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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动机是二语习得过程中对学习者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是直接导致第二语言习得成败的关键所在。学习动机

主要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教师素养、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本次研究对语言教育的启示：即外语教学工作者对工具性动机和综

合性动机的综合使用，以及对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是教学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绪论

动机是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尤其是第二

语言习得。因此，为了探究学生自身的自我激励模式以及教师

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本次研究采访了一位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s) 学习者的英语学习经历。首先，本论文将

回顾一些与学习动机和教师角色相关的文献，然后对访谈的内

容进行分析并解释研究问题，最后产生一些对未来教学的反思。

文献综述

1. 动机的定义及分类

动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因此，

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动机。比方说，（Lightbown, 

& Spada, 2013) 提出了关于动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们指出动

机分为工具性动机和综合性动机两种类型。工具性动机是指为

了实现职业晋升和满足教育要求等直接或实际的目标而学习语

言。综合动机是指为了实现个人成长或了解目标文化而学习语

言。此外，学习者的动机不是固定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动

态的 (Lightbown, & Spada, 2013)。它通常会因学习者在特定

时期的学习环境和社会语言环境而发生变化，也可能与学习者

的学习经历有关 (Li, 2017)。

2. 教师与学习动机

如何将学习动机延伸到课堂环境中也至关重要的。如果学

生觉得课程内容有趣、具有挑战性但仍然易于掌握，则教学

效果更好 (Lightbown, & Spada, 2013)。如果老师不能很好

地处理课堂，学生可能会感到压力和紧张 (Ahmed, Aftab, & 

Yaqoob, 2015)。

研究方法及问题

本研究采访了一名 EFL 学习者以及归纳了该领域的一些先

前理论。访谈旨在与受访者讨论一些个人经历和对动机的看法。

本次研究的受访者是一名中国 EFL 学习者，已经学习了大约 

15 年的英语。她在国内学习时的英语学习环境始终是课堂环境，

并没有机会实际使用英语。她于 2018 年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教

育专业，在当下她可以在真实的环境中使用英语。

以下为本次调查的两个研究问题：

1. 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自己的英语学习有什么关系？

2. 教师如何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研究结果

1. 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自己的英语学习有什么关系？

该参与者的语言学习经历中最常出现的是外在动机。她最

开始学习英语是因为父母的要求。随后，英语是中学的必修课，

也是大学的专业，这两者都迫她学习。可见，在她的英语学习

经历中，父母和学习成绩的压力似乎很重要。父母是中国学生

学习第二语言时的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有时，家长给予

的支持性学习环境与孩子的学习动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考试压力与孩子的学习成果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Zhang, & 

Kim, 2013)。

综合动机是影响受访者语言学习的另一个因素。参与者

多次提到她想去英语国家。如果学习一门语言的原因更多地

与学生的个人兴趣有关，那么学生更有可能付出更大的努力 

(Ivaska, 2017)。

此外，学习成绩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优异成

绩会鼓励受访者愿意进一步学习。但是，如果她的考试成绩出

现问题，她就会对学习英语感到沮丧。可见，动机可以促进学习，

学习可以再次产生动机。

2. 教师如何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根据采访，老师的行为对学生的二语学习也至关重要。会

激励学生的老师往往会增加学生的信心。比如根据访谈，受访

者的老师为了激励学生会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并告诉学生学

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也为了了解世界。另外，教师具备

很强的学术能力也会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根据参与者的说

法，她喜欢的老师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语法，但她不喜欢的老师

则不能。

结尾

工具性动机和综合性动机确实会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影响学习者对于学习的参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设置相

关机制，比如必要时和家长的沟通等。其次，为了鼓励学生在

课堂上积极主动，激发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并能从课程中学

到一些东西，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对于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

性，建议教师精进自己的学术水平以及增强和学生的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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