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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开发的道与术前言　课程开发的道与术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心理研究专家爱德华·德西在1970年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道具是7块形状各
异的木头，只有一种方法能把它们拼成一个大立方。他招募了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分三次来进行实验。

第一次，志愿者的任务是把7块木头拼成大立方，无偿的。志愿者很快就投入到玩木头游戏中，即便过
了规定8分钟的时间，许多人还在兴致勃勃地继续拼。

第二次，志愿者被分成两组，还是原来的任务，但第一组仍然是无偿的，而第二组一旦拼成功就会有一

美元奖励（1970年的一美元对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数目）。结果，第二组志愿者拼得更积极了，花的时间
也更多。

戏剧性的事发生在第三次。第三次，实验又恢复了第一次的规则。爱德华发现，那些在上一次实验中得

到一美元的学生，在这一次实验里，积极性和花的时间大幅减少。

这个实验证实了一个心理学理论，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就成

为一种回报，而外在动机，回报来自于行为之外的东西，而非行为本身，比如金钱、奖励、加分、荣誉

等。

对于学习这件事儿来说，内在学习动机是因好奇心、求知欲、自尊心、责任感、学习兴趣和成功感等内

部因素所引发的学习动机。内在学习动机所追求的目标是学习活动本身，不追求学习活动之外的目标，

其作用具有持久性。外在学习动机所追求的目标则是学习活动之外的目标，通常是由长者、权威、领导

或群体提供的分数、奖金和职称等外部引诱而产生的，若外部引诱消失，行为便不能持久。

学习的内在动机来自于知识获得与问题解决带来的愉悦感。

很多神经学家猜测，当你解决一个问题时，你的愉悦感来源于你的大脑奖励给自己的少量多巴胺——这
是一种对大脑的愉快系统很重要的且存在于自然中的化学物质。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在课程开发的时候，尽量把设计思路放在激励内在动机而非外在动机？我们

有哪些方法是可以激发内在动机而非仅仅激发外在动机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挑战：请找出下面两张图中的不同之处，据说有五处不同。

这是很多人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翻开航空杂志，寻找这样的游戏（一般都

有），每次找到答案后就会环顾一下左右，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没有人在我找到答案后给我哪怕一

毛钱，为什么我每次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这个游戏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就是说激发了我的内在动机，

所以做这个游戏本身就能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

激发内在学习动机有三个关键词：好奇心、挑战性和参与感。

第一个关键词：好奇心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新奇的事情本身可以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比如雾霾是怎样产生的？孙楠为什么退

赛？但在课程开发时不能这样简单粗暴地提出问题。

有些经验不足的培训师往往一上课就直接问学员：你们部门最近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大家以小

组讨论跨部门沟通的难点在哪里，等等，结果等待老师的往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哪怕老师使尽浑身解

数去引导，学员讨论出来的也是不尽如意、几乎雷同的答案。

难道大家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好奇心？不想知道问题的答案？非也！学员在彼此之间不熟悉的时候，没有

人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夸夸其谈。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恰当的“导入”来激发学员内在的好奇心，而不是



试图仅仅用问题来撬开学员的大脑。

我们曾经为一家企业开发与“创新”有关的课程。为了激发学员的好奇心，我们设计了下面这样的活动来
导入主题。

请一笔连接图上所有的点，看谁连接出来的图最富有意义和创意？

学员做完练习之后，让学员自己投票评选出最有创意的三个图案，然后告诉学员，今天的课程里会有很

多这样的创意练习，也会教很多创意的方法和技巧给大家，这样学员的好奇心就被立刻激发出来。下面

是部分学员的答案，亲爱的读者，你也可以拿起笔，挑战一下自己的创意力。

第二个关键词：挑战性

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学习者只有了解自己在学习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学习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收

益，权衡利弊之后才会对心理努力或者心理投入的付出做出决策。

简言之，只有当学员觉得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趣的，针对实际工作的，能够参与其中的，才会乐意去学

习。

人们都愿意尝试有挑战性的事情，特别是当这个事情跟他的工作还高度相关时。

很多老师反映现在的培训不好做，学员经常会挑战老师，比如：

·这个理论我们已经听过了；

·这个游戏我们玩过了；

·老师讲得太浅；

·老师的内容不够落地；

·老师的方法没办法落地；

……

这些对于老师而言，确实是巨大的挑战。

与其被学员挑战，不如先挑战学员。

我们在帮一个企业开发一门关于“管理技能”的课程时，设计了如下的案例讨论环节。

案例：渴望升职的员工

张飞是公司的销售代表，进公司已经三年了。他上进心强、工作努力、表现出色，却仍然只是个销售代

表。张飞脾气粗暴，动不动就发火，平日里经常和部门同事吵架。最近，比张飞晚进公司的吴用被销售

经理洪七公推荐，调到别的团队，升为销售主管，这更让张飞非常不爽。他认为吴用论经验没有自己丰

富；论能力，也不见得比自己出色。顶多是比较会讲话，同事们都比较喜欢他，但是也不能光凭这个就

升他做主管呀。于是张飞决定去找经理洪七公谈一谈。

讨论：洪七公应该怎样跟张飞谈？为什么？

这个案例讨论在后来的培训教学中效果非常好，激发了学员的热烈讨论。因为这个案例的设计是有挑战

性的，案例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

经验提出各种观点和办法。



但在案例总结的时候，我们设计了三个维度：完成任务，即有没有完成案例中的任务，是否以任务为导

向，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任务。激励下属，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是命令式的、说服式的，还是激

励式的？发展领导力，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员的领导力是否得到提升。

那么在开发这种挑战性的案例时应该注意什么？笔者根据多年的课程开发经验，认为要注意以下事项：

·来源于实践，是复杂现实的真实体现；

·反映管理环境的非确定性；

·反映竞争环境的时代性和复杂性；

·主要是为培养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服务；

·具备多种方案的选择性；

·给学习者留有广泛的想象空间；

·避免简单因果关系和直线性思维。

第三个关键词：参与感

我们在课程开发的时候会采用以下方式激发学员的参与感。

发给学员小标签，让学员在讲义上标出自己感兴趣的学习重点，老师根据学员关注的重点灵活调整讲解

的深度。

让学员互相出题、互相测试。比如在一个模块的学习小结时，让学员针对这个模块的内容以小组为单位

互相出题，第一组的题目由第二组回答，第二组的题目由第三组回答，以此类推，每次效果都非常好。

甚至我们把手机都用上了，在课程开始环节，我们组织一个学习微信群，在学习过程中让学员把小组结

论发到微信群里，最先发表的三个小组给予特别奖励。在学习结束的收尾阶段，要求学员每个人发三条

学习心得到微信群里。

这些最新手法的运用，极大地激发了学员的参与感，收获了学员的投入度。

如果你深刻理解了以上三点，就掌握了激发学员内在学习动机的诀窍，勤加练习，终将登堂入室，迈进

课程设计的自由王国。

金才兵

上篇　基于认知的课程设计上篇　基于认知的课程设计

第一章　激发学习动机第一章　激发学习动机

第一节　第一节　“三动三动”激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动机

挑战1-1　请将图1-1中的词语连成一句话，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图　1-1

聪明的你可以很快写出这句话：让学员参与进来学习会更简单。

请写下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又是让大家连线又是让大家写感想呢？因为只有当你拿起笔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学习动机才

有可能被激发。而学习动机的激发意味学习有可能真正地开始，而不是假装在学习。所以你在上面的线

上写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这件事。只要你动笔写，学习就已经发生了。

挑战1-2　请在下面写出你的想法

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了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美国政府希望家庭主妇能改变饮食习惯，接受动物内脏

做食品。众所周知，美国人不吃动物内脏，所以要培训这些家庭主妇，让她们接受动物内脏。如果刚好

你是这个项目的培训师，你会怎样做这个培训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部分培训师可能准备大讲特讲动物内脏的营养价值、动物内脏如何好吃，甚至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

大家要共渡时艰等，显然效果不会很好。

心理学家勒温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个实验：把家庭主妇分成两组，一组是听课组，由著名的营养师给大

家讲讲动物内脏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等内容。另一组是讨论组，就是组织大家共同讨论：动物内脏做

什么菜肴好吃。结果，听课组事后只有3%的家庭主妇回去买了动物内脏做菜，而讨论组的比例高达
32%。这就是著名的“改变食物习惯实验”。

这两组的不同之处在于讨论组让大家参与进来了，因为参与了，所以行为改变的效果是没有参与感的10
倍。所以参与感是激发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在课堂上要尽量让学员参与进来，让学员动动口、动动手、动动脑，简称为“三动”。这本书也会设
计很多这样的环节，希望大家能拿着铅笔，边看书边在书上写写画画。

·动动口

·动动手

·动动脑

动动口

动动口的意思是让大家开口说话。现在课堂上有个有趣的现象，老师在台上讲的时候，下面会有学员小

声说话。但真要让大家发言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会鸦雀无声。所以如何让学员开金口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

金口难开一般有下面三个原因：

1.真的不懂

2.不好意思

3.觉得无聊



因为不懂，所以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的问题，这时提问要讲究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从学员知道的知识

开始设问，或者给出一定的提示。

针对不好意思的学员，关键就在于导入部分的设计。不能很突兀地让学员上台分享。比如我们讲“参
与”的重要性，不能一上来就要求学员来分享，而是可以像本文开头的挑战1-1的设计那样，先让大家做
个练习，然后说“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或者采用全班同学共同完成练习的方式来让学员开金口，比如挑战1-3。

挑战1-3　让学员共同练习

请把下列句子中不合适的词划掉

·专家和新手对待同样的信息的做法（相同/不同）。

·与专家相比，信息串的大小对新手而言（较大/较小）。

·一位专业的机械师是通过学习（陈述性/程序性）知识成为专家的。

·当邀请上述这位机械师指导一个小组工作时，通常要把其专业知识转化为（陈述性/程序性）知识。

·学习的三大支持因素是能力、知识背景和（动机/信息）。

·学习者越觉得所学内容（有价值/没有价值），其学习动机越强烈。

·具备强烈学习动机、较高的能力和丰富的知识背景的学习者需要（较多/较少）指导。

·培训活动是对学习者（已具备的知识/不具备的知识）的补充。

注：本练习内容选自哈罗德教授《交互式培训》P49，参考答案也请查阅此书。

我[1]在课堂上让大家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求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出答案，因为大家一起回答问题，就不

会担心回答错了。这样培养学员在课堂上愿意并自然开口回答问题的习惯。

至于觉得无聊的学员，大都是认为老师讲的内容我都已经知道了，没必要再学习了，或者觉得学习是在

浪费时间。这时老师要提高学习难度，让这部分学员觉得有意思，要敢于挑战这部分学员的知道感。

动动手

动动手的意思是让学员在课堂上动手做些事情，而不是抱着双臂听讲。要让学员动手，也需要事先的设

计。

挑战1-4　寻人启事

请在1分钟时间内，用不超过25个字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一篇寻人启事，这个人就是你自己，写完后放在
一起混合，然后每人再在里面抽一张寻人启事，根据便笺纸上的内容找到这个人。找人时间控制在2分
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一个在沟通课堂上运用到的小活动，活动结束后要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写会更高效，更容易让别人通

过寻人启事找到你本人，从而引导到沟通的主题—我们应该如何跟别人沟通。

file:///E:/0%E7%94%B5%E5%AD%90%E4%B9%A6/%E5%BE%85%E5%A4%84%E7%90%86/34%E4%B8%AA%E5%88%86%E7%B1%BB%E7%94%B5%E5%AD%90%E4%B9%A6%E5%A4%A7%E5%85%A8.Epub%E6%A0%BC%E5%BC%8F%206G/%E4%BA%A7%E5%93%81/Section0001_split_000.xhtml#note_link_11


这样的形式就比一上来就讲沟通的定义、沟通的障碍等内容有效得多，学员通过动动手会亲身体验到影

响沟通的主要因素，进而思考、探索如何利用这些因素等。这样学习动机就可以被激发出来。

动动脑

动动脑就是让学员在课堂上动脑筋，通过动脑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我通常用的一个方法是让学员猜

谜语。

挑战1-5　猜谜语

·青一块、紫一块（打一字）

·遇水一片汪洋、遇木一阵花香（打一字）

·遇火挨烧、遇水挨浇，若猜尧字、智慧不高（打一字）

·正月十六娶媳妇（打一成语）

·子时将尽（打一三字口头语）

猜谜语只是一种形式，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学员动脑，本书后面会陆续介绍各种常用方法。

谜语答案：素（青上面+紫下面）、每（每+水=海，每+木=梅）、林（林+火=焚，林+水=淋）、大喜过
望（十五是农历的望，十六就是过望，娶媳妇是大喜）、快一点（子时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将尽是快

到了）。

第二节　什么是动机第二节　什么是动机

这段内容可能相对枯燥，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但是这一段对于理解人类学习者又相当重要，

所以本人将尽力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做些解释。

心理学界的大牛人很多，不可能一一阐述，我们选一些在动机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来介绍。

行为学派的观点

该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奖励系统是激发某种理想行为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行为学研究者一般从外部

力量考虑动机。比如哪些特定的条件会带来何种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影响到该行为再次发生的

可能性。

后来人们延伸和系统地归纳了早期的观点，重点是找出人类的一系列基本需求。默瑞（Murray 1938）归
纳了大量的人类需求，比如，与人交往的需求、控制别人的需求、理解周围世界的需求以及人类最基本

的生理需求。默瑞把这些需求看成是导致我们内心紧张的因素。而我们又必须释放这种紧张的感觉，以

便满足需求。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68）提出了以金字塔形式呈现的人类需求层次模型。这个大家都
耳熟能详，就不展开介绍了。

阿特金森（Atkinson 1964）认为成就动机包括力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中，实际上都含有力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只是以哪种占优势而已。

若以力求成功占优势，即为力求成功者。他们旨在获得成就，最有可能选择成功概率接近50%的任务，
因为这种选择能够提供最大的现实挑战，而对完全不可能成功和稳操胜券的任务，动机水平反而下降。

若以避免失败占优势，则为避免失败者。他们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选择容易的

任务，可以避免失败；选择困难的任务，即使失败了也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减轻失败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师提出问题后，总会有学员积极踊跃地回答，也总会有学员要经过再三鼓励才发

言。所以讲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既要有挑战性，也不能过于困难。

我们在小学的一些学习过程就是按照行为学派的观点设计出来的，如下面造句子的练习。

示例1：造句练习

提示：足球周末

回答：他周末经常踢足球

或：他周末从不看球赛

提示：

电影　周末

喝茶

乘公交车上学

冬天　游泳

晚上　小说

（我们可能已经很痛恨这类学习了。）

认知学派的观点

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人是根据对外部事件的理解来作出反应的，即行为是由人的思维所决定的，而不

是简单地取决于是否能获得奖励、惩罚和满足生理需要。

人类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能够为自己确立目标，并且以某种方式

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

示例2：以s结尾的词

这里有多少以s或’s结尾的词？

s或’s总是表达一样的意思吗？

把以s或’s结尾的词分成四类。

A：If we look at，your mother，Has she got 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B：Yes，she’s got one sister.

A：No brothers？

B：No.

A：OK.Your father’s called John？And your mother’s called Pat？

B：That’s right.

请找出上文中以s结尾的词并把它们归类。这样的学习似乎没有那么机械。



（注：这两个示例选自Marion Williams《社会建构主义模式》。）

建构学派的观点

该学派的理论试图融合行为派和认知派的观点，认为行为既取决于行为结果，又取决于个人信念。每个

人的行为动力有不同的机制，每个人对外部影响有自己的理解。

皮亚杰（Piaget，1966）把认知的发展视为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思维的发展被视为二者不断寻求平衡
的过程，即已有知识与当前经历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由同化和顺应两个互补的过程完成。

同化是新信息在我们的思维中经过改变或修正纳入我们原有知识体系的过程；顺应是修改我们已知的信

息以便接受新信息的过程。将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皮亚杰所称的认识适应的中心过程，这是学

习中必不可少的方面。

杰洛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66）认为，教学的中心目的是培养概念理解力、认知技能和策略，而
不是获得事实性的现成信息。

他提出，任何学习不应该仅仅让我们了解这门课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自我发现、探索更多。

乔治·凯利（Kelly，1955）认为每个人都像科学家一样不断地了解世界，进行他们自己的个人试验、建
构假设，并积极地证明这些假设是否成立，从而建立关于所处环境和所交往的人的认识，这就是“个人
构念”。对于凯利来说，学习包括学习者对信息或事实产生自己的理解。学习者积极地参与到建构对事
物理解的过程中，而且，这种理解因人而异。

传统的观念把学习看作事实的积累或技能的发展。与此不同，建构主义认为从出生那一刻起，个人就积

极地从自身经验中建构个人意义。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身边世界和经历的理解。这样，学习

者就成为学习的中心。

动机的定义

动机可以被解释为：

·一种认知和情感的激励；

·这种激励会带来有意识的行动决定；

·也会产生阶段性的持续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其目的是要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注：该定义引自《社会建构主义模式》。）

第三节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第三节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一个老爷爷在安静地晒太阳，这时跑来一帮精力旺盛的小子在旁边的空地上

打闹，让老爷爷不得清净。一连几天都如此。老爷爷很苦恼，最后灵机一动，叫来领头的小孩，说你们

玩得很好，我很开心看到你们在这儿玩，这样吧，我明天给你5元钱，你还带着他们来这里玩。孩子王
很高兴，玩儿还有钱，当然好啦。过了一天，老爷爷说，今天没带这么多钱，只有2元，你明天还带着
他们来。孩子王有点不太高兴，但还是同意了。又过了一天，老爷爷说，今天没带这么多钱，只有5
毛，你明天还带着他们来。孩子王生气了，说5毛钱就想看我们玩儿，没门儿，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拜
拜。

这个小故事虽然不是真的，但生动地说明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关系，孩子们玩儿本来是天生的内在

动机，但是老爷爷通过奖金将内在动机变成外在动机，最后因为外在动机的不满足而失去动机。因此我

们要警惕，过度的激励会让好事变坏事，从而失去动机。那什么是内在动机，什么是外在动机？



心理学家将学习动机分成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机两大类。

内在学习动机是因好奇心、求知欲、自尊心、责任感、学习兴趣和成功感等内部因素所引发的学习动

机。内在学习动机所追求的目标是学习活动本身，不追求学习活动之外的目标，其作用具有持久性。

学习的内在动机来自于知识获得与问题解决带来的愉悦感。

外在学习动机所追求的目标则是学习活动之外的目标，通常是由长者、权威、领导或群体提供的分数、

奖金和职称等外部引诱而产生的，若外部引诱消失，行为便不能持久。

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奖励或惩罚，我还会做这件事吗？”来区分内在学习动机和外在学习动
机。

学习活动最强大的奖励因素是掌握新概念时所产生的愉快感。很多神经学家猜测，当你解决一个问题

时，你的大脑可能奖励它自己少量的多巴胺——这是一种对大脑的愉快系统很重要的、存在于自然中的
化学物质。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外部动机的强化要谨慎。有研究者发现，如果给予金钱让人们去做他们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很快会对做这件事失去兴趣。他们失去兴趣的速度比没有得到报酬的情况要快得

多，就像上面故事中的小孩一样。

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表扬或奖励会使学习者感觉到他们对学习的参与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不受自己

的控制，因此他们内在的动机就会减弱。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是黑白分明的。有些行为的产生是这两种动机同时作用的

结果。老师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挖掘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第四节　提升内在学习动机，寻找学习的第四节　提升内在学习动机，寻找学习的“心流心流”状态状态

1.以学习者的兴趣和内在需要为基础

调动内在动机，以学习者的兴趣和好奇心为基础。老师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把学习材料和学习活动与学

生的兴趣联系起来，比如：

·使学习材料生动有趣。

·把学习内容与学习者的生活联系起来。

·运用游戏、谜语或其他吸引人的方法。

2.相信学习者的能力：增强控制感和效能感

相信每个学习者都有学习能力，相信每个学习者都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文化理解这个世界。这也会增加学

习者的内在力量，增加学习动机。

总的来说，当学习者感觉自己对环境、学习任务有一定的控制力或发言权时，他们的影响力需求和自主

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因此，进行归因训练，鼓励内部归因，这是内在动机产生的源泉之一。

3.运用反馈原则，同时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对学习者的良好表现进行反馈能够提供内在动机，而对不好的表现进行反馈能让学习者明白哪些地方需

要改进。这两种反馈都是很重要的激励因素。

反馈应该尽可能详细、具体，评语不能咄咄逼人。反馈应该重视、鼓励内部归因——如是否努力，而不
是鼓励外部归因——如运气不好或内容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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