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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村初中生信息化环境下英语学习课堂焦虑调查研究
李　颖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课堂学习焦虑是英语学习者普遍存在的情绪，而当今

的信息化教学更是加重了农村初中生的英语学习课堂焦虑。要推

动农村初中英语教育的发展，必须要降低学生的英语学习焦虑。

教师要提高移情能力，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效能感；引导使用积极

的自我调节策略。同时，地区要平衡外语教育差异，加强农村初

中网络设施建设，关注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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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作为学习者的一种情绪，在当今“互联网 +”背景下的

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网络在线课程资源给

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加深学习者的焦虑情绪。2020 年新冠疫情

爆发，网络线上教学的方式成为我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深入做好中小学“停课不停学”工作的通知》文件号召下的主要

授课方式，也成为全球授课教学的有效形式。基于此，我国经济

不发达地区的学生面临着网络设施不全和被迫适应新教学形式带

来的英语课堂学习焦虑。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待发展地区，广西农村地区尤其是偏

远地区的学生因为网络原因，存在网课视频获取困难、师生互动

交流减少以及听课质量下降等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

探究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课堂焦虑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英语教

学中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英语课堂焦虑的概念与分类

著名学者 Horwitz（1991）认为英语课堂学习焦虑会在英语学

习的过程中产生明显的信念、自我意识、情感及行为，并且与英

语课堂语言学习是密切相关的。MacInyyre（1993）提出，英语学

习焦虑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情感体验，学生若没有在二语学习倩境

中进行充分的准备，那他们通常会在课堂学习中形成紧张的情绪。

国内学者朱智贤（1991）也提出焦虑的概念，他认为焦虑是一种

紧张不安并且伴随着恐惧的情绪状态，通常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

到目的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下引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

者失败感与内疚感增强。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英语课堂焦虑可以定义为其是一种紧张、

害怕、恐惧不安的情绪，且通常发生在学习者没做好充分准备而

被要求参与进英语课堂时。

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英语课堂焦虑进行分类。Alpert&Haber

（1960）将英语课堂焦虑分为促进性焦虑和抑制性焦虑，前者能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令其奋发学习，是积极的心理因素；后

者反之，是一种消极的心理因素，它会使学习者产生厌学情绪，

以致于放弃学习英语。Horwitz（1986）将英语课堂学习焦虑分为

三个层次，分别是交际焦虑、考试焦虑和负评价焦虑。

“交际焦虑”是指学习者因必须要使用英语与老师、同学或

他人进行表达和交流而变得紧张不安的情绪。

“考试焦虑”是指学习者遭受到不愉快感，尤其是考试前后

时间所产生的想要逃避考试的紧张、畏惧情绪。

“负评价焦虑”则是他人给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消极评价，这

种消极评价会让学习者在英语课堂产生畏惧感。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即采用王才康翻译的 Hortwiz《外语课堂焦

虑量表（FLCAS）》中译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改，问卷分为

英语课堂焦虑的交际焦虑、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和在线课焦虑

四个维度。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南及桂北两个地区的农村初中

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资料用于

进一步探究数据化时代下农村地区初中生如何降低英语课堂学习

焦虑。通过调查分析，试图回答以下 3 个问题：

1. 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课堂焦虑总体情况如何？

2. 广西桂南地区和桂北地区的农村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

如何？

3. 广西农村三个年级的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进行研究的基础方法

和数据收集手段，也是常见且实用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通俗而言，

问卷是用于实现统计和调查目的的表格，而且其表述问题的形式

是设问。通过研究者使用控制式的测量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度量，

进而搜集到所需资料的一种方法。

（三）研究对象

为了使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笔者选取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南地区即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港市以及桂北地区即贺州市、

柳州市和桂林市的农村初中生群体进行问卷随机发放。被试学生

涵盖桂南、桂北两地区男女农村初中生，年级从高一至高三均有

涉及。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

笔者将电子版调查问卷分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南、桂北的农村

初中生进行填写，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对问卷数据进行收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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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放的问卷共 251 份，回收 251 份有效数据。

在 spsss17.0 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24。通常认为 a 的系数大于 0.6 尚可，0.7 较佳，0.8

甚佳，0.9 以上属于理想水平。

由此可知，本问卷信度良好，可以用于实证数据收集。本问

卷采用 Hortwiz 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是迄今为止

公认的外语焦虑测量量化研究中最常使用的统计工具之一。

本研究问卷一共设置 23 道问题，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每题

均包含 5 个选项，分别是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既不反对也

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每个选项所代表的分值分别是：1、

2、3、4、5。分值越高，说明英语课堂焦虑程度越高。

为了更好进行探究，作者将按四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维度

一为交际焦虑，包括题目 1，5，6，13，14，18；维度二为考试焦虑，

包括题目 2，7，15：维度三为负评价焦虑，包括题目 3，8，9，

10，16，19：以及维度四在线课焦虑，包括题目 4，11，12，17，

20，21。

三、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

本部分将呈现此次研究结果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主要从交际焦虑、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和在线

课焦虑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探究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课堂焦

虑总体情况，并对比广西桂南和桂北两个地区的农村初中生英语

课堂焦虑情况以及广西农村三个年级的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

这三大方面。

（一）广西农村初中生英语学习课堂焦虑总体情况

在 SPSS17.0 进行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数据反映了本次被调

查对象的分布情况。其中，均值代表了集中趋势，标准差代表了

波动情况。根据数据分析可知，桂南共有 119 人填写问卷，桂北

有 132 人填写。其中，初一学生有 72 人，初二学生有 65 人，初

三学生有 114 人。根据各个变量的频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分布

基本满足抽样调查的要求。

运用 spss17.0 进行描述性统计，四个维度的英语课堂焦虑得

分总分中，交际焦虑、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和在线课焦虑的平

均值分别为 17.91、8.94、18.70 和 17.71，这说明了学生在英语课

堂焦虑的各个维度的中均处于中等焦虑水平。

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英语课堂交际、英语考试、英语课堂

上的负评价以及在线英语课都让学生处于焦虑状态。一是由于普

遍的升学压力让学生更注重考试结果，尤其是农村地区，学生不

得不面对应试考试带来的课堂焦虑；二是信息化时代，教育资源

的传递交流在大城市达到最大便捷，但在网络设备相对不够完善

的农村地区就会引起学生害怕落后的焦虑情绪。

（二）广西不同地区的农村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对比

在 SPSS17.0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各个维

度的焦虑在桂南和桂北地区上的差异情况，即交际焦虑在地区上

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为 0.001 明显小于 0.05，这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学

生在交际焦虑上存在差异。

根据平均值可以看出，桂南学生的交际焦虑分别为交际焦虑

19.04，考试焦虑 9.66，负评价焦虑 19.7，在线课焦虑 19.01；桂北

学生的交际焦虑为 16.89，考试焦虑为 8.28，负评价焦虑为 17.8，

在线课焦虑为 16.53，则桂南学生的英语课堂焦虑均略高于桂北学

生。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考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和在线课

焦虑在地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桂南学生的焦虑都略高于桂

北学生。

桂北地区柳州、桂林通常认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首先，

柳州是广西有名的工业城市，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其次，桂林曾

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晴雨表，旅游服务业发展良好，吸引国内外

众多游客，十分重视外语教育。因此，桂北地区的外语教育相对

来说发展更好，且当地农村初中生英语基础较好，能够比较顺利

的完成课堂活动。而桂南地区的学生受条件影响，在学习英语方

面压力更大、更焦虑。

（三）广西农村不同年级的初中生英语课堂焦虑情况

在 SPSS17.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在英语

课堂焦虑的四个维度中，各个维度的显著性分别为 0.002，0.001，

0.008 和 0.002，即各个维度的课堂焦虑都在年级上存在差异。

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交际焦虑上，初二学生大

于初一学生，初三学生大于初一的学生。基于此可知，初一学生

由于刚进入初中没有较大升学负担，在英语课堂上能比较轻松自

如的进行英语交际。

而且，随着时代进步，越来越多年轻学生能应用英语大胆交流。

在考试焦虑上，初三学生大于初一学生。由此可见，初三学生面

临着较初一学生更大的升学压力，他们对于考试更为焦虑。

在负评价焦虑上，初二、初三学生的焦虑都大于初一学生。

初二初三学生在上英语课时抱着较大心理负担，在意别人的看法

并害怕自己落后于他人，也存在由于基础没打好，升高年级后跟

不上英语课进度的情况。

在线上课焦虑上，同样也是初二、初三学生的焦虑大于初一

学生。初二、初三学生面临更大的升学压力，以及升学压力背后

父母、老师过高期待，容易在接受新的上课形式过程中感到焦急

不安和逃避焦虑。

四、启示

（一）提高教师移情能力，营造轻松课堂氛围。

移情能力是指教师站在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去考虑问题、

体会别人感受、进行相互理解的能力（孔凡凡，2007）。也就是

说教师要俯身倾听学生的心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尤

其是初中生青春期心理敏感细腻，提高初中英语教师的移情能力，

能促使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而且，初中英语教师要善于运用多

种教学方法，营造轻松的英语课堂氛围，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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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焦虑。

（二）树立适当学习目标，建立自我效能感。

过高的目标和期望会引起学生的学习焦虑，教师要引导学生

树立适当的学习目标，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同时，教师在英语课堂上要善于运用鼓励话语，减少学生负评价

焦虑。

与此同时，促使学生建立自我效能感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学

生一旦意识到自己认真上英语课能得在考试中得到较好成绩，那

他们就会相应地激活“认真上英语课”这样的一个系统并认真上

英语课，这便是自我效能感。

教师应当注意在英语课堂上将知识点进行融会贯通，关注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败体验，多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学习体验。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就会有更多的英语学习信心，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自己英语课堂的学习焦虑情绪。

（三）正确面对课堂焦虑，使用积极的自我调节策略。

学习焦虑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英语学

习的课堂中都或多或少感到不同程度的焦虑。

首先，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正确面对英语课堂焦虑，让学生参

与进课堂活动，从而克服紧张焦虑感。其次，在面对焦虑时，教

师要引导学生使用积极的自我调节策略。通过引导学生使用积极

的自我调节策略，教师能促进学生转变态度，积极面对英语学习，

学生也可以尝试使用积极的调控策略进行学习计划制定等有助于

缓解学习焦虑的有效方法。

（四）平衡地区外语教育差异，提高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质量

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当地的教育发展，经调

查可知，桂北与桂南地区农村初中生在英语课堂焦虑上存在显著

差异。桂北农村初中生的焦虑程度低于桂南学生桂北的学生，这

种情况和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有这一定关系，即桂北地区的教育

条件、教育氛围相对优于桂南。

因此，平衡地区外语教育差异是降低学生英语学习焦虑的重

点，同时，提高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质量是关键一环。首先，应加

大农村初中教师引进政策力度，保证农村地区英语教师质量水平。

其次，当地教育部门应提供更多的农村初中英语教师的外出培训

教育机会，促进农村英语教师的职业教育发展。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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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英语教

育发展。

（五）加强农村初中网络设施建设，关注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

在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网络视频授课、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新的教学形式出现并展现出巨大优势。基于此，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加强农村初中网络设施建设、关注农村初中

生心理健康迫在眉睫。

对于农村初中而言，线上学习对学生来说是比较陌生的。首

先，在农村初中英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学会运用网络寻找

合适的教材或者资料进行辅助教学，让学生降低对网络授课的抵

触心理。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合理有效地进行线上学习。

高效利用网络优势，借助网络进行有效的复习和测试。最后，教

师要关注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通过网络环境的搭建逐步降低学

生线上学习的焦虑。

五、结语

在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网络视频授课、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新的教学形式出现并展现出巨大优势。基于此，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加强农村初中网络设施建设、关注农村初中

生心理健康迫在眉睫。对于农村初中而言，线上学习对学生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首先，在农村初中英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

学会运用网络寻找合适的教材或者资料进行辅助教学，让学生降

低对网络授课的抵触心理。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合理有

效地进行线上学习。高效利用网络优势，借助网络进行有效的复

习和测试。最后，教师要关注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通过网络环

境的搭建逐步降低学生线上学习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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