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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教师访学动机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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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 118 所高校的 182 名英语教师的访学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自然析出 7 种动机因子，由强到弱依次为学术情境、求知兴趣、社会责任、学术关系、学
术成果获取、压力缓解和竞争需要。随后我们结合对 12 位教师的访谈内容进一步分析了教师的访学动机特点。根

据研究结果，文末提出了用人单位要为教师访学提供支持，访学单位要加强访学机制建设，促进教师多元访学动机

的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高校英语教师; 访问学者项目;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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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原国家教委于 1986 年颁布《高等学校接

受国内访问学者的试行办法》( 原国家教委，

1986) 到 2004 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实施办法〉的通知》( 教人厅［2004］8 号) ( 教育

部，2004) ，在过去的近 30 年时间里，大批高校英

语教师通过国内访学途径，在国内著名学府完成

了自己的学术进修。对于英语教师来说，访学进

修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在职学习、自我提升的有效

途径( 吴一安等，2007) ，对于访问学者群体展开

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外语教师教育研究者的关

注( 如王晓华等，2006; 周燕，2008) ，但相关研究

还不系统，对于高校英语教师为什么在诸多进修

方式( 如参加研修班和各种学术会议) 中选择访

学作为自我发展途径，目前还鲜有学者开展研

究。基于此，本研究选择访问学者的访学动机作

为研究课题，希望在这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2． 文献综述

访学是教师在职学习的一种形式，是成人

继续教育的一种。因此，研究访学动机，有必要

对成人继续教育参与动机( adult participation in
continuing learning ) ( 本文简称成人学习动机)

进行 简 要 回 顾。成 人 学 习 动 机 理 论 发 端 于

Houle 提出的三种进修动机取向( 李金波 许百

华，2004; 袁付成，2008) 。他通过访谈的方法对

22 个参加继续教育的学生学习动机进行了研

究，归纳出三种动机取向: ( 1 ) 目标取向: 在继

续教育中完成明确目标; ( 2 ) 活动取向: 学习者

参与学习是为了获得学习以外的目标，比如结

交朋友等; ( 3) 学习取向: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

取更多的知识( Houle，1961) 。此后学者们分别

就他提出的三种动机取向进行了扩展性研究

( 如 Boshier，1971; Burgess，1971; Boshier et al． ，

2006 等) 。国内学者通过改编国外相关研究问

卷等方法，对中国大陆不同类型成人继续教育

群体的学习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 如李金波 许

百华，2004; 任亮 徐富明，2005; 徐富明 任亮，

2005) ，发现了一些共性特征: 如研究对象都希

望通过学习满足自己的认知兴趣( 求知兴趣动

机 /专业成长动机) ，为职业发展求得有分量的

砝码( 竞争需要动机) ，都可能受到周围亲人、
熟人的影响 ( 外界期望动机 /外界影响动机) 。
但这些研究中并未对访问学者的访学动机予以

足够关注。目前为止，只有王晓华等( 2006 ) 和

梁玉玲( 2007 ) 这两篇文献部分探讨了高校英

语教师的访学动机。王晓华等( 2006) 通过对 9
名访问学者的访谈发现，大部分教师积极利用

访学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有些

教师会利用访学机会寻求个人职业上的发展，

如考博、准备职称外语或者计算机考试; 也有教

师是为了放松疲惫的身心。梁玉玲 ( 2007 ) 在

以自己为研究对象的访学经历教育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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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自己的访学动机为求知兴趣，如“乐意

投入精力从事科研”，职业发展上“迫切希望在

科研水平和专业职称上不断提升，使自己在职

业生涯中全面发展”，这两项研究的中心不是访

学动机，也不是量化的实证研究，还不能深入反

映高校英语教师的访学动机现状，但为本研究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访学作为教师继续学习的有效途径，与一

般的成人教育有些许差异: ( 1 ) 访学是以获取

学术知识为目的，以参与各种科研活动( 如参与

导师项目、听讲座等) 为载体的非学历教育，具

有较强的学术性; ( 2 ) 访问学者的选拔不经过

普通意义上的入学考试，而是根据工作年限、学
术成果等向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中

心、国家留学基金委提出申请，渠道多样; ( 3 )

访问学者需要脱产学习，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

的时间。这使得教师访学动机与一般意义上的

成人学习动机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访学动机在

理论上对丰富成人学习动机理论有重要意义。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问题

1) 高校英语教师的访学动机有哪些类型?

2) 高校英语教师的访学动机有何特点?

3． 2 研究对象及其抽样

来自我国 4 个直辖市、2 个自治区(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 17 个省①118
所高校( 含 2 所师专和 6 所高等专科 /职业学

校) 的 182 名英语教师参与了本研究。他 /她们

均为近 7 年来 ( 2006 － 2013 年) 有过国内访学

经历的教师。其中男教师 36 人; 女教师 146
人。年龄分布情况: 40 岁 ( 含 40 岁) 以下 134
人; 41 岁及以上 45 人( 3 人没有填写) ; 学历层

次上看，拥有硕士 /博士学位的老师有 155 人;

本科学位的有 27 人。英语专业教师 111 人，大

学英语教师 71 人。
3． 3 研究工具

1) 调查问卷

问卷设计参考了 Boshier ( 1971 ) 的 EPS 量

表、徐富明和任亮 ( 2005 ) 以及任亮和徐富明

( 2005) 设计的教师在职进修动机问卷，同时结

合前期的深度访谈结果综合编制而成。问卷分

为研究内容介绍和问卷主体( 42 个访学动机题

项、12 个个人信息题项) 。问卷采用李克特 6
级量表( 从 1 = 很不同意到 6 = 很同意) 。

2) 访谈

我们根据填写问卷的老师自愿留下的联系

方式最终联系了 12 位教师( 2 位教授，10 位副

教授) 接受了我们的访谈。访谈以面谈为主，结

合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力求从两方面深入了解

教师的访学动机: ( 1 ) 教师为什么选择访学作

为在职进修的方式? ( 2) 选择访学的过程中都

考虑了哪些因素?

3． 4 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于 2011 年 2 月—2013
年 12 月间进行，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

方式。在正式施测前通过发送研究邀请函( 研

究内容介绍) 的方式，说明研究者的身份、研究

目的和研究计划，在得到被邀请人的同意后，方

才发送问卷。研究者共发放了 60 份纸质问卷

和 131 份电子问卷，191 份问卷全部回收，其中

有效问卷为 182 份，有效率为 95． 3%。在问卷

结果基础上对 12 位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

时间在 1 － 2 个小时不等。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 1 访学动机类型

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的主轴旋

转法②中的直接斜交旋转进行数据内部结构的

探索，因子负荷的阈值定在 0． 30; 最终删除 18
个题项后自然析出 7 个因子，KMO = ． 795 ( χ2

= 1． 580E3，df = 276，p = ． 000 ) ，非常适合因子

分析 ( 吴 明 隆，2011 ) ，累 计 解 释 方 差 的 52．
315%。各题项的共同性在． 240 以上。各因子

的信度值在． 604 － ． 839 之间③，问卷总体信度

为． 825，这说明问卷具有较为可靠的高信度。
表 1 访学动机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轴法直接斜交旋转的 pattern( structure) 矩阵④

题目摘要
因子 1

学术情境
因子 2

压力缓解
因子 3

竞争需要
因子 4

社会责任
因子 5

学术关系
因子 6 学术
成果获取

因子 7
求知兴趣⑤

共同
性

an23 为了获得更多的学术前沿信息 ． 798 /833 ． 754
an21 查找到更多、更新的学术前沿资料 ． 734 /700 ． 536
an24 学校的学术氛围很好 ． 696 /766 ． 673
an28 学校有丰富的相关专业资料 ． 660 /676 ． 492
an20 想得到名家在学术方面的指点 ． 543 /638 ．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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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2 学校在我所学专业领域有领军人物 ． 527 /635 ． 498
an16 学校在外语学术界很有名气 ． 379 /449 ． 386
an1 减少我的工作负担 ． 883 /864 ． 778
an2 单位教学压力大，调整身心 ． 866 /860 ． 764
an35 调整对教学的厌倦情绪 ． 364 /413 ． 240
an39 访学是一种荣誉 － ． 719 / － ． 736 ． 575
an32 有访学的经历，大家会高看我 － ． 679 / － ． 693 ． 500
an42 访学为今后自己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 － ． 667 / － ． 717 ． 602
an8 增加我在学生中的威信，给他们树立榜样 － ． 619 / － ． 639 ． 500
an41 提高自己所在院系的教学水平 ． 893 /885 ． 817
an38 提高自己所在院系的科研水平 ． 544 /595 ． 426
an3 和外语学术界的专家建立联系 ． 715 /691 ． 508
an9 帮助我所在单位和学校建立联系 ． 699 /690 ． 487
an25 和学术圈里面的领军人物建立学术联系 ． 552 /689 ． 629
an37 为了申报省部级 /国家级课题 ． 681 / ． 705 ． 562
an18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课题 ． 474 / ． 520 ． 312
an29 是为了写一两篇像样的论文发表 ． 447 / ． 503 ． 279
an33 开阔教学视野，提高教学水平 ． 504 / ． 537 ． 427
an6 提高反思能力 ． 328 / ． 358 ． 346
累计解释百分比 21． 418 31． 664 38． 228 42． 908 46． 616 49． 815 52． 315 －
因子内在信度 ． 839 ． 745 ． 783 － ． 715 ． 604 － －

注: /”后数据为结构矩阵( structure) 的因子负荷值; 小于 0． 30 的负荷被省略

因子 1 与教师所在的学校的“情境”有关，

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访学单位的知名度，如学

校在外语学术界有名气( 16 题) 、有学术圈的领

军人物 ( 22 题) 、有良好的学术氛围 ( 24 题) ;

( 2) 访问学者认为能在该单位获取他们需要的

前沿学术资料和信息( 如 21、23、28 题) 以及专

家的指点( 20 题) 。这两方面都与学校整体实

力和在外语学术界的学术实力密切相关，突出

反映了与学校相关的情境对教师访学的吸引。
作为学习者，教师可能因为这些与情境相关的

因素而选择访学，这与学习者二语 /外语学习过

程中，学生因为喜欢老师、教材、学习环境和氛

围而学习一门语言相类似( Drnyei，1994; 高一

虹等，2003) ，因此，借用学生二语 /外语情境动

机的术语，将因子 1 命名为学术情境动机，这是

以往成人学习动机研究中未曾提到的。
因子 2 与访学教师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借

访学之机调整自己有关。如调整自己对教学的

厌烦感和工作倦怠感( burn-out) ( 35 题) ，因此

命名为压力缓解动机。这与国外学者发现的继

续教育参与者希望通过学习逃避某些活动或者

逃离某 些 不 愉 快 的 场 景 的“逃 避 动 机”相 似

( Boshier，1971; Burgess，1971 ) ，这也是高校英

语教师期待通过访学从教学的疲态中解放出来

的一种内心写照( 王晓华等，2006) 。
因子 3 反映了教师希望通过访学增强竞争

实力( 42 题) ，获得他人尊重( 8 题、32 题) ，获得

一定的自尊感( 39 题) 。如前所述，能够获得访

学资格的老师在各自所在单位都是优秀教师，

通过层层选拔获得访学资格的。访学对他们来

说是一种能力上的认可。而拥有访学的经历，

对教 师 来 说 也 是 一 种 象 征 资 本 ( Bourdieu，

1986) 。在访学过程中，获得知识，提升能力，获

得今后职称评聘上的“显性筹码”; 而象征资本

的获得更多地给教师来的是一种“隐性筹码”，访

学可能是一种未来竞争的需要，因此命名该动机

为“竞争需要动机”。以往有研究发现，成人参加

各种进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关的学历教育，最

终拿到学业证书，用这些文化资本 ( Bourdieu，

1986) 在自己行业岗位的竞争中增强实力 ( 如

Boshier，1971; 李金波 许百华，2004 等) ，为本研

究发现的竞争需要动机提供了佐证。
因子 4 体现了教师希望能够在访学结束后

为单位科研和教学水平提高做贡献的愿望，是

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故将该因子命名为社会

责任 动 机。这 与 前 人 发 现 的 服 务 社 会 动 机

( Burgess，1971; 李金波 许百华，2004; Boshier et
al． ，2006) 相似，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责任特指

访学教师为原单位的教学 /学术共同体做贡献。
因子 5 与“建立联系”“发展关系”有关，一

方面是教师和专家学者、学界名流建立学术关系

( 3、25 题) ; 另外一方面，教师也期望通过访学帮

助所在院系和访学单位建立联系( 9 题) ，这里既

有个人因素，也包含某种责任的色彩，反映了教

师在进修过程中不但渴望获得文化资本，还期待

今后在学术圈发展获得 社 会 资 本 ( 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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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而社会资本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个体通过

占有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获取资本，强调关

系的重要性，因此命名该因子为学术关系动机，

这与 Burgess( 1971) 和 Boshier ( 1991) 研究中提

出的社会接触动机有相似之处。
因子 6 反映了教师想通过访学达到申报和

完成课题( 18、37 题) 和发表学术论文 ( 29 题)

的目的，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学术成果获取动

机。
因子 7 反映了教师通过提升自身能力，获

得更多知识，明确今后发展方向的内心诉求，体

现了教师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内在兴趣，与 Bosh-
ier( 1991 ) 的认知兴趣动机、李金波和许百华

( 2004) 的求知兴趣动机、徐富明和任亮( 2005 )

以及任亮和徐富明 ( 2005 ) 的专业成长动机类

似，因此命名为求知兴趣动机。
本研究中的学术情境动机、学术关系和学

术成果获取动机体现了访学过程的学术性特

点，是以往研究未曾提及的( 详见表 2) 。同时，

压力缓解动机在国内前人研究中未曾发现，而

与国外 Houle 等人研究相比，该动机在访学过

程中被具体化了。
表 2 访学动机与其他成人教育参与动机对照表

Houle( 1961) 、Boshier( 1971) 等 李金波 许百华( 2004) 任亮 徐富明( 2005) 本研究

外界期望 外界期望动机 外界影响 －
职业晋升 职业发展动机 竞争需要动机 竞争需要动机

认知兴趣 求知兴趣 专业成长 求知兴趣

社会服务 服务社会动机 － 社会责任动机
－ － 职业规划动机 －

逃避或刺激 － － 压力缓解动机

社交接触 － － 学术关系动机
－ － － 学术情境动机
－ － － 学术成果获取动机

4． 2 访学动机特点

为了清楚地显示教师访学动机的不同类

型，本研究计算了不同类型动机的均值和标准

差。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李克特六级量表，因

此均值小于 4，表明该动机不强。
表 3 教师访学动机的描述性统计

动机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动机总体 2． 83 5． 75 4． 256 0． 508
学术情境 3． 43 6． 00 5． 255 0． 593
求知兴趣 2． 50 6． 00 5． 250 0． 670
社会责任 1． 50 6． 00 4． 453 0． 963
学术关系 1． 67 6． 00 4． 415 0． 863

学术成果获取 1． 00 6． 00 3． 863 0． 909
压力缓解 1． 00 6． 00 3． 183 1． 185
竞争需要 1． 00 6． 00 2． 889 1． 092

从表 3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教师访学动

机总体上较强 ( M = 4． 256; SD = 0． 508 ) ，李金

波和许百华 ( 2004 ) 、任亮和徐富明 ( 2005 ) 、徐

富明和任亮( 2005 ) 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这说

明在参与继续教育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以较

高的热情参与其中，访问学者也不例外。
在所有 7 个动机因子中，

( 1) 学术情境动机得分 ( M = 5． 255; SD =
0. 593) 最高。这反映了情境因素在学习者继续

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访问学者 A 和 B 在访

谈中强调了情境的重要性。A 老师说“我来这里

访学其实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想充实自己，但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是全国外语院校的

‘老大’，我是做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而这里的

XXX 研究中心恰好有全国知名的学者，比如

XXX 教授等。另外，这个中心的图书资料很全，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你知道，我们做研究最新

的资料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说我们这个偏远小学

校哪有这个条件”( A 副教授访谈) 。而访问学

者 B 直截了当地说自己访学的原因是“冲着 XX
大学这块牌子来的。这是全国排名第一的高校，

外语学院的科研牛人 很 多，比 如 搞 文 体 学 的

XXX 教授、社会语言学的 XXX 教授。这里的图

书馆是全亚洲最大的，来之前就很向往，来了以

后觉得自己真的不虚此行”( B 教授访谈) 。
( 2 ) 求 知 兴 趣 动 机 ( M = 5． 250; SD =

0. 670) 得分排在第二，这 与 李 金 波 和 许 百 华

( 2004) 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教师访

学的主要目的为了求得知识、获取信息，是出自

个人的内在兴趣的。这也反映了目前高校英语

教师在科研和教学压力倍增的环境下，渴望充

电的强烈愿望( 周燕，2005 ) 。教师的这种强烈

的求知欲在访谈中可略见一斑。所有的访问学

者都表示在高校从教一段时间后，为了避免自

己知识的储备变得陈旧和枯竭，希望通过访学

给自己补充给养。教师的求知欲体现在教学和

学术能力的提高上。在访谈中，有 64% 的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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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希望学习一些名师、名家如何进行一线

教学的方法，回到原单位也能自己开好一门课。
A 老师在访谈中提到“文学方面听的特别多，有

英国文学，有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美国现

代小说，挺全的。我是教文学的，所以本科和研

究生层面的能听我都尽量多听，这样回去对自

己提升教学质量，或许还能开出一门新的文学

课也说不定”( A 副教授访谈) 。教师在访谈中

都提到，自己访学的重要任务是在学术上更上

一层楼，要“补课”。E 老师谈到自己访学动机

的时候，首先提出自己是来学术访学的，不让自

己“科研落伍”。以前也做过一些小打小闹的

研究，但是现在随着听课、与导师交流才发现自

己以前的研究不太入流，所以有些掉队了。因

此我得赶上!”( E 副教授访谈) 。
( 3) 教师的社会责任动机( M = 4． 453，SD =

0. 963) 排位第三，说明教师访学具有一定的社会

责任目的，他们在追求个人发展同时，也希望自己

能为原单位科研和教学发展做贡献。李金波和许

百华( 2004) 的研究发现参加自考和函授的学生的

学习目的之一，是为社会服务做准备，或者是为自

己的单位多做贡献，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尽力，

这与我们的发现相似。但不同的是，他们研究中

的社会服务动机的强度并不高，而本研究的社会

责任动机均值较高，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研究对

象有关，李金波和许百华( 2004) 的研究对象是在

职和脱产学生的混合群体，而本研究中的研究对

象均为在职教师，因此他们可能比混合群体所表

现出的服务所在单位的意愿更强。通过访谈我们

也了解到，访学教师一方面认为自己受到资助，理

应在提高自己的同时，为培养自己的单位做一定

贡献; 另外访学派出单位也要求老师访学结束后，

要通过做讲座等方式来汇报访学成果，有的学校

要求访学教师能尽量开出一门新课。因此，社会

责任动机的这种教师内在的服务意愿和外界要求

双重特征，使得本研究的社会责任动机较强。
( 4) 访问学者具有较强的学术关系动机

( M =4． 415; SD = 0． 863) 。该动机是以往国内

外成人继续教育参与动机中未曾提到的动机类

型，它突出反映了教师访学与其他形式继续教

育不同之处，即访学过程的学术性。访学教师

在追求个人学术资本获得的同时，也希望通过

访学与专家建立联系，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本

( Bourdieu，1986) ，为自己今后的学术发展积攒

“人脉”。根据 Bourdieu( 1986 ) 的资本理论，不

同资本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掌握社会资本也会

帮助教师获得更多导师的指导，进而获取更多

的文化学术资本，促进自身发展。
( 5) 学术成果获取动机排在倒数第三位

( M =3． 863; SD = 0． 909) 。在对访问学者的访

谈中，85%的老师提到自己来访学的是为了“发

一两篇像样的文章，最好是 C 刊( CSSCI 刊物，

笔者注) ”或“申请个大项目”这些与学术获取

成果相关的目的。但总体数据显示，教师的学

术成果获取动机排名并不高，这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教师的主要访学动机是内在的求知兴趣，

而学术成果获取是外在动机，对教师来说并不

是主要目的。此外，有的教师在访谈中提到“我

来之前也希望能在访学期间发点文章，最好是

高级别的，因为我们申报这个访学的时候，单位

要求我们必须要发文章，否则不能申请，当时就

这么写了个目标，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发文章哪

那么容易啊。我是副教授，发一般刊物没啥问

题，但是北大核心和 CSSCI 啥的就有点困难

了。还是底子不好，我来是补课了，只有功课做

好了，才有可能发文章。再说即便写了，发出来

还有一个周期”( D 副教授) 。可见，D 老师认

为获得知识的内在兴趣还是第一位的，成果获

取也许在某个阶段是一个主要动机，但是在现

实( 文章不好写、不好发) 面前，学术成果获取

动机可能就变得不太主要。
( 6) 压力缓解动机的得分不高( M = 3． 183，

SD =1． 185) ，这可能是因为教师访学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学习自我提升，而不是为了彻底放松。
同时，教学压力没了，琐碎事情少了，但访学带来

的学术、科研压力却随之而来，压力缓解只是相

对而言。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访学的老师大多

数是各校教学或者科研骨干，有的老师还兼任一

些行政职务，即便暂时离开了工作环境，但也经

常可能会被指派完成一些工作。在与 C 老师的

访谈中，她提到“选择访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可

以远离沉重的工作环境。哎，你不知道，我在那

边当个小负责人，教研室的事情太多，我自己想

做点科研都没有时间……这次正好有机会，我就

毫不犹豫地跑出来了，不然我就废了。起码访学

的时候事情能少点”( C 副教授访谈) 。C 老师所

谈到的反映了教师想在访学的同时，暂时离开嘈

杂的环境，寻求一个相对清净的自我发展空间的

愿望，这从一个角度也说明，原单位如何给外出

访学的老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也是今后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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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建设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 7) 竞争需要动机得分排在最末 ( M = 2．

889，SD =1． 092) ，这和前人的研究发现有所不

同。任亮和徐富明( 2005 ) 发现，中小学教师在

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过程中，竞争需要动机较强。
而本研究中的访问学者竞争需要动机在所有动

机中最弱，这可能与访学本身不是学历教育，在

职称评定等方面不是硬指标有一定关系。另

外，本研究中的竞争需要动机还包括获得周围

人的尊重，这也是一种获得竞争软实力的体现，

而这种象征资本的获得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在职

称评定过程中的某些必要的资本，这也部分地解

释竞争需要动机较弱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没有发现国内成人学

习动机研究中提到的他人影响动机( 即受到父

母、亲人和有类似学习经历的朋友的影响) ，这说

明高校教师具有较强的自我判断和选择能力，能

够根据实际情况衡量好是否需要外出访学。

5． 结语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182 名高

校英语教师的访学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

了 7 种访学动机，其中学术情境动机、学术关系

动机和学术成果获取动机，拓展了成人学习动

机研究的理论成果; 压力缓解动机和社会责任

动机是前人提出的逃避刺激动机 ( 如 Houle，

1961; Boshier，1971，1991 ) 和服务社会动机( 李

金波 许百华，2004 ) 在访学情境中的具体化。
我们认为，各高校应当意识到，教师具有多元的

访学动机，因此应当给教师更多的访学机会，加

强教师培训的力度 ( 周燕，2002 ) ，满足他们的

内在求知欲，降低职业倦怠带来的工作负效应，

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环境。对于接收访

问学者的院系、外语研究中心来说，应该注重自

身的访问学者培养体系建设，满足具有强烈访

学动机的老师的需求。
本研究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没有对访学动

机类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未来

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大取样范围，采用更精密

的统计手段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将访问学者的

访学效果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丰富和

拓展该领域的研究。

注释:
①17 个省为安徽、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

四川、湖北、湖南、河北、甘肃、河南、江苏、江西和云南;

②主轴抽取法是因子分析的一种主要方法，旨在探索观测变量
的方差和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能用多少个少数的潜在变量来解
释的方法，比主成分分析法更能有效的探索数据内部的潜变
量，简化变量的结构，在对方差的解释率上要更精确( 张文彤，
2002; Henson ＆ Ｒoberts，2006; Field，2009; Hair et al． ，2010)

③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不乏信度值低于 0． 7 的情况，而在人文
科学研究中信度值也要看样本量和因子下题项的数量( 秦
晓晴，2003) 。

④主轴法中的直接斜交旋转生成的 pattern 和 structure 两个矩
阵，在分析因子结构时候都要参考( Henson ＆ Ｒoberts，2006;

吴明隆，2011) 。
⑤Hair 等人( 2010) 认为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至少要包含

两个题项。应用语言学动机研究领域，也不乏研究者得出由
两个题目支撑的动机因子，如高一虹等 ( 2003 ) ，Drnyei 和
Chan( 2013) 。考虑到社会责任动机和求知兴趣动机因子的其
他参数较为理想，因此接受这两个因子只保留两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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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China，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ques-
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by reviewing the
related articles published in nine CSSCI journals between
2004 and 2013．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mixed methods，
multipl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were used in the stud-
ies，yet the existing problems，such as unclear and unfo-
cused research questions，opaque and incomprehensive
portrayal of the research design procedure，and in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ative data，have thus weakened the
general qualities of the studies． Therefore，this paper sug-
gests that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gradually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and enhance the related researchers'
capacities by innovating school research curricula and run-
ning more practical workshops on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empiri-
cal study ; research question;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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