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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是北京市教委在

2015年启动的职业教育改革项目， 这项改革项目将基础教

育、 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贯通起来， 通过人才培养综合改

革，培养具有较强职业拓展能力的国际化、高水平、复合型、
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①。 贯通基础阶段的学生年龄大多处于

15岁至17岁。 为了充分了解这阶段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我

们进行了问卷调查。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贯通基础阶段

学生在学习自主性、自制力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以往对课

堂问题行为的研究大多从学校、教师和家庭三个方面着手，
力求为学生的学习成长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现有研究对

学生成长的内部条件则关心较少。 本文将从学习动机理论

视角出发， 深入分析影响贯通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堂问题

行为的内部因素。
二、贯通基础阶段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现状

课堂问题行为是指发生在课堂情境下的， 不能遵守社

会公认的正常学生行为规范、偏离同龄人标准的行为②。 现

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各种上网、聊天等软件的盛

行，使得一些自制力低的学生很容易被其吸引，导致其在课

堂上不能专心致志地听讲和学习，而是低头玩手机，影响课

堂教学质量。 尽管已对贯通基础阶段的学生实行了禁止携带

手机进入课堂、教室安放手机收纳袋等措施，还是没有取得

实质性的效果。 通过调查了解，我们发现贯通基础阶段学生

的课堂问题行为主要集中于上课玩手机和睡觉。 因此我们对

上课玩手机和睡觉的行为频率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表1 上课玩手机、睡觉的调查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只有25.93%的学生上课不睡觉、不

玩手机， 其余74.07%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上课睡觉和玩手

机的情况发生。
为了充分了解学生出现课堂问题行为的内部原因，我们

从学业期望、课堂积极性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图1 对贯通阶段学生的学业期望调查

从图中可以看出： 分别有40.07%和48.99%的学生选择

了“本科后就业”和“本科后继续深造”。大多数学生希望能够

读完本科，完成整个贯通培养项目。 有6.57%的学生选择了

“不清楚”， 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现在的学习生活及未来

处于茫然的状态。
表2 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的调查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有一半的学生对自己喜欢的科目或

老师才会积极一点，对于不喜欢的科目或老师，参与课堂讨

论就是不积极的态度。 此外，4.55%的学生无论是哪门课程

都表现不积极。
三、贯通基础阶段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原因分析

1.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成就动机。
动机的概念来源于1918年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出版

的《动力心理学》。 动机是由于个体的需要而唤起了个体的

行为并且维持这个行为， 使这种行为朝向某一目标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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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问题行为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促进基础阶段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消极影响。 本文从学

习动机理论出发，认为学生产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成就动机；缺乏学习兴趣，内部学习动机

不足；学习动机强化不足三个方面。 通过对课堂问题行为的内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为贯通基础阶段教

师更好地创造促进学生学习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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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理状态。 奥苏伯尔认为成就动机由认知内驱力、自我

提高的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组成③。 认知内驱力是学生渴望

对知识的了解和理解，想要认识并解决问题的一种倾向。 认

知内驱力多是从好奇的倾向中派生出来的。 贯通基础阶段

的学生由于不参加高考，一时之间找不到明确的学习目标，
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学习什么，应该学习什么。 自我提高内

驱力体现为个体要求凭自己胜任工作的才能和工作成就而

赢得相应地位的愿望。 由于没有高考指挥棒，贯通基础阶段

的学生在学业上压力很小， 他们不再执着地追求学习成绩

名次或者其他成就。 附属内驱力表现为学生为了得到家长

和教师等的认可和赞许而努力学习的一种需要， 也是一种

外部动机④。 对于贯通基础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只求可以

顺利转段，对老师和家长的赞许不是特别看重。 在这些情况

下，贯通基础阶段学生的成就动机就减弱了，学习上不能全

力以赴，课堂开小差，玩手机或睡觉的情况不时发生。
2.缺乏学习兴趣，内部学习动机不足。
内部学习动机是指人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引起的动机。

对于贯通基础阶段的学生来说，在新的学习阶段理应对学习

新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他们刚从比较严苛的

中考阶段脱离，在没有高考压力的情况下，很难从内心深处

激发学习渴望。 自主学习意识不强，很容易思想松懈，有的甚

至出现厌学情绪。 比起教师的知识讲授，无论是否是自己喜

欢的课程，手机的娱乐功能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 一

旦失去对课堂学习的兴趣，内部学习动机不足，那么学生在

课堂上玩手机、睡觉、不参加课堂讨论等行为就会时有发生。
3.学习动机强化不足。
巴甫洛夫和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义强化理论认为强化

可以促进学习动机， 正强化和负强化都能对学习产生激励作

用。 贯通基础阶段学生课堂上玩手机，主要是缺乏学习动机的

负强化。 虽然有明确的手机不进入课堂的制度，但是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总会有偏差。 有的学生有两部手机， 只上交一部手

机，上课偷偷玩另一部手机。 有的教师对于玩手机的学生知识

口头提醒或警告，没有实质性的惩罚措施。 玩手机或睡觉的同

学没有受到惩罚，比如训斥、扣分、期末不通过等，既不会给其

他同学以警醒作用， 又不会使这些课堂问题行为的学生从中

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从而加强对自己的约束。
四、贯通基础阶段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建议

1.明确学习目标，增强成就动机。
布朗等人研究发现：凡是设立具体学习目标的学生，其

成绩都比较优异，而且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反之，未设立

学习目标者，成绩都比较差，而且常有行动迟缓、裹足不前、
缺乏学习兴趣的表现⑤。 学校可以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等

课程，尽早引导贯通基础阶段的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以持续激励其不断学习。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学习偶像身上

的优异品质，采用座右铭等不断激励自己，指导学生树立学

习目标。 当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真正明白自己想要做

什么，成为什么时，在目标的驱使下，学生就会减少课堂问

题行为，开始自主学习。
2.激发学习兴趣，加强内部动机。
夸美纽斯曾说：“兴趣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 学生的

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强大动力。 ”对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课

前通过有趣的课堂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的

好奇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知识讲解和生活经验、话题

聊天结合起来，既能增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又能充分了解

学生的真正所想。 当学生对课堂内容充满兴趣与求知欲，自

然而然减少对手机的沉迷与依赖， 积极加入教师的课堂讨

论当中。
3.反馈及时，奖惩结合。
学校应从制度上保障教学秩序， 对时常出现课堂问题

行为的学生予以惩罚，这样才能对其他学生起到警醒作用。
教师发现学生出现课堂问题行为时应及时制止， 给学生起

到正强化的作用。 教师对上课玩手机、睡觉、不参加课堂讨

论的学生可以采取表演节目的方法，既可以维护教学秩序，
又可以活跃课堂氛围。 斯金纳用实验证明正强化比负强化

的作用更好， 学校和教师可对上课遵守纪律的学生进行加

分、评优等奖励措施，促进课堂问题行为的学生有动力改进

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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