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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开放教育学习者英语学习动机类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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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问卷的形式
,

调查成人开放教育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动机类型
。

结果发现
,

成人开放教

育学习者英语学习动机主要有五种类型
:

毕业证书或考试准备
、

出国学习或旅游
、

个人发展
、

信息媒介和内在

兴趣
。

本文还比较他们与普通高校的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异同
,

并就其结果对教学上的启示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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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在对 L2 (外语
、

第二语言) 学习 的研究 中
,

外语学习动机是语言学习者个体因素中最具能动性

的因素之一
。

它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众多研究者和

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

在国外该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
,

由 G 川五e r 和 1刀1】be rt 提出
。

我国在此方面

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以最初的理论引

人
、

介绍和翻译为主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

学者开始着手基于学校和课堂教育环境下的外语学

习动机研究
。

近几年来
,

动机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

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

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也有了逐步地发展
。

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我国外

语教学背景下的深层思考
。

但是纵观近二十年来的

动机研究
,

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在针对大学本科

学生 (尤其是非英专理工科学生 ) 的英语学习动机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但在对其他研究对

象的研究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

笔者所做的这次研究

就是以远程教育
、

网络教育中的成人学习者为对象

开展调查和研究
,

目的是了解他们在外语学习中的

学习动机
。

(一 ) 动机的分类

外语学习动机从不同角度可划分为许多类型
。

其中最有影响的两组分别是
: C助面e r

和 h 血阮找

(197 2) 提出的工具型 动机
、

融合型动机 (城tru
-

~ 以 vs
.

In t耀邓 tive Mo tiva tion ) ; D e c i 和 价an

(19 85 ) 提出的内在和外在动机 (玩仕认
siC vs

.

Ex
-

t血
5 1。 侧砧tiva tion )

。

工具型动机指用语言作为工具来

达到某一实际 目的
,

如获取文凭
,

找工作等
。

融合

型动机则强调学习者具有想了解和融人目的语国家

的风土人情
、

异国文化等愿望
。

内在动机是自愿的

结果
,

学习者对语言学习任务 自身感兴趣
。

外在动

机是外在某种压力的结果
,

学习者把语言学习看成

实现目的的手段
,

它常常来 自外界的鼓励
,

如家

人
、

老师的鼓励
,

学校的奖励等
。

我国学者文秋芳

提出 了深层 动机 (DeeP Mo tiva tion ) 和表层动机

(S
u对巨c e M o ti v ati on ) 两种动机

。

(二 ) 我国在外语学习动机方面的实证研究结

果概述

九十年代以来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基于学

校和课堂教育环境下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
。

张本慎

(1990 ) 通过调查大学优等生学习动机发现成就动

机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
。

正常情况下
,

学生学习动

机不是单一的
,

而是多种动机交织作用 ; 学习动机

形成受 主
、

客 观两 方面 因素影 响
。

吴一安 等

(199 2) 在探讨影响英语学习众因素中发现高校大

学生学习动机主要以工具型为主 ; 女性较男性有更

强烈的求职学习动机
。

冯梅 (199 5) 对理工科学生

的调查中发现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多为实际
、

近期的

动机
,

如找理想的工作
、

考研
、

出国深造等
。

华惠

芳 (199 8) 指出在中国
,

由于
“

外语热
”

升温
,

证

书动机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类动机
。

石永珍 (2 (X X) )

发现理工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多为证书动机 ; 成

功者和不成功者差异性表现在成功者多具有强列的

内在动机
,

不成功者则多具外在动机
。

罗立胜

(2田l)
、

刘东楼 (2印2 ) 朱菊芬 (2(X) 3 ) 的研究均

证实了我国的大部分人 (特别是非英专大学生 ) 是

以工具型动机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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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研究中
,

我们不难发现学习动机研究的

对象主要集中在高校的本科生尤其是理工科月卜英

专学生
。

针对广大非在校英语自学者
、

远程教育和

开放教育的成人学习者
、

网络教育的学习者
、

非英

语语种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广大中
、

小学生的英语学

习动机实证研究则很少涉及
。

的是多项选择行为性指标
。

问卷由学生本人填写
,

当场收存
。

运用统计相关知识经过统计分析
,

对各

项指标与样本做出比较
。

四
、

研究结果与讨论

二
、

研究问题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开放教育不同于普通

高校的高等教育
,

也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成人教育
。

开放教育免试人学
、

宽进严出的办学宗旨 ; 形成以

学生为中心
、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支持服

务系统 ; 发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全新人才模式吸

引了社会大批学生踊跃加人学习行列
。

这些学员都

是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 (如晚上
、

周末 ) 来学

习
。

学生无须通过考试就可人学
。

凡具有高中
、

中

专学历的学员可以就读专科专业 ; 凡具有专科学历

的学员可以就读本科专业
。

所以开放教育英语专业

学员中跨专业学习的比比皆是
,

他们大多英语基础

差
,

底子薄
,

但英语学习 目的性却较强
。

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电大开放教育成人学习者

的英语学习动机类型
,

同时比较他们与普通高校的

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异同
,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

学生内在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过程
。

具体问题如下
:

(l) 成人开放教育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哪些类型?

(2) 他们的学习动机类型是否有别于普通高校的大

学生 ? 如果有差别
,

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

(一 ) 被试的基本情况

首先
,

被试的 78 人中男生有 14 人
,

女生有 64

人
。

其次
,

在年龄分布上看
,

专科学员年龄一般集

中在 1乡一2 9 岁之间
,

而本科学员则一般集中在

23 一39 岁之间
。

本科学员年龄普遍大于专科学员
。

第三
,

我们对开放教育英语本科
、

专科学习者之间

进行了原专业和现从事职业的调查
,

发现开放教育

英语专业学生在这两项中均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

这表明了电大英语专业学员大多是跨专业
、

跨

行业在职学习者
。

表 l :
被试的基本情况

项项 目目 专业lll 凡凡 rrr 端
.

。 (才二 l))) PPP

职职职业业业业业业

原原专业业 英语语 2444 11
.

5 3888 3
.

84 111 P < 0
.

《巧巧

分分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非非非英语语 5444444444

现现职业业 英语语 l555 29
.

5 3888 3
.

斜 111 P < 0
.

0555

分分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非非非英语语 6333333333

(二 ) 关于学习动机类型

学习动机的分类是通过数据整理后实现的
,

大

致有以下几类
:

表 2 :
动机类型及对应题项

三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
,

研究对象为长

沙广播电视大学 入刃2
、

2(X) 3 级开放教育英语专业

本
、

专科共 78 名学员
。

调查工具为自编问卷
,

问

卷的编写和设定是探索式的
。

问卷内容借鉴了文秋

芳
、

秦晓晴
、

高一虹等人对高校大学生的问卷内

容
,

也结合了笔者在研究前做的一项关于
“

你为什

么要学习英语?
”

这一开放性问题的书面反馈
。

对

学习动机的分类是通过数据整理后实现的
。

与高一

虹等人对高校大学生的问卷内容相比
,

学习动机的

大致分类相似
,

但存在差别
。

问卷主体包括两个部分
。

1
.

学生的基本情况
:

包括年龄
、

性别
、

原专

业
、

现从事职业
、

婚姻状况
。

2
.

个人学习动机
:
其中动机被分为内在动机

和外在动机两大类
,

共含 30 项问卷题内容
,

采用

动动机类型型 动机类型子项项

毕毕业证书书 1
.

获得毕业文凭
,

2
.

为准备其他考试如职职
或或考试准准 称英语考试

,

3
.

为考研准备
,

4
.

获得英语语

备备等等 等级证书
,

5
.

为了能辅导孩子子

出出国学习习 6
.

出国接受教育或寻求工作机会
,

7
.

出国国

或或旅游游 探亲
,

8
.

出国旅游游

个个人发展展 9
.

目前工作所需
,

10
.

更换工作环境
,

n
...

获获获得成就感
,

12
.

提高知识层次
,

充电电

信信息媒介介 13
.

用英语与朋友交流
,

14
.

看懂外文专业资资

料料料
,

巧
.

通过英语了解信息
,

学习其他专业业

内内在兴趣趣 16
.

对英语学习感兴趣
,

17
.

提高英语学习习

各各各项技能
,

18
.

希望了解外国文化化

动机类型有五类
,

共 18 个题项
。

其中
“

毕业

证书或考试准备
”

有 5 个题项 ; “

出国学习或旅游
”

有 3 个题项 ; “

个人发展
”

有 4 个题项 ; “

信息媒

介
”

有 3 个题项 ; “

内在兴趣
”

有 3 个题项
。

图 1 中

显示了各个题项及相对应的百分比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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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动机项 目内容及对应百分比

(三 ) 主要发现

首先
,

同普通高校的大学生一样
,

开放教育学

习者普遍存在学习 目的明确
,

学习动机且大多以工

具型动机为主的特点
。

他们的外语学习动机不是单

一的
,

而是多元的
,

即多种动机交织作用
。

例如有

的学员既选择了
‘

学习外语是为了提高英语各项技

能
’ 、 ‘

为了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提高层次
,

充实自

己
’ ,

又选择了
‘

学习外语为了获得毕业证书
’

和
‘

准备其他考试
’

等选项
。

其次
, “

成绩
、

证书
”

动机一直是我国高校大

学生一个较为独特的学习动机
,

这与我国应试教育

环境有关
,

也是与社会竞争激烈对人才要求高有

关
。

那么对于成人开放教育学习者情况又会怎样

呢? 通过调查
,

我们发现被试学生存在强烈的
“

文

凭/证书
”

动机 (95 % )
。

但这里的
“

证书
”

与高校

大学生所追求的英语等级证书有区别
,

而是特指毕

业文凭
。

学员有的希望获得文凭以提升 自己的知识

层次
,

获得成就感 ; 有的希望获得文凭为以后的出

国学习或为将来的岗位更换做准备
。

第三
,

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普通高校大学生

存在强烈的求职学习动机
。

必须提到的是在所有的

动机类型题项中
“

学习英语为了提高知识层次
,

充

实自己
”

(% % ) 成为了本次调查中最为强烈的动

机选项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因为开放教育学员大多

是在职学习的
,

他们暂时具有较为稳定的工作
,

选

择英语学习是为了提高知识层次
,

充实知识和能力

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的需要
。

这同时也反映了电

大的课程设置是符合当前的职业趋向的
。

开放教育

的学习者关注更多的是个人自由发展
。

当然
,

这也

与目前社会的发展进步
、

社会的用人制度的改革有

关
。

第四
,

与高校大学生相比
,

开放教育学员的外

语学习动机类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
。

例如
,

为

准备其他考试如职称英语考试 (79 % ) ; 出国旅游

(37 % ) ; 为 了能 辅 导 孩 子 (9 % ) ; 出 国探 亲

(3 % )
。

这些新内容与开放教育学员大多为在职学

生
,

年龄普遍偏大的特点有关
。

五
、

教学中的启示

(l) 学习动机是制约学生外语学习的主要变量

之一
,

动机贯穿学习的全过程
,

动机的强烈程度直

接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因此
,

激发学

生学习动机是英语教学的关键
。

(2 ) 尽管开放教育学习者普遍存在学习 目的明

确
,

学习动机强
,

但是大多是以获取文凭
,

找工作

等为主的工具型动机
。

教师要鼓励学习者培养持

久
、

深刻的内在兴趣动机
,

培养对目的语及其文化

的内在兴趣
,

促使学生变
“

要我学
”

为
“

我要学
”

从而带来更为有效的学习
。

(3) 远程开放教育课程教师应该了解成人学生

的自身特点和学习特点
,

时刻关注学生内在的学习

心理和学习过程
,

根据不同学生学习特点
,

采取适

当的教学方法启发
、

帮助和引导学习者
,

促使学习

者自身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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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远程开放教育的课程教学要能满足学习者

的个性差异和情感需求
,

又要注重学习者实际语言

使用能力的培养
、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

注重学习

策略和学习方法的指导
。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成人学

习者学习目的明确
、

学习 自觉性高
、

工学矛盾突出

等自身的特点
,

发挥课堂导学的优势
,

在课堂上引

导他们参加网上自主学习和课外语言实践活动
,

促

使课堂内外的互动促动
、

知识与能力的相互带动
、

师生间的互相推动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相互

牵动
,

从而最终达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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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咨询者提出了难题
。

咨询者很难通过来访者的语

气
、

语调
、

表情
、

细微动作等来推测其心理
。

在网

络
,

需要咨询者敏锐的观察到来访者书面信息中折

射出的内心想法
,

善于分析关键词或语气词的改

变
,

时刻留意网络表情内容的变化
。

咨询者要运用

自己深刻的分析力和辨认力
,

剔除无用的虚假信

息
,

让有用的真实信息为己所用
。

其次
,

网络中不

乏抱着调侃胡闹心态的人
,

而咨询者要本着人本关

怀理念
,

及时准确的给予指导
。

对咨询者来说
,

网

络责任感是弥散性
、

无处不在的
。

再次
,

目前网络

心理咨询主要还是依靠文字传递信息
,

网络咨询者

除了具有地面咨询者所需要的口头表达能力外
,

还

需要有较强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

才能确保所传递

信息的准确无误
。

最为重要的是
,

面对网络环境
,

咨询者要做出观念上的改变
,

及时对专业的教育训

练与咨询守则加以修订
。

(四 ) 网络心理咨询对个案跟踪的挑战

网络心理咨询遭遇的一大难题就是个案难以跟

踪
。

在网络心理咨询中
,

部分来访者的行为带有很

大的试探性和随机性
,

难以确保咨访关系的稳定
。

而良好的咨访关系是心理咨询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证
。

或许提升技术水平
、

普及大众心理知识
、

适

当的收费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

但最重要的是提高

网络心理咨询的可信度
。

首先
,

网站应该保证有一

大批持有咨询资格的专业人员工作
。

即保证咨询信

息的来源是专业
、

可靠
、

有价值的
。

其次
,

要对来

访者提出的问题及时回复
。

一些心理网站疏于管理
,

或者是技术问题
,

致使来访者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

有效的回复
,

造成来访者流失
。

第三
,

咨询者应该

谨守咨询原则
,

态度真诚
。

真诚是能否建立长久咨

访关系的重要因素
。

咨询者应该开放
、

真诚地投人

到咨询过程
,

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

不怕暴

露自己的短处
,

只有这样
,

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来

访者不流失
,

做到能对个案进行跟踪咨询和治疗
。

不可否认
,

网络心理咨询以其自身的媒介优势

已逐步取代书信咨询
、

电话咨询
,

成为心理咨询最

主要的补充形式
。

网络的不断改进
,

需要一大批既

有心理学专业知识
,

又具有一定网络技术的双向人

才服务于网络心理咨询
。

因此
,

心理学工作者要在

专业概念与行为上不断调整
,

用前瞻
、

动态的观点

来看待网络心理咨询服务
,

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最

大程度地促进网络与心理咨询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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