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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写作焦虑与自我调节策略的研究
宋泽宇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研究采用“二语写作焦虑量表”和“英语写作焦虑自我调节策略量表”对 74 名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探究他们的英语写作焦虑及写作焦虑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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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74 non-English major fresh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y using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nxiety scale and the English writing anxiety self-regulation strategy scal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ir English writing anxiety and the use of writing anxiety self-regu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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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写作是英语听说读写综合能力

的体现。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促进写作教学是大

学生英语课堂中重要且艰难的部分。在影响写作的因素

中，情感因素至关重要，焦虑是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指出，高校非英语

专业本科生应具备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写作技能。近

年来，尽管写作一直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学生的写

作能力却未得到有效提高（王海啸，2014）。

20 世纪 70 年代后，外语学习的重点从教转向学。

克拉申（1980）认为，外语学习焦虑是影响语言学习效

果最主要的情感变量之一，学习者的焦虑程度越高，情

感过滤作用就越明显，从而阻碍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

外语习得就难以取得进步。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

开始关注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个人情感因素对

其学习过程和效果的影响。

目前，有关写作焦虑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从教师

等外部因素来影响学生的写作焦虑。比如，对于教师而

言，主要有四种方法来缓解学生的写作焦虑：（1）写长

法[4]；（2）合作式学习和过程写作[9]；（3）反馈法[11]。

但是有关学习者在写作中是否能够通过自我调节策略来

缓解焦虑的研究较为匮乏。自我调节是焦虑调节的重要

内部因素，因此写作中的自我调节也是缓解写作焦虑的

重要因素之一。学习策略研究已经证实，优秀的语言学

习者通常运用情感策略来控制自己在语言学习中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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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1990）。因此，本研究旨在选取研究理工科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的英语写作焦

虑现状及其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从而为改善大学

生的英语学习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桂林理工大学非英语专业大一学

生，通过问卷星回收有效问卷 74份，其中男生 41人，

女生 33人。

2.2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入手，通过对理工科非英语

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焦虑和写作焦虑自我调节策略情况

的实证调查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1）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写作焦虑的总

体情况如何？

（2）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焦虑自我调节策

略的总体情况如何？

（3）不同写作焦虑程度的学生使用写作焦虑自我调

节策略的差异性如何？

2.3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Cheng（2004）的《二语写作焦虑量表》

和马洁、董攀（2017）的《英语写作焦虑自我调节策略

量表》测量大学生英语的写作焦虑程度及在英语写作中

焦虑自我调节策略的总体使用情况。两份量表均已经过

测试，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的制式，每题均包含 5 个选项，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所有数据使用 SPSS26.0进行定量分析。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英语写作焦虑的总体情况

据 Cheng（2004）所编制的《二语写作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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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焦虑主要分为四类：课堂焦虑、构思焦虑、回

避行为以及自信焦虑。课堂焦虑与课堂教学的影响有关，

如教师批改造成的紧张、有限的写作时间、来自同学的

压力和写作任务等。构思焦虑是用来衡量写作前的焦虑。

回避行为是用来衡量学生是否选择逃避写作。自信焦虑

涉及学生在写作文时对自己信心的担忧。

表 1 英语写作焦虑的描述性分析（N=74）

根据 Oxford ＆ Burry-Stock（1995）对李克特 5 分

量表的划分标准，平均值大于或等于 3.5 为高等水平，

平均值介于 2.5 和 3.4 之间为中等水平，平均值小于或

等于 2.4 为低等水平。在本研究中，学生总体的自我焦

虑为 2.90（2.5<M<3.4），因此学生的写作焦虑处于中等

焦虑水平，这与郭燕和秦晓晴（2010）、郭燕和徐锦芬

（2014）、马洁和董攀（2017）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

在四个写作焦虑影响因子中，构思焦虑最高（3.08），
在中等水平中较高，说明学生在写作前的构思阶段存在

一定的焦虑；课堂焦虑为 2.63，在中等水平中较低，这

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并未给学生带来太多焦虑；回避

行为为 2.93，自信焦虑为 2.95，都处于中等水平，学生

在英语写作中的回避行为较为突出，对英语写作、完成

各种外语写作任务和相应技能缺乏信心。

综上所述，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普遍存在中等

程度的英语写作焦虑。

为了比较写作焦虑的性别差异，本研究进行了独立

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不同性别学生的英语写作焦虑的独立样本 T检验

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男女生的英语写作焦虑不

存在显著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男生有 41人，占 55.
4%，女生有 33人，占 44.6%。女生的整体写作焦虑（M
=2.86）略低于男生（M=2.92.）。

从写作焦虑的四个维度来看，男生的课堂教学焦虑

（M=2.74）高于女生（M=2.50），构思焦虑（M=3.11）
略高于女生（M=3.04），回避行为（M=2.98）略高于女

生（M=2.88），自信焦虑（M=2.86）远低于女生（M=
3.06）。这说明男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产生的焦虑比女

生多，更加倾向于只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任务且对如何

构思写作产生更高的焦虑。而女生相比于男生而言更加

对自己的作文缺乏自信。

3.2英语写作焦虑自我调节策略的总体使用情况

根据马洁、董攀（2017）的研究，写作焦虑自我调

节策略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行动策略、构思策略、回

避策略和情感策略。表 3是对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

英语写作焦虑中自我调节策略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自我调节策略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 Oxford 和 Burry-Stock（1995）提出的评分标

准可知，平均分在 3.5 以上为高频使用策略；平均值在

2.5~3.5之间为中频使用策略，平均值在 2.5以下可视为

低频使用策略。在本研究中，学生自我调节策略的平均

分是 2.97，处于中等水平。这个分数低于徐锦芬&寇金

南（2015）、马杰&董攀（2017）的平均分 2.83和 2.78。
从四个子维度的角度来看，行动策略的平均得分是

2.68，处于中等水平。构思策略的平均得分达到 3.22，
处于中等水平中较高频使用的策略。回避策略的平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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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 2.74，处于中等水平。情感策略的平均分是 3.22，
在这四个子维度中得分最高，处于中等水平中较高频使

用的策略。

总的来说，学生在经历了英语写作焦虑后，最常采

取的策略是情感策略，其次是构思策略，然后是回避策

略，学生最少采取行动策略。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学

生对行动策略的使用是不充分的，这与《二语写作焦虑

量表》中反映的高频使用回避行为是一致的，说明学习

者积极参与写作练习的热情还不够高。

3.3不同写作焦虑程度的学生使用写作焦虑自我调

节策略的差异性

根据 Oxford and Burry-Stock（1995）提出的标准，

学生被分为三组：高焦虑、中焦虑和低焦虑。分组情况

见表 4。
表 4 写作焦虑水平的分组

Anxiety Le
vels

Number of
Subjects

Range percent

高焦虑 7 X≧3.5 9.5

中焦虑 55 2.5≦X<3.5 74.3

低焦虑 12 X<2.5 16.2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统计的 74名学生中，有 1
2 名学生处于低度焦虑水平，占 16.2%；55名学生处于

中度焦虑水平，占 74.3%；7名学生处于高度焦虑水平，

占 9.5%。

上述研究结果意表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都有写作焦

虑，并通过自我调节策略减少焦虑。但不同写作焦虑水

平的学生在使用自我调节策略方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揭示这些差异，见表 5。
表 5 不同写作焦虑水平的学生使用自我调节策略的单

因素方差分析

表 5显示，不同英语写作焦虑水平的非英语专业大

学生在回避策略的使用上有显著差异（P＜0.05），而在

行动策略、构思策略以及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则没有显著

差异（P＞0.05）。

4 结语

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应用 SPSS26.0统计软

件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

本 T检验，主要分析了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

作焦虑的现状和写作焦虑中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以

及不同焦虑程度的学生在使用自我调节策略方面的差

异。研究结果证明，理工科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普遍存在

中等程度的英语写作焦虑。学生在经历了英语写作焦虑

后，最常采取的策略是情感策略，其次是构思策略，然

后是回避策略，最少采取行动策略。不同英语写作焦虑

水平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回避策略的使用上有显著差

异，而在行动策略、构思策略以及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则

没有显著差异。

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英语教师不仅要关注英语写作

技能的教学，而且要更加关注来自学生的内在情感，帮

助学生正视对写作的焦虑，更有效地使用各种自我调节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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