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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动机的激发策略 
刘倩倩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摘要： 为了提高二语学习者的写作能力, 语言学家们致力于英语写作水平的研究。研究表明在现阶段的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

们普遍缺乏英语写作动机，因此，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对于指导英语写作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探讨了动机调节对于英语写

作过程的影响，进而提出了英语写作动机激发策略，并为写作教学的创新提供启示，以培养主动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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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为一项核心技能，写作在二语习得领域一直受到重视，提高

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离不开写作动机的激发，它不仅影响学生的学

习目标、努力程度和意志能力，而且影响学生对学习策略的选择，

终影响学生的写作成绩。动机调节是动机心理学中一个新领域，

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激发学生写作动机的重要性，发现面对英语写

作学习中的消极情绪时，采取自我激励措施的学习者将有很大的优

势。因此，要有效地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需要深入探究如何激

发学生的英语写作动机。 

对教师来说，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激励他们自主学习英语写作，是一个长期的挑战。由于各种原因，

许多学生在面对英语写作时表现出焦虑情绪，而在课堂教学中，一

些教师仍然只注重学生的基本知识，如词汇和语法，或强调学生写

作技能的发展，认知和元认知策略的培养，而忽视了在写作过程中

所必需的写作动机的激发。 

本文通过探讨动机调节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提出激发学生

英语写作动机的策略，启示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帮助他们运用自我调控学习策略进行学习。 

2.动机调节对英语写作的影响 

动机调节是自我调控学习（SRL）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参与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对自身动机的积极

调节（Zimmerman & Schunk, 2008）。长期以来，动机调节被认为是

帮助学生在学习情境中积极启动、维持和提高他们的动机和努力的

一个重要因素（Wolters & Benzon, 2013）。“由于语言本身的动态性质，

语言习得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时间”（Seker, 2016），关于动机调节

策略的研究在过去十年中在外语教学领域获得了关注（Csizer & 

Tanko, 2017； Kormos & Csizer, 2014；Oxford, 2013）。 

动机调节策略被定义为“学生用来维持或增加他们在某项学术

任务中的努力或坚持的各种行动或策略”，动机调节的目的是“产生

和提高学生的动机，以及维持正在进行的动机行为，并保护其不受

干扰和完成行动的倾向”（Wolters, 1999））。Schunk & Zimmerman

（2008）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对动机的主动控制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在控制机制的启发下（Kuhl, 1984），

Wolters（1999）提出了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调节策略的具体分类。

内在动机是指外语学习本身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愉悦情绪，同时

又能提高学习者本人的能力和独立性，激发学习者自主学习，并保

持其积极情绪，比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学习兴

趣来增加其学习动机，将他们的兴趣与学习任务联系起来，这样他

们就会感到更有动力。外在动机是外在刺激或压力加在外语学习者

身上引发的驱动力，外在动机一般较为短暂，学习者达到其目标后

外在动机即可能消失。学生在调节外在动机时，可以通过改变学习

环境或调节自己的学习状态使学习更有效率。例如，学生可以找个

安静舒适、适合学习的环境或者选择 佳学习时间，通过积极调整

学习环境，减少其分心，更专注于学习任务；同时，学生也可以通

过设置学习目标来激励自己维持学习的持久性，例如，学生可以在

学习过程中提醒自己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性。 

在二语写作中，动机调节对学生英语写作学习过程有重要影响，

许多语言学习者在二语写作任务中经常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

对他们英语写作中的动机产生了负面影响（Tang, 2012）。Boscolo 和

Hidi（2007）认为，成功的写作者需要使用各种动机调节策略，以

“拥有积极的情感、兴趣和自发的想法，这将促使他们达到各种写

作目标，如提高他们的写作技巧和创作的文本的质量”。研究结果表

明，写作能力与个人运用各种策略以促使其完成任务的动机控制策

略密切相关（Csizer & Tanko, 2017）。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动机调节策略在英语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Csizer 和 Tanko (2017)认为，成功的写作者需要有动机来启动、

维持或补充他们开始或完成特定活动或目标的意愿。对于学生而言，

从中学的英语写作过渡到大学学术英语写作的过程中经常面临更多

的挑战（Teng & Zhang, 2016）。一些研究已经表明，高水平的动机调

节对 EFL 学生的写作成绩有积极的影响（Zhao，2011；Li，2017)。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动机调节策略对英语写作的

影响，但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研究结果并不一致。Zimmerman 和

Martinez-Pons(1986)的研究表明，在一般的学习环境中，动机调节策

略并 没有像其他认 知策略那样区 分高低成绩者 。 Schwinger 和

Stiensmeier-Pelster（2012）的研究发现，在德国课堂环境中，掌握

自我对话和近似目标设定对考试成绩有间接影响。Seker（2016）的

研究显示，土耳其学生的内在激励策略与学业成绩呈现正相关，而

外在激励策略对成绩有负面影响。一些研究者也发现，动机调节策

略的使用与学习者的动机信念（如自我效能感和目标导向）有密切

的联系（Engelschalk, Steuer, & Drese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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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学生的写作水平与个体运用不同策略调节写作行为的动

机控制程度密切相关(Boscolo & Hidi，2007)。正如 Zimmerman 和

Risemberg (1997)指出的那样，写作是“一个社会认知过程，写作者

必须意识到读者的期望，必须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修改文

本草稿，直到可以有效地进行交流”。同样，Lawrence (2013)认为“写

作任务对于写作者来说往往是固有的困难，因为它们涉及处于动态

激励状态下的许多心理语言学过程”。 

3.英语写作动机的激发策略 

激发学生的英语写作动机，是提高写作教学效率的关键。首先，

在写作过程中，写作任务过于复杂不利于学生英语写作的进步。同

时，较低的写作成绩会影响学生自我信念的积极建构，削弱他们的

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其次，对于英语写作任务，学生缺乏足够的

知识储备来呈现具体的内容。当学生的语言输入程度有限，而写作

的要求超出他们的知识积累时，不利于激发学生的英语写作动机。

第三，教师提供给学生的写作反馈不足。一些教师只给学生打分，

而不是详细地进行评估，指出他们英语写作中的优点和不足，导致

学生不能根据具体的反馈来提高写作能力，从而抑制了他们的写作

动机。总之，基于各种因素，学生在自我评估过程中的消极悲观情

绪导致他们对英语写作失去信心和兴趣，针对这些阻碍学生英语写

作动机的因素，对英语写作教学提出以下几种策略。 

第一，阐明英语写作的重要性。全球化趋势使人们的社会交往

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提升英语水平无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表达自我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在日常写作教学中，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认识到英语写作的社会价值及其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并鼓

励学生通过实践亲身体验其中的有益之处，有助于增加他们对英语

写作的兴趣。 

第二，积极更新教学理念，优化写作课堂教学。根据输入假说

理论的启示，教师应该把如何教转化为学生如何学。写作之前，教

师可以引导同学们征集关于写作话题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同

学们实行组内探讨、主题思索，进而构建出二语写作的基本框架。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信息，并根据他

们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第三，运用任务型学习策略来激发学生对英语写作的兴趣。当

学生进行写前输入后，教师可以布置与学生现有知识和经验相关的

写作任务，与此同时，激励学生们去使用他们已获得的知识来解决

新的问题。教师可以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并考虑他们的实际能

力，指导学生合作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使学

生们在课堂上更加投入。 

第四，帮助学生设定清晰和适当的学习目标。面对复杂的写作

任务，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会表现出焦虑情绪，不利于其写作动机的

激发。设定适当的学习目标有助于学生在明确的指导下进行英语写

作，并建立积极的心理期望，从而 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标。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订立短期、中期及长期目标，从句子到篇章段落，让

学生体验阶段性的成就感，从而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预期，增

强其写作动机。 

第五，培养学生的内在动机。在帮助学生调节英语写作动机时，

内在动机的激发是关键。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

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使其产生强烈的认知内驱力，并

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六，改进教师评价策略，引导学生培养合理正确的“错误”

观。在语言发展的各个时期，同学们出现的错误类型总是多种多样

的，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帮助同学们改正，并针对具体

情况作出反馈，比如自我批改、与同伴交换批改、共性错误解析、

精彩片段鉴赏等。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减少二语写作时的

焦虑情绪，激发他们学习二语写作的动机，进而积极地改进学习方

法，逐步提升其书面写作能力。 

第七，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意识。

英语写作是一个输入和输出同样重要的过程，丰富的课外活动可以

起到强化和补充知识的作用。通过开展课外活动，如英语演讲比赛，

英语角，学习英文歌曲，看英文电影，与外国人交谈等，不仅可以

增加学生英语写作材料的输入，同时还可以通过英语学习环境来提

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4.结论 

本文通过探讨动机调节策略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进而提出

英语写作动机的激发策略。作为四项语言技能之一，英语写作一直

以来是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薄弱环节，大多数学生没有认识

到英语写作的价值，对写作缺乏兴趣，而且学生在课堂中是被动学

习者，在英语写作方面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这些现象表明，大多

数学生缺乏英语写作动机。因此，外语教师应该积极借鉴国内外语

言学习动机 新研究成果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

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创造个性化的二语写作学习环境，激发学生

写作动机，使他们对英语写作产生自发的兴趣和需要，从而激发其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终提升英语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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