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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探索在高中英语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控策略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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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高中生使用七种不同类型的英语学习动机调控
策略，学生动机调控策略使用状况不佳。本研究建议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应当增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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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Ｗｏｌｔｅｒｓ率先在动机调控策略方面进行了系统

的实证研究，归纳出五种动机调控策略：自我奖

励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ｅｑｕａｔｉｎｇ，即参与学习活动中给自己

提供 的 外 部 奖 励）；环 境 控 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即控制环境使自己任务不被 打 断）；掌

握目 标 唤 起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ｓｅｌｆ－ｔａｌｋ，即 掌 握 更 多 知

识、提升 能 力 为 目 标 来 调 节）；表 现 目 标 唤 起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ｅｌｆ－ｔａｌｋ，即 以 超 越 他 人、考 高 分

来调 节 学 习）；兴 趣 提 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即使活动变得更有趣提 升 任 务 参 与 度）。［１］１９９４
年Ｚｏｌｔáｎ　Ｄｒｎｙｅｉ首 先 将 其 研 究 引 入 二 语／外 语

研究领域，［２］ 此后国内外研究者参照他们提出的

动机策略框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３－１１］ 过去

五年的国内相关研究证明了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使用着 Ｗｏｌｔｅｒｓ提出的五种策

略，扩展了 Ｗｏｌｔｅｒｓ和Ｄｒｎｙｅｉ研究中的动机策

略类型，如李昆提出了后果设想策略。［３］ 但由于

国内相关 研 究 尚 处 起 步 阶 段，［１２］ 因 此 还 存 在 一

定局限：（１）缺少针对中学生的研究，目前只有

李昆采用统计的方法进行了高中生动机策略的研

究，［１１］ 但该研究 仅 仅 是 简 单 套 用 李 昆 针 对 大 学

生的研究所得出的八个因子进行高中生动机策略

数据的分析和解读，［３］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

高 中 生 动 机 策 略 特 点 的 深 入 挖 掘，缺 少 新

意；（２）缺少外 语 学 习 动 机 调 控 策 略 特 点 的 探

讨，也就是说，国 内 研 究 者 发 现 的 英 语 学 习 动

机策略也可 能 在 学 生 学 习 其 他 科 目 （如 数 学、

历史）时也适用。基 于 此，有 必 要 开 展 能 够 反

映中学生英语学 习 特 点 的 动 机 策 略 研 究。高 中

英语教育是基础 英 语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它

关乎学生能否以 较 好 的 英 语 学 习 基 础 进 入 大 学

英语阶段的学习。而 在 学 习 过 程 中，学 习 动 机

又是影响学 生 学 习 成 效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１３］［１４］

因此，探讨维持、激发 高 中 生 学 习 动 机 的 动 机

调控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１．不同类型 高 中 生 的 英 语 学 习 中 使 用 哪 些

类型的动机调控策略？

２．学生动 机 调 控 策 略 使 用 情 况 如 何？有 何

特点？

·５９·



（二）研究对象及其抽样
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在长春市和沈阳市抽

取了城市重点中学、城市一般中学和县城一般中

学三 类 学 校 四 所 高 中 的 高 一 和 高 二 共５６０名 学

生。由于高三学生准备高考，所以没有对高三年

级学生进行研究。在５２０份有效问卷中重点高中

２６１人 （占 ４０．２％），一 般 高 中 １５９ 人 （占

３０．６％），县 城 高 中１００人 （占１９．２％）。男 生

１９１人 （占３６．７％），女生３２７人 （占６３．３％）。
两个年级 的 人 数 分 别 为３１１人 （占５９．８％）和

２０９人 （占４０．２％），具 体 抽 样 人 数 分 布 详 见

表１。
表１　抽样学校及人数分布

Ａ中学 （一般高中） Ｂ中学 （重点高中） Ｃ中学 （重点高中） Ｄ中学 （县城高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ｎ ％ ｎ ％ ｎ ％ ｎ ％ ｎ ％ ｎ ％ ｎ ％ ｎ ％
一年级 １７　 １４．３　 ５９　 ３１．７　 ４６　 ３８．７　 ４７　 ２５．３　 ４２　 ３５．３　 ４０　 ２１．５　 １４　 １１．８　 ４０　 ２１．５
二年级 ２５　 ４０．３　 ５４　 ３８．３　 ２５　 ４０．３　 ５３　 ３７．６ ————————— １２　 １９．４　 ３４　 ２４．１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为 《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

调控策略调查问卷》，正式研究问卷是在两次预测

（问卷总体内在信度分别为０．８２和０．８５）基础上

修订而成。问卷分两部分：受试者个人信息 （学
校、年级、性别）、４７个动机 调 控 策 略 题 项 （采

用李克特六点量表，从６＝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我

的情况，到１＝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我的情况）。
（四）研究过程
本研究经过了两次预测和最后的实测两个阶

段。第一次预测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一周在长春市某

中学进行，有２７０名高一到高二的学生参加了问卷

调查，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对问卷的题项进行了修

订；第二次预测于２０１３年３月第一周在沈阳、长

春三所不同类型高中进行，共有２８１名高一到高二

同学参加了调查，我们还访谈了其中的３名学生和

他们的英语老师，根据问卷和访谈结果对问卷的措

辞等进行了最后修订。正式研究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

—１５日进行，共发放问卷５６０份，回收５５０份，剔

除无效问卷 （如多选、漏选等）后，得到有效问卷

５２０份，有效率为９４．５４％。

三、研究结果

（一）动机调控策略类型
本研 究 采 用 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 中 的 主 轴 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ｘ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来抽取因子，运用直接

斜交转轴法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ｌｉｍｉｎ）进行数据内部结构

的探索，① 共自然析出七个因子，即高中生英语

学习动机策略有七种主要类型。

１．兴趣提 升 策 略。包 括 学 生 通 过 挖 掘 学 习

中有趣的元素和联系相关场景深化对学习内容理

解两种途径提升英语学习动机，如发现一些有趣

的内容 （２题）或 者 选 择 有 趣 的 材 料 （１０题）
等，这些题目都与学生的 “兴趣提升”有关，该

动 机 策 略 与 高 越、刘 宏 刚 和 李 昆 的 发 现

一致。［１１］［１５］

２．跨文化 交 际 策 略。该 策 略 强 调 通 过 接 触

英美文化增强动机强度有关，如学生通过看美剧

（４４题）、看教学片 （３８题），阅读有关英美文化

的材料 （１２题）和与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接触，
如练口语等多途径 （２１题），提升自己对英语和

美国文化的认识，具有 “跨文化交际”的特点。
跨文化交际策略的提出与高越、刘宏刚针对大学

生的调查 结 果 一 致。［１５］ 外 语 学 习 不 同 于 一 般 学

科的学习，因为在此过程中要面临目的语和母语

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研究中发现的跨文化交际

策略突出反映了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策略不同于

其他科目调控策略的特点。

３．自我奖 励 策 略。该 策 略 强 调 学 生 在 完 成

学习计划和任务后给自己一定的奖励，例如第５
题 （完成一天的计划 后 对 自 己 进 行 奖 励），这 与

以 往 针 对 大 学 生 和 高 中 生 的 研 究 有 类 似

·６９·

① 因子负荷的阈值设定为０．３０。结果显示ＫＭＯ＝０．９２０ （ｘ２＝６３０３．４８２，ｄｆ＝４３５，ｐ＝０．０００）非常适 合 因 子 分 析，累 计 解 释

方差的４９．７５％。各题项的共同性在０．２０以上，各因子的信度值都在０．７５以上，问卷的总体内在信度为０．９１。由于篇幅所限，因子

分析矩阵表从略，有需要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之处。［３］［６］［９］［１５］

４．成绩目 标 唤 起 策 略。该 策 略 包 括 学 生 通

过提醒自己要在各类型的考试 （３４题），如高考

（４６题）、期中期末 考 试 （３０题）考 出 好 成 绩 或

者关注自己成绩排名的方式来激发自己努力学习

英语 （４５题）。学生用 “成绩”作为 “唤起”自

己学习动力的催化剂。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研究

者发现学 生 通 过 设 定 考 试 目 标 （即 掌 握 目 标 策

略）或者和他人比学习成绩高低 （即表现目标唤

起策略）调 控 学 习 动 机。［１］［３］［１１］［１６］ 而 本 研 究 发

现不论是设定目标，还是比较成绩，都是以成绩

为拉力，来唤起自己学习的欲望。成绩唤起策略

将以往研究中的掌握目标唤起策略和表现目标唤

起策略具体化在英语学习情境中。此策略的细化

对于了解高中生动机策略有所裨益，更符合高中

阶段动机调控策略的特点。

５．自 我 效 能 提 升 策 略。该 策 略 包 含 的５个

题项既有对比他人、激发自己学习动力的题项，
如厌烦英语学习的时候提示自己要坚持 （１５、４０
题），想象别人在艰苦条件中还能取得成功，自

己就更应该努力 （３３、４７题）；也有当自己学习

遇到困难的时候通过鼓励自己，激发学习动力的

题项，如用自己曾经取得的英语学习上的进步来

激励自己 （２４题），这些表达的都是学生通过提

升 自 己 的 自 我 效 能 感 来 维 持 或 增 强 学 习

动机。［１７］［１８］

６．元认知 控 制 策 略。包 括 学 习 者 通 过 保 持

和提高注 意 力 （３题）、集 中 精 力 完 成 学 习 任 务

（１１题）；督 促 自 己 要 按 照 截 止 日 期 完 成 老 师 布

置的任务 （１９题）；告诫自己不要放松，否则成

绩会下降 （１题）这些方法来调控动机，这些策

略都属于元认知范畴。元认知策略在自我调控学

习的整 个 过 程 中 均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１９］［２０］［２１］，
而动机策略又是自我调控学习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１０］［２２］ 在以 往 研 究 中 惠 良 虹、丁 秀 琴 和 李

晓东发现中国学习者使用元认知策略调控自己的

英语 学 习；［５］［１６］ 而 程 炳 林、李 昆 的 研 究 却 没 有

得出类似结 论。［３］［２３］ 本 研 究 析 出 的 元 认 知 调 控

策略因子为李晓东、惠良虹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佐

证，也弥补了李昆［１１］ 没有深入研究的不足。

７．归因策 略。该 策 略 主 要 包 括 英 语 学 习 成

绩好坏的决定因素是运气还是实力 （３２题），语

言学 习 是 否 需 要 一 定 的 天 赋 （３９题）这 两 个

题项。
参考文秋芳对学习策略定义 （即策略可以分

为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２４］［２５］ 本研究提出将以

上七种策略分为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的调控，观

念层面的调控策略为归因调控策略。行为层面的

调控策略为内控策略和外控策略。同时根据程炳

林、李昆的分类方法将６种行为层面的调控策略

分为：内控策略 （兴趣提升策略、跨文化交际策

略、元认知控制策略）和外控策略 （自我奖励策

略、自我效能提升、成绩目标唤起策略）。在 这

些策略中，归因策略和跨文化策略是在以往研究

中鲜有提及。［３］［２３］

（二）动机调控策略使用情况
本研究通过计算各类型动机策略的均值和标

准差，关注高中生的动机调控策略使用情况，由

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六级李克特量表，所以均值小

于４．０时表明该项策略使用效果不理想。
表２　高中生动机调控策略使用情况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调控策略总体 １．３７　 ５．３０　 ３．５７　 ０．７３
归因调控策略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６８　 １．２０
内控策略 １．２０　 ５．７３　 ３．６４　 ０．８８

元认知调控策略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８６　 １．０１
兴趣提升调控策略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７７　 ０．９９
跨文化交际调控策略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２１　 １．２３

外控策略 １．００　 ５．３８　 ３．４７　 ０．８１
成绩目标唤起 １．００　 ６．００　 ４．３４　 １．０５
自我效能提升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９２　 １．０７
自我奖励 １．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９
（１）英语学习动机调控策略是指英语学习过

程中，学习者对自己的动机施加影响，以提升自

己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持续性的策略。本研究发现

（详见表２），高中生的总体动机调控策略使用情

况不佳 （Ｍ＝３．５７；ＳＤ＝０．７３），但归因策略的使

用情况较好 （Ｍ＝３．６８；ＳＤ＝１．２０），即学生不赞

同外语学习是靠运气、拼智商，而是赞同依靠个

人努力，这说明学生的内归因较强，即他们更愿意

将自己的英语学习成功与否归结于自己的努力而非

外界因素影响。有研究表明内归因更有利于提升动

机水平。［２６］ 学生的内控策略得分 （Ｍ＝３．６４；ＳＤ＝
０．８８）要 高 于 外 控 策 略 得 分 （Ｍ＝３．４７；ＳＤ＝
０．８１），这与李昆的研究一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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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成绩目标唤起策略是符合高中生英语学

习特点的动机调控 策 略，它 强 调 学 生 用 “成 绩”
作为 “唤起”英语学习的动力，既有通过设定考

试目标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动机，也有通过和

其他同学比成绩对学习动机进行的调控。本研究

发现，成绩 目 标 唤 起 策 略 得 分 最 高 （Ｍ＝４．３４；

ＳＤ＝１．０５）。这表明在高中英语学习中，成绩依然

是学生关心的焦点，也是最能够调节学生动机的一

个外部因素，此结果验证了张玉翠和高越、刘宏刚

的研 究 结 果，［４］［１５］ 并 部 分 验 证 了 李 昆 的 研 究 发

现。［３］［１１］ Ｔｗｅｅｄ和Ｌｅｈｍａｎ认为，中国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更关注教育的实际结果，更倾向于把教育看

作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２７］ 因此，成绩在中国学

生眼中是他们实现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个砝码。
（３）如前所述，自我效能提升策略是学生在

英语学习遇到困难，停滞不前的时候，通过想象

其他人在艰苦环境中还能取得成功，暗示自己也

能做到等方法唤醒自己对英语学习能够取得进步

的信念，进 而 增 强 自 己 的 学 习 动 力。本 研 究 发

现，该项策略的均值得分排在第二位 （Ｍ＝３．９２；

ＳＤ＝１．０７）。这说明，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上虽然

能够通过对比学习条件、环境等不如自己的同学，
自我激励的方法提升自己的学习动机，但是这项

策略使用情况不佳，这与李昆的发现相似。［１１］

（４）以往研究中存在争议的元认知调控策略

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它的使用情况排在第三

位，虽 然 均 值 得 分 不 高 （Ｍ ＝３．８６；ＳＤ＝
１．０１），但这从一个角度说明，随着高中 生 元 认

知能力的发展，他们可能会在英语学习中通过制

定学习计划、监督自己学习进度等方法提升自己

对英语学习紧迫感的认识。他们需要在学习过程

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律来约束自我，保证学习投

入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１５］

（５）兴趣提升策略是学生通过阅读自己感兴

趣的英语材料、将自己学习的内容与某型有趣的

场景、画面或者个人经历相结合，通过了解英美

国家文化增强自己的兴趣，进而增强英语学习动

机的调控策略。本研究中学生的兴趣提升策略使

用情 况 排 在 第 四 位，从 均 值 （Ｍ＝３．７７；ＳＤ＝
０．９９）看，学生的该项策略使用不是很好，李昆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１１］ 这说明学生不善于通

过提升对学习的内在兴趣的方法来调控自己的学

习动机。一方面，可能因为使用这一策略需要学

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另一方面，可能与对

学生的策略培训不足有关，［１５］ 兴趣提升策略使用

频率较低可能导致学生缺少足够的内在学习动力。
（６）跨文化交际策略是指学生通过多种途径

（如看美剧、看英美电影、英美文化方面的读物、
看相关的文化教学片或者与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

接触）增强自己的目的语国家文化意识，以此来

调控自己的学习动机，提升学习动力。但本研究

发现，学生的该项策略使用情况不好，仅仅排在

所有策略的倒数第二位 （Ｍ＝３．２１；ＳＤ＝１．２３），
说明学生不善于通过利用与英美文化相关的信息

输入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兴趣，这可能与英语教学

中普遍存在的重分数、轻 能 力 的 培 养 方 式 有 关，
这从本研究中成绩唤醒策略得分较高即可略见一

斑。英语教学是工具性和文化性的统一，［２８］［２９］ 而

学生跨文化交际策略使用的偏低可能与教师对这

种统一认识的不足，不够重视人文性有关。
（７）自我奖励策略是指学生在完 成／超 额 完

成某些学习任务或者学习计划的情况下，给自己

一些奖励，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动机。本研究

发现，该项 策 略 排 在 最 后 一 位，均 值 仅 为３．００
（ＳＤ＝１．１９），这 说 明 学 生 基 本 上 不 使 用 这 种 策

略，相关 研 究 也 有 类 似 的 发 现。［３］［１１］［１５］ 使 用 频

率低可能是由于自我奖励策略的使用具有一定的

年龄特点，年龄越大，学习者越不善于使用奖励

的方法来激励自己学习，他们可能更喜欢用比如

成绩唤起等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动机。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以往动机调控策

略理论进行了拓展，表现在：（１）将调控策略分

为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观念层面包括归因调控

策略；而行为层面则分为内控策略和外控策略；
（２）将以往研究中的表现目标策略具体化为成绩

目标唤起策略，体现了高考指挥棒影响下，学生

利 用 成 绩 作 为 调 节 自 己 动 机 手 段 这 一 现

实；（３）发现了 具 有 外 语 学 习 特 点 的 调 控 策 略

———跨文化交际调控策略，这体现了学生外语学

习过程中，利用接触外国文化、增加文化输入的

方法提升自己对英语的兴趣。
本研 究 对 高 中 英 语 教 学 实 践 的 启 示 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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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教师要注重学生内控策略的保持和提升，指

导学生合理使用归因策略，提供外部调控策略方

面的引导。这样既可能帮助学生通过动机策略维

持和强化学习动机，还可能有效抑制学生动机减

退的发 生，帮 助 动 机 减 退 的 学 生 进 行 动 机 恢 复

（ｒ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８］ （２）教 师 要 利 用 现 有 资 源，
对学生进行动机策略方面的培训。借鉴学习策略

培训 的 方 法，［３０］ 笔 者 提 出 动 机 策 略 培 训 模 式：
融入式培训为主，集中培训和个别辅导为辅。例

如，教师在开学第一周可以结合实例给学生介绍

一两种调控策略，如跨文化交际策略。在接下来

的两三周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搜

索与所讲内容相关的英美国家文化。将学生找到

的材料在课堂上予以分享，组织学生讨论，让学

生品尝到这些材料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可以通过

写日志的方式，让学生记录自己寻找、分享材料

的过程，反思他们所学的知识，以此强化他们的

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策略的使用。教师要对

日志、学生上课的表现及时监督和反馈。对发现

的问题可以采用个别辅导的方式来解决。在两三

周的培训结束后，可以组织一次集体培训，通过

集体反思和个人反思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强化

策略的使用。只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更

有效地培养学生动机策略，帮助他们学会使用策

略调控自己的学习动机，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动

机，提高英语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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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学教育专业的 课 程 设 置 中 缺 乏 对 教 师 如 何 进 行 儿

童德育的有效指导。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初 等 教 育 学 院 开 发 的

《小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有

助于小学教育专业 开 设 德 育 类 课 程，学 习 有 关 儿 童 品 德

的教育知识与能力，帮 助 教 师 担 负 起 小 学 儿 童 道 德 教 育

的责任。

以德育教材为代 表 的 德 育 资 源 开 发 旨 在 帮 助 小 学 教

育专业学 生 认 识 与 理 解 小 学 生 品 德 发 展 的 内 涵、规 律、

特点、支持性条件，掌 握 基 于 小 学 儿 童 品 德 发 展 规 律 与

特点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播种”研究小学生品德发

展与道德教育的 “种子”。

近年来，随着教 育 信 息 技 术 的 发 展 引 发 了 深 刻 的 教

学革命，幕课、微课 以 及 翻 转 课 堂 等 新 形 式 打 破 了 传 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因 此，德 育 教 材 和 配 套 资 源 的 呈 现 形

式方面，也需要适应这一时代要求，凸显以学生为中心，

创制将纸质、音像、网 络 等 整 合 的 “立 体”呈 现 课 程 内

容，重视视 频、碎 片 化、互 动 性 等。在 教 材 创 编 中 注 重

实践取向、问 题 解 决、能 力 培 养，将 学 科 逻 辑 与 问 题 逻

辑结合，注 重 问 题 逻 辑，提 供 鲜 活 的、现 实 的 案 例；将

知识阐述 与 专 业 发 展 结 合，注 重 促 进 学 生 的 专 业 知 识、

专业能力与专业情 意 的 综 合 培 养，能 够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主

动参与学习，有利 于 学 生 在 体 验 中 达 成 知 识、能 力 与 情

意等多维的课程目标。

总之，全面深 化 小 学 课 程 教 学 改 革，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本任务，是新时 期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实 施 素 质 教 育

的时代要 求。第 十 届 全 国 初 等 教 育 学 学 术 年 会 的 召 开，

不仅反思了小学阶 段 课 程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问 题，也 为 提 升

我国初等教育教学 质 量 确 定 了 改 革 方 向，明 晰 了 在 小 学

阶段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和有效策略。

（责任编辑：苏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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