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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eller的ARCS模式
ARCS是美國約翰凱勒(John Keller)教授以他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的系統化設計模式為基礎，

整合動機理論與相關理論所提出的動機模式。他認為任何一種教學設計所發展出來的教材，

若無法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或專注，學習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因此，約翰凱勒期望ARCS動機模式能提供教育工作者針對學生動機需求，確認與了解教

學的設計策略，以激發學習動機，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與表現。



What is ARCS
於1984年提出ARCS動機設計模式，將之區分為四個要素，目的在於幫助課程設計或改進
教學。

ARCS指的是

Attention(注意)、Relevance(相關)、Confidence(信心)、Satisfaction(滿足)四個要素。

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此四要素的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

Keller, J. M. (1987).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 ARCS model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10(3), 2-10.



(一)引起注意（Attention）

在此模式中第一要務是要引起興趣和維持學生注意。如果學生對一個主題沒有相當的注意
力與興趣，則學習成效必不佳。要引發學生的注意並不難，但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學生
持續注意力與興趣於課程上。另外，在教材中運用各種不同的設計策略，以維持學生對該
知識的新鮮感，也是必要考慮的。

（二）切身相關（Relevance)

模式中的第二要素是讓學生對學習產生切身相關的體認。雖然新鮮的事物能幫助注意力的
集中，人們對於任務性的學習，卻往往傾向結合與本身已熟悉與了解的知識。因此，符合
學生的特性、知識與文化背景的設計，對於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是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
除此之外，教師可善用技巧說服學生這個課程與將來生活和工作生涯有相關，即學習者亦
須覺知到個人的需求被教學所滿足。因此，教學必須符合學生目標，讓學生認識參與教學
活動的優點，並妥適地把握熟悉感，連結學生的先前經驗，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建立信心（Confidence）

信心與學生對成功或失敗的預期有關，且會影響學生實際的努力與表現。教師在成功地引發學
生注意力與輔導學生對學習產生切身相關之後，若是忽略了學生原本就已經對某科目產生了畏
懼心，覺得它過於困難；抑或覺得內容不具挑戰性，過於簡單，此兩者都將扼阻學生學習動機
的維持，影響有效的教學與學習，此即信心問題。因此在教學計畫中，設計配合學生個別能力
的課程，協助每個人獲得成功，確保其繼續學習的信心。

（四）獲得滿足（Satisfaction)

滿足感是學生對習結果所產生的一種評價，個人的滿足是動機能繼續下去的重要因素。提供學
生學習的滿足感，最直接的方式便是讓他們經由自我表現的機會，將所學的知識概念或動作技
能運用於環境中。所以，教師在教學時應維持公正，注意課程起始目標是否與學生所學的結果
吻合；運用內、外在增強的回饋方式，並提供情境化的學習讓學生體驗知識得以學以致用的滿
足感。



ARCS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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