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西效应对小学啦啦操训练兴趣的影响探究
陈小梅

（福建省漳州南太武实验小学，福建 漳州 363122）

摘 要：小学啦啦操作为校园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式，

既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 又对校园文明建设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运用德西效应的啦啦操训练组在少儿舞蹈啦啦操

训练中，大多能激发学生兴趣，可一旦设置不好，学生训练兴

趣反而会降低。因此，我们在啦啦操训练中教练应注意避免德

西效应，从而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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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效应是啦啦操训练者预先设计的奖励规则或办法。
为达到一定的研究目的，训练者用了不同的奖励规则。 比如，
在奖励的实践上，采用结果奖励或是过程奖励。 也就是说，奖

励是在啦啦操训练进行中给予被试， 还是在整个啦啦操训练

任务完成后再给予奖励；在奖励物的类别上，是物质奖励，还

是精神奖励；在奖励的额度上分为高额奖励和低额奖励，具体

指在啦啦操训练设置中， 对于被试来讲奖励物价值的相对大

小。 这些不同奖励条件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德西效应。
一、德西效应对小学啦啦操训练兴趣的影响

（一）接受奖励的学生的反应

根据对接受了啦啦操训练者实施的德西效应的学生的调

查，有关于学生的心情体验，经统计，接近 68%的学生在接受

啦啦操训练者使用德西效应的时候心情非常愉悦，29%的学

生体验感一般，只有剩下 3%的学生是不太愉悦的。 对于大部

分学生来说，意味着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啦啦操训练者的肯定，
感到自己优于其他人，因此会觉得心情愉快。而其中也有部分

同学，对于自己获得啦啦操训练者的肯定没有那么愉悦。一部

分同学认为啦啦操训练者使用的奖励没有吸引力， 这部分同

学表示，“老师就是嘴巴表扬一下”，这说明学生对于啦啦操训

练者使用的奖励不太满意。
（二）小学生对德西效应的看法

如果要发挥好奖励的作用， 一方面啦啦操训练者要对自

己的行为有一个标准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了解学生

群体对德西效应的看法， 两者结合才能将奖励的效果发挥到

最理想的程度。如果教育者在制定德西效应的过程中，充分考

虑学生本身的意见，采取其中合理的成分，那么德西效应更能

激发学生的获得欲望。 将小学生对德西效应的看法分为两部

分， 分别是学生对于已有的德西效应的看法和学生对于德西

效应的建议。在我所调查的这部分小学生中，很多学生都提出

了自己会因为获得奖励而开心。大部分同学表示，当自己经常

受到某门功课啦啦操训练者的奖励时， 自己会对这门课产生

更大的兴趣。对于在自己班级中存在的德西效应，部分同学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啦啦操训练者在使用

德西效应的时候没有注重评价标准的差异性， 有些同学很努

力了但是依然得不到理想的奖励； 第二类是啦啦操训练者在

奖励物设置方面没有考虑学生本身的意见， 了解本班学生的

需求；第三类是认为有些德西效应让他们自己来设计，而不全

是由班主任设定； 第四是提出啦啦操训练者程度的德西效应

经常不能及时兑现， 有时候时间久了啦啦操训练者就把奖励

忘记了。
二、应用德西效应提升小学啦啦操训练兴趣的建议

（一）控制德西效应的使用频率和时机

一个啦啦操训练者在教学和管理中， 必然会使用各种各

样的德西效应。使用德西效应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奖

励使用频率过高，可能会失去奖励原本的意义。当学生的一个

行为频繁受到奖励的时候， 部分学生可能会出现一种不屑心

理，容易产生这个奖励很好拿的错误想法。在使用奖励的过程

中，啦啦操训练者应该合理地控制好奖励的次数。 另外，如上

文提到的奖励的行为对象问题， 啦啦操训练者要区分这个行

为是否值得进行多次奖励，如果不值得进行多次奖励，那么就

要主动避免奖励泛滥的情况。外部奖励的进行要及时。不要等

到学期末时，才奖励学生。当班级学生出现了良好的值得奖励

的行为的时候，就应该及时进行奖励。 奖励到达的时间越长，
奖励的效果可能就越不理想。 如果学生认为自己的这个行为

可以得到啦啦操训练者的奖励， 但是啦啦操训练者的奖励偏

偏短时间内没有实施，这会弱化学生的行为，也会使得奖励的

效果打折扣。心理学上提倡的强化，也非常强调强化物的及时

性，出现良好行为的学生如果得到了及时地强化，奖励效果就

会更加理想。
（二）确认学生的行为是否值得运用奖励

学生的行为可以分为内部动机驱使的行为和外部动机驱

使的行为。 外部动机驱使的行为是指学生为了获得他人的认

可或者是评价而产生的行为， 内部动机驱使的行为是指学生

内心主动去做某个行为，是学生本身想要把某个事情做好，对

于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减少或者是不奖励。如果对内部动机驱

使的行为进行了不恰当的奖励，反而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一定

的消极影响。 这就提醒使用奖励的啦啦操训练者们，当学生对

于某项任务表示感兴趣时，要仔细斟酌这个行为是否需要物质

奖励的刺激，尽量通过这个活动本身去激发学生，不该用物质

奖励的时候就不使用某些不必要的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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