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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育心理学 参考答案 

第六章  学习动机及其激发 

一、单选题 

1.选 A。 

【解析】习得性无助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

态。 

2.选 A。 

【解析】努力是内部不稳定可控的。 

3.选 A。 

【解析】维纳认为，学生将学习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能力更可能产生强烈的情绪体验。 

4.选 C。 

【解析】强化理论是通过奖惩来维持学习动机的。 

5.选 D。 

【解析】害怕失败者倾向于选择特别容易活特别难的。 

6.选 B。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维纳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并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

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归因。其中，任

务难度属于稳定的、外在的、不可控的。因此，答案选 B。 

7.选 B。 

【解析】行为相同，动机不同。 

8.选 C。 

【解析】成就动机是个体努力克服障碍、施展才能、力求又快又好地解决某一问题的愿望

或趋势。它在人的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是激励个体乐于从事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

的工作并力求获得成功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因此，答案选 C。 

9.选 B。 

【解析】学习动机是推动人从事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力，因此，任何外界的要求，外在

的力量都需须转化为个体内在的需要，才能成为学习的推动力。教师与家长的期待是外部

动机，也是一种低级动机，需须通过学生自身的兴趣、主动性才能起作用。因此，答案选

B。 

10.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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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这一概念首

先由班杜拉提出。因此，答案选 D。 

11.选 A。 

【解析】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在动机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并非一成不

变，通常是随着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儿

童早期，附属内驱力最为突出。因此，答案选 A。 

12.选 B。 

【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属于外部动机。 

13.选 C 

【解析】略。 

14.选 A。 

【解析】略。 

15.选 B。 

【解析】学习动机是推动人从事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力，可以为个体的行为指明方向。 

16.选 A。 

【解析】内部的动力。 

17.选 C。 

【解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是有意识的，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同样的教育条件

下，每个人个性发展的特点及其广度、深度，主要决定要他自己的努力和参与程度，决定

于他在学习活动中表现的精力和工作能力。因此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差异的关键因素是自我

意识。 

18.选 A。 

【解析】其他选项都是外部因素。   

19.选 C。 

【解析】激发、维持和指引个体学习活动的心理动因或内部动力称为学习动机。 

20.选 A。 

【解析】奥苏贝尔把动机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 

21.选 D。 

【解析】根据学习动机内容的社会意义，可以把学习动机分为高尚的动机和低级的动机。 

22.选 A。 

【解析】把个人学习与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为未来参加祖国建设做出贡献而学习的动机

属于间接的远景性动机。 

23.选 B。 

【解析】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努力克服，而又是力所能及的学习情境称为问题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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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选 D。 

【解析】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称为自我效能感。 

25.选 B。 

【解析】班杜拉的理论认为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有：情绪唤醒、言语劝说、成败经验和

替代性经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为成败经验。 

26.选 A。 

【解析】父母属于他人，因此是外部动机。 

27.选 C。 

【解析】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个目标的内在心理过程叫做动机。 

28.选 D。 

【解析】耶克斯一多德森定律告诉我们，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水平对学习效果最有利。 

29.选 C。 

【解析】附属内驱力（Affiliated Drive）是指为了保持长者们（如教师、家长）或集体

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要把学习或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 

30.选 C。 

【解析】略。 

31.选 A。 

【解析】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

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前四者被归为低级需要即缺失性

需要；后三者被归为高级需要即成长性需要。 

32.选 C。 

【解析】人们把像这种由他人（特别是像老师和家长这样的“权威他人”）的期望和热

爱，而使人们的行为发生与期望趋于一致的变化的情况，称之为“罗森塔尔效应” 

33.选 A。 

【解析】略。 

34.选 D。 

【解析】学习期待是个体对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主观估计。 

35.选 C。 

【解析】成就动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特金森。 

36.选 C。 

【解析】维钠将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归结为六个因素，在因素来源这一维度上，能力、努

力及身心状况三项属于内控，其他各项则属于外控。 

37.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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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激活动能。它具有发动行为的作用，能推动个体产生某种活动，使个体由静止

状态转向活动状态。2.指向功能。动机不仅能激发活动，而且能将行为指向一定的对象或

目标。 

3.维持和调整功能。当动机激发个体的某种活动后，这种活动能否坚持下去，同样要受动

机的调节和支配。动机的维持作用是由个体的活动与他预期的目标的一致性程度来决定

的。当活动指向个体所追求的目标时，这种活动就会在相应动机的维持下继续下去。 

38.选 D。 

【解析】讲义原话。 

39.选 C。 

【解析】附属内驱力（Affiliated Drive）是指为了保持长者们（如教师、家长）或集体

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要把学习或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同时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

驱力属于外部动机。 

40.选 A。 

【解析】内在动机更稳定，作用更持久。 

41.选 D。 

【解析】根据学习动机的来源，可以把学习动机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 

42.选 D。 

【解析】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

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43.选 C。 

【解析】避免失败者的目的是避免失败，减少失败感，所以他们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

常困难的任务，当一项人物的成功率为 50%时，他们会回避这项任务。 

44.选 C。 

【解析】远景的间接性动机是与学习的社会意义和个人的前途相连的。 

45.选 D。 

【解析】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是与学习活动直接相连的，来源于对学习内容或学习结果的兴

趣。 

46.选 B。 

【解析】据学习动机内容的社会意义，可以分为高尚的与低级的动机。 

47.选 C。 

【解析】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主要包括成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说服和情绪唤醒。 

48.选 C。 

【解析】耶克斯一多德森定律告诉我们，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水平对学习效果最有利。 

49.选 C。 



购买刷题班学员可添加客服岸岸老师

（微信号 shangbai005） 

 

【解析】远景的间接性动机是与学习的社会意义和个人的前途相连的。 

50.选 C。 

【解析】内部动机是指纯粹出于对学习本身的兴趣而进行的学习。 

51.选 A。 

【解析】学习动机具有维持功能，不只是在学习活动发起时起作用，故排除 B；影响学习

动机的因素较多，C项说法过于绝对；学习动机存在一个动机最佳水平，即在一定范围

内，学习效果随学习动机强度变化而变化，并不是越高越好，故排除 D。 

52.选 B。 

【解析】学习动机的强化理论是由行为主义学派的学习理论家提出来的。 

53.选 A。 

【解析】需要层次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提出的。 

54.选 B。 

【解析】奥苏伯尔强调新旧知识的实质性联系；罗杰斯更强调主体的自主性与感情，强调

知识与个人经验、兴趣的关系。 

55.选 C。 

【解析】罗杰斯的自由学习理论最关注学生自身的兴趣和经验。 

56.选 A。 

【解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自由学习理论。 

57.选 B。 

【解析】麦克利兰和阿特金森提出的成就动机理论把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分为“力求成功”

和“避免失败”的动机。 

58.选 D。 

【解析】最早提出“归因理论”的是海德。 

59.选 B。 

【解析】韦纳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稳定性”把成就行为的归因划分为稳定和不稳定的

因素。 

60.选 B。 

【解析】韦纳认为，学习动机中“稳定的内部因素”是指能力。 

61.选 C。 

【解析】C属于学习动机的培养。 

62.选 B。 

【解析】自觉主动的学习，所以属于自身内在动机 

63.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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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内外动机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学生的内外动机不同，老师应根据学生学习动机的

差别，鼓励学生的学习。 

64.选 B。 

【解析】利用竞争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容易导致学生心理紧张和焦

虑。 

65.选 C。 

【解析】略 

66.选 B。 

【解析】学习动机包含学习需要和学习期待两种基本成分。其中学习需要包括学习兴趣、

爱好和信念，在学习动机中占主导地位。学习兴趣是动机中最活跃的心理成分。 

67.选 B。 

【解析】力求在本学期去的好成绩，争取拿到奖学金，属于直接的近景性动机。 

68.选 D。 

【解析】韦纳归因理论中内部而不稳定的归因是努力。 

69.选 A。 

【解析】韦纳把归因划分为三个纬度：内部的和外部的、稳定性和非稳定性、可控和不可

控。韦纳认为学生的成功动机应当归因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 

70.选 D。 

【解析】下列情境中代表内在动机的情境是王佳每天独自听音乐。 

71.选 B。 

【解析】个人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某种欠缺而为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状态是学习需要。 

72.选 C。 

【解析】家长的表扬属于附属内驱力。 

73.选 B。 

【解析】学习活动中最稳定、最可靠、最持久的推动力是认知内驱力。 

74.选 D。 

【解析】某学生在测试中得了高分，她将结果归为运气好，这种归因具有的特性是外部、

不稳定、不可控的。 

75.选 C。 

【解析】成就动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麦克利兰和阿特金森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可以分

成两类，一类是力求成功的动机，另一类是避免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倾向

于选择难度适中的目标和课题。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倾向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困难的

目标和课题 

76.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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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成就动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麦克利兰和阿特金森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可以分

成两类，一类是力求成功的动机，另一类是避免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倾向

于选择难度适中的目标和课题。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倾向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困难的

目标和课题。 

77.选 D。 

【解析】强化功能又叫维持功能。 

78.选 C。 

【解析】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又被称为倒 u型曲线。 

79.选 D。 

【解析】动机水平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倒 U形曲线。中等强度

的激动水平最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动机水平的最佳水平不是固定的，依据任务的不同性质

会有所改变。在完成简单的任务中，动机水平高，效率可以达到最佳水平；在完成难度适

中的任务中，中等的动机水平效率最高；在完成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中，偏低动机水平下的

工作效率最佳。 

80.选 B。 

【解析】动机水平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倒 U形曲线。中等强度

的激动水平最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动机水平的最佳水平不是固定的，依据任务的不同性质

会有所改变。在完成简单的任务中，动机水平高，效率可以达到最佳水平；在完成难度适

中的任务中，中等的动机水平效率最高；在完成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中，偏低动机水平下的

工作效率最佳 

81.选 A。 

【解析】略。 

82.选 C。 

【解析】社会意义和个人前途属于远景间接的动机。 

83.选 B。 

【解析】内控型学生通常将个人成败的原因归结为努力。 

84.选 A。 

【解析】根据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最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的是动机水平

适中。 

85.选 C。 

【解析】“学生之所以学习，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得到奖赏、赞赏和优异的成绩报

偿”，持这种观点的学习动机理论是强化理论。 

86.选 D。 

【解析】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最佳动机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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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选 C。 

【解析】成绩属于结果。 

88.选 B。 

【解析】学习动机的动力来源，是所有的动机划分方法中，唯一得到心理学家公认的，而

且对教育实践具有相当重要的应用价值。 

89.选 C。 

【解析】班杜拉将强化分为直接强化、替代性强化和自我强化。 

90.选 B。 

【解析】动机强度与学习效率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也即是说，

学习动机的强度有一个最佳水平。过高或过低的动机水平对于顺利完成任务都是不利的。

应该根据任务难度设定恰当的动机水平。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当学习任务较为简单

时，学习动机较高，可达到最佳水平;学习任务比较困难时，学习动机较低，可达到最佳水

平。 

91.选 D。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强弱关系分为高低不等的

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92.选 B。 

【解析】韦纳的成败归因理论将归因因素分为三个维度和六个因素。三个维度是：内外部

因素、稳定非稳定因素、可控非可控因素。六个因素是：能力、难度、努力、运气、身体

状况和外部环境。 

93.选 D。 

【解析】为了自身属于内部动机。 

94.选 B。 

【解析】认知内驱力是一种要求理解事物、掌握知识、系统地阐述并解决问题的需要。 

95.选 D。 

【解析】略。 

96.选 C。 

【解析】A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并非缺乏学习动机，而是没有对被试者的练习效果给予

反馈、没有在出现好的练习结果后给予肯定。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过度练习确实会造成疲惫和错误定型，因此要注意练习的量，过度学习的量不超过

50%。但该练习者并非过度学习导致。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主试者未对被试者进行学习评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没有给予其满意的回馈、没

有形成联结，致使效果不好。与题干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97.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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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査的是对学习动机的分类的理解。B项为了超过同学而学习属于外部动机

的理智诱因。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为了赢得名次而学习属于外部动机的理智诱因。与题干不符，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98.选 C。 

【解析】学校是获得知识的摇篮。 

99.选 A。 

【解析】略。 

100.选 A。 

【解析】本题考査对成败归因理论的识记情况。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韦纳对行为结果的归因

进行了系统探讨，发现人们倾向于将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归结为 6个因素，即能力

高低、努力程度、工作难度、运气好坏、身心状况、外界环境等。同时，韦纳认为这 6个

因素可归为三个维度，即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不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

和不可控制归因。其中努力属于可控的、内部的、不稳定的归因因素。A项正确。 

B项能力属于不可控的、内部的、稳定的归因因素。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工作难度属于不可控的、外部的、稳定的归因因素。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运气属于不可控的、外部的、不稳定的归因因素。与题干不符，排除。 

101.选 B。 

【解析】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在动机还比较低时，学习效果随着

动机的增强而增加，当动机强度到达一定程度后，过度的动机反而引起学习效果的降低。

所以是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 

102.选 C。 

【解析】本题考査对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关系的识记、理解情况。耶克斯一多德森定律表

明，动机不足或过分强烈都会影响学习效率。（1）动机的最佳水平随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

同。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零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的

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2）一般来讲，最佳水平为中等强度的动机。(3)动机水平

与行为效率呈倒“U”型曲线。所以②③正确。学习难度大，学习动机水平高，学习效果

差，①表述错误。学习任务容易，学习动机水平低，学习效果差，④表述错误。 

故正确答案为 C。 

103.选 D。 

【解析】本题考查耶克斯一多德森定律。美国心理学家耶克斯和多德森认为，中等程度的

动机激起水平与作业难度密切相关任务较容易，最佳激起水平较高 1任务难度中等，最佳

动机激起水平也适中 1任务栏困难，最佳激起水平越低。这便是有名的耶克斯一多镥森定

律(简称倒“U”曲线)，D项正确。A、B、C三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104.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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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察学习动机理论中的归因理论。美国心理学家韦纳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

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又把人

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为 6个因素，即能力高低、努力程度、工作难度、

运气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C项正确 

105.选 C。 

【解析】本题考查对奥苏贝尔关于学习动机分类的掌握。奥苏贝尔将学生在学校情境中的

学业成就动机分为三个方面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

指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或工作能力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属于外部动机。C项正确。 

106.选 C。 

【解析】略。 

107.选 C。 

【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指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或工作能力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 

108.选 C。 

【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指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或工作能力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 

109.选 B。 

【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指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或工作能力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 

110.选 D。 

【解析】附属内驱力（Affiliated Drive）是指为了保持长者们（如教师、家长）或集体

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要把学习或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

属于外部动机。 

111.选 C。 

【解析】影响自我效能感的最主要因素是成败经验。 

112.选 A。 

【解析】把学业失败的原因说成是“自己能力低”这种归应属于内部稳定性归因。 

113.选 B。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韦纳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

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又把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

为 6个因素，即能力高低、努力程度、工作难度、运气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教

师应当指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败进行内部稳定的可控归因——努力归因。 

114.选 B。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韦纳吧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

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又把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

为 6个因素，即能力高低、努力程度、工作难度、运气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内

部稳定的可控归因——努力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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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选 D。 

【解析】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需要。 

116.选 A。 

【解析】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 5种，后来改成 7种。 

117.选 C。 

【解析】通过一定的榜样来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或学习行为倾向属于替代性强化。 

118.选 A。 

【解析】“杀鸡给猴看”，这种强化方式是替代性强化。 

119.选 A。 

【解析】略。 

120.选 A。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耶克斯和多德森认为，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水平与作业难度密切相

关任务较容易，最佳激起水平较高 1任务难度中等，最佳动机激起水平也适中 1任务栏困

难，最佳激起水平越低。 

  

二、多选题 

121.选 ACD。 

【解析】附属内驱力是为了获得赞扬和奖励，B中小明为了获得地位、名声，因此属于自

我提高的内驱力。 

122.选 ABD。 

【解析】这个定律的结论是：中等难度的任务对应中等强度动机，容易的任务对应高强度

动机，难的任务对应低强度动机。 

123.选 AC。 

【解析】培养学生学习动机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进行，从激发外部动机来说，要有效运用

表扬、及时反馈、表明期望、对学生进行成就训练。因此老师需要及时评价和积极鼓励。 

124.选 AD。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学习动机的类型。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是指与近期目标或学习活动直

接相联系的，来源于对学习内容或学习结果的兴趣。根据题意，数学老师讲课很生动，周

小明学习积极性很高，这是一种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换老师之后，周小明学习不用心，说

明他的学习动机是由外界因素引起的，是一种外部动机。A、D两项正确。 

B项远景的间接性动机是与学习的社会意愿和个人的前途相连的。题干中周小明是对老师

的讲课感兴趣而引起的学习动机，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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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内部动机是指由个体内在的需要引起的动机，例如学生的求知欲、学习兴趣、改善和

提高自己能力的愿望等内部动机因素。而题干中周小明的学习动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

与题干不符，排除。 

125.选 ABCD。 

【解析】本题考査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A项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这一效能信息

源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最大。正确。B项个体的许多效能期望是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如

果看到一个与自己一样或不如自己的人成功，自己的效能感就会提高，所以替代经验也是

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正确。C项他人的言语暗示能提高自己的效能感。正确。D 项

班杜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情绪唤醒使成绩降低面影响自我效能感。正确。 

126.选 A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韦纳的成败归因论的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指接连不断地受到

挫折，便会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丧失信心的状态。 

A项处于习得性无助，学生会出现消极状态，食欲不振，失眠焦虑，体重下降。正确。 

B项处于习得性无助，学生在学习时毫无动力，缺乏进取心，遇到挫折时倾向于放弃，

“破罐子破摔”。正确。 

C项处于习得性无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懒散、怠慢的现象，面临困难的作业很快

就放弃。逐渐形成对学习和生活的认知障碍。正确。 

D项处于习得性无助，学生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们经常体验到强烈的焦虑，情绪低落。

正确。 

127.选 ACD。 

【解析】本题考査高原现象的原因。通常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和

学习效率停滞不前，至学过的知识感觉模糊的现象，称为“高原现象”。高原现象是技能

提升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产生的原因在于①学习方法的固定化；②学习任务的复杂化；③

学习动机减弱；④兴趣降低罢固心理和生理上的疲劳，固意志不够顽强。A、C、D三项均

为高原现象产生的原因，正确。 

B项新颖的学习方法会减少高原现象的产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128.选 B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任务较容易，动机水平应为中等偏

高，并不是越高越好，A项错误。中等强度的动机最利于学习，B项正确。任务困难，动机

水平应为中等偏低，C项错误。学习效果受学习动机和学习积极性的影响，D项说法正确。

因此本题选 BD。 

129.选 BD。 

【解析】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BD属于缺失需要，AC属于成长性需

要。因此本题选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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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选 CD。 

【解析】成就动机是人类所独有的，是后天获得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动机，能促使个体产生

成就行为，并追求在某一社会条件下人们认为重要的社会目标，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动机，

所以是社会性动机。 

131.选 ABCD。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韦纳对归因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把活动的成败归结为六种原

因，即能力、努力程度、工作难度、运气、身体状况和外界环境。因此本题选 ABCD。 

132.选 ABE。 

【解析】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韦纳的成败归因理论。成败归因中，内在因素有能力高低、努

力程度、身心状态任务难度和运气好坏是外在因素。因此本题选 ABE。 

133.选 ACD。 

【解析】在教育情境中，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常用的措施有设立明确且恰当的学习目

标、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结果、对学习结果进行适当的评价、多用正强化、慎用负强化。

因此本题选 ACD。 

  

三、填空题 

134.降低 

135.诱因 

136.替代性 

137.个体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 

138.替代性强化 

139.自我实现的需要 

140.主观判断 

141.学习需要 

142.结果 

143.班杜拉 

144.效能 

145.强化 

146.马斯洛 

147.海德 

148.避免失败者 

149.学习行为 

  

四、辨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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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错误 

【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指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或工作能力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属

于外部动机。例如，学习是为了获得在班级中的排名、地位、名誉、声望。附属内驱力：

为了获得长者（家长、教师等）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把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属于外部

动机。学生努力学习是为了获得老师的赞许，这是属于附属内驱力。 

151.错误。 

【解析】维纳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

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制归因；又把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为六个因素，

即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其中能力

是属于稳定的内在不可控因素。 

152.错误。 

【解析】教师不是推迟教学活动，应该是利用教学活动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153.错误。 

【解析】因为学习动机只是影响学习行为、提高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习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还有许多主客观条件也会影响学习效果。 

154.正确 

【解析】题干加上“一般来说”。本题考査对学习动机的理解。动机强度与学习效率的关

系并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成倒“U”型曲线关系。也就是说，学习动机的强度有一个最佳

水平，即动机水平适中，此时的学习效率最高；一旦超过了顶峰状态，动机程度过强时就

会对活动的结果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如果动机水平过低，也不会有高效率活动。

故正确。 

155.错误 

【解析】本题考査的是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并不

是直接的，它们之间往往以学习行为为中介。学习动机强，学习行为不够积极，也不会产

生好的学习效果，所以不能说学习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故表述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