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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及其幸福感对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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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学习中，知识是本源，语言态度和幸福感是润滑剂。正确的语言态度和满满的幸福感将助力于二语习得。本

文对近年来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和幸福感进行综述，并辅之以可视化分析，进一步探讨语言态度和幸福感对于二语学习者

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语教学的内涵。 

 

1.引言 

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都认为，情感是人类的认知中重要

的一环。英语学习中的幸福感是一种快乐学习的综合性情感

体验，它能够帮助英语学习者找到英语学习的实际意义和情

感意义。近年来，英语教育教学主要关注教学方法和教学策

略的研究，对于英语学习者的心理研究较少，比如情感、态

度、心理状态等。实际上，英语学习者的情感对英语学习具

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对人生方向产生影响。 

在二语习得领域，虽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有学

者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在第二语言习得的中的作用，但情感问

题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表明，各种情感变量都与

二语习得的成效有关，其中研究最多的变量是动机、自信心

和焦虑。根据 Dewaele & MacIntyre 的观察，在语言学习领域，

有关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负面情绪上。近年来，人们对

积极情绪的关注也有所增加。研究表明，主观的幸福感、生

活满意度、乐观程度和其他积极的心理结构因素与许多良好

的结果存在关联。如何理解和培养幸福感已经成为一个跨学

科的问题，因此二语习得领域需要拓展学习者情感研究的理

论视角，以便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情感因素进行更加全面和

系统的分析。 

2.核心概念 

2.1 语言态度 

国内外学者对于语言态度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探讨其形

成机制。其中，Osgood 等认为语言态度是一种语言在整个语

义空间上的价值作出的判断。Agheyisi & Fishman 将语言态度

界定为不同语言及语言使用者的情感、认知与行为的价值反

应。Trudgill（2003）认为语言态度是个体对不同的语言、方

言、口音及其说话者的态度，并且这些态度反映在个体对说

话人的个性特征、语言及其变体的主观评价上。国内学者对

语言态度的探讨，同样是基于“价值评价”这一核心判断上，

例如戴庆厦（1993）认为“语言态度又称语言观念，是指人

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

及其发展前途等看法”。高一虹（2015）提出“对语言的态

度即对讲这种语言变体的群体成员的态度，也即群体的刻板

印象。语言态度说到底也是群体归属或认同问题”。 

综上，目前学界对语言态度的定义是两种不同观点：心

智主义观点认为语言态度是一种准备状态，它是对人发生影

响的刺激和该人做出的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而行为主义观

点认为语言态度来自人们对社会环境作出的反应，该观点认

为语言态度是不可分割的单位。 

2.2 幸福感 

幸福感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的情感因素，而是对有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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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者成就和语言能力产生积极影响的多个心理维度

的概括，可以看作是一种融合了多种情感因素的综合性情感

体验，是考察二语学习者情感的一个新视角。 

Seligman（2011）提出幸福感的 PERMA 模型。在提出

PERMA 模式之前，他曾经提出过“真实的快乐”理论。根

据该理论，快乐可以分为三个因素，包括积极的情绪、参与

和意义。快乐这个概念本身较为模糊，无法客观地测量，但

这些因素是可以测量的，“真实的快乐”理论测量的是“对

生活的满意度”，而“幸福感”理论测量的则是积极的情绪、

参与、交往、意义与成就。“真实的快乐”理论的目的是提

高对生活的满意度，而“幸福感”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提高积

极的情绪、参与或投入的程度、意义和成就感来提高。根据

Seligman 的观点，实现幸福人生应具有 5 个因素，即要有积

极的情绪、投入、良好的人际关系，做的事要有意义和目的、

要有成就感。 

3.文献综述 

本部分将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展示近些年学习者

语言态度、学习者幸福感的研究趋势，并综合阐述前人的相

关研究，在此基础上理清语言态度、学习者幸福感相关的概

念，随后回顾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学习者语言

态度、学习者幸福感对于英语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 

3.1 关于语言态度的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在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第一，

语言态度同其行为表现方面的研究。方言作为地方性语言，

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如将世界看成一个综合

体，则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人们对语言方面的认知和情感会对其语言选择产生一定影

响。第二，语言态度同文化方面的研究。语言态度同该地区

的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使得各国语言呈现出地域

性特征及全球性特征，而语言态度则对该地区的社会语言发

展及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3.2 关于幸福感的国外研究现状 

21 世纪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已经有一些研究

者如 Maclntyre、Gregerson、Oxford、Helgesen 强调了积极心

理学和幸福感对二语习得和教学的意义和作用，但关于幸福

感对二语习得影响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不过，近来已经有一

些研究考察幸福感中的某些元素对二语习得影响。比如“沉

浸”是 PERMA 幸福感模式中与“投入”元素关系密切的一

个概念。另外，积极的情绪作为 PERMA 幸福感模式的第一

个元素，受到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Maclntyr & Mercer 提出

积极的情绪可以降低情感过滤的作用，因此学习者可以吸收

到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Dewaele & MacIntyre 的研究表明，

积极的情绪如“兴趣-快乐”与更好的学习直接相关，而负

面的情绪与学习效果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中国，虽然关于积

极心理学的研究早在 2002 年就已出现，但到目前为止很少

有研究探讨积极心理学中的幸福感理论。与国外相比，国内

关于积极心理学在第二语言习得的发展较为缓慢，尚处于萌

芽阶段，很多术语尚未全面进入国内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相

关理论的系统研究有待开展；有效的实证研究缺乏，积极心

理学运用实践更是乏善可陈。 

3.3 关于语言态度国内研究现状 

态度是社会语言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之一，学习者对于语言的不同态度影响着其对该语言习得的

程度。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语言态度”，呈现出 476 条

文献，时间跨度为 1997-2023 年。本文筛选了近二十年的 469

条文献，其中有 117 条研究论文，并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

件对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国内“语言态度”共现分析 

我们发现国内关于语言态度的研究多集中于各少数民

族对于语言习得的态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受试

对象来研究语言的态度以及其相关的问题，比如，马忠全

（2023）主要对少数民族（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高中生

英语语言态度与英语学习习得性无助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研究发现，回族高中英语语言态度与英语学习习得性

无助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英语语言态度越积极，习得

性无助感就越弱，而且学生情感维度的语言态度能较好地预

测习得性无助感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启示教师可以通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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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外英语活动、讲座等方法让学生正确认识英语语言，培

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认同感。吴勰（2020）以贵州彝族大学生

为受试对象，对其语言使用现状及其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研

究分析，总结出学生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成正相关系，与

学习语言文字的目的保持一致，主要表现出学生对彝语保护

和传承有很强的民族责任感。 

此外，也有一些针对外国学生对于习得汉语语言的态度

的相关研究，比如刘凡以日本汉语学习者为受试对象，以语

言使用及语言态度为主题展开调查研究，发现日本汉语学习

者的语言使用情况会受其语言政策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

对汉语和英语的态度呈现显著差异，对汉语的态度更复杂，

为此应对日本汉语学习者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最大程度吸引

学习者来中国，在目的语的环境下学习汉语；周杰珊以泰国

大、中学生汉语学习者为受试对象，聚焦于语言态度、学习

动机二者相关性研究，并以 SPSS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

分析，结果发现泰国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动机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泰国大、中学生汉语语言态度及其构成因素与学习者学

习动机及其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3.4 关于学习者幸福感国内研究现状 

在知网搜索关键词“英语学习幸福感”，呈现出 37 条文

献。通过 Citespace 呈现其关键词共现，如图 2，我们得出 33

条有效文献，并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关于学习者

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小初高中生的学习幸福感影响研

究，比如朱英、刘薇主要关注于提升小学生英语学习幸福感

的策略研究；孙小红对中学生学习幸福感进行了结构与测量

的相关研究；殷非探讨了提高高中生英语课堂学习幸福感的

实践。总体来说，国内关于英语学习者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

少，因此积极心理学应当得到更大的关注。 

 

图 2. 国内“学习者幸福感”共现分析 

国内外对于语言态度、学习者幸福感的研究也不在少

数，但是将学习者的语言态度和学习者的幸福感相结合的研

究较少，因此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共同去探讨其是如何作用

于二语习得，以及怎样采取措施端正语言学习态度，提高学

习者幸福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4.语言态度和幸福感的情感价值 

英语教师需要更多地关注学习者的语言态度和幸福感，

让它们成为英语教学内容和目标的一部分，同时给英语教师

提供一些关注学生语言态度，提高学习者幸福感的具体的技

巧和途径，帮助教师提升英语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

帮助英语学习者更加了解语言态度和幸福感在二语习得中

的重要性，提高学生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积极程度。

积极心理学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学习者的情感

因素并解决学习者的的心理问题，还要培养学习者对学习的

积极态度，使学习者享受语言学习的过程。 

5.结语 

本文对英语学习者幸福感以及语言态度的可视化分析

研究，并对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和幸福感进行综述，有助

于促使学界反思英语教学的理念和原则。比如我们常说第二

语言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原则中是否应该

包含“以学生的幸福为中心”这样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值得

思考的问题。本文提倡将提高学习者的幸福感作为“以学生

为中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以学生为

中心”教学原则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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