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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
3

刘宏刚　　陈平平

摘　要 : 运用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量表对沈阳、天津和成都的 1153名高中 1—3年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

查发现 , 总体上看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 ; 女生与男生相比 , 有较强的学习动机 ; 在个人发展动

机和情境动机方面 , 一年级和二年级之间、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 说明学生在

高一到高三的学习过程中经历着学习动机上的转变。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 教师要注重学生

学习动机的培养 , 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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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Gardner和 Lambert于 20世纪 50年代末提

出著名的融入型和工具型学习动机分类以来 , 在

第二语言 /外语学习领域 , 学习动机一直是学者们

研究的热点 (DÊrnyei, 2005)。我国的英语学习动

机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桂诗春教授 ( 1986)

率先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

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情况作了调查 , 此后的学习

动机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进入 21世纪 , 动

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格局。2002年高一虹等

人通过自上而下大规模的分层抽样调查 , 总结归

纳出在我国大学本科学生 /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动机

的类型 , 并且深入分析这些动机类型与个人因素、

动机强度、自我认同变化的关系。高一虹领导的

课题组设计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动机问卷是目前国

内比较完整的测量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工具。但目

前的动机研究的成果中 , 针对中学生、特别是高

中生的较少 (王晓　、张文忠 , 2005) , 就笔者目

前掌握的资料 , 高中生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论文

只有两篇。笔者运用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量表 ,

对来自天津、沈阳和成都三个地区的 1135名高中

生进行问卷调查 , 同时选取部分学生进行深度访

谈 , 力求能够在高中生学习动机研究方面有所

发现。

二、研究设计

(一 )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

1. 目前三地区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有哪些

特点 ?

2. 男女生在学习动机上有何差异 ?

3.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动机上有何差异 ?

(二 ) 研究对象

根据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中学类型的划分 ,

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 选取了来自 18所中学

(包括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农村中学 ) 1—3年

3 在本研究中 , 高一虹教授赠予了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问卷 ;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中小学研培中心的邓林老师和沈阳市康
平县第一中学外语组的袁宏刚老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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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 1153名高中生作为被试者 (见表 1)。

表 1　被试者的分布

学校类型 性别 年级

重点

中学

普通

中学

农村

中学
男 女 高一 高二 高三

总数

抽样

人数
492 391 270 535 618 357 481 315 1153

有效

人数
468 372 252 506 586 335 464 293 1092

(三 ) 研究过程

2005年 9月 , 我们使用问卷初稿在天津两所

普通高中高一到高三的 150名学生中进行第一次

预测。问卷最后设有开放式题目 : 你认为除了上

面提到的学习动机以外还有哪些没有提到 , 请补

充。问卷调查后 ,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座谈和

个别深入访谈 , 进一步了解情况 , 而后根据数据

统计结果和学生们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了修改。

2006年 3月和 5月又分别进行了两次预测 , 根据

结果对问卷进行进一步修改。2006年 9月进行正

式的问卷调查。2006年 10月我们随机抽取了参加

过正式接受问卷调查的天津市某中学高一至高三

的 213名学生进行了重测 , 并挑选天津市三所不

同类型高中的 15名学生和沈阳、成都的 5名学生

进行了个别访谈 (沈阳和成都的学生采用电话访

谈的方式进行 )。笔者参与了天津地区的测试过

程。沈阳和成都两地的问卷调查 , 由当地教师协

助进行调查 ; 邮寄的问卷中含有问卷导语 , 并通

过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向协助调查的教师说明相关

事宜。为了保证问卷调查质量 , 调查都利用英语

课或者班会课的 10—15分钟进行。

在数据录入前 , 剔除了含有缺失值和有多选

现象的问卷 (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见表 2) , 在数

据录入电脑后又对录入的结果进行复核 , 修改错

录的数据 , 最后 , 通过 SPSS 1115软件包对修正后

的数据进行统计。

表 2　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学校类型
重点

中学

普通

中学

农村

中学
总数

发放问卷 492 391 270 1153

有效问卷 468 372 252 1092

有效率 95% 95% 93% 95%

(四 ) 研究工具

1. 量表的结构

本研究采用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作为

研究工具。问卷是在高一虹等 (2003) 设计的中国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基础上经过 3次预测

和反复修改而成的。问卷包括导语、个人信息 (性

别、年级、学校类型 ) 和 30个英语学习动机的题

目 3部分。总量表由成绩 (1—4题 )、出国 (5—7

题 )、个人发展 ( 8—12题 )、内在兴趣 ( 13—18

题 )、情境 (19—23题 )、社会责任 ( 24—27题 )、

信息媒介 (28—30题 ) 等 7个分量表组成。

2. 量表的信效度①

问卷 3 次预测的总体信度 ɑ分别为 0175,

0177, 0179, 正式问卷调查的总体信度为 0180,

分量表的信度为 0170—0175; 总量表的折半信度

为 0176, 各分量表的折半信度在 0170—0174 之

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180, 分量表的重测信

度为 0171—0175, 这说明问卷可靠。

本量表是在以往文献综述、集体座谈和深度

访谈等定性研究基础上建立的 , 因此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同时 , 通过分量表与总量表得分的相

关系数也可以检测量表的内容效度。本量表中各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除了两个在 015以下

外 , 其余都在 01507—01712 (p < 0101) 之间 , 这

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 30个题目进行了

正交旋转 (Varimax) 和斜交旋转 ( Promax) , 两

种旋转方法得到的结果一致 : KMO 值为 01833,

球形检验结果 (卡方检验值为 48251866; 自由

① 有关量表编制的详细情况 , 请参见刘宏刚、高晶的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量表的编制》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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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406) 在 01000水平上显著 , 说明问卷非常适

宜作因子分析 , 方差总解释率为 571112, 自然析

出因子 7个 , 说明量表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我们随机挑选出分量表的题目 2—3个 , 运用

皮尔逊相关分析 , 计算出这些题目与分量表和总量

表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 这些题目与各自所在量

表的相关系数要明显高于它们与其他量表和总量表

的相关系数 , 这说明虽然英语学习动机是从七个方

面进行测量 , 但是题目具有很好的同质性 , 能有效

地从不同角度测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3. 量表的区分度检测

我们运用项目分析作了题目的区分度检测①,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 , 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所

有 30个题目上达到了 01000的显著差异 , 表明题

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现状

本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与高一虹等

(2003) 的分析结果一致 , 7个因子为 : ( 1) 情境

型动机 (M1) ; (2) 内在兴趣动机 (M4) ; ( 3) 社

会责任动机 (M5) ; ( 4) 出国动机 (M6) ; ( 5) 个

人发展动机 (M7) ; (6) 成绩动机 (M8) , (7) 信

息媒介动机 (M9) (如图 1所示 )。

下面将动机重新归类编号 , 并引述高一虹等

的研究结果进行论述。

图 1　重新归类后的动机类型

　　高一虹等 (2003) 将学习动机分为 9类 :

(1) 情境型动机 (M1) : 由于对学习环境或

教师教学风格、教师个人或对教材的喜爱而产生

的英语学习动机 , 体现了微观学习情境对学习者

的影响。

(2) 工具型动机 (M2) : 用英语做工具达到

特定目的 , 成绩、信息媒介、个人发展都属于这

个范畴 , 其差异在于工具所服务的目的 , 它包括

社会责任动机、出国动机、个人发展动机、成绩

动机和信息媒介动机。

(3) 文化型动机 (M3) : 由于对英语文化的

兴趣和关注而产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它包括内在

兴趣、社会责任动机和出国动机。其中内在兴趣

指向目的语文化 , 社会责任指向母语文化。

(4) 内在兴趣动机 (M4) : 由于对英语本身

或者英语国家文化感兴趣而产生的学习动机。该

动机与 Gardner和 Lamber经典模式中的 “融合性

动机”相近 , 但未必要融入英语国家文化 , 可能

是单纯对英语的欣赏和喜爱。

(5) 社会责任动机 (M5) : 社会责任指向母

语文化 , 而运用英语实现母语文化与世界沟通的

关注。因此 , 社会责任动机中既是工具性的 , 也

是文化性的 , 因为它是以英语作为工具 , 来达到

传播母语文化的目的。

(6) 出国动机 (M6) : 为了到国外寻找教育

和工作机会或者体验英语文化、移民而产生的学

习动机 , 因此出国动机既有工具性的成分 , 也有

文化性的成分。

(7) 个人发展动机 (M7) : 为了找工作、与

他人交流 , 或者将英语学习看成是教育和修养等

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产生的学习动机。

(8) 成绩动机 (M8) : 为了在各类英语考试

中取得好成绩 , 得到各种英语等级证书而产生的

英语学习动机。

(9) 信息媒介动机 (M9) : 把英语看成是学好

其他专业 , 了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情况的媒介。

① 我们将自主总分最高的 25%和最低的 25%作为高低分组的标准 , 比较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得分的平均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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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一虹等不同的是 , 她们的第 12题没有归

入任何一个因子 , 而在本研究中 , 同样的题目 (第

4题 ) 归入了成绩动机 , 这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

高一虹等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大学生 (英语和非英

语专业大学生 ) , 本研究的对象是高中学生 , 说明

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对待成绩的问题上有差异 : 高中

生面临高考的压力 , 因此他们对升学成绩看得很重

要 ; 同时在访谈过程中 8714%的学生表示在高中毕

业前要参加新托福 ( IBT) 和雅思考试 ( IELTS) ,

准备出国。因此 , 他们对该题目有较为一致的认同

感。而大学生由于学习环境的改变和视野的拓宽 ,

出国、升学 (考研 ) 对他们来说是众多毕业选择中

的一个 , 因此本题目上出现了差异。

此外 , 本研究中的第 22题 (周围同学能把英

语学好 , 我也能学好 ) 是一个新发现的动机题目。

该题目反应了目前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对学校教

育的影响和高中生 “不服输”的劲头。

我们运用 SPSS 1115软件对每种动机在学生中

的认同情况作了分析 (见表 3)。研究发现 , 总体

上看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 (均值仅为 2189 ) , 这

说明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没有较强的动力。

其中学生的情境型学习动机较强 , 说明各学校在

营造宽松的、利于学生英语学习的环境上下了大

力气 , 同时 , 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教材的编排

灵活新颖、教师的讲课质量和人格魅力对于学生

的英语学习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工具型学习动机排在第二位 (均值大于 3) ,

这说明学生在目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

过程中 , 仍然受到各种考试的 “吸引”, 为了考高

分而学习英语。对 C学生 (女 , 高三 ) 的访谈也

印证了这一点 :

学生 C: 我们来到这里 (重点中学 ) , 目的只

有一个 : 考高分 , 进名牌 ! 英语又是高考中一个

必考科目 , 以后到大学过四、六级 , 还有出国的

“托福”和 “雅思”, 英语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

我每天都努力学习英语。

表 3　学生对动机的认同

排序序号 动机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总分均值 题目数量 个体均值

1 情境动机 5 25 16146 5 3129

2 工具型动机 25 81 55156 18 3110

3 文化型动机 15 62 38103 13 2191

动机总体 37 127 86162 30 2189

　　注 : 3 根据前述的归类方法 , 工具型动机和文化型动机都含有出国动机和个人发展动机两个子动机 , 因此题目

上有重合。

　　学生在每个子动机上的认同感也较弱 (均值都

低于 315) , 其中 , 个人发展动机、社会责任动机、

内在兴趣动机、成绩动机、出国动机和信息媒介动

机分列 1—6位 , 中学生对该动机的认同感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 , 学生的内在兴趣动机的认同感处于

6个动机因子的第 3位 , 这说明 , 学生的内在兴趣

动机不高 , 这与徐倩 (2003) 的研究结果一致 , 即

在外语学习环境中内在兴趣动机较难形成。

表 4　学生对子动机的认同

排序序号 动机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总分均值 题目数量 个体均值

1 个人发展 5 25 16153 5 3131

2 社会责任 4 20 11174 4 2194

3 内在兴趣 6 30 1716 6 2193

4 成绩动机 3 15 8174 3 2191

5 出国动机 3 15 8169 3 2190

6 信息媒介 3 15 6186 3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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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男女生学习动机的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 ( Independent T2Test)

的方法 , 对男女生在学习动机方面的差异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 , 男女生除了在信息媒介动机上没

有显著差异以外 , 其他动机上 , 女生的动机强度

均大于男生。这说明在语言学习方面女生较男生

有较强的动机。

表 5　男女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T值 显著性

成绩动机
男 8120 2123 0114 - 51224333 01000

女 9119 2118 0113

出国动机
男 8133 2148 0116 - 3111633 01002

女 8198 2138 0114

个人发展
男 15184 4129 0127 - 31610333 01000

女 17110 3184 0122

内在兴趣
男 16137 4131 0127 - 61131333 01000

女 18162 4123 0124

情境动机
男 15119 4130 0127 - 61754333 01000

女 17150 3170 0121

社会责任
男 11125 3125 0121 - 3135333 01001

女 12115 3105 0118

信息媒介
男 6169 2170 0117 - 11226 01221

女 6199 2195 0117

动机总体
男 81188 13179 0188 - 71875333 01000

女 90153 11191 0169

　　注 : 33 p < 0101; 333 p < 01001

　　 (三 ) 英语学习动机在年级变量上的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2way ANOVA ) 的

方法 , 对不同年级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进行

分析 (见表 6)。

表 6　学生学习动机在年级变量上的差异

因变量 I年级 J年级 均值差 ( I2J) 显著性

个人发展
一年级 二年级 4114243 01000

二年级 三年级 - 4103353 01000

情境动机
一年级 二年级 - 2164353 01000

二年级 三年级 3147493 01000

动机总体 二年级 三年级 4103363 01016

　　注 : 3 p < 0105

结果发现 , 总体上看 , 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

的学习动机存在显著差异。在个人发展动机和情

境动机方面 , 一年级和二年级之间、二年级和三

年级学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高中生在

高一到高三的学习过程中经历着学习动机上的

转变。

在个人发展动机方面 , 刚入校的一年级学生

的个人发展动机最强 , 二年级的时候最弱。这可

能是因为学生在高一入学伊始对英语和其他学科

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兴趣 , 但是到了二年级 , 学习

到了一个 “高原期”, 并且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的认识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 动机也可能随之转

变。对 A学生 (男 , 二年级 ) 的访谈证实了我们

的推断 :

学生 A: 我没上高中的时候就想上高中后好

好学习英语 , 然后高考的时候英语考高分 , 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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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专业 , 找个好工作 , 那多神气 ! 但是上了高

中 , 学习的科目增加了 , 我也逐渐意识到英语并

不是决定我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砝码 , 只要英语

不在高考时拉后腿就可以了。

学生 A由开始时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英语上

(考上外语专业 , 然后找个好工作 ) , 转变为只要

高考不拉后腿就行 , 英语 “不是决定我人生轨迹

的一个重要砝码”, 个人发展动机减弱 , 成绩动机

增强。

到了三年级面临考大学 , 报考专业等 “就业”

需要 , 而英语又是 “热门专业”, 是个人发展的一

种选择 , 因此学生的个人发展动机会有所增强。

在情境动机方面 , 二年级的学生比一、三年

级的学生都要强 , 这可能是因为二年级是高中学

习的中间转折点 , 学生适应了高中的学习环境 ,

包括学校软硬件环境、课堂学习环境等 , 他们更

容易受到环境的吸引来学习英语。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自行改编的高中学生英语学习动

机量表对 3个地区的高中 1—3年级的 1153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目前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呈

多元化的特点 , 远景型动机 (文化动机 ) 和近因

型动机 (工具和情境 ) 动机并存 , 而且普遍偏低。

这提示我们应该在新课程改革的环境下 , 注重学

生学习动机的培养 , 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效率。

首先 , 教师应该树立动机培养的意识 , 利用课堂

这个阵地 , 创造环境 ,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徐倩 , 2003)。教师还应该做好

学生学习动机形成的引导工作。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 , 不论是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 , 在高中入校

开始就给学生灌输高考英语很重要的观念 , 这样

就直接导致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理解的偏差 : 学英

语就是为了考试。众多研究证明 , 内在兴趣动机

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英语学习。研究还表明 , 工具

型动机是可以转化为内在兴趣动机的 (马广惠 ,

2005)。

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数量不大 , 抽样的范围只

限于 3个城市 , 因此研究结果有待大样本的检验。

在未来的研究当中 , 研究者可以采用定性研究的

手段 , 观察中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纵向变化情况 ,

丰富动机研究的已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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