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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采用微变化研究法，动态考察了 4 名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发展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对研究数据的量化和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大学生英语课堂的学习动机呈现多样化动态变化，个体学

习动机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学习动机变化受学生自身英语水平、课堂学习内容、教师语音语调及智能

手机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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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icrogenetic method，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las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4 business English major students．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data show
that in-clas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is in a diversified dynamic changing state，the change of
individual learning motivation follows a regular pattern，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major factors
including the students’English proficiency，teaching contents，teachers’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and smart
phones． The study is of some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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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机是二语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动机的动态性、情境性研究是动机研究发展的新

方向( Drnyei et al． 2016; 崔刚，柳鑫淼 2013; 王峥 2016) 。这一领域逐步摒弃了以往的线性、
简化论研究模式，转而采用非线性复杂研究模式，从而为动机变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

于揭示真实学习语境中动机发展的特点及成因。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从多种视角对二语学

习者学习动机的动态性开展了实证研究( 如 Csizér et al． 2010; MacIntyre ＆ Legatto 2011; Fukada
et al． 2017; 周燕，高一虹 2009) 。相比之下，针对二语课堂环境中学习动机动态性的研究较

少。本研究以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跟踪考察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动机的发展特

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调控或激发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提供参考依据。

2． 相关研究简述

外语课堂中的学习动机是一种情境动机( Drnyei 1994; 高一虹等 2003) ，是课堂环境中的

学习状态 /需求受到课程、教材、教师、学生学能等内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动机( 战凤梅 2010;

许宏晨，高一虹 2011) ，并随环境或时间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同于传统动机的稳定性特征，

课堂学习动机的根本特征是动态性和情境性。国内有关外语课堂学习动机动态性、情境性的

实证研究比较少见。在已有研究中，战凤梅( 2010) 发现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境动机在两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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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显著变化。姚孝军等( 2011) 指出，博士生英语学习的情境动机与记忆策略、情感策略显

著相关。许宏晨和高一虹( 2011) 发现，大学生 4 年学习中学习成绩动机与情境动机始终显著

相关。高一虹等( 2013) 指出，不同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由情境因素造

成。上述研究皆采用历时、宏观的方法，未能关注外语课堂中的情境动机，情境动机研究的理

论基础相对薄弱。
自二语教学研究引入动态系统理论 ( Larsen-Freeman 1997;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Drnyei 2009) 以来，二语学习动机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指引。在动态系统理论视阈下，

二语发展中的动机不再是稳定的个体区别性特征，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系统; 动机系统在

众多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体现发展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核心特征; 动机发展是内外因素

变化互动与适应的结果并呈多路径性( Larsen-Freeman 2012: 205) 。
动态系统理论对动机变化与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因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

复杂，国际上应用该理论对二语动机所做的理论分析较多，实证研究则较少( 戴运财 2015) 。
Pawlak( 2012) 研究了 28 名高中生的外语课堂学习动机变化及其内外影响因素，但未关注个体

动机的变化。Tomohito( 2014) 研究了 82 名大学生在 15 周内英语学习动机模式转化的小组差

异及其影响因素，也未关注个体动机变化。Fukada et al．( 2017) 研究了大学生群体一个学期的

英语学习动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Waninge et al． ( 2014) 使用转数计等工具，研究了 4 名小学

生两周内外语课堂学习动机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这一研究虽使用了创新性动机强度测量工

具转数计，提高了学习动机动态研究的科学性，但因缺少对师生的访谈而无法更全面地解释动

机变化的原因。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探讨学生个体的课堂学习动机模式，发现动机微观变化的规律性，对课

堂环境中学习动机调控或激发策略的使用十分重要。然而，国内外有关大学生二语课堂环境

中学习动机的微变化研究仍然鲜见。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动态跟踪调查大学英语学习者个体

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发展，考察英语学习者动机微发展的路径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 1) 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变化发展有何特征? 2) 影响课

堂学习动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2 研究对象

为便于在个体层面进行微变化研究，我们通过咨询两名授课教师，选取 4 名在英语水平、
学习积极性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生作为受试，其中两名为女生 L 和 C，两名为男生 Y 和

W。L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基础好、学习主动。C 和 Y 分别来自安徽省和福建省，基础中等。
W 来自河南省，基础较差。受试都乐意参加并积极配合调查研究。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转数计、课堂观察表、态度 /动机调查问卷和师生访谈表 4 种工具。1) 转数计

根据 Waninge et al．( 2014) 的动机实时测量表设计。为使受试熟悉转数计使用，正式实验前第

一作者在两门课程中分别上了一次导航课。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受试根据每 5 分钟 1 次的铃

声提示，在纸质测量表 0—100 的小柱上标出自己直觉认为的动机强度，并在量表下方写出引

起动机变化的事件及时间点。2) 课堂观察表根据陈瑶( 2002) 的课堂观察要求和方法制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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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课堂中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环节进展、任务活动和师生互动等，重点记录 4 名受试的听课、
与教师或同学的互动、自主学习等课堂活动。3 ) 态度 /动机调查问卷基于 Waninge et al．
( 2014) 的态度 /动机测量表制作而成。问卷经试测修订( 秦晓晴 2003) ，是包含 4 个维度 25 个

问题的李克特 5 级量表( 结构效度较好，信度系数为 0．874) 。维度一是学生对课程的态度，有

6 个问题。维度二涉及学生的语言课程自信，有 5 个问题。维度三关于课堂焦虑，有 3 个问

题。维度四是学生对授课教师的态度，有 11 个问题。4) 对教师和受试进行半结构性访谈并

录音。教师访谈表的内容涵盖学生的英语学习态度、英语基础、日常课堂学习状态、对学习的

认识及影响学生课堂动机变化的因素。学生访谈表的问题包括: 英语课堂学习的态度是什么?

影响课堂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自身课堂学习动机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4 研究方法

我们对受试进行“剑桥商务英语中级”和“商务综合英语 4”两门课程各 3 节课为期 3 周的

课堂观察和动机变化测量。在 45 分钟课时内，受试在转数计上标注自己的动机水平。课堂观

察由第一作者完成。在每门课程的最后一次测量后，受试填写态度 /动机调查问卷表。同时，

第一作者对两名授课教师和 4 名受试分别进行访谈。授课教师均为年龄 40 岁以下、教龄 10
年左右的经验丰富型女教师。剑桥商务英语课程教师 S 是副教授，课堂教学以互动和任务教

学为主。商务综合英语课程教师 Z 为讲师，课堂教学以讲解和互动为主。
3．5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首先整理转数计中的数值标注，使用最小刻度单位为毫米的直尺将其转化为

0—100 的动机强度数据，使用 Origin 7．0 软件画出 4 名受试在 6 节课中的动机变化折线图，并

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分析受试动机变化幅度的差异。其次，整理课堂观察记录的课堂教学

环节和教学活动数据资料。第三，转写教师访谈录音( 约 30 分钟) 和学生访谈录音( 约 50 分

钟) ，得到一万余字的访谈文本，再结合态度 /动机调查问卷数据制作受试的态度 /动机统计

表。

4． 结果与讨论

4．1 动机特征

4．1．1 学生态度 /动机倾向

表 1 展示了 4 名受试对两门课程的喜好程度、语言自信、课堂焦虑和对授课教师认可度的

均值，数值越大表明程度越高。

表 1 学生态度 /动机倾向均值

学生

课程

维度

L C Y W

剑桥商务

英语

商务综合

英语

剑桥商务

英语

商务综合

英语

剑桥商务

英语

商务综合

英语

剑桥商务

英语

商务综合

英语

课程喜好 4．0 4．7 3．8 3．5 3．5 4．2 2．5 3．2

语言自信 4．1 4．8 3．6 3．4 3．4 3．8 2．8 3．8

课堂焦虑 2．7 2．0 3．3 3．0 3．3 5．0 2．7 2．5

教师评价 3．8 4．7 3．7 4．8 3．8 4．6 3．2 4．2

从表 1 可以发现，受试对课程的喜好程度和语言自信普遍较高( ＞3) ，只有 W 对剑桥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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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喜好程度和语言自信略低; Y 和 C 的课堂焦虑程度大于 L 和 W; 受试均较为认可授课

教师( ＞3) 。
4．1．2 动机变化多样性

受试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发生了多样性动态变化，图 1 和图 2 以第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

为例展示了受试学习动机的变化情况。图 1 的小组动机发展平稳，动机水平最低是 60 /100，

最高为 65 /100，没有较大的起伏波动。图 2 的受试个体动机发展轨迹无一条体现图 1 的小组

规律，4 名受试的动机发展都出现了较大变化。学生 L 和 C 学习动机水平相对较高，而 Y 在逐

步失去动机，W 的动机强度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这些结果符合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小组动

机的发展轨迹通常不能代表学生个体的动机发展轨迹( Larsen-Freeman 2006) 。由此可见，仅

基于小组水平的分析很可能掩盖学习者个体的动机发展模式。

图 1 剑桥商务英语第 3 节课小组动机水平变化 图 2 剑桥商务英语第 3 节课个体动机水平变化

对于同一节课中 4 名学生的动机发展完全不同且皆不断变化的现象，访谈文本显示其中

某些变化可由内外环境因素来解释。L 的动机发展先是不断下降，但在 20 分钟后不断上升，

对此 L 说道:“上这节课前，我的情绪不太好，觉得有点受打击……然后，有点不太喜欢，可能

有点走神。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抓回来啦，就对课堂慢慢感兴趣，提升动机啦。”L 在上课

23 分时写道:“discussion for joy”。这些描述表明学生的课前事件会影响课堂学习动机，而课

堂任务活动对学习动机也具有调控作用。C 的动机水平在开课 5 分钟内变化很小，随后逐步

上升，一直升到 98 /100。C 在上课 29 分钟时写道:“学习新词汇‘五险一金’，开心!”在上课 37
分钟时 C 又写道:“书本印刷很有趣( 盗版) 。”C 的动机变化表明了外部因素对动机的积极影

响。Y 的动机发展是从中等强度( 56 /100) 逐步下降到低等强度( 38 /100) ，但没有发现明显的

外部影响因素。W 的动机先是逐步上升，然后下降，再略有回升，最后一直下降到 19 /100。在

上课 4 分钟时，W 写道:“想起一段相声，心情良好。”在 8 分钟时又写道:“文章大致能读懂，挺

开心。”这些描述表明与学习无关或有关的因素能够促进学习动机上升，体现了动机影响因素

的复杂性。W 在上课 15 分钟时写道“走神了”，对应了动机的下降。受试个体的动机变化支

持了 Pawlak( 2012: 252) 的观点: 学习者的动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变化性是相互联系并不

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因素影响的结果。理解动机变化的环境因素有助于教师调控或激发学生的

课堂学习动机。
图 2 显示，4 名学生中两名中等生的动机变化幅度较大( C 变化幅度为 30，Y 为 18) 。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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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动机变化幅度的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 见表 2) 显示，学生的动机变化幅度呈显著

性差异( F( 3，20) = 24．65) ，两名中等生的变化幅度均显著大于学优生和学差生，但后两者的动

机变化幅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中等生的动机变化幅度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等生更

易受到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

表 2 学生动机变化幅度差异

L( n= 6) C( n= 6) Y( n= 6) W( n= 6)

M SD M SD M SD M SD

F
( 3，20)

Post Hoc
( Tukey)

动机

幅度
8．83 4．92 32．00 6．57 20．17 3．54 11．67 5．05 24．65* C＞Y＞W＞L

* p＜0．05

图 3 和图 4 表明学生在同一门课程的 3 节课中，动机变化也有较多差异。图 3 是 L 在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动机的初始水平和发展轨迹均存在差异。图 4 是 Y 在 3 节

商务综合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初始动机存在较大差异( 最高 83 /100，最低 42 /100) 。虽然 3
次动机变化整体上均呈下降趋势，但第 1 节课的动机最低强度 64 /100 仍高于第 2 节课的最高

强度 63 /100，而第 2 节课的动机水平又整体高于第 3 节课。

图 3 L 在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图 4 Y 在 3 节商务综合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综上可知，在不同时间或课堂环境中，学生个体的学习动机呈现出多样性变化特征。因

此，英语课堂中教师应使用动态变化的教学方式来调控或激发学生个体、班级的学习动机，以

取得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4．1．3 动机变化规律性

学生个体的学习动机变化具有多样性，但并不是任意、不可预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性( 吸态) 。分析本研究的数据可知，4 名学生的动机变化都具有各自的运行轨迹。图 5 显示，

L 在 3 节商务综合英语课中学习动机一直很强，且不少节点的动机轨迹接近重合。这印证了

表 1 中 L 对商务综合英语课程的良好态度 /动机。L 在访谈中讲述了内部因素对动机的影响:

“首先，英语专业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其次，可能我的基础也比较好吧，我也比较喜欢上这门

课，就更加积极地投入。最后，我上课时注意力更集中点，就一直不失去动机。”由此可知，在

各因素的自组织作用下，L 在商务综合英语课堂中整体上处于高度卷入的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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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 在 3 节商务综合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图 6 C 在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图 6 显示，C 在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发展呈逐步上升的规律性。在访谈中，C 讲述了

影响自身动机变化的内外因素:“其实我不喜欢上课，有时打了上课铃，我还在玩手机或者在

睡觉。所以刚开始上课时，情绪比较低。但在上课中，老师讲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学到一

些新单词，像‘五险一金’，确实觉得挺好玩。老师越讲，我就越感觉有点进入状态，快到下课

时觉得越来越开心。”C 还讲了对 S 老师的感受: “S 老师看着就挺有喜感的。在上课过程中，

有时觉得她的地方口音比较好玩，感觉她又很平易近人。”总体来看，在学习内容和教师等外

因的影响下，C 在剑桥商务英语课堂中处于兴趣渐增的状态，也符合表 1 中 C 的态度 /动机倾向。
Y 在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则呈逐步减弱的规律性( 见图 7) 。对于动机出现这般

变化的原因，Y 在访谈中提及:“课上到后面已经是上午第三节课啦，越学越累，就出现走神呀。
有时比较饿了，反正是身体上的原因。像上一次是肚子痛，几乎整天都不想上课。”结合教师

在访谈中提及的 Y“课堂学习很努力，但基础一般”的情况，可以推断在多种因素尤其是时间

因素的影响下，Y 的内在动机逐步消失，学习动机主要依靠外因维持。

图 7 Y 在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图 8 W 在 3 节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

图 8 表明，W 在剑桥商务英语课中的动机变化规律是波动中下降。在访谈中被问到教师

的练习讲解没有意思，但自身动机也没有较大变化或波动的原因时，W 解释道:“不大有意思，

但我还是想学呀，所以动机波动不大。”结合图 8 和表 1 中的动机信息特征可知，W 在剑桥商

务英语课中通常处于无聊状态。
学习动机规律性变化的第二个表现是 4 名学生的动机变化总体上没有产生剧烈的反复波

动。在访谈中被问及为何动机变化比较平稳时，L 回答说: “因为我们已不是小学生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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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控能力比小学生强了。”小学生在外语课堂学习中存在动机波动较大的情况( Waninge
et al． 2014) 。这说明学生的心理成熟度会对动机变化产生显著影响。即便学生认为学习无趣

( 如 W) 或遇到困难时，动机波动也并不明显。比如，Y 这样表述对商务综合英语课练习的态

度:“就是做翻译时发现整句死得最惨……但我还是想学翻译。”
学习动机规律性变化的第三个表现是教学中的任务活动有时会在班级内产生较强的吸

态。虽然这种吸态未在 4 名学生的动机发展轨迹中得到体现，但在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中皆

得到了验证。比如，对于课堂提问吸引学生注意、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情况，教师 S 解释道:“因

为没有期中考试，平时成绩就是从日常的课堂表现和问题回答中来。我说过每次提问都会作

为平时成绩在花名册上打分，因此我一提问，学生就来精神了。”许宏晨和高一虹( 2011: 63) 曾

指出，课堂情境动机与学习成绩动机具有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见，在较强外在动机因素的牵引

下，大部分学生的课堂学习动机会出现一种积极的吸态。
总体来看，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在不同层面呈现出规律性变化特征。因此，研究英

语课堂环境中影响学生动机规律性变化的因素，有助于教师激发、增强学生的课堂学习动机。
4．2 动机变化影响因素

英语课堂学习中学生动机变化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对

学生的动机发展产生影响。
在课堂环境中，学习内容是影响学生动机变化的最基本因素( Waninge et al． 2014: 717) 。

在访谈中被问及影响课堂学习动机的因素时，L 反映道: “课堂中的许多因素对学习动机都会

有影响，但最重要的是课堂的内容能否吸引我。对老师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很感兴

趣。除此以外，其他因素我可以忽略不计。”C 认为:“老师的语音也蛮重要的。”L 接过 C 的话

说道:“对。因为我们是学语言课程的。如果老师的发音好听，会引发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

趣。”这说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需求和认知会影响其学习动机。
4 名学生一致认为智能手机是动机变化的另一外部影响因素。对此，L 说道: “我觉得我

们这一代受到的诱惑特别大。每人都有手机，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信息……影响了我们的学

习。”Y 解释道:“一些人在上课时，先查一个单词，然后再玩一会儿手机。”这些描述表明，一方

面手机是英语学习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也会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干扰正常教学运行。
教师访谈则反映学生的英语基础是课堂学习动机的重要内部影响因素。教师 S 在访谈中

提及:“我认为学生上课的态度与英语基础有关系。W 每次上课都会来，但因基础差他基本不

听，叫他听他也听不进去……L 的基础好，她个人性格也外向、活泼，回答问题时就更加主动。”
概而言之，英语课堂中影响大学生学习动机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课堂学习内容、教师的语音

语调、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智能手机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了解与合理分析这些因素，

才能增强对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控能力，提升教学效果。

5． 结语和启示

本研究采用微变化研究法，对 4 名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发展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呈现多样化动态发展

态势; 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有其规律性，学生个体的动机变化具有各自的运行轨迹，动机变化

总体上没有产生剧烈的反复波动，教学任务活动有时会产生较强的吸态; 学习动机变化受学生

自身英语水平、课堂学习内容、教师的语音语调及智能手机等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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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对于英语课堂教学具有启示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动态关注学生的动机

变化，实施因材因时调控或激发动机的策略。教师可以分析影响学习动机发展的正面或负面

因素，组成重要因素组合体，促成良性发展的课堂动机生态系统。教师也可根据学生在英语基

础、学习目标等方面的差异性，在课堂教学中搭建不同层次的动机支架，提高不同层次学生在

课堂学习中的成就感，不断激发和强化学生学习动机。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研究是以 4 名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为受试的小样本案例考

察，后续研究可选取更多的受试开展更长时间跨度的实验，以提升研究结果的解释力，更全面、
深入地剖析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发展的特征、原因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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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应该正确处理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的关系，根据学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学生需求等实际情况，遵循语言教学和学习规律，合理设计相应的教学模式、教
学内容和课时( 向明友 2016) 。复旦大学学术英语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是有益尝试，也为《教

学指南》设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科学性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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