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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
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相关性实证研究

王 颖 刘宏刚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本文对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描述性分析显示，高中生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水平较低；高中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处于中等水平。相关分析得出，学生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

堂口语焦虑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消极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可能会导致他们在英语课堂上

出现口语焦虑感，从而影响他们的英语口语学习。本文建议，教师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对口语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学生全

面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口语学习，开展搭档活动等方法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

关键词：英语口语学习；自我概念；口语焦虑；相关性

一、引言

心理状态是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就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保持积极的心理（如充满自信、树立正确的动机与

保持积极的情感）会获得更好的成果。因此，心理因素的研

究成为了诸多领域研究者们的焦点（Marsh & Martin，
2011）。自我概念是心理因素之一，在教育学领域中已受到
了广泛关注（江萍，1997；Marsh, et al，2014）。自我概念是一
种自我感知，是一个人对其完成某项任务能力的一种主观

评价，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在 19世纪 90年
代提出的（薄利娜，2011），Marsh 和 Shavelson（1981）及
Marsh（1990）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进一步指出自我概念
是多维度、多层次建构，具有领域和学科特点。Meshkat和
Hosseini（2015）的研究发现，语言学习中的学业自我概念与
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将外语

学习领域中的自我概念的研究延伸到了听、说、读、写、语

音、语法等具体技能和知识的学习上。王初明

（1991，2001，2004）把 Shavelson等人的自我概念理论引入
到中国外语学习领域，并提出了“外语语音学习假设”，强调

了外语语音学习对整个外语学习过程的影响。吴瑾和王同

顺（2005）发现，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水平高的大学生在口语

考试取得的成绩也高；薄利娜（2011）的研究发现，在英语自
我概念各变量中，听力自我概念与听力成绩相关最高。自我

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心理因素，它与其他心理因素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张昭苑，2006；Guay, et al，2010；Kvedere，
2014）。Guay 等（2010）调查了自主学习动机对学业自我概
念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Kvedere（2014）发现数学自
我概念与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学生其学习焦虑水平低。在

英语学习中，口语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是语言交流最根本的

方式。本文探索高中生英语口语学习中的自我概念与课堂

焦虑之间的关系。

二、英语口语自我概念和英语口语焦虑的操作性定义

Shavelson 等（1976）把自我概念定义为，人们在过去经
验以及环境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自我感知。他们指出，自我

概念具有多维度、多维度、稳定性、发展性以及可评估性等

七种特征。根据多维度、多层次性，自我概念可分为学业和

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可分为各学科自我概念，非

学业自我概念可进一步分为社会、体貌等自我概念；学科自

我概念又可分为各技能知识子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

也可以再分为各子自我概念。最上一层次的自我概念稳定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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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强，随着等级的下降，自我概念的稳定性越弱。自我概

念不是稳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一种自我概念的

变化必定引起另一层次、维度自我概念的变化。Mercer
（2011：14）把学业自我概念定义为，“学习者对自己学业能
力的自我感知以及在学业领域中的自我评价”。她进一步界

定了外语学习自我概念，认为，“外语学习自我概念是外语

学习者对其外语学习能力的自我描述与在外语学习过程中

对自己的评价”（同上）。王初明（2004：57）认为，“自我概念
包括自我描述与自我感知等两方面”，他们把多维度、多层

次模型引入到中国外语学习研究领域中，把外语学习自我

概念包含在了学业自我概念下，与其他学科自我概念并列；

外语学习自我概念进一步分为了听、说、读、写、语音、语法

等各技能知识自我概念。基于前人研究，本文中的英语口语

自我概念（简称口语自我概念）是指学生对其英语口语表达

能力以及发音水平的自我描述与评价。本文中的英语口语

是指学生运用恰当的词汇及语法等英语语言知识来流利、

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能力。王初明（2004）指出语音是口语能
力的外在表达，因此，本研究中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也包括

学生对其发音水平的评价。

焦虑是影响学业成绩的学习者内部因素之一。

MacIntyre（1995）指出课堂焦虑对学习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
影响。Spierberger（1983，转引自曾瑜微、王晴，2011：60）把焦
虑定义为，“随着个体自主神经系统唤醒而表现出的对情境

产生忧虑和担心的一种主观情感”。他把焦虑分为“状态焦

虑”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指的是在某一环境中受到的恐

惧感。特质焦虑指的是人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不同程度焦

虑的倾向。Horwitz 等人（1986）提出了“外语课堂焦虑概念
（FLCA）”，并把它定义为，产生于语言学习过程中，有关外
语课堂的独特而复杂的自我认识、信念、情感及行为，由三

个因素构成：交际焦虑、负面评价恐惧以及考试焦虑。负面

评价恐惧是指除考试环境中产生的对他人评价的恐惧；交

际焦虑是指对真实的或预期的交际所产生的恐惧感；测试

焦虑则是一种在考试等评价性场合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导致

不良后果的心理压力。交际焦虑在 McCroskey等人的研究
中被称为“交际恐惧”。McCroskey（1977）把交际恐惧定义
为，在真实的或预期的人际交际时产生的恐惧或焦虑程度。

在 20世纪 70年代，他编制了交际恐惧自我报告（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测量了人们交际恐
惧水平，并不断完善了此工具。在 McCroskey等人（1985）的

研究中，PRCA由 24道题组成，测量了在不同交际环境中
人们感受到的恐惧感。Horwitz 等（1986）中提到，在听、说、
读、写等技能学习中，口语活动引起焦虑程度最大。在我国

的英语课堂中，英语口语技能通常在不同的口语教学活动

中学习。因此，本文中的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指的是学生在英

语课堂上参与不同口语活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感或焦虑

感。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援 高中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现状如何？
2援 高中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情况如何？
3援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相关

性如何？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吉林省 2所高中的共 300名学生（男=157，
女=143），每所高中 150名学生，每个年级 50名学生参与了
本次调查。另外共 9名学生参与了访谈，描述他们在英语口
语学习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要工具，问卷包括两个部分：英

语口语自我概念量表和英语课堂口语焦虑量表。问卷采用

六点李克特计分法。数字“6”代表“完全符合”、“5”代表“基
本符合”、“4”代表“符合”、“3”代表“不符合”、“2”代表“基本
不符合”、“1”代表“完全不符合”。学生根据其情况，选择相
应的数字。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量表，编自王初明和潘伟（王初明、

周保国 等，2008：51）的“中国外语学习者自我概念问卷”，
其中的口语自我概念与语音自我概念两个分量表构成了本

研究中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量表。在测试中，所有 16个题
项打乱了顺序，测试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量表

总信度为 0.954，其两个维度信度分别是 0.922、0.907。英语
课堂口语焦虑量表采用了 Apple（2013）编制的外语课堂口
语焦虑量表（FLCSAS），包括五个维度：一般口语焦虑及与
班级同学交流、与教师交流、小组讨论、与搭档交流等四种

英语课堂口语活动中的焦虑。所有题项都翻译成了中文，以

便学生对问卷内容更好地理解。在测试中，该量表显示出较

高的信度。量表总信度为 0.945，以上五个维度信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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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5、0.789、0.809、0.813、0.832。
本研究以半结构化访谈为辅助工具来解释问卷数据中

的一些不足。学生根据其情况，围绕研究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进行叙述与讨论。

（四）研究步骤

本调查在学生期末考试前进行。共 350名学生参与了
本次调查。在班主任与班长的帮助下，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进

行了问卷发放与回收。回收到共 323份问卷，回收率达到了
92.29%。共 18份问卷被筛除为无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到
了 94.43%。最后，对 300份有效问卷（每年级 50份）数据进
行了分析。数据由 SPSS17.0统计并计算。访谈在课余时间
进行，所有访谈都被录音并转写。

四、结果与讨论

（一）英语口语自我概念现状

表 4.1.1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所有变量极值、均值与标准差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语音自我概念 6.00 1.00 3.61 1.17
口语自我概念 6.00 1.00 3.47 1.21
整体口语自我概念 6.00 1.00 3.54 1.15
表 4.1.1显示的是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所有变量的极值、

均值以及标准差。其中，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总体均值为

3.54，（SD= 1.15），两个维度均值分别为 3.61，（SD= 1.17）和
3.47，（SD= 1.21），低于理论中值 4。这表明，高中生英语口
语自我概念水平较低，学生对其英语口语水平评价比较消

极。这与王家明（2010）的结果一致，该研究发现普通高校的
大学生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水平不高。我们认为，高中生英

语口语自我概念水平低，一方面可能是高中生容易将自己

的口语水平与其他学生相比，当比较对象是口语好的学生

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口语不好，呈现较低的自我概念水平。

前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如 Woutlers 等（2013）发现小
学生班级平均成绩和同伴平均成绩，特别是班级平均成绩

对他们语言自我概念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此外，从学生 B
的访谈中可以看出，高中生由于忽略了口语技能训练，加之

没有语言环境，可能导致英语口语水平不高，英语口语自我

概念也不够强。

学生 B：我英语口语不好。当老师提问到我，我得思考
一会想想应该怎么说，而且磕磕绊绊，不流利，我不是口语

好的学生。我们没有练习口语的语言环境，我大部分时间、

精力没放在口语学习上。

（二）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现状

表 4.2.1 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所有变量极值、均值与标准差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一般口语焦虑 6.00 1.00 4.34 1.07
与教师交流焦虑 5.60 1.00 4.12 1.13
与全班同学交流焦虑 6.00 1.00 4.06 1.13
小组讨论焦虑 6.00 1.00 4.01 1.30
与搭档交流焦虑 6.00 1.00 3.66 1.20
整体口语焦虑 5.80 1.00 4.03 1.05
表 4.2.1是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所有变量极值、均值以及

标准差。数据表明，高中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呈中度水平，

总体均值为 4.03，（SD= 1.05）；在五个维度中，一般口语焦
虑均值为 4.34，（SD= 1.07），两者达到了理论中间值 4，处于
中等水平。这个结果与李慧和林雅（2013）的结果一致。她们
对 6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在英语口语课堂上，
大部分学生处于中度焦虑水平，只有少数具有较高或较低

水平。在四个口语活动维度中，学生与其教师交流时焦虑水

平最高，均值为 4.12，（SD= 1.13）；其次是与全班同学交流
焦虑和在小组讨论中焦虑感较高，均值分别为 4.06，（SD=
1.13），4.01，（SD= 1.30）；学生与其搭档交流时焦虑水平最
低，均值为 3.66，（SD= 1.20）。在以上结果中，高中生在与教
师交流时焦虑水平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犯错，不能表

达自己，可能受到负面的评价，会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不好的

印象。在他们看来，在交流中的表达能力就是他们口语水平

的表现。这与 Liu（2006）得到的结果一致，该研究从学生的
反思日记中了解到，在小组活动、搭档交流与回答老师问题

等三种活动中，近 90%的学生都认为，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最
焦虑，因为他们害怕犯错，在不知道答案或还没准备好时会

不知所措；还有一些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说英语时也比较

焦虑。然而，王西银（2015）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学生与全班
同学交流时焦虑程度最高，其次是与教师交流与在小组讨

论时焦虑，与同桌交流时焦虑最低。可能是因为王西银

（2015）的研究中被试为大学生，他们的口语学习主要通过
自主学习或同伴之间的学习，而在本研究中，高中英语课堂

通常是由教师主导，因此，学生会更多地关注与教师交流时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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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变量
一般口语

焦虑

与教师交流

焦虑

小组讨论

焦虑

与搭档交流

焦虑

与全班同学交流

焦虑

整体口语

焦虑

口语自我概念 -.427** -.422** -.402** -.300** -.370** -.427**
语音自我概念 -.379** -.405** -.367** -.265** -.366** -.397**
整体口语自我概念 -.414** -.425** -.395** -.291** -.378** -.423**
注：**p<0.01（双尾检验）。

表 4.3.1显示了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
虑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英语口语自我

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水平低的学生在英语课堂口语活动中焦

虑感较高。

表中数据显示，在整体上，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

堂口语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相关性不强。本研究

得出了与朱秀全（2004）相似的结果：初中、高中与大学生的
英语语音自我概念、英语自我概念以及英语课堂焦虑之间

的关系发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高中生英语

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焦虑之间相关不高，其相关系数低于

其他两组被试。本研究得出，在高中生英语口语学习中，英

语口语自我概念低的学生在课堂上说英语时缺乏自信，担

心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交流不畅。靳成达（2014）也指出，
大学生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学生的自我

知觉能力。自我知觉能力低的学生通常贬低自己，低估了自

己的实际语言交流水平，因此会产生焦虑。

在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中，语音自

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负相关水平低于口语自

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水平。这一结果与王家明

（2010）一致：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相关高于
发音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相关。导致这一

结果的可能原因为：高中生在英语课堂上说英语时更加担

心自己掌握的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是否能够流利、完整、

且准确地表达。Ko觭ak（2010）得出，有一半的学生将英语口
语交流时的焦虑因素归因于词汇、语法和句法知识的欠缺，

表明了学生对其以上知识技能的评价是英语课堂口语焦虑

的主要因素。吴让科和赵晨（2013）也认为，英语专业大学生
语音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存在显著弱相关。语音

自我概念是导致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的一种可能因素。

在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的四个维度

中，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教师交流时焦虑相关性最高；其次

为，与在小组讨论中焦虑相关与全班同学交流时焦虑相关

性较高，与搭档交流时焦虑相关性最低。Hashemi（2011）指
出，严格的、正式的课堂环境会引起学生的焦虑感；相反，友

好的、非正式的课堂环境中，学生的表现会更自然。而严格

的、正式的课堂活动通常是考试、与教师和全班同学交流等

活动。目前，高中阶段基本采用传统的教师主导的授课方

式。这种教学方式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所以，在高中

英语课堂上，消极评价自己口语水平的学生在与教师交流

时焦虑感更强。与之相反，同伴、搭档交流中，课堂气氛比较

放松，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自由，不存在在老师和全班同学

面前“丢面子”问题。所以，即使学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不

高，在英语课堂上与搭档交流时焦虑程度也不高。此外，本

研究中，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小组讨论焦虑之间相关较高

于与全班学生交流时焦虑相关，笔者认为，其可能原因是在

英语课堂小组讨论中，教师通常不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

使学生担心他们表达不明白。这一点在以下访谈中有所体

现：

学生 E：在课堂上说英语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在全班同
学前做小演讲时，一般都有准备，所以表现的比较自然。不

过在前面情境对话时，我比较紧张，怕表达的不如我搭档

好。还有，要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的话，也比较紧

张，因为脑子里没有储备，会让我不知所措。

从学生 E的访谈中了解到，当他有足够的准备和全班
同学交流时，英语口语自我概念就会提高，有信心把自己的

观点传递给班级同学，所以，他焦虑感降低，表现较自然。

在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所有维度

中，口语自我概念与教师交流时焦虑相关性最高，口语自我

概念与小组讨论焦虑相关也比其他维度间相关性高。从以

上讨论可以看出，学生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词汇、语法等语

言知识欠缺导致了用英语表达时害怕说错，怕表达不好将

表 4.3.1 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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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不好的印象的恐惧感。同时，语音自我

概念与教师交流时焦虑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而与搭档交

流时焦虑相关性较低。从上述分析中得知，其原因可能是：

教师主导的课堂环境中，学生更注重在教师心目中的形象，

语音水平又是口语表达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王初明，

2004）。所以不难发现，学生与教师交流时，语音自我概念低
的学生担心发音不准会影响他们的口语表现，他们对其语

音能力的消极评价导致他们更焦虑。

五、启示及建议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在高中英语口语学习中，英语口

语自我概念水平低的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积极的

口语自我概念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自信心，降低

其课堂上的焦虑感，对英语口语学习有长远的影响。因此，

教师应该重视学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的形成。在高中英语

口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培养学生积极的英语

口语自我概念。

（一）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英语口语学习，

形成正确的英语口语自我概念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积极情感的培育者。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给予

积极反馈适当鼓励，使他们更多的认识到在每一堂课上的

进步，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心理。学生经常把自己课堂

上的表现同其他学生相比较，进而对自己的学业能力有一

定的评价。适当与他人比较能够使学生认识自己的不足，有

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然而，在英语课堂口语活动中，一些学

生看到其他学生较好的表现，会出现焦虑感，不敢开口表

达，影响他们对口语活动的参与和英语口语学习。因此，教

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自己的口语学习，培养正确的英

语口语自我概念。

（二）提高学生对英语口语学习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参

与英语课堂口语活动

学习一门外语，其主要目的是要进行交流，而口语是交

流的最直接、最基本的方式，高中生应该认识到学习英语口

语的重要性，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考试利益而忽略了英语口

语的学习。教师应该重视口语教学，注意提高学生对英语口

语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积极参与英语课堂各项口语训练

活动。另一方面，根据自我概念的定义，它的形成是基于人

们过去经验的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适当降低英语课堂口语

训练活动的难度，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体验，提高其英语口

语自我概念水平。

（三）开展搭档交流活动，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

水平

本研究发现，在英语课堂上，高中生与其搭档交流时交

流程度最低。搭档交流能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课堂环境中

学习口语，增强其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互相交

流，互相鼓励，积极参与，共同提高。Alrajhi和 Aldhafri
（2015）指出，同伴辅导（peer tutoring）是一种非正式的、友好
的课堂环境，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英语学习自我概念。因此，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更多的搭档交流活

动，提供学生更多的同伴交流的机会，使他们树立自信心，

提高其英语口语自我概念。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查中国高中生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

课堂口语焦虑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以下结论：高中生英语

口语自我概念水平较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程度中等；英语

口语自我概念与英语课堂口语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英语口语自我概念，一方面，影响着学生英语口语成绩，

另一方面，与课堂焦虑等其他学习者因素相联系，共同影响

着整个英语口语学习过程。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学生的

积极自我概念应该受重视并培养，使学生树立自信心，减少

焦虑，提高其对英语口语学习的积极主动参与。最后，本研

究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仅限于两所高中，其研

究结果是否适合国内其他地区的高中生有待验证。此外，本

研究数据的收集主要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如果进一步采

用课堂观察和深入访谈等研究工具可能会使本研究数据更

精确，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Alrajhi, M. & Aldhafri, S. Peer tutoring effects on Omoni
students’ English self -concept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2015, 8 (6): 184-193.

［2］Apple, M. T. Using rasch analysis to create and evaluate
a measurement instrument for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J］. JALT Journal, 2013, 35 (1): 5-28.

［3］Guay, F. & Ratelle, C. F., Roy, A., Litalien, D. Academic
self -concept, autonomous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理论园地

24



2016年 第 9期（总第 184期）

academic achievement: Mediating and additive effects
［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20):
644-653.

［4］ Hashemi, M. Language stress and anxiety among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 (30): 1811-1816.

［5］Horwitz, E. K. & Horwitz, M. B., Cope. A. J.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 70 (2): 125-132.

［6］Ko觭ak, M. A novice teacher’s action research on EFL
learners’ speaking anxiety ［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3): 138-143.

［7］Kvedere, L.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self-concept and
anxiety among 9th grade students in Latvia［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16): 2687-2690.

［8］ Liu, M. Anxiety in Chinese EFL students at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J］. System, 2006 (34): 301-316.

［9］MacIntyre, P. D. How does anxiety affec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reply to Sparks and Ganshow ［J］. Language
Learning, 1995, 79 (1): 513-534.

［10］Marsh, H. W. The structure of academic self -concept:
The Marsh/Shavelson model［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0, 82 (4): 623-636.

［11］Marsh, H. W., L俟dtke, O., Nagengast, B., Trautwein, U.,
Abduljabbar, A. S., Abdelfattah, F. & Jansen, M.
Dimensional comparison theory: Paradoxical relations
between self -beliefs and achievements in multiple
domains［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14 (35): 16-
32.

［12］Marsh, H. W. & Martin, A. J. Academic self -concep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Relations and casual
ordering ［J］.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011
(81): 59-77.

［13］Marsh, H. W. & Shavelson, R. J. Self -concept: Its
multifacete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85, 80 (3): 107-123.

［14］McCroskey, J. C. Oral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
summary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7, 4 (1): 78-96.

［15］McCroskey, J. C., Beatty, M. J., Kearney, P. & Plax, T.

G.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PRCA-24 as a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cross communication
contexts ［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85, 33 (3):
202-214.

［16］ Mercer, 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Learner Self -Concept ［M］.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2011.

［17］Meshkat, M. & Hosseini, S.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self -concept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 Modern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2015, 4 (5): 383-389.

［18］Shavelson, R. J., Hubner, J. J. & Stanton, G. C. Self-
concept: Validation of construct interpretations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6, 46 (3): 407 -
441.

［19］Wouters, S., Colpin, H., Damme, J. V., Laet, S. D. &
Verschueren, K. Early adolescents’ academic self -
concept formation: Do classmates or friends matter
most? ［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3
(27): 193-200.

［20］薄利娜. 英语自我概念与听力成绩［J］.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2011（1）.

［21］江萍.“自我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J］. 外语研
究，1997（3）.

［22］靳成达. 大学英语课堂学生口语焦虑的原因及对策
［J］. 现代交际，2014（11）.

［23］李慧，林雅.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口语课堂焦虑
调查分析［J］. 贵州民族研究，2013（1）.

［24］王初明. 外语学习中的认知和情感需要［J］. 外语界，
1991（4）.

［25］王初明. 影响外语学习的两大因素与外语教学［J］. 外
语界，2001（6）.

［26］王初明. 自我概念与外语语音学习假设［J］. 外语教学
与研究，2004（1）.

［27］王初明，周保国等.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概念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8］王家明. 自我概念和目标倾向对英语说话焦虑的预测
力［J］. 滁州学院学报，2010（4）.

［29］王西银. 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课堂口语表达焦虑分析
［J］. 科技创新导报，2015（21）.

理论园地

25



2016年 第 9期（总第 184期）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English
Speaking Self-concept and Classroom Speaking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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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speaking self -concept and English
classroom speaking anxiety 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students have a
lower level of English speaking self -concept; students are experiencing median level of English classroom
speaking anxiety.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present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variables of English speaking self-concept and English classroom speaking anxie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egative English speaking self -concept of students may result in the speaking anxiety in class, and
influence English speaking learning. Therefore, students’self -concept formation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should b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eachers should help students to cultivate positive English speaking self-
concept through deepening their awareness to English speaking, making them full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ir speaking performance and planning partner activities. In English speaking teaching, the role of self -
concept cannot be neglected, because it not only affects the oral performance but also correlates with other
learner variables which influence the English speaking learning.

Key words: English speaking learning; self-concept; speaking anxiety;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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