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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的科学，它为我们提供了

解决大学生学习动机问题的新视角。本研究旨在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探索大学生学习动机提升路径——

激发积极的情绪情感，提升学习体验感；培养积极的人格品质，强化学习内驱力；构建积极的学习理念，

增强学习效能感；营造积极的家校氛围，优化学习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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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y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human being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healthy happines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it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motivation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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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stimulate positive emotions and feeling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learning experience; to cultivate positive personality qualiti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
nal drive for learning; to construct positive learning concept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learning effi-
cacy; and to create a positive home-school atmosphere to optimize the support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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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作为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栋梁，承载着国家未来的希望与梦想，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直接关系到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一角色定位下，大学生当前的学习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对他们而言，学习不仅

是完成学业的基本要求，更是他们未来投身社会、服务国家、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基石。然而，有部分

大学生中存在着学习动机不足的现状，他们可能追求享乐、忽视了学习的本质意义，或者学而不思、知

行不一，导致了学与用脱节，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绩，更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威胁。近

年来，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强调个体的潜能和力量，关注人的积极情绪和内在动

力，这与提升大学生学习动力的目标不谋而合。本研究旨在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探索大学生学习动机

提升策略，以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2.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涵和贡献 

2.1.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涵 

2000 年，美国心理学家 Seligman 和 Csikzentmihalyi 发表论文《积极心理学导论》，标志着积极心理

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式形成[1]。与传统心理学不同的是，积极心理学不是关注人类的消极心理，

而是转向对人类的积极心理现象的研究，它倡导积极的心理学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

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目标。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2]：积

极情绪，主要探讨人的幸福感、快乐和希望等；积极的人格特质，包括乐观、自尊、韧性、创造力等；积

极关系，主要有亲密关系、友谊、社会支持等；意义感，包括对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标追求。 

2.2. 积极心理学的贡献 

第一，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和价值感。积极心理学高度关注“激励”的重要作用，肯定每个个体都

具备无限的潜能和力量，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培养人的积极心理品质，挖掘人的

潜在力量，这些有利于个人具有更好的成长状态。第二，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积极心理学鼓励人们以

积极的视角看待世界，在这种引导下人们会对社会中的正面事物和积极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有利于

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积极心理学倡导教育工作者采

取支持、鼓励等积极教育的方式，帮助学生发现、发展自身的优点和潜能，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提高教育的质量。第四，为心理治疗提供新视角。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通过培养积极的心态和行为，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积极心理学的实践方法能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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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增强自尊、自我效能感。 

3. 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匮乏的成因分析 

一直以来，学习动机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学习动机不仅代表学生对学习的目标和需

要，也促使他们产生对学习的欲求。诸多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习动机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还有较多的提

升空间[3] [4]。缺乏学习动机的学生会有一些典型的表现，如缺少学习兴趣和热情、注意力不集中、拖延

行为、逃避学习、缺乏目标感、自信缺乏等。综合以往研究，可将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

因素。 

3.1. 学习动机匮乏的内部因素 

需求与目标不明确。学习动机往往源自于个体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需求、未来

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时，他们很难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学生未能将学

习视为满足自我实现或成长需要的重要途径时，学习动机自然不足。 
自我效能感与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念。当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能力持怀疑态度，或过度将学习成果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运气、教师水平等)而非自身努力时，他们的

学习动机容易受到打击。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这种低自我效能感会进一步削弱学生的学习动

力。 
兴趣与价值观的缺失。学生的兴趣和价值观对其学习动机具有重要影响。当学生对所学内容缺乏兴

趣，或认为学习内容与自身价值观不符时，他们很难产生持续的学习动力。兴趣作为内部动机的重要来

源，一旦缺失，将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 
心理与情感因素。学生的心理和情感状态也是影响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焦虑、抑郁、自卑等负面

情绪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学习。此外，学生对学习任务的恐惧和逃避心理

也会进一步降低学习动机。 

3.2. 学习动机匮乏的外部因素 

学校教育环境。学校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重要影响。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多

样性、教学质量的优劣等都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当学校教育环境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时，学生的学习动机容易受到抑制。 
家庭环境。家庭是学生的重要支持系统，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深远的影响。父母的教育

方式、家庭氛围、对子女的期望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动力。当家庭环境缺乏支持、理解和鼓励

时，学生的学习动机容易受到打击。 
社会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教育观念、职业导向等都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和学习动机产生影响。当社

会文化环境过于功利化或强调应试教育时，学生的学习动机容易偏离内在需求，转向外部奖励和竞争。 
技术与社会发展。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新型娱乐方式的普及

使学生容易沉迷于虚拟世界，从而忽视学业。此外，信息爆炸和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也使学生感到压力倍

增，进而影响学习动机。 

4.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学习动力提升路径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关注人类积极心理特质和心理状态的心理学流派，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大学生学

习动力问题的新视角。以下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从激发积极的情绪

情感、培养积极的人格品质、构建积极的学习认知和营造积极的家校氛围四个方面，详细探讨积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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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域下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提升路径。 

4.1. 激发积极的情绪情感，提升学习体验感 

如何激发学习热情、提升学习体验感，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学子都需深思的问题。从积极心理学

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探索出更多有效的策略，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高效且富有成就感。 
首先，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激发学习热情。学习环境对于学习动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学习环境不

仅是指物理环境，更包括心理环境。一个充满活力和积极能量的学习环境，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美化校园环境，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改善教室设施，创造舒适宜人的学习

空间；同时，还要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其次，关注情绪管理，提升学习愉悦感。情绪管理是影响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教师应为

学生创设一个开放、包容、支持的课堂环境，并采用讲授、讨论、实验、互动式学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让课堂保持轻松和趣味的氛围。教师自身也要对情绪的识别和管理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并加强对

学生的情绪管理教育，如让学生学会识别、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通过情绪管理教育，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技巧，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学习中的挑战和困难。 

4.2. 培养积极的人格品质，强化学习内驱力 

积极的人格品质如乐观、坚韧、自信、责任感等，是学生面对学习挑战、克服学习困难的重要心理

资源，也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学习内驱力，驱使他们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第一，塑造乐观向上的心态，增强学习信心。乐观向上的心态是积极人格品质的重要体现。首先，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方面，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等形式，向学生传递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明确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感受个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体验关心他人、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意识。其次，营造积极和谐的校园

学习环境，让学生感受到的是鼓励而非指责，是支持而非打压，这种环境能够让学生更加自信，从而培

养出乐观的心态。此外，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心理咨询、团体心理活动、心理文化活动等方式，帮助

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习心态，增强学习信心。 
第二，锤炼坚忍不拔的意志，提高学习毅力。学习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

和毅力。要培养大学生的积极人格品质，就要锤炼他们的意志和毅力。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体育锻炼、社

会实践等活动，培养学生的意志力和毅力。其次，教育者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挫折和失败。失败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失去面对失败的勇气。教育者要教会学生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化压力为动力，从而培

养出坚忍不拔的品格。再次，教育者要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及时给予关爱和疏导。当学生遇到学习困

境时，教育者要耐心倾听，给予积极的建议和鼓励，帮助学生走出困境，重拾信心。 

4.3. 构建积极的学习理念，增强学习效能感 

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积极心理特质和状态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为我们理解学习动力和学习效能

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积极的学习理念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效能感，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首先，突显学习的主体性，培育自主学习功能。个体是自身发展的主导者，具有自我决定和自我实

现的能力[5]。在学习领域，这一理念需要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的主体性地位，即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和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可以使学生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从而有效提高学习效能。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设置开放性的

学习任务、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同时，

学校也应建立完善的自主学习支持体系，如设立自主学习中心、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导等，为学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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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提供有力保障。 
其次，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塑造积极的学习心态。人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终身学习是实

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树立终身学习的积极心态，需要将学习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而不

是一种阶段性的任务。对新入校的大学新生，教师可以通过讲述成功人士的学习故事、分享前沿的学习

方法和理念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对高年级的大学生，学校应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支

持体系，如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提供在线学习资源和社会实践等，这不仅能够促进个人知识的持续更新

与技能的提升，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有力支持，还能帮助学生培养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能力。 
再次，树立高远理想目标，引领积极的学习方向。理想目标是人们追求的方向和动力源泉，树立高

远的理想目标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动力，使他们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有数据显示，

大学新生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学习方式的变化，会产生强烈的迷茫感，而这主要源自他们大学目标的匮

乏[6]。为了帮助学生树立高远的理想目标，教师应引导大学新生进行积极的自我探索、制定个性化的学

习目标和计划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所在。同时，学校也应建立完善的职

业规划体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明确自身的理想和目标。 

4.4. 营造积极的家校氛围，优化学习支持力 

家校紧密配合，有利于教育生态的整体构建，为学生营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环境，促进其

身心健康与学业进步的双赢。 
第一，加强家校沟通与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家校合作是提升大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途径。学校可

以通过微信群、家校通过 APP 等信息途径建立家校沟通平台，定期召开线上家长会、家庭教育讲座等。

一方面，通过这种途径学校能及时获取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反馈信息，基于共同的教育目标来调整教育

策略，形成优势互补的教育合力。另一方面，家长对学校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及孩子在校表现进行及时

了解，家长也可以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和管理决策，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合力不仅增强了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促进了家校之间的信任与理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提供情感支持。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更是优化学

习支持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家长应以身作则，展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通过共同参与家庭活动、鼓励

孩子表达自我、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与困惑等方式，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同时，家长还需关注孩子的

情绪情感变化，耐心倾听、理解孩子的内心感受和需求，让孩子在遇到学习困难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庭

的温暖与支持，从而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力，培养其面对挑战的勇气与毅力。 
综上，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提升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通过激发积极的情绪情感、

培养积极的人格品质、构建积极的学习认知和营造积极的家校氛围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的学

习动力。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更有利于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轨迹。因此，我

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实践这些措施，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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