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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机缺失”在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领域里属于较新的问题。回顾国内外研究者对该问题
的研究成果，并对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缺失”原因进行调查分析，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农村英语教师了

解和关注这些原因，帮助英语教师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促进他们的英语学习，提高农村中学英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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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关于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

调查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学生的学

习动机问题。笔者认为，英语教师在关注学生学习动机

的同时，更应关注学生“动机缺失”。而与经济、教育发展

相对较好的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英语学习者存在

更多的障碍和困难。本文以农村初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对他们的动机缺失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希望让更多

的农村教师意识到这些影响因素，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提高教学质量。此外，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

儿童较多，占了调查对象的大半数，但是学术界对于留守

儿童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方面的调查研究较少，本文特意

关注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方面

的差异，期待本次的调查结果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

这一群体更多关注。

１　动机缺失综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于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的积极方面的相关研究已日渐深入，在理论研究与实证

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相比之下，“动机缺失”

（ｄ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属于冷门领域，

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英语教学不仅要了解学习者的

学习动机，引起英语学习者失去学习动机的因素更应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

国外对于动机缺失主要有 ａ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和 ｄ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两种不同的表述。Ａ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是由 Ｄｅｃｉ＆Ｒｙａｎ［１］于

１９８５年最先提出来的，他们指出，动机缺失是指学习者面

对学习时产生的无助感而引起的动机缺失，而不是最开

始兴趣的缺失。该定义倾向于学习者的心理层面。

Ｄｒｎｙｅｉ［２］（２００１）认为动机缺失（ｄｉ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指使人们正

在进行的学习行为或行为倾向减少或消失的具体外部力

量。因此，动机缺失可以看成是动机的对立面。该定义

强调学习者动机缺失的外部力量。笔者认为，学习者动

机缺失既要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内部心理层面

也需要考虑在内，本文将综合上述两大家的观点进行

研究。

随着动机缺失理论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也从实证

研究方面去探讨动机缺失的原因及其对策。在国外，Ｌｕｄ

ｗｉｇ［３］是最早对“动机缺失”现象进行定量研究的。

Ｇｏｒｈａｍ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４］（１９９２）对３０８个大学本科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约２／３的“动机缺失”都

与教师有关。与前面学者不同的是，Ｄｒｎｙｅｉ［２］（２００１）采

取面谈的方式对 ５０个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

其调研结果显示教师因素所占的比例比其他因素比例要

高，其中教师因素包括师生关系、教学方法、教学风格等

等。在国内关于外语学习动机缺失的研究较少。笔者在

中国期刊网中搜索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以英语学习“动机缺

失”为题名的核心期刊，只搜到４篇，如汤闻励［５］撰写的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研究分析等等。

这些研究主要对象是中国的大学生，少有针对农村中学

生动机缺失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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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环境，因此学生们在动机缺失方面的原因肯定存

在着差异，为此，在借鉴以上国外研究者的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农村初中学生的特点展开研究，探索消解英语学

习中“动机缺失”的策略。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问题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次调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

题：（１）教师因素是否是引起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英语学

习“动机缺失”主要因素；（２）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是否

存在性别差异；（３）英语学习“动机缺失”在留守儿童和

非留守儿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２．２　研究对象

为使研究更具代表性，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湖南

省长沙、衡阳、怀化发展程度不同的三地的农村初中，发

放问卷２７３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６５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０７％。其中，男生１３７个，女生１２８个，留守儿童１４８

人，非留守儿童１１７人。

２．３　调查工具

（１）访谈：对５０名初中学生进行访谈，请他们谈谈英

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原因。根据访谈结果，总结出造成英

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以利于下一步调查问卷的设计。

（２）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借鉴了加拿大学者 Ｌｅｇａｕｆｔ，Ｐｅｌｌｅ

ｔｉｅｒ与Ｇｒｅｅｎ－Ｄｅｍｅｒｓ２００６年所编制的学习动机缺失量表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简称ＡＡＩ）。该量表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并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和区分

效度（Ｌｅｇａｕｆｔ［６］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同时结合农村初中具体实

际，对学生描述的学习动机缺失原因进行统计，共得到学

生描述的学习动机缺失２９个原因。（３）数理统计法：利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定量与

定性研究结合，归纳分析数据，找出原因并提出教学

建议。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农村初中学生英语动机缺失原因

学生描述的学习动机缺失２９个原因，即２９个调查题

项。对于题项的回答，“５”表示“完全符合”，“４”表示“非

常符合”，“３”表示“中等程度符合”，“２”表示“非常不符

合”，“１”表示“完全不符合”。通过统计调查表中２９个题

项的描述性数据，可看出大部分题项的平均值均在３．００

以上，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意题项所描

述的因素会削弱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即造成学习者

的动机缺失。尤其有些题项的均数跟教师有关的都高于

３．５，如题项１（上英语课主要讲课文内容，课外的东西少，

觉得没意思）为 ３．９８；题项２１（课堂活动缺乏新意，因此

不想学习英语）为４．０７。除了教师因素外，题项２（记住

单词不久后，以前记过的一些单词又忘了，所以不想记

了）为３．６３，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引起农村初中学生

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很有必

要对中国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缺失”原因

进行调查分析，以此让更多的农村英语教师了解这些原

因，争对问题症结所在，探索出解决方法，从而改善农村

初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以题项５和题项２１为例。

图１是题项５（单词太多记不住，所以不想学英语）的

选项分布图：

图１　题项５的选项分布图

从图１可看出，１４．３％的学生完全受到单词困扰，另

外，３８．７％的学生对于单词太多非常苦恼，数据显示仅有

２．６％的学生没有因为单词太多而影响英语学习兴趣。

如果说语法是骨骼，那么词汇就是血液。要学生能够把

英语学得融会贯通，词汇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

于作为英语初学者的初中学生来说更为重要。如果学生

没有很好地把握词汇，他们对于英语听、说、读、写等方面

就会感觉摸不着头脑，从而逐渐失去了英语学习的信心

及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意词汇的记

忆方法，在课堂上多教给学生掌握词汇的技巧。

图２是题项２１（课堂活动没新意，提不起兴趣）的选

项分布图：

图２　题项２１的选项分布图

从图２可知，有３７．６％的学生完全赞同题项２１的说

法，有２６．７％比较赞同。这说明如果教师的课堂活动没

有新意，学生很难集中精神继续听课。产生该现象的原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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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在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资源还不够完

善。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农村中学中还存在一

小部分英语转岗教师，由于他们本身的英语专业知识有

限，同时没有受过专业的英语教师技能训练，在英语教学

过程中就忽视了对课堂活动新意的把握。与此同时，大

部分老师还是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对于能够激发学生主

动性的新课改教学方式很少用到。

３．２　动机缺失性别差异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中男生１３７人，女生１２８人。男生对于

问卷中２９个题项总分的平均分为１１１．０２，而女生的平均

分为９７．１７，相差约１３．８５。为了调查英语学习动机缺失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所搜集的数

据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见图３）。

图３　男女回答题项所得数据检验图

　　从图３中可看出，其中 Ｌｅｖｉｎｅ齐型方差检验的显著

性概率（Ｓｉｇ．）为０．６０８，该结果明显大于０．０５，表明男生

和女生在动机缺失上的方差是相等的。因此需要看双侧

ｔ检验的结果，如图３所示，总分的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１，

明显小于０．０５的显著水平，表明总分有显著差异。也就

是说男生和女生在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男生动机缺失状况明显重于女生。

３．３　动机缺失在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间差异情况

留守儿童是目前农村教学中的关注热点。叶敬忠

（２００６）［７］指出，所谓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

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及他人来

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本次研究对象中，由父母双方

抚养和管理的（非留守儿童）只有１１９人占４４．９％，而由

父亲或母亲或者他人抚养和管理的（留守儿童）占了

５５１％，充分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比例相差

较大。那么，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英语学习动机缺

失方面是否会有较大差距？差异是否明显？

图４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回答题项所得数据检验图

　　留守儿童对于问卷中 ２９个题项总分的平均分为

１０８．８２，而非留守儿童的平均分为９８．８２，相差约１０。从

图４可看出，独立检验表表明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总分的显著

性概率为０．０２３，该结果明显小于０．０５的显著水平，因此

显示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缺失状况明显重于非留守儿童。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农村初中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缺失的情况得出了三个结论：（１）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动

机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个性及教学能力。主要因素虽

然来自于英语课堂，但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因

素也不可忽视。如，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就对学生的

动机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都在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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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受到教室拥挤，夏天闷热等学习环境的影响。

（２）男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状况明显重于女生。（３）留守

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留守儿童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状况重于非留守儿童。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教育实习经验，同时

广泛吸收了各家之谈，提出三点意见：（１）教师要充分利

用学校资源，采用多样化教学，给课堂营造一种轻松、愉

快、有趣的氛围。同时，教师应该加强对于新课改的学

习，并将学习应用到实践中。教师应该综合考虑中学生

的特性，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班级的教学方法。除此之外，

教师应该有意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因为幽默感能够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２）教师应

当在课堂教学中充分重视男生和女生对于英语的兴趣差

异和认知差异，充分调动男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由于

男生更擅长逻辑和推理，因此在教学时可以指导他们学

好语法，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可在阅读过程的逻辑分析

中渗透。而对于性格相对容易受伤的女生，英语老师在

教学时应注意把握女生心理动态，对于一些错误，少正面

批评，多鼓励。（３）教师应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以缓

解其因父母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独感，从而避免由于孤

独而产生的厌学情绪。应该多举办一些英语主题班级活

动，多鼓励留守儿童参加，让他们在活动过程中，不仅体

会到英语的美感，从而提高学习兴趣，而且让他们感受到

老师的关爱，学会主动与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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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ＬｕｄｗｉｇＪ．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ｒｅ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Ｓｐａｎ

ｉｓｈ［Ｊ］．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３（６７）：２１６－２２７．

［４］ＧｏｒｈａｍＪ，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２（４０）：

２３９－２５２．

［５］汤闻励．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研

究分析［Ｊ］．外语教学，２０１２（１）：７０－７５．

［６］ＬｅｇａｕｌｔＬ，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Ｌ，Ｇｒｅｅｎ－ＤｅｍｅｒｓＩ．ＷｈｙＤｏ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ａｃｋ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ｏ

ｗａｒｄ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５６７－５８２．

［７］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等．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

守儿童学习的影响［Ｊ］．现代教育研究（普教版），

２００６（７）：１１９－１２３．

（责任校对　谢宜辰）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