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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共同面向着21世纪。
　　21世纪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这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
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心理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因此，开展素质教育必然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提高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就作为基
础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被提上了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
　　什么是人才的心理素质？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才取决于其智慧行为中的两种心理机能系统的相互作用。
其中，认知性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
人们把具有这类机能的诸多心理要素统称为智力因素，它们包括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
智力因素对成才起重要作用。
非认知性心理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而对智慧活动起始动
、维持、强化、定向、引导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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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心理科学的理论体系，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科学而准确、系统而全
面地阐述了动机的概念、特性、形成、发展和功能等基本知识，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内外心理科学的有
关最新研究成果，对教师、家长及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的心理素质观，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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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成才与学习的动力　　我们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发现，目前学生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
成绩和将来是否能成才，不惜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纷纷加入到“子女成才计划”实施的行列中，“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现象非常普遍。
应该说，作为家长，要求孩子“学习好”不算过分，期望其“将来成才”也没有错。
但这里的关键是，家长应该搞清楚孩子的成才与否、学习成绩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从哪些方面人手
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促使他成才，以及自己的孩子会在哪些方面能成才，能成就多大的才。
显然，有些学生家长在这些方面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要求咨询的家长中，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们孩子学习成绩差
，您给测一测是不是脑子笨。
”通过智力测验发现，大多数孩子的智力水平在中等以上，其中有不少孩子的智商在120以上（良好水
平）。
那么，智力没有问题，为什么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是上不去呢？
经我们了解发现，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学习没有动力。
不知道学习有什么用，为什么学，缺乏学习的目的性。
2.对学习没有兴趣。
一做作业就皱眉头，满脸痛苦的表情，可是玩起游戏机来就会眉飞色舞；在学习过程中，一遇到难题
就求别人代劳或干脆放弃，草革收场，而打游戏机遇到难过的“关”却从不轻言放弃，大有“不玩到
最后一关决不罢休”的气概；做作业马马虎虎，可玩游戏机则是认认真真，聚精会神；有的学生自恃
“聪明过人”，觉得老师讲的他都懂，于是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不认真复习，这样久而久之就会退
步。
3.知识基础差。
有的学生由于接受能力差或前面说的爱耍“小聪明”，知识缺欠会越来越多。
知识缺欠越多就更听不懂老师讲授的新知识，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4.教育不得法。
有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很聪明，把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归结于老师教得不好；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得“
双百”时给买这买那，看到孩子成绩不好时就训斥孩子不努力；有的家长根本不信任孩子，当孩子拿
着“好成绩”向家长报喜时，家长扔给孩子的是这样一句伤人心的话：“这是你的真实成绩吗？
不是抄的吧？
”使孩子丧失进取心。
5.没有掌握学习的规律和方法。
有的孩子回家后先是玩一通，大汗淋漓，疲惫不堪，然后再做作业；做完作业或答完试卷从不检查、
验算；不善于总结好的学习方法和注意容易出错的地方；没有养成预习和复习功课的习惯等。
　　总之，一个学生要想成才和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既需要聪明才智（即智力因素），更需要正确
的学习动机、浓厚的学习兴趣、饱满的学习热情、顽强的学习毅力以及勤奋刻苦学习的性格（即非智
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作为活动的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一个人脑瓜再聪明，如果不想学习.觉得学习没有意思，高兴就学不高兴就玩，得过且过，那么他
的学习成绩是可想而知的。
在培养孩子成才的过程中，要摆正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智力就好像一架具备认识功能的机器，而非智力因素则是发动和维持智力机器正常运转的能源。
在没有能源做动力的情况下，靠吓唬和重压，机器是不会运转的。
因此，我们应从培养和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人手，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机器，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体会到自己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从而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
这样的教育才能走向正轨，才有可能成功，才能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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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异不是很大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力不是一个人成才与取得优异成绩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非智力因素。
也就是说，智力水平在中等以上的个体，都可以成才，关键看其是否具备良好的非智力因素。
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推孟对1528名智力超常（这些人的平均智商高达151）的儿童进行了长
达几十年的追踪研究，其中一部分人成就很大，另一部分人成绩平平。
分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心理特征时发现，这两部分人智商都非常高，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完成任务的
坚毅精神、自信、谨慎、进取心、好胜心等方面，成就很大的那部分人明显地超出成就平平者。
由此可知，造成这两部分人之间成就差异的不是智力因素，而是非智力因素，即非智力因素在一个人
的成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非智力因素的结构中，动机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最直接的动力，其他非智力因素只有转化为
动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动力作用。
同时，动机与行动也是培养和激发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学习，从不去学习，怎能知道他不会对学习发生兴趣，怎会养成坚强的学习毅力和
勤奋刻苦学习的性格呢？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有些学生在学习中为避免过多的失败，而不愿意主动尝试；有些学生虽然智商不低，但在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另外一些学生由于过度焦虑而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所学的
知识，从而使学习成绩下降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学习动机问题。
　　推动人们进行某种活动的内部动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动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机在非智力因素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这是因为：第一，动机是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基础和前提。
一个人有了活动的动力，并且有所活动，才有可能对某种事物或活动发生兴趣、诱发情绪情感，然后
才有所谓毅力和性格。
第二，其他非智力因素只有转化成为动机，才能对人的各种行为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应把动机教育作为非智力因素教育的突破口，以动机教育促进学生其他非
智力因素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和家长要注意引导学生把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转化为推动和维
持学习活动和自身修养的强大动机。
　　一、揭开动机的神秘面纱　　（一）动机是一种内部动力　　单就人类而言，人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活动。
人在困倦的时候，有休息或睡眠的需要。
在睡眠过程中，还要做梦或打呼噜，这是一些无意识行为。
在清醒状态下，人要学习、工作或娱乐，这是意识行为。
不管是意识行为还是无意识行为，其产生都是有一定原因的。
不同的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可能是不同的，即便是从事同一种活动，人们的行为表现方式和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也会有差异。
另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其行为和积极性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个体的行动可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受内部心理力量的影响，而通常是内外多种力
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只有当个体接受外界的要求或影响，由内在心理力量直接引发行动，外界因素才能起到间接
的动力作用。
心理学上把直接推动行为的内部心理力量，称之为动机。
例如，同样是应考，但每个考生对待考试的态度和积极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说明他们的考试动机是不同的。
学生甲对学习感兴趣，认为考试的目的在于检验自己掌握知识的情况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故而考
试前紧张有序地准备考试，考试时不慌不乱，做完答卷后认真检查、验算；学生乙平时对学习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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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考试好坏无所谓或“60分万岁”，故考前仍是玩，考试时把试卷草草填完就交差了事；学生丙
总是担心考试成绩不好，会受到家长的责骂或惩罚，考前复习时脑子里总是浮现出考不好受罚的惨象
，根本复习不下去，考试时更是异常紧张，平时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现场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了。
可见，人们的一切行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有其动机根源。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为民族、为祖国而发奋读书的杰出人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进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小学。
在那里，他热烈追求新思想，认真汲取新知识，奋发勤勉，好学不倦。
他曾在一篇作文中指出，学生读书的目的和任务不应为个人名利，而应为担负和完成国家将来艰巨的
责任，使贫穷落后、积弱不振的中华民族强盛起来。
于是他提出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从小产生了一种崇高而远大的学习动机。
正是在这种学习动机的推动下，他以品学兼优、名列前茅的高材生资格，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
为了寻求挽救国家危难、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他东渡日本留学，孜孜不倦地阅读了许多社会
科学著作。
1919年4月，他又怀着“返国图他兴”的崇高愿望和伟大理想，毅然弃学归国，并立即投入到五四运动
的革命洪流中。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一高尚而远大的动机，在总理的一生中始终推动着他为
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富强而刻苦学习、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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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才始于动机》密切联系青少年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对成才动机的教育和培养，提供了许
多具体而实际可行的建议。
特别是书中有专门章节以较大篇幅详尽介绍成才动机的测评及培养训练的原则、途径和方法，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对教师、家长及青少年学生进行心理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成才始于动机》以成为广大教师、家长及青少年学生的忠实朋友为宗旨，行文通俗流畅，深入浅出
，亲切生动。
书中引用了反映古今中外许多名人优良成才动机的事例，或引人入胜，或动人心魄，对青少年具有较
强的感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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