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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
焦虑与自我调节策略相关性调查研究

覃文婷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外语学习焦虑是学习者由于要用到外语而产生的害怕

的心理。本研究以广西北部城市柳州、桂林以及南部城市钦州、

北海、防城港农村地区的 255 名初中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和

访谈，了解其返校后的英语学习焦虑情况和使用自我调节策略的

情况。结果表明：（1）广西农村地区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总体达

到中等程度，桂南地区焦虑程度高于桂北地区；（2）广西农村初

中生存在中等频率的英语焦虑自我调节策略使用情况；（3）英语

学习焦虑与自我调节策略并无显著相关性。研究结果为改进农村

初中英语教学条件、改善初中英语学习氛围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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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焦虑是学习者由于要用到外语而产生的害怕心理。

Horwitz 设计了专门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该表在

学界沿用多年，已成为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权威量表之一。自我

调节策略指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有意识地、系统地监测、

评估，调节自己的思维、情绪等，以达到其目标的心理活动（吴

增强，2011）。研究表明自我调节策略与学习焦虑具有成正相关（方

巧真 2016；焦超红 2017；段爱爱 2018）

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从 2020 年 2 月开始，

广西各地初中开启网课模式。但在广西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

的学生因为网络原因，无法正常观看网课视频，缺乏与老师学生

之间的互动交流，这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听课质量下降。

届时进入后疫情时代返校上课时，一些学生无法快速调整好状态，

集中精力学习，给目前的学习带来焦虑，降低学习效率。

本研究以广西北部和南部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初中学生为调查

对象， 调查了解其返校后的英语学习焦虑情况和使用自我调节英

语学习焦虑策略的情况，以期为改进农村初中英语教学条件、改

善初中英语学习氛围提供建议与策略，提高农村英语教学质量。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

本次 研究选取了广西北部城市柳州、桂林以及南部城市钦州、

北海、防城港的农村地区初中生为 调查对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

展情况、教育条件和历史文化底蕴各有不同，可以反映现阶段广

西教育发展的特点。本次调查发放问卷一 255 份，回收 255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55 份。发放问卷二 255 份，回收 163 份，其中有

效问卷 163 份。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了解广西农村初中学生返校后的英语学习焦虑情

况和使用自我调节英语学习焦虑策略的情况，并通过数据分析了

解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期为改进农村初中英语教学条件、

改善初中英语学习氛围提供建议与策略，提高农村英语教学质量。

通过分析问卷数据，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情况如何？

2. 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自我调节情况如何？

3. 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与自我调节策略

是否存在相关性？

（三）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并深入学生群体内部进行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制定了两份问卷：

第一份问卷前部分主要了解学生基本情况，所在地区和年级

等，后部分涉及学生考试、交际、教师评价以及在线课堂的焦虑

情况，问卷共 21 道单选题，设置分值，分数越高则代表学生焦虑

情况越高。

第二份问卷前部分类似于问卷一，主要是学生所在地区、年

级段等情况，后半部分设置了学生焦虑自我情绪调节策略调查，

问题设置有如何有效自我提升、如何解决问题等内容。问卷二设

置了 22 道单选题，学生可根据选项进行选择以避免问题过多引起

学生的倦怠情绪。

两份问卷设计采用了五级量表，“5”表示肯定程度最高，“1” 

表示肯定程度最低，以此类推，中间是一个连续体。“1”表示完

全不同意，“2”表示基本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

基本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情况

问卷回收后，用 SPSS 25 对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频次统计（统

计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和独立样本 T 检验。由统计分析得出均值

为 3.02，反映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地区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总体

处于中度水平。

桂北、桂南农村地区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情况具有明显差

异，体现在数值上为各个维度的 sig（2-tailed）值均小于 0.05。

差距最大的是在线课焦虑，桂北平均值为 16.53 而桂南为 19.03，

可见后者焦虑程度更高。其次是交际焦虑，桂北为 16.89，桂南为

19.04。接着是交际焦虑，桂北为 17.80，桂南为 19.70。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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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考试焦虑，分别为桂北 8.28，桂南 9.66。

由此可知，桂北学生各项维度的平均值均低于桂南学生，后

者焦虑程度更高。结合问卷调查以及当地教育教学情况实践可得

知柳州、桂林作为外语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当地初中生的英语

基础较好，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课堂活动。而南部沿海地区的学

生受条件影响，在学习英语方面更觉压力。

（二）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焦虑自我调节策略使

用情况

经过数据分析可知，依据李克特五级量表划分标准，问卷均

值为 3.15，处于 2.5 至 3.4 范围内，表明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

生存在中等频率的英语焦虑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随后，笔者将桂北、桂南地区 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果 。自我

效能提升策略维度 Sig.（双尾）值为 0.13，转移注意力策略维度

Sig.（双尾）值为 0.69，二者均大于 0.05，故桂北、桂南地区农村

初中生在使用这两种策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在应用策略方面，桂北和桂南的平均值相差不大，其中自我

效能提升平均值（桂北 3.93；桂南 3.71）和转移注意力平均值（桂

北 3.39；桂南 3. 35）偏高，说明学生们更倾向于通过这两种方式

调节英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相反学生们使用逃避问题

策略与解决问题策的意愿相对较低，具体表现为两者的平 均值较

低，前者平均值为桂北 2.21、桂南 2.67，后者为桂北 3.29、桂南 2.73。

按照地区分类进行分析，桂北桂南学生在这两种策略的使用

上存在显著差异，数据上显示为这两个维度的 Sig.（双尾）都小于

0.05，其中桂北学生逃避问题维度均值处于低频率阶段。

（三）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与自我调节

策略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与自我调节

策略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两组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得出

各维度 Sig.（双尾）值均大于 0.05（自我效能提升策略 0.135；逃

避问题策略 0.36；解决问题策略 0.241；注意力策略 0.344）这说

明自我调节策略与学生返校后产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并没有显

著的关系。

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焦虑更多的来源于对他国的语言缺乏基础

与认知，因此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外加农村初中外语教育缺乏对

外语学习策略的关注，日常教学缺少使用学习策略缓解学习压力、

提高学习效率的训练和要求，故大部分学生难以养成主动运用学

习策略消除消极情绪的习惯。

三、教学启示

（一）努力平衡不同地区外语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地区外语

教育质量。

由以上分析可知，桂北与桂南地区农村初中生在英语学习焦

虑和自我调节策略使用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桂北焦虑程度低于

桂南学生，这种情况和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有这一定关系。桂北

的教育条件、教育氛围相对优于桂南。桂北地区经济程度较发达，

当地对教育事业投入力度较大，基础教育设施更加完善，同时桂

林和柳州的名校名师较多，其对农村学校的影响作用更强。

另外，经济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地方财政收入直

接影响着当地中学的教学质量。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不用说

配置电脑、音响、投影仪等先进的教学设施，甚至教师工资都难

以按时发放。

身处于这种环境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影响着教学质量，教

师更多的关注于自身的工资与未来事业发展状况，在实际教学中

也只是更多的关注学生的成绩与自身教学质量考评，基本上不能

照顾学生的学习情绪，从而导致学生英语学习焦虑感愈来愈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后疫情时代，想要促进当地外语教育事业稳步进入正轨，

首先应保证教师基本生活的可持续，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教师自

身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在实践教学中免去更多后顾之忧，教师便

能以积极而正面的情绪对待工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学生自身的

综合发展上。

其次，政府教育机关、部门可向学校提供多媒体设备，以优

化当地外语学习环境。另外，政府可为农村教师牵线搭桥，鼓励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新知识、新方法，通过教研交流改善原有

教学方式的不足之处，尝试课堂中的教育实践改革。市里的示范

性中学可通过与农村中学与形成帮扶组合，传授先进科学的教学

经验，完成教育事业的精准脱贫。优秀的师资力量、完善的教学

设备、良好的培训机会是一个地区形成良好外语教学氛围、实现

当地教育良性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培养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学生的英语自我概念受到他人对自身语言水平和语言技能的

评价所影响，并且周围环境也带来一定的影响。积极的自我概念

有助于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焦虑，提高自信心。教师应做

到因材施教，使用不同的方法培养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及时强

化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对自身英语学习产生消极自我概念的学生；

培养学生自我反思的能力，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产生积极自我概

念，提高英语学习效率。

（三）创造良好的英语课堂氛围，注重调节策略训练。

英语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可使教学效率

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应做到情感上的公私分明，即

教学之中，不将日常生活中的消极情绪带到课堂，而是经常微笑，

从内心焕发出的正能量影响学生。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因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带来的

阴影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在学校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让

学生拥有安全感，教师使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课堂学习最容易产生英语学习焦虑，因为学生害怕错误的回

答会引发教师负面评价和同学们鄙夷或同情的眼神。特别是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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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青春期的初中生，具有自尊心强、自卑感强、易产生逆反心理

等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尽量营造温馨和谐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

和自身对于错误答案的正确态度，积极引导学生正视错误、学会

思考。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试错后顿悟也不失为一种学习方法。

教师可通过丰富课堂活动形式、补充课外英语知识增加趣味性，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另外，调查中发现，不论是桂北还是桂南的农村学生，大部

分人更愿意使用逃避策略和转移注意策略应对英语学习焦虑，缺

乏直面困难的勇气和解决困难的毅力与魄力。

教师有必要注重学习策略的传授和训练，特别是使用积极应

对策略的能力培养。可以利用班会开展英语学习策略专题讲解、

在家长会中介绍英语学习策略和相应的方法，以提高学生和家长

对使用学习策略的重视程度。让学生明白，暂时的逃避不是真正

的解决方法，积极主动、因难而上才是治本之法。

最后，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不能忽略了基础差的学生。因为

疫情的缘故，大部分学校长时间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维持正常教

学秩序，缺少了教师的直接监督，和实时督导，相当一部分基础

不佳的农村初中生产生消极的学习情绪，愈加讨厌英语学习。

后疫情时代，教师应该重点关注这些同学的情绪和学习情况，

适时采取必要措施。对于学习水平中等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相

对松懈的学习后，难以快速找回在校学习的状态，这就需要教师

更多的鼓励和帮助。

（四）培养学生团队互助精神，学会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指学生以完成共同的任务为目的，实行责任分工的

互助性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共同促

进工作的顺利进展，让学生在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合作学习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美国，合作学习

是促进知识习得、推动学习者投入课堂的有效方式（Swain et 

al.2002） 。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初中生，相当一部分为留

守家庭子女，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更易自卑，不擅交际，更容

易丧失学习英语的兴趣。

通过建立合作学习小组让学生们互相帮助，在后疫情时代投

入到合作学习中不仅能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使之在日后具

备处理学习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和难题之能力，并且培养了

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在协作解决困难的过程中，通过寻求帮助、向组员讲解知识、

共同查找资料等团队活动培养了团队感情，这种感情既包含着纯

真的同窗情，也蕴藏着同甘共苦的队友情。

后疫情时代，教师在课堂可将不同英语水平的同学组成一个

共同练习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记录每个成员的学习进步程度，

以此作为考评标准，促进不同水平的学生共同进步。如此既减少

同伴竞争压力、缓解英语学习焦虑，又能增加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

增强班级凝聚力。

（五）避免过分期望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笔者通过对调查对象的深入访谈，获悉父母、老师给予的过

分期望是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疫情期间离

开了熟悉的传统教学环境，师生们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活动，

需要一定的适应期，部分学生返校后就出现了成绩波动，引起了

家长和老师的注意。但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停留在考试成绩上，

对学生情绪、学生的心理需求等兴趣寥寥。

学生脱离了一段时间的集体课堂学习生活难免会出现情绪波

动，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社会、学校、家庭应更关心农村地区初

中生的情绪问题。可考虑通过开展有效的情绪智力培训来增强学

生的情绪管理能力，缓解其英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不

仅提高了个体学习幸福感，也利于学业发展。

四、结语

本研究调查了后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情况

与自我调节策略使 用情况，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后

疫情时代广西农村地区初中生英语学习焦虑总体达到中等程度，

桂南地区学生焦虑程度高于桂北地区。在自我调节策略方面，广

西学生更倾向于使用自我效能提升策略和转移注意力策略来缓解

焦虑。数据分析显示，后疫情时代学生们的英语学习焦虑与自我

调节策略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发展农村英语教学

具有一定启示，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平衡不同地区外语教育资源；

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关注调节策略训练；培养学生团队互助精神、

合作学习能力；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避免过分期望带来的负面

影响等措施提高农村地区外语教育质量，改善当地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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