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积极的动力

《探索积极的动力》选自山师大版高中全一册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

提示或建议：问题导入：你们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吗？你是怎样确定的？你在学习

你的爱好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累？然后请同学举手回答：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球、跑步、唱

歌……学习不觉的累……。

教师总结：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对学习者有着神奇的驱

动作用，能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为高效。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关于兴趣

点的自我检测。也许它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请你仔细阅读下面的问题，根据自

己的喜爱程度在每道题后面相应的数字上打钩。

二、教授新课

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学会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难点是通过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将兴

趣转化为动力。

（一）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教师总结：兴趣是指人们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

动时表现出的心理倾向，它是以认识和探索外界的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追求真理

的重要动机。当兴趣指向某种活动时，这种动机就叫做爱好，如对体育、绘画、书法活动的爱好

等。人们在符合兴趣爱好与爱好的活动中会表现出巨大的积极性，体验到快乐、满意和肯定等

积极情绪。

（二）学生讨论，兴趣爱好对于一个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对一个人的生活和活动有巨大

的作用，以及事例分享。教师总结：兴趣对一个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对一个人的生活和活动有

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pt 展示）

1.对未来的活动起准备作用。

2.推动正在进行的活动。

3.促进活动中的创造性。

4.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的作用。

（三）引导学生对于兴趣爱好作用意义进行讨论。教师总结：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人的兴趣不仅是在学习、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认识和从事活动的巨大动力。兴趣可以

使人智力得到开发，知识得以丰富，眼界得到开阔，并会使人善于适应环境，对生



活充满热情。兴趣对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起巨大作用。

三、拓展延伸

以提问方式，请同学们思考怎样在学习兴趣的基础上，激发学习动机，能使同学们心情愉

快地学习，高效率地学习，使同学们的学习更有目的性和方向性？教师总结：为了有效的培养学

习动机，同学们可以尝试以下的一些方法：（ppt 展示）

1.树立恰当的学习目标。

2.进行正确的归因。

3.适当地开展竞赛。

4.充分利用学习的反馈信息，认真检查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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