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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初中生英语学习负动机因素，基于动态系统理论，从学习者因素、语言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维度对来
自不同学校的２３０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显示：学习者自信心下降、学习策略缺失、英汉差异、课程设计不合
理与家庭学习氛围不良导致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下降。就此，提出建立学生归属感、创设浸泡式学习环境、教学风格与学

生的感知风格相匹配等建议，旨在为有效降低初中生英语学习负动机、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供一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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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习动机是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驱动力，也
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国内外不同领域

的学者都曾就学习动机的性质、类型、影响因素等

方面展开了研究［１－２］。研究发现，英语学习动机易

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出现消极变化，致使学习者学习

兴趣下降，最终演变成学习失败。Ｃｈａｍｂｅｒｓ称此
现象为“动机减退”（又称“负动机”），并将它引

入英语教育领域，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也成了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３］。目前，国外学者对此开展的

研究较多，成果也颇为丰富。其研究结果显示，在

众多因子中，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因素最为突

出［４－５］。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以解释性

研究为主，亦有部分描述性研究。学者们不仅从

课堂教学氛围、家庭支持等外部因素角度进行了

研究，还从内部因素（如学习者个人因素）方面来

测试。其研究发现：课程材料、教学设备等外部因

素与学习者的过往失败经历、归因方式等内部因

素都会造成学习者英语学习动机不同程度的减

退［６］。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开展的英语学习负

动机研究对英语教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

而，当下研究大多针对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对基础

教育阶段关注还不够。鉴于此，本研究拟从动态

系统理论视角，以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下

两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抑制动机减退：（１）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哪些因素对初中生英语学习

动机减退有影响？（２）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学生
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

１　相关理论介绍
１．１　动态系统理论

动态系统理论（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起源于力学领域，是一种纯数学范式，其研究中心

是把握系统的演变规律。该理论又称复杂理论或

非线性自组织系统理论。动态系统具有如下四个

特征：一是系统的全面联结性，即处于系统中的任

一变量均与其他变量相互联系，某一变量的变化

会影响其他变量，也称“蝴蝶效应”；二是系统的

非线性发展，动态系统中，结果与原因并未成比例

进行直线发展；三是系统的反复性，系统并未朝某

特定方向进行发展，而是受变量与复杂环境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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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结果产生波动发展；四是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

感性，该概念是指系统初始状态的细微差别会随

着发展而被放大，最终导致系统间巨大差异。其

中，联结性是动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７］。

１．２　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二语习得
Ｌａｒｓｅｎ－Ｆｒｅｅｍａｎ最早将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

习得研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语言学习是一个非线

性发展的系统，语言发展取决于内外资源的交互，

这些资源是完全相联的［８］。二语习得系统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包含诸多内外部因素，如环境因

素、学习者个人因素、语言因素等。任一因素的消

长都会带动其他因素的波动。正因为动态系统理

论涵盖二语习得多因素互动的复杂性、融合学习

者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强调语言系统的变化和发

展，所以它非常适用于指导二语习得研究。

学习动机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运作

和发展同样受学习者内部的心理认知、情感态度

和外部的学习环境、课程内容等因素交互的影响。

因此，研究初中生英语学习负动机只有包含这些

重要因素的动态交互才能反映其真正面目，解释

其复杂性，得到可信结论。

２　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２．１　研究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参加本项调查的对象为湖南

湘潭市某３所中学初三年级２３０名学生。这３所
中学分别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初中校

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创立的民办初中与

民办完全中学，代表了省、市、区重点中学三种办

学层次。

半结构式访谈对象：参加本次半结构式访谈

的９名学生，均为通过与英语老师的沟通，将此次
期末考试成绩与前两年成绩进行对比，发现具有

显著下降趋势的学生。每校均有 ３名学生参与
访谈。

２．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研究工具为两种：

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基本资

料的采集，其次是英语学习负动机调查表。该表

以相关研究（高一虹［２］、刘宏刚［６］等）为基础，依

据戴运财的“二语习得动态模式”进行调整，从环

境因素、学习者因素、语言因素三个维度对学习者

负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问卷共３８题，其信
度效度较好（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０．８８５，ＫＭＯ＝０．７５３）。
问卷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１－５量表形式，１～５分别代表“非
常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不确定”“基本同意”

“完全同意”。

半结构式访谈：参与访谈的９名学生男女比
例为５∶４，英语单科成绩从６４～１０９分不等，具有
代表性，分别用学生Ａ～学生Ｇ对他们进行编码。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特别偏爱或排斥的学习风

格，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和访谈结果了解到，初中学

生相对偏爱的感知学习风格主要为视觉性，喜欢

通过文字、图片等视觉刺激接收信息。访谈内容

围绕导致负动机的原因描述、分类及其对英语学

习的具体影响程度等方面展开。

２．３　研究过程与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初进行，问卷由任

课教师当堂发放，回收问卷 ２３０份，剔除无效问
卷，得到有效问卷 ２１９份（男女人数分别为 １０６
人、１１３人，各占 ４８％、５２％），有效率为 ９５％。随
后，又对９名存在动机减退的学生进行访谈，以录
音形式记录下来，后将录音转为文字进行分析。

所有数据经过基本处理并输入 ＳＰＳＳ２６．０后，根
据研究结果分别求出每个维度均值。由于本研究

是李克特５点计分，因此，超过２．５的维度，被认
为是动机减退的影响因素。如果小于２．５则影响
程度不高。

３　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问卷结果显示，在回收的 ２３０份问卷中，有

２１９名受试者表示正在经历或者曾有过英语学习
动机减退经历（９５％）。由此看出，英语学习动机
减退在初中教育阶段是一个普遍现象。如表１所
示，笔者将影响程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列可知，在初

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因素是导致受试学习动机减

退的首要原因（Ｍ＝２．８７），而环境因素（Ｍ＝２．６８）
和学习者因素（Ｍ＝２．５１）对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影
响则相对较小。

表１　初中生英语学习负动机因素描述性分析

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语言因素 １ ５ ２．８７ １．１６

环境因素 １ ５ ２．６８ １．１２

学习者因素 １ ５ ２．５１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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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语言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影响
英汉语言异同是语言因素致使初中学生英语

学习负动机的主要原因，它影响着英语学习的以

下方面：（１）语篇：西方常用逻辑词暗示情感起
伏，中国作家则利用副词表达语意转折，初中学习

者读懂文章内涵的难度高（Ｍ＝２．８９３）；（２）语音：
汉语的发音模式为 Ｖ／Ｃ－Ｖ，英语的发音模式为
Ｖ／Ｖ－Ｃ／Ｃ－Ｖ－Ｃ，因此初中生在读辅音音素结尾
的单词时，常会不自觉地加入元音（Ｍ＝３．３３５）；
（３）翻译：由于英语中 ７０％的表达是通过程式化
语言组合来实现的，中西许多常用词汇搭配并不

相同，如接受挑战的动词是“ｔａｋｅ”而非“ａｃｃｅｐｔ”
（Ｍ＝２．８９２）；（４）写作：中国学生通常先用中文构
思，再译成英语，行文不符合英语用词遣句的规范

（Ｍ＝３．２１５）。
同时，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干扰了初中学生英

语学习和表达，引发了英语学习负动机（Ｍ＝
３．５４９）。这与访谈结果一致，学生Ｃ表示中西表达
方式差别过大，理解很困难：“我感觉英语句子很

零散，经常用很多从句描述细节，翻译一句话就像

拼碎片，因此理解起来很费劲。”在学习人教版英

语九年级 ｕｎｉｔ１０Ｙｏｕ’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ｓｈａｋｅｈａｎｄｓ
时，学生Ｄ强烈感受到了中西文化冲突：“有些国
家打招呼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真的跟

陌生人互相亲吻吗？如果有人要这样对我，我肯

定无法接受。”

３．２　环境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影响
立足于中国的英语学习环境是单语模式的现

况，环境因素对初中学生英语学习负动机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

课堂形式单调、课程内容枯燥是导致英语学习

负动机的主要学习环境因素。由于需大量测验来

提高英语应试能力，许多学生表示疲于应付考试

（Ｍ＝３．４１７）；从课程整体来看，初三阶段的英语课
程内容难度提升，课文多以说明文为主，句子成分

复杂，学生的背记任务重（Ｍ＝３．０５）；从教学实际来
看，英语教师教学速度过快，部分学生难以跟上教

师讲解（Ｍ＝２．５１１）；从授课形式来看，目前教学组
织形式较为单一，学生参与感不强（Ｍ＝２．７３３），尤
其是演绎法教学的语法课，课堂相对枯燥，学生自

主探索的成就感低（Ｍ＝２．８９１）；从课后反馈来看，
大量作业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Ｍ＝３．８８４），最终
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下降。

不良的家庭学习氛围是诱发英语学习负动机

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初中生所受到的社会影响

主要集中在家庭。家庭学习环境和氛围至关重

要，但有些父母经常在孩子专心学习时当面玩手

机，未起到榜样效果，或是开展娱乐活动影响学生

学习（Ｍ＝３．１６２）。这一点在访谈中也多次被提
及。学生 Ｅ和 Ｉ都提到过家长常在家打麻将，噪
音较大；当问及家长的学习习惯时，仅有学生 Ｈ
表示她的家长由于考证书在家中有过学习行为。

大多数家长对初中英语学习重难点生疏，不能帮

助孩子查漏补缺（Ｍ＝３．８２９）。
３．３　学习者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

影响

学习者个人因素主要从学习者情感态度与学

习策略运用这两个可变量因素方面进行分析。

学习者自信心不足是导致英语学习动机衰退

的重要情感因素。教师在课堂提问时，学生担心

出错遭受嘲笑，会试图躲避提问或降低音量（Ｍ＝
２．７６７）。面对英语考试，即便是常见测试，学生仍
倍感受压，发挥不理想（Ｍ＝２．６８８）。而成绩不佳
进一步加重了其自卑感，对英语学习能力产生怀

疑（Ｍ＝２．７８４）。访谈资料反映出应试任务过重
也会诱发初中生自我效能感下降，削弱英语学习

动机。如学生Ｂ进入初三后，学习难度大幅度提
高，考试多次失利，他表示：“面对英语课有一种

无力感，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我没有学好英语的

能力。”

常用学习策略的缺失助长了学生英语学习负

动机。初中学生很少运用元认知策略监控、调节

英语学习，表现为无学习计划（Ｍ＝３．８１４）、复习
不科学（Ｍ＝４．０７）。数据还反映出学生认知策略
使用频率较低，大部分学生并未建立预习－练习－
复习的学习模式（Ｍ＝３．５５８）。在遇到生词时，通
常无法联系已知细节来猜测词义（Ｍ＝３．７４４），由
于不擅于通过语境进行联想记忆，学习者总是依

据词汇表来割裂地记忆单词的中文释义，忽视了

词汇内涵（Ｍ＝２．６５７）。访谈资料显示，不同层次
学校对学生掌握学习策略要求不同。如来自省级

示范中学的学生 Ｆ表示教师从入学起就督促他
们选定目标高中，并以此制定每学期英语学习计

划，包括分数目标和课外阅读、辅导班等。但来自

民办中学的学生 Ａ则表示自己的英语学习没有
计划，“老师没有教过我怎么去做计划，所以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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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主动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英汉差异

性与相似性会混淆学习者知识，提升学习难度，触

发了负动机的形成；英语课堂学习环境无趣和不良

家庭学习环境是诱发学习者的负动机的主要环境

因素；学习者自信心与学习策略的缺位是致使学习

者英语学习动机不足的学习者因素中的重要方面。

４　建议
针对学生进入初中阶段英语学习动机减退这

一现象，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提高与改进。

４．１　学习者因素方面
青春期的初中生自我意识飞速增长，我们应

透过他们不会使用学习策略的表象，看出其被动

学习的本质。只有调动学生的个人意识，才能

“对症下药”，提高学习动机。对此我们建议：

１）培养学生归属感，强化学习动机。美国心
理学家Ｅｄｗａｒｄ和Ｒｉｃｈａｒｄ［９］等人提出的自我决定
理论强调了学习者自主性对学习动机的影响。而

传统“一言堂”模式无法满足学生的自主需求、能

力需求和归属需求，应将选择权交还给学生，激发

学习动力。如建立英语学习小组，开展课堂活动

均以小组为单位实施，通过建立集体、培养集体荣

誉感的路径来强化英语学习动机；定期开展评教

工作，邀请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提出改进建议等。

２）提升学生自主定向能力，消除学习焦虑引
发的负动机。教师引导学生由控制定向转化为自

主定向、从关注分数排名转为追求知识掌握。比

如建立个人档案袋，内容包括自编英语报纸、单词

默写、作业情况与参加各种英语活动的成果收集

等，同时应督促学生整理，总结不同学段的波动情

况并进行分析，构建科学的过程性评价系统，弱化

竞争结果带来的挫折感，强调自我提升所带来的

成就感，构建学习的内在驱动力。

３）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归因观。维纳的成
就归因模式表明，积极主动的归因观会对学习产

生正面效应。如针对学困生，教师应引导其将失

败归于努力不够而非能力不足，因为努力是内部、

可控且非稳定的因素，将成绩不理想归因于此，可

维持个体的学习信心长效发展。

４．２　语言因素方面
１）创设浸泡式环境，加强可理解性输入。校

园是学习英语的主要场所，教师应充分利用在校

时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输入。如利用教室板

报墙开设英语角，张贴英语谚语等；在走廊上张贴

优秀作文、书法作品等供学生欣赏；多开展一些英

语活动，如英语歌曲大赛等。初中学生自我表现

欲较强，此举有利于增强其成就感。

２）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感悟中西文化
差异。英语教师可播放包含文化冲突的影视片

段，并就其中文化现象展开讨论。如电影《刮痧》

展现了中西社会对待儿童权益的不同看法，也是

西方国家重视人权的高度体现。在观片后，教师

可邀请学生列举影片中出现的中美文化差异并分

析原因。

４．３　环境因素方面
１）教学风格与学生的感知风格相匹配，兼顾

所有风格类型。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利用多媒体

资源，不仅要运用幻灯片等现代技术，还应着眼于

内容的呈现形式，将信息以“抓眼球”的方式呈现

给学生。比如，视觉型学生喜欢通过视觉通道接

受课程内容，教师可将图片、影像与文字知识相结

合；触觉型学生偏爱通过体验式学习进行吸收，教

师应创设情境，将游戏贯穿在教学过程之中，通过

接触的方式使学生更好地运用、迁移知识；听觉型

学生则对音频类刺激更敏感，教师在讲解中应运

用有声媒体来传达信息。

２）成员小组化，不同风格学生相互借鉴。依
据感知风格将学生分为同质小组或异质小组，在

组织小组活动时不仅能发挥各自优势，还能取长

补短。活动的设计要体现真实性。笔者认为，只

有由真正目标驱动的任务，才能为学生创造有利

的语言学习条件［１０］。如在学习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ｈｅｏｎｅ
ｙｏｕｎｅｖｅｒｆｏｒｇｅｔ时，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我是导
游”的活动，视觉型学生画出游览路线图，触觉型

学生扮演导游，听觉型学生对出现的动物进行仿

真配音。

要而言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学生多

种感知学习风格的满足，创造有魅力的教学环境，

帮助学生享受英语、热爱英语，引导他们更多地关

注学习本身而非名次起伏，建立英语学习的内在

驱动力，从而提高学习动机。

５　结语
本研究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调查了解了初中

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影响因素，分析了学习者因

５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素、语言因素、环境因素诱发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

减退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本研究只

是将来自湘潭市的三所初中２３０名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样本数量相对较小，结论推广性受到一定的

限制，且所有的被试者均来自初三年级，在其他年

级的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研究方式还比较粗浅，

内容还需更翔实，研究视角亦有待拓宽。后续研

究将结合不同的研究手段，加长研究周期，加密研

究频次，采用多视角，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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