄｉｎｇ的第一部分讲完之后，老师可设置发散性思维的问题，如：“你觉得庞贝古
城最具魅力的地方在哪里”，并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后，每组派出相应的代表上台陈述观点，这样

学习讨论的氛围一下子就调动起来，有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

２．２　关联性策略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中的关联性这一因素，指的就是所学内容与学生的内在需求的关系。也就是

学生思考“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这一要素要建立的相关条件有３个：目标的定向、动机匹配、熟悉
感。关联性策略建立的具体陈述方式如下：

第一，明确学习目标，创设真实的情景。教学中学习目标的定向，体现在恰当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要上，正是有学习需求，才能有学习的动力，首先得明确学习目的，老师要向学生明确这次教学目标、应

掌握的内容，并举例它的实际用途。例如：在 Ｕｎｉｔ３的阅读部分学习中，向学生讲述了这一阅读学习的
主旨，了解人类所失去的辉煌文化，学会表达个人的情感。老师创设一个中西学生之间友谊对话的情

景，将所掌握的文化信息传递给他人，了解语言的表达和交流的作用。

第二，合适的匹配，促进目标的达成。动机匹配，表现在教学中是否向学生提供了合适的选择。教

师可以与学生一起制定适合个人的学习目标，以促进学生总目标的完成，老师在阅读教学中设置的任务

或练习，应为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所能掌握和需要的。例如：在 Ｕｎｉｔ３的阅读部分中，学生对消失的文
化的一些知识有所了解后，可为学生设置一些恰当的问题，“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ｏＰｏｍｐｅｉｉ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ＡＤ７９？
ＨｏｗｗａｓＰｏｍｐｅｉｉ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这些文化常识问题也是学生感兴趣的，学生自会带着问题进行认真思考。

第三，具有熟悉感，切合学生生活实际。这熟悉感表现为在教学中的实例与学生原有的经验和知识

是否相联系，教师要设身处地为学生考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能为学生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

的呈现方式。如在学习“Ｌｏｓ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部分时，高中阶段的学生有着强烈的愿望向往外面的世
界，喜欢旅游，阅读教学中利用多媒体的优势，了解中西方所消失的城市，学生如同旅行了一回，从而积

累了优秀历史文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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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自信心策略
自信心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教学中老师要帮助学生树立好个人的学习自信心，设定

适合个人的学习目标，以获得成功的体验，进一步达到所预期的学习效果，建立自信心的途径有三个

方面。

第一，创设学习必要条件，期待成功。在阅读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具有成功可能性的机会，让学生

对成功有所期待，如Ｕｎｉｔ３中的阅读部分，要引导学生注意这也是一篇旅行日记，沿着时间这一轴线了
解中西所消失文化的记录，让学生觉得文章是有趣的，并能为自己掌握。首先给学生讲明阅读目标的要

求和评价标准。这一阅读目标要因人而异、难度适中；丰富评价的内容，从阅读中语言的语音、语调、表

达、表现、练习等方面综合考量。其次，帮助学生实现个人的学习目标。在阅读练习时可以设置不同层

次的问题，学生可以递进式地尝试完成高层次学习任务，以增加学生的自信心。

第二，挑战性情境，体验成功。教学中要创设一定情景化的语言活动，设置不同的角色和挑选，让学

生多参与其中，多体验成功。班杜拉认为，容易的成功是一种常规性行为，对常规性行为的奖励并不反

映人的功效，所以不能促进个人的内在动机；而接受挑战性任务是一种进取性行为，对进取性行为的奖

励能够证实人的功效。因而，教师在阅读教学中除了比较容易获得表扬的机会，还应设置具有挑战性的

语言活动，如小组间演讲比赛、单独测试。

第三，归因的引导。正确的归因能帮助学生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动机。在教学中学生表

现出来的优秀行为，要及时提出表扬，肯定为努力的结果而非运气，这能激发出学生更努力的学习动机。

如：阅读问题答案准确，你很擅长于阅读，很专心”，当学生有失败的体会时，可以帮助学生把失败的原

因归因于不够努力，而不是能力的问题以不至于打击学习的自信心，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所以老师要

注意恰当的归因描述，让学生觉得只要平时多努力、多练习，就能成功。

２．４　满足感策略
当学生行为的结果与自身期待相一致时，学生在这种学习行为中获得满足感，才能获得持续的学习

动力，满足感策略可归结为自然后果、积极后果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自然后果。以阅读教学中Ｕｎｉｔ３为例，在阅读中、后中根据学生所掌握的庞贝和楼兰文化，创
设细节问题的设置，为学生提供运用新知识的机会，或者在阅读课后，布置一篇小作文，如“你对所消失

文化的感想”，这种发散性思维的题目更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积极后果。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与学生之间要有良好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对待学生的积极学习反馈要及时予以肯定，如“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ｃｌｅｖｅｒ”等鼓励性语言的表扬，这实际上是对
学生积极行为的一种强化。另外，老师所出的相应的阅读题目，答案标准并非统一，对待学生不同的表

达方式，也要及时肯定其优点，指出有待改进的地方。课堂上的英语教学可以采用加分制度，设定奖励

的评分标准，每月一小评，一学期一大评，对学习优秀者予以外在的报酬，如奖品、奖状等。

３　结语
ＡＲＣＳ模型中的动机设计过程中的４个环节即注意、关联性、自信心、满足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于课堂阅读教学的设计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具体、简洁的运用方法。ＡＲＣＳ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的恰当运用能够很好地激发、维持学生学习的动机，因此，ＡＲＣＳ模式为高中英语教师在
阅读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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