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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拥挤效应”指当内部动机是行为发生的首要条件时，外部激励会削弱个体从事该行为的内部动机

水平。教学行为本质上是由教师内部动机推动的创新行为，因此，质疑简单地使用外在奖励以激励教师教

学行为的做法。为了更好地使用外在奖励，建议：（一）教学动机培育与激励制度设计一体化；（二） 

以教学自主权的拥有来培育教学动机；（三）“外部激励”应聚焦于教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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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内许多高校又开始了新一轮重视本

科教学的热潮。各学校在原有激励政策的基础

上，又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教学教研激励政策。例

如，在教学上，设置了诸如“教学名师”、“教坛

新秀”、“课堂教学优秀奖”、“教学创新奖”、“人

才培养突出业绩奖”等一系列评奖活动。在教研

上，也设置了各级各类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这

些激励政策密集出台的背后，在教育管理者心中

存在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就是基于教师教学

教研动机的外部激励政策，会进一步增强教师教

学教研的积极性。那么，通过出台各类激励政策，

真的能够提升教师教学教研的积极性吗？本文

基于动机的“拥挤效应”（Crowding effects）原理，

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人的行为积极性的两种定义：“动机”

与“激励” 

教师教学积极性属于教学“动机”与“激励”

范畴。教学动机是教师教学行为的内部动力和原

因，也是学生学习动机生成的源泉之一。教育管

理者的重要职能就是选择恰当的方式，激发和调

动教师教学动机。 

（一）“动机”与“激励”的概念 

“动机”与“激励”是心理学两个最令人困

惑的概念。因为，“动机”与“激励”的英文词

汇都是 motivation。但是，在中文词汇中，心理

学将 motivation 译作“动机”，而经济学和管理学

则译作“激励”。事实上，这种差异表明了不同

学科对 motivation 一词的不同理解。其实，就心

理学本身而言，对动机的涵义也存在各种不同的

看法。例如，“需要”（demand）、“驱力”（drive）、

诱因（incentive）和平衡（equilibration）等概念，

都具有推动行为的动力作用，但是，每个概念强

调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尽管如此，综合起来看，

心理学有关人的活动动机概念涉及前后有序的

两个方面。第一，是动机产生的心理机制，第二，

是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一般认为，动机产生的心理机制是，当人的

某种“需要”（生理和心理）产生或未得到满足

时，便使人产生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失

衡)。这时，“需要”作为“动机”产生的内因仅

仅是“动机”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满足

“需要”的“目标”（外因）出现时，需要才转

化为直接推动行动的“动机”。因此，“需要”对

行为而言只是间接原因，而“动机”是个体行为

产生的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是

没有目标的“动机”，“动机”是目标出现后的“需

要”。“动机”一旦产生，它的作用就是引起行为、

维持行为并指引行为，即通过行为满足个体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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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需要，从而恢复个体的心理平衡状态。 

综上所述，人的“动机”与行为是在“需要”

的基础上产生的，“需要”是前提，如果没有需

要，也就无所谓动机和行为。人们产生某种需要

后，只有当这种需要具有某种特定目标时，需要

才会转化为动机，动机才会成为个体行为的直接

动力。但是，并不是人的每个动机都必然引

起行为，在多种动机下，只有优势动机才会

引发行为。 

在经济与管理学中，“激励”是指管理者持

续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即组织通过设计适

当的外部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一定的行为规

范和惩罚性措施，借助信息沟通，来激发、引导、

保持和规约组织成员的行为，从而有效地实现组

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的活动。 

（二）“动机”与“激励”概念的本质区别 

比较心理学和经济与管理学对动机的论述

可以发现，在心理学的视野中，人的动机产生过

程，就是在需要的平衡化作用下，对能满足其需

要的外部目标（诱因），主动搜寻、选择、评估

的认知过程。该过程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

动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而在经济与

管理学的视野中，个体动机的产生是被组织设计

的“被动机”过程，是管理者将被管理者的处于

潜伏状态的需要，按照组织的要求，有选择地激

发和调动起来的过程。所以，人的行动具有“被

动”性质。心理学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强调个体

动机产生过程是人主动地寻找、选择适合自己需

要偏好的目标、展现个性力量的过程。而经济管

理学则假定人的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性，当没有

规则约束时，将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人是

需要被他人（组织）设计、操纵的。管理者实施

激励，就是想方设法做好员工的需要引导和目标

引导，刺激和强化员工的组织目标动机，从而实

现组织目标。笔者认为，正是对人性以及对人的

动机产生过程的“主动”与“被动”理解不同，

使得心理学用“动机”而经济与管理学用“激励”

来定义 motivation。 

事实上，“动机”和“激励”概念中包含的主动

与被动性，恰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动机

产生的复杂性，反映了动机产生的自主和他主的

两面性。据此，笔者把含有主动意义的 motivation

称为“动机”，有被动意义的 motivation 称为

“激励”。 

二、“拥挤效应” 

（一）“内部动机”与“外部激励” 

在动机与激励问题上最令人关注的是人的

动机与激励的相互作用。心理学家 Deci 将动机

分为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部激励

（extrinsic motivation）。[1] Deci 认为，内部动机是

个体出于对行为本身的兴趣和行为结果带来的

满足感而从事某项活动，并表现为自我保持特

征，它直接指向自我定义的目标和活动的执行。

如教师对教学过程本身感兴趣并从教学过程中

获得满足，但不对课酬、待遇等感兴趣的动机过

程。外部激励指个体为了达到一个外在的、与行

为本身可以分离的结果而从事某项活动，其主要

特征是行为者关注外在奖励和外在认同。如为报

酬和奖励而教学，而不是对教学过程本身感

兴趣。 

（二）“外部激励”挤出“内部动机” 

内部动机与外部激励相互作用时表现出一

个奇特的现象，即“拥挤效应”。它指在某些利

他主义行为或当内部动机是行为发生的首要条

件时，外部激励会削弱个体从事该行为的内部动

机水平。Titmuss[2] 首次明确指出，外在激励在某

些领域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他对英国无偿献血制

和美国商业献血制进行比较后发现，对献血者提

供货币补偿（外部激励）往往会降低个人的公共

责任意识和献血意愿(内部动机)，从而减少献血

总量（献血行为）。Frey 等[3] 在瑞士进行的关于

在当地建设核废料站的公众支持调查也支持上

述结论。当提供货币补偿时，公众支持率从 50.8％降

到了 24.6％。为了证明这一结果，是由于外在货

币奖励“挤出”了居民的内部动机（公民意识） 

所致，作者通过用个人风险偏好、负经济效应等

因素对支持项目的决策回归，证明居民的决策是

理性的经济行为；同时，作者还通过问卷调查，

排除了上述结果的另外两种可能解释：即居民面

对货币补偿而拒绝项目建设是为了得到更多补

偿的策略行为，以及把补偿看作项目危险程度的

标志。其他类似的研究也证明，“挤出效应”存

在于劳动力市场、儿童日托、航空公司、免税等

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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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激励的“拥挤效应”，推翻了传统理

论把激励等同于外在激励（即工资或报酬）以及

“外部经济激励的增加能正向促进代理人的努

力水平和产出”的经典假设。该假设是，代理人

的努力对其自身有负效用，外在经济激励作为对

努力的补偿，相当于“努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

格。因此，激励理论与经典供给理论关于“价格

提高将增加商品供给”的假设便一致起来。据此

可以推论，对教师教学的努力实施报酬之外的奖

励，将进一步促进和提高教师教学积极性。但是，

上述动机的“拥挤效应”，推翻了经典理论假设

和我们的经验常识。经济学家 Kreps 对“拥挤效

应”（外在激励挤出内在动机）的解释是，外在

激励可能改变了代理人原本的效用函数，把代理

人的关注重点从任务本身吸引到外在激励上，从

而分散了代理人的注意力和妨碍更多努力水平

的实现。[4] 

三、怎样破解“拥挤效应”困境 

为避免动机“拥挤效应”的发生，学术界提

出了不少理论和解决方法。这些理论对当前高校

教学改革中的激励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一）外部激励内在化理论 

Deci 关于内部动机的研究在教育领域获得

了广泛支持和应用。研究发现，由于社会角色等

外在要求，内部动机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大而递

减，在许多情形下，成人对于特定任务基本没有

纯粹的内部动机。据此 Deci 提出了价值和行为

规则的内化理论，并按照行为动力的大小把动机

细分为:完全无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激励。其

中，完全无动机即行为人完全没有主动进行活动

的动机，内部动机指行为人完全依靠内部动机进

行活动，外部激励则介于两者之间。Deci 指出，

通过强化人的归属感、成就感和自主性，可以使

无动机或外部激励不断向内部动机靠拢并逐渐

内化为内部动机。这些强化方法包括文化宣传、

提供适当的挑战和积极反馈、使行为者认同行为

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等等。 

（二）双因素理论 

管理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

提出双因素理论（Two Factors Theory），[5] 精确区分了

影响人的工作满意与不满意的两类因素。“工作

内在因素”是指与工作直接相关的因素，如成就、

工作本身的挑战性、责任、升迁等。“工作外在

因素”是与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因素，如薪酬、福

利、工作环境等。他认为“工作内在因素”对员

工起到至关重要的动机作用。据此，他提出用工

作丰富化、授权、目标管理等方法，来激发人的

内部工作动机。 

（三）内部动机识别和匹配理论 

在内部动机概念引入经济学之前，人们已经

发现，个体对努力程度的偏好存在“差异”，并

试图通过工资制度的设计对其进行识别和匹配

以提高产出。内部动机概念的引入使理论家们开

始从关注人的努力程度差异，转向识别和匹配工

作偏好的人。通过机制设计，使具有某种内部动

机特征者与类似的任务或人匹配，可提高生产效

率。Besley 等[6] 把具有内在动机的人称为“自我

激励的人”（motivated agent），同时把经济体分

为两个部门:以利润为导向和以使命（mission）

为导向的部门。在使命导向部门（如学校），可

通过适当引入竞争，让多个学校各自选择不同的

目标或使命，教师通过职业选择来匹配与自己目

标一致的学校。由于学生和教师对学校有不同的

偏好，通过让各个学校在不同的教学宗旨和方法

之间进行多样化选择，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广泛

的选择机会，从而达到学校和类似偏好的教师、

学生之间的匹配，以最大化其内在教学和学习动

机，从而提高教育成效。 

四、启示 

人的内部动机与外部激励既有优点，又有不

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互为补充。上述围

绕内部动机与外部激励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同样

适用于教育领域。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对当前教

学、教研奖励政策和制度设计提出尝试性策略。 

（一）教学动机培育与激励制度设计一体化  

根据上述理论，动机“拥挤效应”的产生非

常复杂，是个性、学习经验以及外部激励政策设

计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动机培

育和激励的政策设计上要具有战略眼光，切忌局

部化、片面化和临时化。例如，教师的教学动机

其实是一种内生性动机，是诸如“人类灵魂工程

师”的社会职业角色期待的结果。在职前和入职

教育时，准教师已将其内化并将之视为其专业特

质。而目前教师教学动机的普遍弱化（如果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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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否需要反思孤立的各级各类教学、教研

奖励（有些甚至是“重奖”）的适当性？ 

外部激励的目的不是为了激励而激励，而是

使外在激励背后体现的价值不断向教师内部动

机靠拢并逐渐内生化为内部动机。而达到这一目

的的方法有多种选项，奖励（包括“重奖”）只

是选项之一，而持之以恒的教师价值文化宣传，

教师教学过程自主权保护等，都可以是选择的方

法。这些年，我们太注重“短、平、快”的奖励

和宣传，而忽视了教师崇高职业的文化宣传、灌

输和熏陶，忽视了教师教学动机的文化培育，这

可能是当前教师教学动机普遍弱化的主要原因。 

（二）以教学自主权的拥有来培育教学动机 

研究表明，创造性的任务和多任务问题(即

管理层不清楚且不能分解的目标任务)的解决，

需要个体的内部动机驱动。由于教育教学工作具

有创造性和多任务性特征，外部激励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需要主要依靠教师内部动机促进教学任

务的完成。所以，学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

如何培养、保护和激励教师教学的内部动机。过

度地监督会使教师工作表现趋于表面化，从而偏

离教育教学工作的本质。 

当前基于教师教学动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有关教师教学自主权（Teacher Autonomy）

的研究。[7-8] 综合国内外研究，教师教学自主权

是指教师控制和支配自己所教课程和教学情境

的权利。教师自主权对教师形成良好的教育教学

观点和态度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自主程度越

高，其工作动机和责任心就越强，越忠于职守。

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在教学指导过程、教学方法

选择、学生学习调控、学生学习动机培养，以及

学生发展评价等方面应给予教师充分的自主权，

这对提高教师教学动机水平和教学工作效率具

有积极的意义。 

（三）“外部激励”应聚焦于教师质量 

由于教学过程的多任务特征，需要教师的内

部动机以保证教学投入。但是，由于教学投入是

管理者不易辨识的个体私人信息，常常与教师个

人的“搭便车”行为混在一起。另外，与外部激

励相比，内部动机的改变也比较困难。第三，内

部动机并不总是利他主义或与组织目标一致的

动机。内部动机的这些缺点，需要具有导向作用

的外部激励存在。 

当前，国内外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研

制严格的教师专业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是评估教

师教学表现的外在尺度。从外部激励内化理论来

看，教师专业标准也是一种需要被内化为教学动

机的外部激励。教师专业标准的导向作用，使得

教师自觉地对外负有寻求工作挑战性、对内负有

寻求符合身份的价值观和能力的责任。因此，具

有评价功能的专业标准，既具有规范职业的功

能，也具有导向激励的作用。 

专业标准的研制应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

阶段性。基础性指它表征了教师职业的基本结

构，战略性指它涵盖了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教师

职业要求，从而尽量减少临时性政策激励，以避

免动机“拥挤效应”发生的概率。阶段性指教师

专业标准应该具有不同职级的标准内涵，使教师

通过长久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实践，将不同职级的

外在专业标准逐渐内化为稳定的教育教学动机，

并通过反思性自我评价，不断提高专业质量。 

总之，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既是一个主动的个

性化问题，也是一个强制的管理制度问题。管理

实践中如何取得二者的平衡，动机“拥挤效应”

及相关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权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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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otiv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 of the “Crowd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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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wding effects” refers to the undermining of the individual’s internal motivational level of conducting this 

behavior when internal motiv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a behavior to take place. The behavior of teaching is by nature an 

innovative behavior driven by teacher's internal motivation. Thus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policy for it simply uses extrinsic 

rewards to motivate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use extrinsic rewards,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otiv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and motivation systems; (b) teaching motivation should be 

fostered by teaching autonomy; (c) “external motivation” should focus on teach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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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e Yi Lu Librar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work of Zhu Xueqin and his son 

Zhu Cheng, the library witnessed steady expansion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collections. The Zhus were also devoted to 

the compiling of catalogues and printing of series of books.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was finally presented to Shanghai Library, 

a good fate for the rare books of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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