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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确定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之间的显着

关系。它使用定量方法并采用相关研究设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技术从位于南达沃的学校的 319 名高中生中收集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管理技能、学与教是教师表现出的主要技能，其次是时间利用和评估，而关

系建立是表现最低的技能。此外，在培养创造力的行为中，整合是表现的最高指标，其次是独立性和问题。此外，英

语学习动机的最高水平是外在调节，其次是内在动机和内向调节。最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语言教师的创

造力培养行为显着预测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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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kills and creativity-fostering behaviors of language teachers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used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and employed a correlation research design.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 was

applied in gathering data among 319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s which are in Davao del S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in th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kills, learning, and teaching was the dominant skill manifested by the

teachers, followed by time usage and assessment, while the relation establishment was the lowest skill manifested. Moreover, in the

creativity-fostering behaviors, integration was the highest indicator manifested, followed by independence and the question.

Furthermore, the highest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in the external regulation followed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ntrojected regulation. Finally,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kills and creativity- fostering behaviors of

language teachers significantly predict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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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动机为学习者提供了目标和路径。因此，它在语言学

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缺乏动力，即学习者不想学习时，

可能会出现些问题，例如学习效果不佳。正如 Huitt （2
001） 所说，有效地关注语言的重要性将有助于学习者继

续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即使他们缺乏必要的内在动机。

可以说，教师应该意识到动机在学习者语言学习中的重要

性，并通过一些改变来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动机。

因此，Thongma 等人（2013）相对解释说，在非英

语国家，学生在获得学习英语的动力方面遇到了这些问

题，因为他们害怕错误并且不鼓励使用学习策略。由于课

堂上缺乏创造性的设置，学生的积极性也较低。同样，对

学习英语的积极态度也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学习者倾向于

学习。有人指出，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动机对第二语言学习

的成功率和成功率有重大影响。在没有积极态度的情况下

学习另一种语言可能会导致目标语言的效率低下。例如，

在马来西亚，无论英语的重要性如何，学生学习英语的动

机都很差。 Dornyei 和Csizer（1998）和 Parilah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成绩不佳的人了解英语的重要性，

但他们对学习语言没有好感。结果，没有提供任何动力，

在课堂内外都花费了一些精力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另

一方面，创造力也与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就水平有关。Bur
ton （2010）说，当代语言教学方法所提倡的许多语言任

务被认为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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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互动和开放的思想，因此非常适合鼓励学

习者的创造性思维和行为。

此外，以往对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学生语言

学习动机的研究只关注变量的单一关联。然而，研究人员

还没有发现一项研究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和语言教师创

造力培养行为的综合影响作为预测因素来解释当地环境

中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此外，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

研究中的教师和学生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教师

的创造力培养行为和语言学习动机方面的感知。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研究人员有兴趣确定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

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对南达沃班萨兰高中学

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因为其结果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

注。本研究的预期受益者，并可能制定行动计划，以提高

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

为。

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管理技能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之间是否存在

显着关系；语文教师创造力培养行为及高中生英语学习动

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

行为显着预测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2 文献综述

建构主义是一种当代理论方法，最近影响了全世界的

教育系统。这种学习方法首先被引入英格兰的教育（Pon，
2001），并在 2000 年代变得特别流行。另一方面，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与实施传统教学方法的课堂环境有很大不同

（DeVries&Zan，2005；Kaya&Tüfekçi，2008；Yildirim，2
009）“学习环境”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而不是“课堂”这

个词，因为学习活动是在课堂内外实现的。在这种教育环

境中，学生的各种水平的技能得到发展和磨练。主动而非

被动的学习方法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Loyens&Gi

jbels，2008）。
创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成功与教师的管理能力直

接相关，因此评估这些技能的量表对于这一过程至关重

要。事实上，有一个量表可以解决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所

有方面。这些包括沟通和互动（CI）、关系建立（RE）、

技能发展（SD）、时间使用和评估（TUA）、学习和教学

（LT）以及学习环境组织（LEO）（Yildirim，2009）。
2.1 培养创造力的行为

创造力是人类的关键方面之一。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难

以捉摸且定义不精确的概念，但研究人员、教师和政治家

认识到，创造力是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学习的

激励因素，也是创新和经济生产力的驱动力。当在教育环

境中培养创造力时，它可以激发和支持学生的成功，通过

学习增加个人和社会参与，并导致更高的学生满意度和更

高水平的自我效能（Robinson，2011）

此外，Kaycheng和Boylan（2015）详细介绍了教师创

造力培养行为的九个方面，即自由、整合、动机、考虑、

灵活性、评估、提问、机会和失望。在本研究中，“创造

力培养”一词是指一种教学方法，旨在通过基于课堂专业

知识的特定行为和策略来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同时表现出

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力、适应性以及对思想自由的钦佩。

然而，最近对文献的回顾表明，在课堂上成功执行创

造力取决于教师对创造力的信念。Bereczki和Kárpáti（20
18）指出，学生的创造力取决于教师鼓励学生创造力的能

力以及教师对创造力的信念。教师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至关重要。他们在这种能力上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在与学生

互动中激发创造力的能力。然而，尽管有大量用于评估学

生创造力的工具，但评估此类教学行为的适当性措施却很

少（Kaycheng等人，2015）。
2.2 学生的语言学习动机

动机已被学者、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SLA）广泛

认为是分析第二语言学习的程度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正

如Dornyei（2001）所强调的，“教师激励学生的能力应该

被视为教学效果的关键”（第 116页）。有动力的学习者热

情，愿意努力工作，专注于分配的任务，不需要持续的鼓

励，积极解决障碍，甚至可以激励他人，促进协作学习。

解释动机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的第一次尝试起源于社会心

理学学科（Gu，2009）。然而，那些在第二语言学习动机

领域工作的人直到最近才开始研究这种不断演变的全球

现象可能意味着学者们如何将寻求全球认可或身份的个

人的动机概念化为获得熟练掌握全球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动机。Shafaei和Nejati，2008）。换句话说，第二语言学

习的动机目前正处于从当前自我和身份概念的角度进行

完全重新评估和重构的过程中。

在Thao和Long（2020）进行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

明，尽管与生活条件和语言知识背景相关的许多不利因

素，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很高。其次，调查了

学习英语的一些最大制约因素，包括学生缺乏英语背景知

识、不恰当的学习策略、无法使用语言和懒惰。根据研究

结果，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以改善大学的教学和学习

环境，为学习者有效地发展他们的英语语言技能创造必要

的支持。

此外，一项调查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与学生学习动机之

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无效假设。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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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没有太大的学习动力。

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当有更多机会将教学与现实世界的

问题联系起来时，学生的学习动力会更大。因此，教师应

更加重视课堂课程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以激励学生学习

（Cetin-Dindar&Geban，2015）。同样，创造力也与第二语

言学习的水平有关。Burton（2010）说，当代语言教学方

法提倡的几项语言任务被认为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

3 方法

在本研究中使用了使用相关技术的定量、非实验性研

究设计。定量研究是通过统计、数学或计算技术对可观察

现象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Given，2008）。特别是，本研

究采用相关研究设计，旨在确定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

能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之间的显着关系，以及语言教师

创造力培养行为之间的显着关系。以及南达沃市高中生的

英语学习动机。调查问卷用于收集数据。

该研究在MABAMA（Magsaysay、Bansalan和Matana

o的集群城市）进行。马塔瑙是菲律宾南达沃省的二级市。

马塔瑙西部与苏丹库达拉特省的哥伦比奥镇接壤，北部与

马格赛赛镇和班萨兰镇接壤。此外，班萨兰是一个一流的

城市，位于达沃市以南约 72公里（45英里）处，陆路交

通十分便利。邻近的城镇包括北部的Makilala、西部的Ma

gsaysay、南部的Matanao、东部的MountApo和Digos的一

部分。此外，麦格赛赛是菲律宾南达沃省的三级市。在达

沃德尔苏尔的这个农村地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以水稻种植

为基础。

该研究的受访者是 2019~2020 学年菲律宾第十一区

南达沃德尔苏尔MABAMA三个集群（麦格赛赛、班萨兰

和马塔瑙）的 1777名注册学生中的 317名高中生。Raos

oft计算器用于确定受访者的总数。此外，每个集群的受

访者是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技术。使用这种策略，分层是基

于个人之间的共享特征或特征构建的。每个阶层的个人随

机抽样与阶层相对于人口的规模成正比。然后将这些层的

子集汇集起来形成一个随机样本。此外，还进行了抽签以

确定作为研究范围的部分。同样，没有任何英语语言科目

的高中生不应被包括在受访者中。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的工具改编自Yildirim（2

009），经过修改以适应研究并经过专家的验证。该变量具

有以下指标：沟通与互动、关系建立、技能发展、时间使

用与评估、学与教、学习环境组织。发现因子的Cronbac

hα系数为 0，95。

此外，语言教师创造力培养行为问卷改编自DishkeH

ondzel（2013）。它经过修改以适应研究，并经过专家的

验证。可靠性分析表明，Cronbach的alpha范围为 0，69-0，
86。教师创造力问卷有以下指标：独立性、整合性、动机、

判断力、灵活性、评价、提问、机会和挫折。

同样，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问卷改编自Comanaru和N
oels（2009）。三项分量表包括外部调节、内向调节和内

在动机，Cronbachα系数为 0.67-0.88）。它经过修改以适

应研究，并经过专家的验证。

皮尔逊矩积相关性用于确定建构主义学习之间关系

的显着性。环境管理技能、英语教师创造力培养行为、高

中生英语学习动机。另一方面，多元回归分析用于确定英

语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

的领域，最能预测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4 结果

本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确定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管理技能是否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显着相关。

计算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

境技能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之间存在显着关系（r=513，
p<0.05），这意味着随着教师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

的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增加。这进一步意

味着，当教师保持高水平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

时，学生往往会培养英语学习动机。

表 1 语文教师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

管理技能
英语学习动机 R P值 分数

沟通与相互作用

外部监督 .421 .000 显著的

内源性调节 .329 .000 显著的

固有的动机 .389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123 .029 显著的

关系建立
内源性调节 .164 .003 显著的

内在动机 .150 .007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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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规定 .370 .000 显著的

技术发展

引入监管 .321 .000 显著的

内在动机 .319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214 .000 显著的

时间使用和评估

内源性调节 .145 .010 显著的

内在动机 .091 .107 不显著的

外部监督 .290 .000 显著的

学习与教学

引入监管 .189 .001 显著的

固有的动机 .227 .000 显著的

外部监管 .344 .000 显著的

学习环境组织
引入监管 .251 .000 显著的

固有的动机 .364 .000 显著的

总体平均值 总体平均值 0.513 .000 显著的

数据显示，高中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指

标以沟通与互动（r=.421，p<0.05）、关系建立（r=.164，
p<0.05）为主,技能发展（r=.321，p<0.05）、学与教（r=.

189，p<0.05）和学习环境组织（r=.251，p<0.05）与学生

英语学习动机的三个指标，即外在调节、内向调节和内在

动机。

然而，数据也显示，虽然时间使用和评估与学生的内

向调控和外在调控动机有显着的关系，但从数据中可以看

出，该指标与学生的内向调控无关。

学习英语的内在动机，因为它的r值为 0.091，p值为

0.107，大于 0.05。这意味着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在动力不

受教师在课堂上管理时间和评估的能力的影响，而只会影

响学生学习英语的外在动力。因此，教师的时间使用和评

估方法是英语学习的外在因素。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确定语言教师的创造力

培养行为是否与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显着相关。计算结

果如表 2所示，表明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与高中生

英语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相关性（r=.567，p<0.05）。
表 2 语言教师创造力培养行为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培养创造力行为 英语学习动机 R P值 分数

独立

外部的规定 .352 .000 显著的

内源性调节 .284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312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187 .000 显著的

一体化

内源性调节 .164 .003 显著的

内部动机 .198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388 .000 显著的

动机

内源性调节 .309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384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298 .000 显著的

判断

内源性调节 .201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294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279 .000 显著的

灵活性

内源性调节 .275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350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466 .000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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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内源性调节 .263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383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335 .000 显著的

问题

内源性调节 .227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379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470 .000 显著的

机会

内源性调节 .339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437 .000 显著的

外部的规定 .368 .000 显著的

挫折
内源性调节 .394 .000 显著的

内部动机 .283 .000 显著的

总体平均值 总体平均值 .567 .000 显著的

由于 p 值小于 0.05，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水

平与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水平之间存在显着关系。这意味

着随着语言教师创造力培养行为的增加，学生的语言学习

动机也会增加。这进一步意味着，当教师保持高水平的创

造力培养行为时，学生往往会培养英语学习动机。

此外，数据具体表明，语言教师在独立性（r=.352，
p<0.05）、整合（r=.164，p<0.05）、动机（r=.329，p<0.05）,

判断（r=.201，p<0.05），灵活性（r=.275，p<0.05），评估

（r=0263，p<0.05），问题（r=.227,p<0.05）、机会（r=.339，
p<0.05）和挫折（r=.394，p<0.05）与外部调节、内向调

节和高中生作为英语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表 3 数据为回归系数，用于检验高中生英语学习动机

预测因子的显着影响。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显示，整

体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的综合

F值为 83.13，p<0.01。

表 3 语言教师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

培养行为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个人

预测器
Beta系数 T P值 分数

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

管理技能

.297 3.47 .001 显著

创造力培

养的行为

语言教师

.479 6.31 .000 显著

整体模型

预测器 R平方 F P值 分数

结合 .346 83.13 .000 显著

特别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显着预测高中生

的英语学习动机（β=.297，p<0.05）。因此，对于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每增加一个单元，预测学生的英语语

言动机就会相应增加 0.297。换言之，建构主义学习环境

管理技能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数据显示， r2 值 0.346 意味着高中生 34.6%

的英语学习动机受到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

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的影响，而其余 65.4% 受到影

响。本研究未探讨的其他因素。

根据所提供的数据，可以观察到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

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都显着影响高中生

的英语学习动机，因为数据显示t值为 3.47，p值为p=0.00
1 和p=0.000，分别。因此，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

境管理技能和创造力培养行为以其独特的能力可以显着

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而无需其他变量的支持。此外，

在这两个变量之间，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是英语学

习动机的最佳预测指标，如Beta系数值所示。

5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

技能与英语学习动机显着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Cetin-Di

ndar（2015）的研究，该研究揭示了影响学生语言学习动

机的因素，其中包括教师设置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研究

结果表明，当学生有更多机会将课程与建构主义学习课堂

中提供的现实世界问题联系起来时，他们的学习动机就会

更强。教育工作者应更多地强调学校课程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以激励学生学习。

同样，Maheshwari和Thomas（2017）和Arthur（201
9）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当学生使用建构主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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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学时，据报道学生有很高的积极性并在测验中取得

更高的平均分。在此期间，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了由老师促

成的许多不同的建构主义活动，学生变得更有参与性，可

以与同学交流，可以与老师互动，从而提高他们的表现、

协作能力和学习动力课堂上的课程（Birgili等人，2021）。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表明，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

为与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显着相关。数据支持一些作者

的主张（Duffy等人，2009；Hoffman，2015；Kanfer等人，

2017），这表明教师在教学中的创造力培养行为也会影响

学生学习特定语言的动机。此外，创造性教学是学生的机

会活动，这为事务的进展提供了动力。因此，动机是导致

人们朝着目标目标和活动前进的因素之一。创造力可以促

进目标人群的成⻓。曾经有人认为，创造力可能被定义为

创造新的想法来满足需求的能力（Wang&Cheng，2016；
Hoffman，2015；Ghasemi等人，2011）。

最后，数据表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语言

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均显着影响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

机。然而，仔细观察回归模型中的贝塔值，可以发现语言

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是英语学习动机的最佳预测指标，

如结果的贝塔系数值所示。这支持了Duffy等人的论点（2

009）、Hoffman（2015）和Kanfer等人（2017）认为，教

师在教学中的创造力培养行为会影响学生的语言学习动

机。通过吸引学生的个人才能和能力进行创造性教学将激

励他们通过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英语。

6结论

结果揭示了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与高中生英

语学习动机之间的显着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建构主义学习

环境管理技能的提高，高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也随之增

加。因此，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技能对提高学生的英

语学习动机具有重要作用。

结果还揭示了语言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与高中生

英语学习动机之间的显着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语言教师

创造力培养行为的增加，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也会增加。

因此，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行为在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语言教师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管理技能和创造

力培养行为显着预测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因此，教师应

该专注于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培养行为，因为它是提高学生

英语学习动机的最佳预测因素。鉴于上述情况，教师应在

课堂上推广建构主义教学法，以培养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未来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考虑对特定的建构主义教学技术

进行准实验研究，并检查其在动机和语言学习中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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