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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习动机

1.【判断题】压力指客观现实对学习者的要求，迫使其从事学习活动，考试、

家长与学校的要求、社会现实都可以成为压力。（ √ ）

2.【单选题】个体内心的学习愿望和需求，是学习动力中的（ A ）。

A.推力 B.拉力 C.压力 D.阻力

3.【单选题】学生在学习上力争取得好成绩的主观愿望在心理学上称作（ B ）。

A.学习动机 B.学业动机 C.成功期待 D.成就需要

4.【多选题】心理学研究表明，新的学习需要可以通过下列（AD）途径来形

成。（2015河南洛阳）

A.直接发生途径 B.间接发生途径

C.直接转化途径 D.间接转化途径

5.【单选题】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新的学习需要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形成。

利用（ A ）主要考虑如何使学生原有学习需要得到满足。（2016山东聊城/2017德州齐河）

A.直接发生途径 B.直接转化途径

C.间接发生途径 D.间接转化途径

6.【单选题】学习动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学习结果的影响和对（ B ）的

影响。（2017河北 单选）

A.学习初衷 B.学习过程 C.学习方法 D.学习成绩

7.【判断题】学习动机是学习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学习动机对学习的

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影响学习进程、影响学习结果。（√）（2018临沂）

8.【判断题】在个体学习的最初阶段，动机变量所起的作用犹如“催化剂”，

动机变量既不直接参与认知的相互作用过程，也不会影响到任何认知变量（√）

9.【多选题】一般说来，学习动机并不是通过直接卷入认知建构过程，而是

通过某些中介对学习产生作用的，影响认知建构过程的中介有（ABCD）。
A.学习情绪状态的唤醒 B.学习准备状态的增强

C.学习注意力的集中 D.学习意志的提高

10.【判断题】一般而言，学习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 √ ）（2017湖南）

11.【判断题】学习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 × ）（2013山东青岛）

12.【判断题】总体而言，有机体的学习动机越强，其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

从而学习效果越佳。（ √ ）

13.【判断题】学习动机越强，学习效率越高。（ × ）（2013山东济南）

14.【多选题】关于学习动机，下列说法欠妥的有（AC）。【2018滨州邹平】

A.学习动机必定都是无意识的

B.学习动机的产生需要条件【学习需要+学习期待】

C.动机对学习起着绝对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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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动机是一种内部心理过程，不能直接观察

15.【判断题】动机的最佳水平随着任务难度的不同而不同，随着任务难度的

增加，动机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2016山东烟台）

16.【多选题】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认为，动机强度与学习效果呈倒转的“U”
型曲线，下列选项中，符合该定律的有（ACD）。 （2022郑州市直）

A.小考小耍 B.大考小耍 C.大考大耍 D.不考不耍

17.【单选题】高考数学考试开考不到 10分钟，一名考生觉得试卷难度大当

场弃考要离场。由于该考生看了试卷有 10分钟，工作人员为了防止考题泄密损

害广大学子公平，按照规定拒绝其离场，在遭到拒绝后该考生情绪崩溃最后晕倒

在地上。根据耶克斯-多得森定律，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可能是该考生的动机

（ A ）。（2019河南郑州）

A.太弱 B.一般 C.太强 D.适当

18.【单选题】一个学生在考试时要求获得好成绩的愿望过分强烈，以致十分

紧张而产生了“怯场”现象，竟答不出自己本来十分熟悉的问题。这种现象是由

于（ C ）。

A.线索不足导致了遗忘 B.动机强度过低造成的

C.动机强度过高造成的 D.狭隘的动机造成的

19.【多选题】下列关于学习动机的表述不正确的有（BD）。（2019辽宁大连）

A.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二者同样重要

B.应该尽可能的给成绩好的学生奖励，作为强化

C.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差别鼓励学生学习

D.鼓励学生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展竞赛

20.【多选题】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策略包括（ABD）。（2022鞍山）

A.创设问题情境 B.培养学习兴趣

C.及时提供反馈 D.进行归因训练

21.【多选题】在教育情境中，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常用的措施有（ACD）。
A.设置明确适当的学习目标 B.激发认知好奇心

C.及时反馈学习结果 D.进行积极的评价

22.【多选题】 在教育情境中，激发学生外在学习动机常用的措施有（CD）。
A.创设问题情境 【内部动机】 B.激发认知好奇心

C.及时反馈学习结果 D.设置明确、适当的学习目标

23.【多选题】学校激发和维护学生外部动机的措施有（ABCD）。（2020青岛）

A.多用正强化，慎用负强化 B.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结果

C.对学习结果进行适当评价 D.帮助学生设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24.【多选题】成就动机属于（ACD）。
A.外在动机 B.原始动机 C.社会性动机 D.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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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选题】认知内驱力即一种要求了解和理解的需要，要求掌握知识的

需要以及系统地阐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需要。下面有关论述正确的是（ABD）。
A. 认知内驱力多半是从好奇的倾向中派生出来的

B. 它要通过个体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功才能真正表现出来

C. 学生对于某学科的内驱力是天生的

D. 认知内驱力是一种最重要的和最稳定的动机

26.【单选题】学校利用评“三好学生”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主要

是发挥（ B ）的作用。

A.认知的内驱力 B.自我提高的内驱力

C.附属的内驱力 D.期待的内驱力

27.【单选题】个体由自己的学业成就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声望的需要是

（ D ）。

A.认知内驱力 B.附属内驱力

C.欲望内驱力 D.自我提高内驱力

28.【单选题】有心理学家认为：“考核的动机力量，更多的是在于失败的威

胁，而不是在于成功的希望。”基于此，考核所激发的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是

（ B ）。

A.认知内驱力 B.自我提高内驱力

C.附属内驱力 D.成长内驱力

29.【多选题】学生获得附属内驱力的条件是（ABC）。
A.学生与家长或教师具有依附关系

B.学生从所博得的赞许中获得派生地位

C.学生努力使自己的行为获得家长或教师的赞许

D.与同学保持较好的人际关系

30.【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属于学习动机中附属内驱力的是（ A ）。

A.某学生为了让老师喜欢自己，从而更积极地学习

B.某学生考试名列前茅，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夸奖，从而更积极地学习 【强化】

C.某学生认为期末考试一定要考班级前三名，这样同学们就会对他刮目相看

D.学生非常喜欢科技知识，总喜欢按自己的想法设计一些小实验

31.【多选题】奥苏贝尔的学习内驱力理论对斯金纳的反馈的动机效应持否定

的态度，在他看来，动机的作用与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学习的类型和学生的发展

水平，奥苏贝尔主要关注的的是成就动机，在他看来，成就动机主要由三方面的

驱力所组成，那么下列关于学习内驱力说法正确的是（ABCD）。
A.认知内驱力是成就动机三个组成部分中最重要、最稳定的部分，它大多都

是存在学习任务本身之中的

B.自我提高内驱力是一种通过自身努力，胜任一定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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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的需要

C.自我提高内驱力一旦指向远大的理想或与长期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就会

成为鞭策学生努力学习、持续奋斗的长久力量

D.在青少年时期，来自同伴的赞许或认可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因素，可

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

32.【单选题】张老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数学老师。上课时，他善于结合学生

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那么，这些学生喜欢学习数学的动机

属于（ B ）。（2016石家庄市直）

A.低级动机 B.内部动机 C.高级动机 D.外部动机

33.【单选题】由于数学老师讲课很生动，激发了某小学生学好数学的愿望。

这种学习动机属于（ A ）。

A.近景的直接性动机 B.低级的动机

C.高尚的动机 D.远景的间接性动机

34.【单选题】由于新来的英语老师风趣幽默使小明最近对英语很感兴趣。这

种兴趣是（ C ）。

A.直接兴趣 B.间接兴趣 C.情境兴趣 D.个体兴趣

35.【单选题】图图非常喜欢徐老师，希望自己能像徐老师一样成为一个受欢

迎的人。因此，图图为成为一名教师而努力学习。这种学习动机属于（ D ）。

A.近景内部动机 B.近景外部动机

C.远景内部动机 D.远景外部动机

36.【单选题】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高考时物理只考了 5分，因国文、历史

双百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实现科学救国而“弃文从

理”，从对理科一窍不通，逆袭为力学泰斗。他学习物理的动机是（ D ）。

A.内在近景动机 B.外在近景动机

C.内在远景动机 D.外在远景动机

37.【单选题】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找一份好工作，获得人生的成功而

努力学习的动机属于（ D ）。（2022年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第 26题）

A.近景直接性动机 B.近景间接性动机

C.远景直接性动机 D.远景间接性动机

38.【单选题】宋晓期中考试不理想，父母答应他如果末考试能考好，就带他

去旅游，于是宋晓刻苦学习，期末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从学习动机理论来看，

这属于（ D ）

A.直接的近景性动机 B.直接的远景性动机

C.间接的远景性动机 D.间接的近景性动机

39.【多选题】学习动机以学习准备状态、学习意志、学习投入等为中介来影

响学习，教师如果想让学生的学习动机作用较为稳定而持久，应当让学生产生为

了（ AC ）而学习的动机。(2022年辽宁省沈抚新区 第 96题)



5

A.实现个人价值【远景间接】 B.外在物质奖励 【外在】

C.让世界更美好【远景间接】 D.有趣的课程活动 【近景直接】

40.【单选题】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个体的成就动机强度由成就需

要、期望水平和诱因价值三者共同决定，用公式表示：动机强度（T）= 需要（M）

× 期望（P）× 诱因（I）。 P 和 I 存在互补关系，即 I=1-P。通过数学运算，

当成功的可能性 P是（ B ）时，个体的动机强度最大。（2015石家庄市直）

A.45% B. 50% C. 55% D. 60%
41.【单选题】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期望（P）和诱因（I）存在（ B ）。

A.正比关系 B.互补关系 C.正向关系 D.反比关系

42.【多选题】阿特金森提出成就动机的构成有两种成分：一是追求或希望成

功的意向，表现出趋向目标的行动；另一种是害怕失败的意向，想方设法逃脱成

就活动，尽力回避预料的失败结果。其中，追求成功倾向的构成要素有（ABD）。
A.追求成功的动机 B.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C.避免失败的可能性 D.成功的诱因值

43.【单选题】下列能代表高成就动机者的描述是（ A ）。

A.喜欢对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

B.宁愿担任专业工作而不愿做企业家

C.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工作

D.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运气不佳

44.【不定项】根据阿特金森的观点，不属于高成就动机者特点的是（ D ）。

A.中等难度的任务有挑战性，并全力获取成功

B.活动目的明确，并抱有成功的期望

C.精力充沛，探新求异，具有开拓精神

D.以交往的亲疏关系为前提来选择工作伙伴

45.【多选题】关于“成就动机水平”和“归因倾向”之间关系的表述，下列

选项中正确的是（AB）。【2020青岛】

A.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在失败时往往把原因归因于努力不够

B.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在失败时往往把原因归因于能力不够

C.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在失败时往往把原因归因于运气不好

D.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在失败时往往把原因归因于努力不够

46.【单选题】通俗地说，归因就是寻求结果的原因，最早研究归因理论的人

是（ A ）。

A.海德 B.韦纳 C.凯利 D.罗特

47.【判断题】韦纳的自我归因理论试图寻求维持学生学习动机的途径，而卡

芬顿的自我价值论重在解释学生为什么缺乏学习动机的问题。（ √ ）

48.【多选题】所谓归因就是寻找行为的原因，韦纳提出的成就动机归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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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归因的结果会成为下一步行为的动机。该理论中的归因维度有（ACD）。
A.原因源 B.清晰性 C.稳定性 D.可控性

49.【多选题】韦纳归因理论的维度包括（BCD）。
A.外倾性 B.控制点 C.稳定性 D.可控性

50.【单选题】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如果学生把成功归因为自己的能力，那

么学生的情感体验为（ B ）。

A.惊喜和感激 B.满意和自豪 C.内疚和无助 D.学习消退

51.【多选题】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韦纳的归因模型，如果一个人在某项任务失

败后，对以后的成功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则对他失败的归因可能是（AD）。
A.努力不够 B.能力太差 C.任务难度太大 D.运气不好

52.【单选题】学生信心百倍，预期今后再次获胜，这是由于将成功归因于

（ B ）。

A.能力 B. 努力 C. 运气 D. 任务难度

53.【多选题】优优考试失败了，为了鼓励她的自信心，王老师可以将失败归

因为（BCD）。（2020年 7月 27日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A.能力不足 B.努力不够 C.运气不好 D.状态不佳 E.试题太难

54.【单选题】归因是个体对自己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所做的推导和解释，归因

的相关理论已普遍应用于矫正学生行为等教学过程。在各个教学类别中，应受到

最低评价的是（ C ）。（2022年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 第 25题）

A.运气好、不努力的人 B.能力低、不努力的人

C.能力高、不努力的人 D.运气好、任务容易的人

55.【多选题】 归因是个体根据有关信息、线索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原因进

行推测与判断的过程。影响归因的因素主要有（ABCE）。（2021潍坊市高密）

A.社会视角 B.自我价值保护倾向 C.观察位置

D.个体经验 E.时间因素 F.关系因素

56.【填空题】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提出归因依赖的 3种基本信息： 信

息、 信息、一致性信息。（2020泰安）【独特性、一贯性】

57.【单选题】根据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当教师批评学生时，我们既可归因

于学生，比如学生犯了错；也可归因于教师，比如教师爱批评人；又可归因于环

境，比如环境使教师误解了学生。如果（ A ），则应归因于教师。

A.一致性低，一贯性高，特异性低 B.一致性高，一贯性高，特异性高

C.一致性低，一贯性低，特异性高 D.一致性高，一贯性低，特异性低

58.【单选题】李天升入初中后学业成绩“屡战屡败”，他表现的一点也不在

乎，经常说“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听天由命吧”一类的话，李天的状态被称为

（ D ）。

A.焦虑 B.认知功能障碍 C.抑郁 D.习得性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