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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全球化日益凸显、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时代，国内外研究者对不同阶层学习者的英语

学习动机状况和差异性研究却严重不足。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辅以访谈 的 方 法，对 来 自 北 京、沈 阳、南 京

和盐城４个城市的１　５４２名初二年级学生的７种英语学习动机的阶层差异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发现，

在出国动机、内在兴趣动机和个人发展动机方面存在高低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本 研 究 认 为，教 师 在 教 学

中应更多关注中下层学生的英语学习，帮助他们形成多元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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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二语习得动机研究领域研究者们

对学习动机城乡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城市

背景的大学生／中学生的学习动机要显著强于县

乡背景的学生［１－２］，但韩宝成、许宏晨发现乡镇的

中学生 的 动 机 得 分 总 体 上 高 于 城 市 学 生［３］９－１４。

这些研 究 说 明，学 习 动 机 虽 然 是 一 种 心 理 特 质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４］，但 同 时 可 能 也 带 有 社 会

性的特征，即具有城市或者县乡背景的学生动机

可能有所差异。邹为诚、张少林等发现家庭经济

状况越好的学生对英语学习越感兴趣；而家长社

会权利高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比例最低，家长社会

权利处于“中”的位置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最高；家

长学历高的学生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的比例最高，

而“中”“低”组之间的差异不大［５，６］。他们的研究

采用了社会学领域中社会阶层的５个指标，即家

庭月人均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

职务和职称５个 指 标 来 确 定 家 庭 背 景［７，８］，并 对

家长在子 女 学 习 中 的 投 入 与 动 机 的 关 系 做 了 相

关的论述。研究突破了单纯以城市、县乡这样一

个地理概念来区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局限，将

社会学意 义 上 的 社 会 阶 层 因 素 引 入 了 二 语 习 得

研究。研究 启 示 我 们 英 语 学 习 动 机 可 能 具 有 社

会阶层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可能与家长的投

入等因素 有 直 接 关 系。不 同 阶 层 家 长 在 子 女 英

语学习上 的 投 资 观 念 和 投 资 行 为 都 有 显 著 性 的

差异。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将学习动机的阶层差

异作为研究焦点，针对以往国内学习动机研究对

中学生关注程度不够的问题［９］，选择中学阶段的

初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初中是培养学生英

语学习的关键阶段，学生可能有更长的与家长一

起生活的时间，家长的影响更大。探讨不同社会

阶层的学生①，在家长的影响下，他们的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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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否 具 有 显 著 差 异。由 于 相 关 文 献 有 限①，

因此 本 研 究 将 更 多 地 结 合 访 谈 数 据 进 行 原 因

分析。

二、本研究的动机框架

本研究认为英语学习动机是“驱动个体学习

英语，并朝 一 定 方 向 前 进 的 内 部 动 力”［１０］。根 据

初中学生英语学习特点，在高一虹等的大学生动

机类型［１１］作为基本框架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初中

生英语学习特点的７种动机类型：（１）出国动机：
学生为了出 国 就 业、求 学、亲 身 体 验 国 外 的 风 土

人情而学习英语；（２）内在兴趣动机：学生对目的

语文化的内 在 兴 趣，如 学 生 因 为 喜 欢 英 语 本 身、
了解英美 国 家 的 人 和 文 化 而 学 习 英 语；（３）社 会

责任动 机：学 生 学 习 英 语 是 为 了 向 世 界 介 绍 中

国，让中国 人 了 解 世 界；（４）成 绩 动 机：学 生 为 了

在各类考 试 中 取 得 好 成 绩 而 学 习 英 语；（５）情 境

动机：学生受 到 教 材、英 语 老 师 等 情 境 性 因 素 影

响而学习英语；（６）个人发展动机：学生为了掌握

和他人交流、了解外界信息和学习知识的工具而

学习英语，进而通过英语作为“敲门砖”求得个人

的发展；（７）面子动机：而在实际的英语学习过程

中，初中生由于心理年龄的原因可能会因为想得到

英语老师的表扬、同学羡慕的目光、家长的肯定而

努力学好英语，求得自己在自尊上的满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问题是：初中生英语学习动机是否

存在社 会 阶 层 上 的 差 异？如 果 存 在，差 异 如 何？

有哪些家长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动机差异的存在？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为主，辅以半结构访谈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 方 法，对 学 生 的 学

习动机、英语学习经历和家长在学生英语学习中的

投资进行了深入了解。定量研究的英语学习动机

部分的题项出自“家庭教育与初中生英语学习”（学

生卷）的第二部分，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测量（“１＝完全不同意”到“５＝完全同意”）。

学生所处 社 会 阶 层 的 测 量 题 目 出 自 该 问 卷

（家长卷）的 第 二 部 分，这５个 题 项 均 为 选 择 题，

要求填写问卷的家长完整地填写本人及配偶的

相关情况。题项的设计以“中国大城市居民社会

经济地位量表”为基础，参考了陆学艺、邹为诚等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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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究设置而成。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 用 分 层 抽 样 的 方 法，选 取 南 京、北

京、沈阳和盐城４个城市的１５所不同类型初二年

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初

二年级学生没有较大的应试压力，对初中英语学

习有较多的体验。另外，社会阶层变量的测量需

要学生家长 的 配 合，较 之 大 学 生 和 高 中 生，初 中

生家长的 配 合 程 度 可 能 更 好。本 研 究 共 发 放 问

卷１　９２０套，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１　５４２套，有 效 率

８０．３％。其中城市重点中学６５４人，城市普通中学

４９３人；县乡中学３９５人，分别占总人数的４２．４％，

３２．０％和２５．６％；男生６９８人，女生８４４人。
（四）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数据搜 集 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８日—７

月１１日完成，笔者亲自参与了两所学校的问卷调

查和全部 的 访 谈。笔 者 给 学 生 卷 和 家 长 卷 进 行

编码，而后装入信封。家长卷请学生放在信封中

带回家填写，学生卷在自习课或者英语课当场完

成后回 收。根 据 表２的 划 分 指 标，通 过 综 合 计

算①将１　５４２个 被 试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阶 层：下 层

（３—８分）有２２４人；中层（９—１７分）有１　０３１人，
包括中 下 层（９—１１分）３１９人，中 中 层（１２—１４
分）３６６人 和 中 上 层（１５—１７分）３４６人；上 层

（１８—２１分）有２８７人。

四、研究结果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 件 的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程

序，以社会阶 层 为 自 变 量，学 习 动 机 类 型 作 为 因

变量，对动机是否具有阶层差异这个问题进行了

数据分析，最终结果回答了第一个研究问题———
学生的出国动机、内在兴趣动机和个人发展动机

上在不同社会阶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一）出国动机的阶层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对学生

出国 动 机 具 有 非 常 显 著 的 影 响（Ｆ［４，１　５３７］＝
２１．９２，Ｐ＝０．０００）。Ｇａｍｅｓ－Ｈｏｗｅｌｌ事 后 检 验 结

果显示，上层学生的出国动机得分分别显著高于

中中层（ＭＤ＝０．３７＊＊＊），中下层（ＭＤ＝０．５５＊＊＊）

和下层学生的得分（ＭＤ＝０．５５＊＊＊）；中 上 层 学 生

的得分分别高于中中层学生（ＭＤ＝０．１８＊），中下

层 学 生 （ＭＤ＝０．３８＊＊＊ ）和 下 层 学 生 的 得 分

（ＭＤ＝０．３７＊＊＊）；而中中层学生 的 出 国 动 机 得 分

显著高于中下层学生（ＭＤ＝０．１９＊）。韩宝成、许
宏晨发现乡镇学生更愿意学好英语，更想在国外

生活和学习［３］９－１４。他们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
出国动机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因素上的差异性。
但由于本 研 究 的 社 会 阶 层 不 是 以 城 乡 这 样 的 地

理概 念 区 分 的，因 此 研 究 结 果 上 会 有 一 定 的

差异。
家长在子 女 英 语 学 习 上 的 投 资 存 在 差 异 可

能造成孩子出国动机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家长的

经济资本［１２］越 丰 富，可 能 送 孩 子 出 国 的 机 会 越

多，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在异国体验英语、体验外

国文化的机会也越多，产生和强化出国动机的可

能性越大。而社会阶层越高，家长的经济资本掌

握的越多，高低阶层之间存在经济投资上的显著

差异。本研 究 的 访 谈 结 果 对 此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佐

证：参与访谈的１６名来自各阶层的初中家庭中，
有过出国游学经历的学生都来自中上层（２名）和

上层（３名），而 他 们 的 出 国 动 机 均 值 都 高 于 来 自

下层和中下层的学生。例如，就读于南京市重点

初中的Ｅｌａｉｎｅ（社会上层）在父母的支持下到美国

参加过短期游学。她在访谈中提到：
“去美国游学回来后的变化就是感觉

想在国外读书的那种想法更强烈了，就是
努力学习，争取以后能到国外去……以前
也老想着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可
能没有什么概念，对国外没有什么了解，
但这次出国，比如说看哈佛的校园环境，
就是总体感觉美国确实有它强大的理由”
（Ｅｌａｉｎｅ访谈，２０１１／９／４）。
从她的言语中，我们能看到出国经历强化了

她出国读书的动机，同时也让她对美国有了更进

一步的了解。除了经济上的投资以外，父母对子

女的教育 观 念 上 的 阶 层 差 异 也 可 能 影 响 学 生 的

出国动机。Ｅｌａｉｎｅ的父亲在 访 谈 中 提 到“孩 子 学

习英语，应该 有 机 会 尽 可 能 出 国 见 识 见 识，旅 旅

游，对他们了解外国的事情，扩大视野很有意义”
（Ｅｌａｉｎｅ父亲 访 谈，２０１１／９／４）。这 种 注 重 英 语 的

人文 性 的 观 念 与 他 能 够 支 持Ｅｌａｉｎｅ出 国 游 学 有

一定的联系。
与高层的 学 生 相 比，处 于 低 层 的 学 生，他 们

无法享用出 国、接 触 外 教 这 些 资 源，特 别 是 生 活

在县城 和 农 村 的 学 生，他 们 学 习 外 语 的 目 的 是

·８５２·
① 有关问卷设计及阶层划分的详细情况可联系作者。



“改变命 运，离 开 农 村”。因 此 在 访 谈 中，低 层 的

学生没有 一 个 提 到 学 习 英 语 是 为 了 今 后 出 国 学

习或者工作。在对他们家长进行访谈的时候，家

长们的主 要 关 注 点 是 英 语 学 好 了 可 以 改 变 孩 子

的命运，能够 考 上 一 个 理 想 的 学 校，找 到 好 的 工

作，出国与否都无关紧要。而且由于资本掌握所

限，送孩子 出 国 游 学 对 低 层 家 长 来 说 比 较 困 难，
因此在孩子学习动机中也很少有出国的元素。

（二）内在兴趣动机的阶层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对内在

兴趣动 机 有 非 常 显 著 的 影 响（Ｆ［４，１　５３７］＝
１１．０３，Ｐ＝０．００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事 后 检 验 结 果 显

示上 层 学 生 的 内 在 兴 趣 动 机 得 分 高 于 中 中 层

（ＭＤ＝０．２９＊＊＊）、中 下 层 学 生（ＭＤ＝０．４２＊＊＊）和

下层学生（ＭＤ＝０．３８＊＊＊）；中上层学生 的 内 在 兴

趣动机得分高于中下层学生（ＭＤ＝０．２５＊＊）。
学生们出 国 动 机 与 内 在 兴 趣 动 机 存 在 一 定

的逻辑联系，即 中 学 生 对 异 国 风 土 人 情 的 向 往，
让他们对英 语 感 兴 趣，并 可 能 通 过 出 国 游 学、度

假的方式得 以 实 现；以 出 国 为 目 的 而 学 习 英 语，
可能强化学生了解异国文化、喜欢对方语言的浓

厚兴趣。高 层 学 生 的 出 国 动 机 显 著 强 于 低 层 学

生，因此内在兴趣动机上也可能存在高低阶层之

间的显著 差 异。访 谈 的 结 果 对 此 也 有 一 定 的 支

持。Ｅｌａｉｎｅ谈到她从美国回 来 后“感 觉 好 像 对 英

语的那种感觉更好了，因为在美国我周围都是英

语。而回国以后没有那个环境，就感觉特别想听

到说英语 什 么 的。在 看《哈 利 波 特》的 时 候 感 觉

中文配音，听 着 有 点 别 扭，就 感 觉 好 像 没 有 听 他

讲英文 听 着 稍 微 顺 一 点”（Ｅｌａｉｎｅ访 谈，２０１１／９／

４）。这说 明 出 国 游 学 的 经 历 可 能 给Ｅｌａｉｎｅ提 供

文化和风俗的直观输入，强化了她对英语本身的

感知，提升了她对英语学习的内在兴趣。
除了学习动机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外，家

长投资存 在 的 高 低 阶 层 之 间 的 差 异 也 可 能 造 成

学生内在 兴 趣 的 阶 层 差 异。高 层 家 长 比 较 注 重

学生内在 兴 趣 的 培 养 和 外 在 工 具 动 机 的 共 同 发

展，而低 层 家 长 更 关 注 孩 子 学 外 语 工 具 性 的 一

面。例如访谈中我们发现，高层和低层家长在给

孩子购 买 英 语 学 习 资 料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低

层家长 购 买 的 是 课 程 学 习 同 步 的 辅 导 书、练 习

册，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学习英语的目的是在考试

中考出 好 成 绩；高 层 家 长 既 注 意 到 分 数 的 重 要

性，也意识到英语学习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因

此他们 除 了 购 买 辅 导 书 以 外，还 会 购 买 课 外 读

物、光盘，培 养 孩 子 的 兴 趣。例 如Ｅｌａｉｎｅ的 父 亲

给Ｅｌａｉｎｅ买《世 界 上 最 有 哲 理 的 美 文》、《世 界 上

最感人的诗 歌》；Ｅ（重 点 中 学 读 书，社 会 上 层）的

母亲给Ｅ购买了一些名人演讲的英文材料，小强

的家长（中 上 层）给 他 买 的 英 文 原 版 的《哈 利 波

特》、《猫 和 老 鼠》、《走 遍 美 国》，这 些 做 法 都 为 学

生内 在 兴 趣 的 激 发 和 强 化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资 本

输入。
（三）个人发展动机的阶层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阶层对个人

发展动 机 有 较 为 显 著 的 影 响（Ｆ［２，１　５３９］＝
０．４．３６，Ｐ＝０．００９）。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事 后 检 验 结 果

显示，上、中、下 三 个 层 面 的 学 生 之 间，只 有 上 层

和下层学 生 的 个 人 发 展 动 机 存 在 显 著 差 异。上

层学生的个 人 发 展 动 机 强 于 中 下 层 学 生（ＭＤ＝
０．１７＊），也强于下层学生（ＭＤ＝０．１８＊）。

本研究中 的 个 人 发 展 动 机 强 调 学 生 以 英 语

为媒介，通 过 学 习 英 语 了 解 更 多 的 知 识（如 看 懂

英文说明书），与人交流，掌握最新的科技时事信

息；同时学生将英语作为媒介所了解信息的功能

与个人的自身发展联系起来，认为通过英语学习

能求得更 好 的 自 身 发 展。上 层 学 生 和 中 下 层 以

及下层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与学生所处的

社会阶层，家长投资的差异有直接关系。上层家

长在投资 的 时 候 既 关 注 学 生 的 英 语 学 习 对 他 们

今后升学考试中的作用，也注重通过英语学习培

养孩子多方面的能力；但下层家长只注重孩子的

英语考试分数，将英语学习当作是今后孩子找工

作的一个敲门砖。因此，上层的学生在学英语的

时候不仅仅关注课本的内容，还会关注最新的时

讯、关注英语对于自己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就读

于重点中学的Ｅ（社会上层）在谈到为什么学习英

语时候提到：
英语使用非常广，世界范围内能使用

英语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用，学会一门
语言，它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使用的
话，那么真正是不仅是对你方便，而且是
对全世界的这种融合，我们说现在是地球
村，都是非常有作用的……希望长大以后
跟外国朋友非常好地进行交谈的话，是非
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就这样从心里愿意
的……以后有兴趣可以让全世界更多的
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当
作家这个职业。那我宁愿自己来翻译我
的作品，我不希望有别人来代替……（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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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２０１１／９／４）。
访谈中，Ｅ吐露出他对英语在社会交往、人际

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他很愿意以英语为纽

带和外国 朋 友 交 流。谈 到 自 己 今 后 打 算 从 事 的

职业，他希望 自 己 能 够 成 为 一 个 双 语 作 家，让 世

界通过自己 的 笔 画 出 的 窗 口，更 多 地 了 解 中 国。
而Ｅ的母亲 在 访 谈 中 提 到 她 培 养 孩 子 的 理 念 是

“地球村里，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具备中文素质和

国际视野”（Ｅ母亲 的 访 谈，２０１１／９／４），在 日 常 学

习中她给Ｅ报名参加了外教口语班，给他与外国

人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注意扩大Ｅ的知识

面，买扩展知 识 面 的 课 外 读 物、送 他 去 国 外 参 加

游学活动，这可能对Ｅ在认识自己学习英语的目

的与自己 未 来 发 展 的 关 系 上 有 重 要 的 作 用。而

反观中下层和下层的家长，他们在孩子英语教育

的过程中，大 多 强 化 的 理 念 是 英 语 对 找 工 作、升

学都很有用，例如下层的琪琪的母亲在访谈中提

到“现在英语四级、六级都有证书是吧，没证书找

工作好像都挺费劲的，我感觉学好这个英语很重

要”（琪琪母亲的访谈，２０１１／７／６）。因此，她 给 孩

子报了 课 程 辅 导 班、买 的 材 料 也 是 同 步 辅 导 材

料；琪琪在 访 谈 中 提 到 的 也 和 母 亲 说 的 差 不 多，
觉得“学好 英 语 可 以 在 考 试 中 考 高 分，找 工 作 能

用得上”（琪 琪 的 访 谈，２０１１／７／６）。低 层 学 生 受

家长的影响，他们更多地关注英语能否成为自己

今后路上的一块有用的敲门砖，能否“用上”为自

己找工作服务。虽然还只是在初中阶段，他们固

化了英语的工具性一面，而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看

到英语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发现在出国动机、内在兴趣动机和个

人发展动机 上，存 在 高 低 阶 层 之 间 的 显 著 差 异，
阶层越高，学生的这三种动机的得分越高。结合

前人的有限研究，重点结合访谈的数据对造成这

种差异的家长因素进行了深入论述，这在回答本

研究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对目前动机研究领域探

讨家庭背 景 与 学 习 动 机 关 系 的 研 究 做 了 进 一 步

的拓展，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转向背景下将社

会心理概念的学习动机放置在社会环境中，还原

其社会属性做了有益探索，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动

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
由于家长 在 子 女 英 语 学 习 上 的 投 资 的 差 异

性可能导 致 低 层 学 生 在 三 类 动 机 上 都 显 著 低 于

高层学 生，造 成 学 生 英 语 学 习 心 理 的 隐 性 不 平

等，进而可能会导致学生学习动力上的不足和局

限，限制他们未来的发展。例如低层学生的内在

兴趣动机显著弱于高层学生，而已有的研究证明

内在兴趣动机对学生动机的保持有长久作用［１３］，
这种内在 动 机 的 隐 性 剥 夺 可 能 导 致 低 层 学 习 者

无法将英 语 学 习 长 久 持 续 下 去。由 于 社 会 阶 层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将这种因为阶层差异导

致的学习动机的“被剥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建议 英 语 教 育 过 程 中 要 多 层 面 关 注 学 生 的

阶层差异给他们的学习动机带来的影响，发挥教

育补偿的作 用，促 进 动 机 由 单 一 向 多 元 的 转 化，
帮助低层 学 习 者 形 成 多 元 的 学 习 动 机。例 如 考

虑适当增加城市生活以外的内容，比如中国的乡

土文化，尽可 能 考 虑 不 同 阶 层 学 生，特 别 是 低 层

学生的特点 和 需 求，激 发 他 们 的 学 习 兴 趣，只 有

他们对英语学习产生了兴趣，才有可能利用现行

教材工具 性 和 人 文 性 并 重 的 优 势［１４］。在 教 师 评

估学生 英 语 学 习 时，关 注 动 机 等 情 感 因 素 的 发

展，可以采用 日 志 的 方 式，请 学 生 记 录 自 己 学 习

情况，一方面 可 以 检 验 他 们 的 知 识 掌 握 情 况，另

外一方 面 也 可 以 了 解 他 们 的 学 习 心 理 的 变 化。
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提高低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帮助他们多元动机的形成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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