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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的二语动机策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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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为理论基础，以 111 名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受试，开展了为期 14 周的动机

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普遍认为这些策略有效，其“理想二语自我”显著提高，然而进一步调查显示学习者动机

状态并未随之明显提高。笔者指出，“理想二语自我”并非二语动机的唯一影响因素，构建学习者“应该二语自我”以

及选择维持当前自我与可能自我合适差距的动机策略亦是提高二语学习动机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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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the study has conducted a 14-week research on the effec-
tiveness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of 111 freshmen of non-English major． It shows that from learners’perspectives these moti-
vational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Moreover，their ideal L2 self is apparently enhanced． However，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ir
motivational state doesn’t improve accordingly． So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ideal L2 self is not the only deciding factor of L2
motivation． Ought-to L2 self and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aiming to maintain the appropriate gap between learners’actual self
and possible self need also be emphasized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learners’L2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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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动机研究重获生

机，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有逐渐与“二语动机自我系

统”相结合的趋势( 谢桂梅 2015: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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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维持二语学习者学习热情，决定

学习成败的重要情感因素。在漫长而又枯燥的外语学习过

程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习者在二语学习

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动机减弱甚至缺失的现象( 高越 2015:

78)。过去几十年，虽然二语学习动机研究日趋完善并呈多

元化发展态势( 高越 2012:62) ，但对于如何指导教师调动学

生二语学习动机方面的探索相对不足。根据 Dornyei( 2001:

28)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取的直接激发、保护和维持学习

者动机的教学策略即为二语动机策略。国内外相关研究表

明，目前二语学习者中学习倦怠、“去动机”( demotivation) 现

象普遍，而教师对动机策略的运用被看作是调动学习者外

语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最终影响学习者的投入

程度和学习成效( Guilloteaux ＆ Dornyei 2008: 55)。可见，对

教师动机策略的研究意义重大。

2． 研究背景

从总体上看，有两大观点或理论对动机策略的研究产

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二语学习动机过程观。这一观点认

为，在二语学习的长期过程中，学习动机不断变化( Dornyei
2001:19) ，且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动机影响因素。目前国外

研究方面，对于动机课堂教学策略方面为数不多的实证研

究( Cheng ＆ Dornyei 2007: 153-174; Guilloteaux ＆ Dornyei
2008: 55-77; Dornyei ＆ Csizer 1998: 203-229; Papi ＆ Abdol-
lahzadeh 2012:571-594) 都是以二语动机过程模型作为理论

基础的。这些研究主要采取课堂观察或教师自评的方式探

讨教师对动机策略的使用频率和重要性的认识。国内研究

方面，季明雨( 2004: 34-40) 针对大学英语教学，赵娜与王俊

菊( 2010:47-54)、尤陈静( 2010: 72-75) 针对高中英语教学的

动机课堂教学研究也无一例外的以二语动机过程模型作为

理论基础，但均未涉及动机策略的实施效果。值得一提的

是，方雪晴和陈坚林( 2013:42-47) 在对大学英语教学课堂动

机策略运用的实证研究中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学生角度动机

策略的实施效果。
相比之下，二语动机自我系统(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

tem，后文简称 L2MSS) 作为过程取向动机研究范式的扩展

模式，以此为理论框架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L2MSS 由英

国诺丁汉大学 Dornyei 教授建立，以人格心理学家 Higgins
( 1987:319-340) 的“自我不一致”和“未来自我导向”理论为

基础，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1) 理想二语自我 ( ideal L2
self) ，指与二语相关的理想自我部分。这一自我会产生强

大的学习动力，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2)

应该二语自我( ought-to L2 self) ，指人们认为自己为了实现

他人期望或避免负面结果而应该具有的那些特征。3) 二语

学习经验( L2 learning experience) ，指与具体学习情境相联

系的动机，如教师、课程或同龄群体等。该理论系统的基本

假设是:“如果熟练使用目标语是学习者理想 /应该自我组

成部分的话，他就会具有学习目标语的强烈动机，为学习者

有消除现实自我与可能自我差距的心理愿望”( Ushioda ＆

Dornyei 2009:4)。
在 L2MSS 的三个层面中，Dornyei ( 2009: 32) 指出由于

“应该二语自我”主要受学习者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无法

和明确的动机策略联系在一起。同时“二语学习经验”主要

与传统的动机策略相关。相比之下，“理想二语自我”则为

提高学习者二语学习动机提供了新途径，因此他重点提出

了可提高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的六大策略: 1) 构建理想

二语自我的愿景; 2) 不断强化理想二语自我的愿景; 3) 增

加理想二语自我愿景的可信程度; 4) 激活理想二语自我;

5) 制定行动计划使愿景具备可行性; 6) 通过考虑失败后果

平衡理想二语自我愿景。
L2MSS 为二语动机策略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 杨涛、李力 2010: 64)。然而目前，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实证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研究方面，日本学者 Sampson
( 2013:317-335) 针对日本大学英语课堂的动机不足现象开

展了相应行动研究。该研究以上述六大策略为基础制定了

相应动机策略。研究发现，旨在提高学习者“理想二语自

我”的动机策略“有效提高了其二语动机”( Sampson 2013:

317)。这一研究将 Dornyei 的 L2MSS 理论应用于实际课堂

教学，为这一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有效参考，然而其不足之处

在于对动机策略实施效果的评价不够客观: 仅通过学习者

对动机教学策略是否具有激励性进行评价并不能客观反映

出他们本身的动机状态是否提高。Magid( 2013: 228-237) 的

研究也证实了通过提高新加坡五年级小学生的理想二语自

我，可以提高其学习动机以及自信心。然而，以 L2MSS 为理

论框架的动机策略在中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情景下的研究

比较匮乏，其有效性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 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是否认

为动机策略有效? 相比之下，哪些动机策略更具有激励作

用? 2) 动机策略的实施是否提高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

“理想二语自我”? 3) 动机策略的实施是否提高了非英语专

业大学生的动机状态?

3． 2 受试

本研究的对象为上海市某高校非英语专业一年级两个

自然班的学生。按照随机原则，笔者将其中一个班作为实

验班( N =65) ，另一个班作为控制班( N =46)。从两个班入

学英语分班考试成绩来看，他们的英语水平无显著差异。
两组学生每周英语授课均为 8 学时，课程安排和授课教材

及任课教师完全相同。
3． 3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型研究方法。定性

研究对象包括动机策略实施过程中要求学生配合完成的书

面报告、活动体会笔记、口头汇报、教师对学生课堂观察笔

记以及对学生课后访谈内容; 定量研究主要通过问卷的方

式进行，包括策略实施前后对实验班与控制班学生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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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测量、“理想二语自我”状态测量以及策略实施后对实

验班学生进行的二语动机培训活动有效度调查。
3． 4 研究工具

3． 4． 1 二语动机策略有效度调查问卷 二语动机策略

有效度调查问卷主要参考 Sampson( 2013:317-335) 研究中所

用的学习体验问卷。根据中国课堂教学实际以及学生对于

“理想二语自我”愿景构建的不同，对学习体验问卷内容进

行了删减和改编，并在最后增加关于学生对动机教学策略

整体效果评价的开放性问题。调整后的问卷针对 9 项动机

课堂培训活动进行测评，采用莱克特 5 级量表记分，从“非

常激励我”到“完全不激励我”，分别对应 5-1 分。
3． 4． 2 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状态问卷 本研究使用

的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状态问卷参考了 Taguchi et al．
( 2009: 66-97) 研究中关于理想二语自我部分的量表，根据

我国高校大学生实际情况改编而成，共 15 道问题。该问卷

在实验前、后各使用一次，采用莱克特 5 级量表记分，从“完

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别对应 5-1 分。测试前对问卷

进行试测和信度分析，问卷的总体信度为 0． 891，可信度高。
3． 4． 3 学习者动机状态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学习者动

机状态问卷综合参考了 Guilloteaux ＆ Dornyei( 2008: 55-77)

与 Papi ＆ Abdollahzadeh( 2012:571-594) 研究所用问卷，包括

“对待课程态度”、“二语语言自信度”以及“二语动机强度”
三个方面测评。经过先导测验，问卷最终由 20 道题目组

成，采用莱克特 5 级量表记分，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

意”，分别对应 5-1 分。Alpha 信度分析表明，该问卷的总体

内在信度为 0． 884。
3． 5 研究步骤

本研究以提高“理想二语自我”的六大策略为基础，以

Sampson( 2013:317-335) 相关研究所用动机策略为参考，自

2013 年 9 月起至 2014 年 1 月止共 14 个教学周，分为三个研

究阶段。根据 Dornyei( 2009:33) ，可能自我起到激励作用的

基本前提是它们“需要存在”( need to exist)。因此在研究

的第一阶段即第一周，笔者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后要求

实验班学生提交他们构建的“理想二语自我”书面报告。笔

者对书面报告进行分析并找出了频繁出现的与“理想二语

自我”相关之主题( themes) : 职场、国外生活与交流、休闲娱

乐、了解信息与扩大知识面。笔者发现绝大部分受试对自

己“理想二语自我”的想象细致、清晰:

“学好了英语，纵横各大美剧不需再疲于翻字幕……背

上包，去国外走走看看，体会不同的文化。旅途中识一、二
知己，多浪漫。恬淡的午后，伴一杯香茗，读一两本英文原

著……”
这些生动想象为巩固强化“理想二语自我”提供了可

能，也为第二阶段动机教学策略的设计提供了有效参照。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在第二阶段又对实验班实施了 8 项课

堂动机策略。动机策略在常规授课结束后实施，共持续 12
周。研究第三阶段即最后一周为对学生动机状态及课堂动

机教学策略评价的量化测评。

3． 6 数据采集与分析

1) 2013 年 9 月与 2014 年 1 月即实验开始前一周与最

后一周分别对实验班与控制班发放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
状态问卷和学习者动机状态问卷。实验班与控制班每种问

卷各发放 65 份、46 份，全部有效回收。运用 SPSS16． 0 首先

对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又进行了实验班与控

制班共时与历时的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及配对样本 T 检验。
2) 2014 年 1 月实验最后一周向实验班发放二语动机策略有

效度调查问卷 65 份，全部有效回收。之后运用 SPSS16． 0 进

行相应描述统计分析。3)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 月间收集

大量学生书面报告、活动体会笔记、口头汇报、教师对学生

课堂观察笔记以及对学生课后访谈等相关资料，经整理与

分析用作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

4． 结果与讨论

4． 1 二语动机策略有效度分析

通过对实验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他们认为动机策略

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不同活动的效果并非完全

一致。具体来看，包括美剧听力比赛、英语学习榜样展示、
对于“理想二语自我”的设想、对于“失败二语自我”的设想、
专业问题英语谈判会、过去一学期英语学习得失回顾以及

“理想二语自我短剧展示”在内的 7 项策略效果较为明显，

分别有 97%、89． 2%、87． 7%、79%、87． 3%、77%与 72． 4%的

受试认为他们激励了自身英语学习( 详情请见表 1)。
表 1． 实验班二语动机策略有效度调查结果

动机策略
非常
激励

有些
激励

不知道
不太
激励

完全不
激励

“理想二语自我”的设
想

36． 9% 50． 8% 9． 2% 3． 1%

美剧听力比赛 46% 51% 3%
英语学习榜样展示 35． 4% 53． 8% 3% 7．7%
专业问题英语谈判会 35． 3% 52% 21%
英语学习技巧分享 16． 9% 30% 26% 25% 1．5%

达到“理想二语自我”
之时间轴

12． 3% 30% 45% 12%

“理想二语自我”短剧
展示

37% 35． 4% 18． 5% 9． 2%

英语学习得失回顾 30． 8% 46． 2% 20% 3%
“失败二语自我”的设
想

34% 45% 14% 8%

这一发现从他们的活动体会笔记、口头汇报与对他们

的课后采访中也得到验证:

“以前虽然知道英语很重要，但没具体想过英语对自己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于‘理想二语自我’的设想让我

理清了英语的具体用途，现在学习更有劲头了。”
“英语榜样的展示让我觉得身边榜样很多……只要目

标坚定，理想就能成为现实。”
相比之下，“达到理想二语自我之时间轴”与“英语学

习技巧分享”两项策略效果不够显著，仅有 42． 3%与 46． 9%
的受试认为其有效。两者共同点是都涉及对英语学习策略

的讨论。然而，英语学习策略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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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并未能真正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学生在活动体

会笔记中写道:

“方法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懒得去做。”
这一点在笔者所作的课堂观察笔记中也有体现:“除个

别同学把学习技巧理解为解题技巧外，大部分同学对于应

如何学习英语侃侃而谈。但他们强调知道并不等于会去

做，他们承认自己太懒惰了。”
4． 2 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状态

与 Sampson( 2013: 317-335) 研究不同的是，为了更全面

反映二语动机策略的实施效果，除了了解学习者对动机策

略的评价，笔者还进一步通过问卷研究了受试“理想二语自

我”的状态。
从表 2 可见，在控制班和实验班前测中，学生的“理想

二语自我”没有显著差异( t = 0． 657 ＜ 2． 000，P = 0． 513 ＞
0． 05)。而在后测中，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理想二语自我”差

异显著( t =3． 208 ＞ 2． 000，P =0． 002 ＜ 0． 05)。
表 2． 实验班与控制班“理想二语自我”前测和后测独

立样本 T 检验

Mean Difference Std． Error Difference t df Sig

前测 实验班-控制班 ． 10167 ． 15485 ． 657 109 ． 513

后测 实验班-控制班 ． 48102 ． 14995 3． 208 109 ． 002

表 3． 实验班和控制班实验前后的历时性配对样本 T
检测

Paired differences t df Sig．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实验班 前测-后测 ． 45000 1． 24350 ． 15421 2． 918 64 ． 005
控制班 前测-后测 ． 07065 ． 36003 ． 05308 1． 331 45 ． 190

由表 3 可见，实验班学生培训前后的“理想二语自我”
有显著差异( t =2． 918 ＞2． 000，P =0． 005 ＜0． 05)。而在控制

班，前测和后测差异不显著( t = 1． 331 ＜2． 000，P =0． 190 ＞
0．05)。可以看出，动机策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二语学习者

的“理想二语自我”。
4． 3 二语学习者动机状态调查结果

根据动机策略显著提高了二语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
的实验结果，我们预计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状态也会随

之提高，然而调查结果出乎意料。
表 4． 实验班和控制班动机状态前测和后测描述性统

计

班级 N Mean Std． Deviation
实验班前测 65 3． 6782 ． 45018
控制班前测 46 3． 63223 ． 45966
实验班后测 65 3． 6910 ． 46134
控制班后测 46 3． 6703 ． 44823

从表 4． 可见，实验前后实验班与控制班的动机状态变

化都不大，实验班从前测的 3． 6782 到 3． 6910，而控制班从前

测的 3． 6322 到 3． 6703。同时实验班的标准差略有增大，而

控制班的标准差略有缩小。

根据表 5 所示的配对样本 T 检测调查结果，在对控制

班和实验班前测中，学生的二语动机状态无显著差异( t =0．
525 ＜ 2． 000，P =0． 6000 ＞ 0． 05)。而在后测中，实验班和

对照班学习者的二语动机状态亦无显著差异( t = 0． 236 ＜
2． 000 P =0． 820 ＞ 0． 05)。

表 5． 实验班与控制班二语学习动机状态前测和后测

独立样本 T 检验

Mean Difference Std． Error Difference t df Sig
前测 实验班-控制班 ． 04596 ． 08750 ． 525 109 ． 600
后测 实验班-控制班 ． 02074 ． 08785 ． 236 109 ． 820

同样，在实验班和控制班实验前后的历时性配对样本

T 检测中( 见表 6)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验班在实验

前后的二语动机状态无显著差异( t = 1． 166 ＜ 2． 000，P =
0． 248 ＞ 0． 05)。

表 6． 实验班和控制班实验前后的历时性配对样本 T
检测

Paired differences t df Sig．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实验班 前测-后测 ． 01282 ． 08867 ． 01100 1． 166 64 ． 248
控制班 前测-后测 ． 03804 ． 64638 ． 09530 ． 399 45 ． 692

4． 4 分析与讨论

由上述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学习者普遍承认

动机策略的有效性，其“理想二语自我”也显著提高，但其二

语动机状态提高不大。
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笔者分析原因如下: 动

机策略相关活动在感官上留给学习者直接而深刻的印象，

因此十几周过后在对其有效性的调查中大部分学习者反馈

积极;“理想二语自我”与动机策略直接相关，因此在这一过

程中也得以巩固。然而，二语动机则是一个复杂现象，受多

种因素影响: 首先，二语动机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学习

者的“理想二语自我”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强化与巩固才能真

正作用于学习动机。在对二语动机教学策略有效度调查问

卷的开放性问题中就有同学写到，“这些活动可能当时激发

了我们，但是事后就慢慢淡忘了”。其次，“理想二语自我”
并非二语学习动机的唯一影响因素。作为二语动机自我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二语自我”( ought-to L2 self) 的作

用不容忽视。Taguchi et al． ( 2009: 80) 研究发现: 有些中国

学习者也许内心并没有学习的动力，但他们常常因感到对

于父母等的责任而学习。杨涛、李力( 2010: 65) 也指出至少

在中国外语教学的情境中，动机策略的研究不能忽视学习

者“应该自我”的构建。最后，学习者个体差异不容忽视。
Dornyei( 2001:30) 指出动机策略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发挥作

用，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个体差异很可能是影响动机策略

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二语动机自我理论的基本假

设，学习动机源自消除当前自我与可能自我间差距的愿望，

但这一差距要适当，过大差距或过小差距都可能会造成学

习动机的削弱。可见，在策略实施过程中若不考虑学习者

个体不同，采用统一化的动机策略手段，亦会导致效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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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5．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以“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为理论基础的动

机教学策略在提高学习者外语学习动机方面的效果。结果

显示，通过策略实施，学习者认可大多数动机策略在激发英

语学习动机方面的有效性，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显著提

高; 然而进一步调查显示学习者动机状态未获明显提高。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教师应认识到动机策略

在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构建方面的有效性，“将理想二语

自我愿景保持在活跃状态”( 徐智鑫 2012: 70)。同时，鉴于

二语动机的复杂性，教师应注意将策略潜移默化的应用于

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于学习者“理想二语自我”的长期巩固

与强化，发挥其对于二语动机的有效作用。2) 在动机策略的

选择上，教师应结合学生实际，选择最有利于激发学习者动

机的有效策略。在笔者所进行以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为受

试的研究中，涉及英语学习策略的传统动机教学方法效果

不明显，而美剧听力比赛、英语学习榜样展示等活动则获得

学生好评。因此，教师应在理论指导下发挥自身主观能动

性，创造性思考，并结合学生实际，发掘最适合学生实际的

有效动机策略。3) 大学英语教师应进一步思考构建学习者

“应该二语自我”的有效途径，如利用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

权威形象对学生英语学习提出具体要求，引导学生关注英

语不理想带来的负面后果等强化学生的“应该二语自我”。
4) 教师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探索何种程度的二

语自我差距对动机强度影响更大，从而针对不同个体选择

合适动机策略。许宏晨( 2013: 17) 在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相

关研究中发现: 低差距组( 二语可能自我与二语当前自我间

的差距) 的动机强度得分普遍高于中差距组或高差距组。
教师应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学生实际指导学生建

立易接近的理想自我，将“理想二语自我”对于外语学习的

导向作用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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