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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ꎬ 强调人的积极力量、 平衡心

理学价值观和面对难题时的积极解释ꎮ 文章针对 “读后续说” 教学中本科学生的愉悦、 焦虑与

倦怠情绪动态变化情况ꎬ 解释积极心理学视角下ꎬ 学业情绪对 “读后续说” 教学的影响ꎮ 研究

表明ꎬ 从积极心理学入手ꎬ 探索提升学业情绪的手段ꎬ 可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幸福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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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积极心理学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是心理学研

究新方向ꎬ 将情感与认知相关研究迅速推进ꎮ 近

年来ꎬ 国内外学者将积极心理学与外语教学相结

合ꎬ 试图探索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力量和

积极品质ꎬ 并尽力帮助学习者挖掘自身积极人格

品质和自身潜力ꎬ 从而获得幸福感ꎮ 积极心理学

的二语学习与情绪研究ꎬ 揭示了社会文化性、 个

体差异性和复杂动态性的二语情绪特点[１]ꎮ 鉴于

此ꎬ 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ꎬ 探索学业情绪

在 “线上 ＋ 线下” “读后续说” 教学中的动态变

化ꎬ 及其对学习者续说成绩的影响ꎬ 进而对积极

心理学、 “读后续说” 研究和实践提供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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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积极心理学最初主要关注天才与婚姻幸福感ꎬ
后来发展至对人类潜能的研究ꎬ 并从认知独大的

局面转向对人类情感与认知的交叉研究ꎮ ２０ 世纪

的心理学领域主要关注人类消极情绪和缺点ꎬ 直

到 ２１ 世纪初期ꎬ 研究内容才逐渐转向对人类优势

的研究ꎬ 焦点涉及对二语情绪的探讨[２]ꎬ 也在二

语习得领域引发了一场 “情绪运动” [３]ꎮ 塞利格曼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将积极心理学分为三个核心内容ꎬ 分

别是主观积极体验、 积极个体特质和群体或环境

层面的积极公众品质[４]ꎮ 不仅如此ꎬ 塞利格曼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还提出了 “拓展—建构理论”ꎬ 将消极

和积极情绪进行了区分ꎬ 并提出积极情绪可通过

学习者动机、 心理、 生理和认知等因素拓展 “思
维—行动” 资源ꎬ 达到抵消消极情绪的作用ꎮ 随

后ꎬ 佩克伦 (Ｐｅｋｒｕｎ) 将教育心理学中 “控制—
价值” 理论与二语习得相融合ꎬ 在聚焦情绪产生

的因果关系的同时ꎬ 还探讨了情绪对二语习得的

影响ꎮ 他将情绪因素与二语学习相结合ꎬ 通过考

察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体验ꎬ 提出了 “学业

情绪” 概念ꎬ 并认为积极情绪包括满足、 高兴、
兴奋、 愉悦、 自豪、 喜悦等情感[５]ꎮ 除积极情绪

和积极环境因素外ꎬ 积极心理学也关注对负面情

绪和消极体验的探讨ꎬ 强调研究需关注动态情绪

感受ꎬ 呼吁在整体情绪视角下重视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对二语习得效果的影响[６]ꎮ 此外ꎬ 情绪被

认为是一种可以增强或降低学业动机的中介因素ꎮ
当学习者内在产生与学习任务相关的情绪时ꎬ 便

会有助于学习动机的提升ꎬ 反之则会产生焦虑、
羞愧、 失望、 无趣等消极情绪ꎬ 在降低内在动机

的同 时ꎬ 有 碍 学 业 任 务 的 完 成[７]ꎮ 麦 金 太 尔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指出ꎬ 情绪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学习者

如何处理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ꎬ 在学习过程中

建立幸福感ꎬ 达到 “动机重建” 的作用[８]ꎮ
外语学习是一个长期且需要毅力的过程ꎬ 其

过程中产生的愉悦、 乐观、 激情、 参与等情绪得

到了外语研究者的普遍关注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德瓦尔

(Ｄｅｗａｅｌｅ) 等对 １７００ 余名外语学习者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式检验外语课堂焦虑与外语愉悦的情况ꎬ
发现高年级和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所表现出的

外语愉悦度更高、 课堂焦虑程度也更低ꎬ 这说明

外语愉悦程度与学习者年龄与语言水平成正比ꎮ

随后ꎬ 德瓦尔 (Ｄｅｗａｅｌｅ) 分析了学习者产生更多

积极情绪的因素ꎬ 发现语言水平、 教师积极态度、
课堂上的外语输出时间有助于积极情绪产生[９]ꎮ
随后ꎬ 帕韦列斯库 ( Ｐａｖｅｌｅｓｃｕ) 发现ꎬ 在众多情

感中ꎬ “热爱” 是点燃学习激情的 “燃料”ꎬ 不仅

可以使本就喜爱某一学科的学习者感到稳定且强

烈的爱ꎬ 也可以使其在不太愉快的课程中创建有

效且积极的应对机制[１０]ꎮ 针对情绪理论的实证研

究也相继在国内展开ꎬ 李 (Ｌｉ)、 江 (Ｊｉａｎｇ) 和德

瓦尔 (Ｄｅｗａｅｌｅ) 发现ꎬ 学习者情感因素水平与教

师可预测行为呈正比ꎬ 除课堂焦虑程度更高之

外[１１]ꎬ 其研究结果与德瓦尔 (Ｄｅｗａｅｌｅ) 在 ２０１４
年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对于国内二语习得研究而言ꎬ
近些年的二语教学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特点ꎬ 传统

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下外语教学发展ꎬ 这也为

外语教学改革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ꎮ 韩晔、
许悦婷探讨了二语写作学习者中书面纠错反馈所

产生的情绪体验和调节策略ꎬ 发现不同的书面反

馈能够激发不同类别且动态的学业情绪ꎬ 学习者

也可通过情感导向、 情景导向、 评估导向等策略

进行自我调节[１２]ꎮ 焦虑、 困惑、 低学习动机已成

为长期困扰外语学习者的问题ꎬ 但如何培养积极

情感、 重建学习动机的研究却十分缺乏ꎮ 国内二

语学习研究多侧重反馈效用ꎬ 较少关注学习者的

动态情感因素ꎬ 尤其是积极情感构建ꎮ 学习过程

中唤醒积极情感的过程因人而异、 因情境而异、
因课堂设计环节而异ꎮ 因此ꎬ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

角的课堂学业情绪研究意义非凡ꎬ 将有助于构建

积极课堂环境、 提升学习者学习效果ꎬ 并对二语

习得领域与语言教学研究提供参考ꎮ

三、 实验研究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在高校俄语学习环境中开展ꎬ 试图解

决以下问题:
１ “读后续说” 唤醒的学习愉悦、 焦虑、 倦

怠情况如何?
２ “读后续说” 与学习愉悦、 焦虑、 倦怠水

平呈现何种关系?
３ “读后续说” 教学实验对负向学业情绪有

何影响?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在广东海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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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学选取 ２７８ 名俄语学生作为研究被试ꎮ 所有被

试在校期间均由同一老师讲授 “第二外语 (俄

语)” 课程ꎬ 该课程授课期间涵盖俄语听、 说、
读、 写、 译教学ꎬ 旨在提升俄语语言综合能力ꎮ
授课方式均采用 “线上 ＋ 线下” 教学模式ꎬ 授课

期间采用相同教材、 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ꎮ 实验

开始前ꎬ 由笔者组织所有被试参与实验前测ꎬ 试

卷采用公共俄语四级考试试题ꎬ 评分标准参照公

共俄语四级考试评分标准ꎬ 由笔者本人进行试卷

评阅ꎮ 经检测ꎬ 所有被试俄语语言水平差异未达

显著 (ｐ ＝ ０ ９８)ꎮ
(三) 研究工具

１ 外语愉悦量表

教学实验采用 Ｌｉ 等人于 ２０１８ 年提出的 “外语

愉悦量表”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ꎬ 简

称 ＦＬＥＳ ) 中 文 版[１３]ꎮ 该 量 表 改 编 自 德 瓦 尔

(Ｄｅｗａｅｌｅ) 和麦金太尔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２０１４) 版

本[１４]ꎬ 内容包括教师相关型外语愉悦、 学习者外

语愉悦和课堂气氛相关测试条目 １１ 项ꎮ 经检测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为 ０ ８４ꎬ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５３ꎬ 表明

量表信效度较好ꎬ 能够有效测量学习者外语愉悦

情况ꎮ
笔者将量表中的有关 “课堂教学” 的相关题

项情境设定为 “在线教学”ꎬ 经检测ꎬ 新修订的量

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为 ０ ８３ꎬ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３１ꎬ 说

明信效度均较理想ꎮ
２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实验 选 取 的 外 语 课 堂 焦 虑 量 表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简称 ＦＬＣＡＳ) 是

由霍维茨 (Ｈｏｒｗｉｔｚ) 于 １９８６ 年设计的李克特五分

量表[１５]ꎬ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学属性ꎬ 用于测

量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的焦虑程度ꎮ 量表共

包含 ３３ 个题项ꎬ 笔者同样将量表情境设定为 “在
线教学”ꎮ 为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量表内容ꎬ 笔者

将其译为中文ꎮ 经检测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为 ０ ８１ꎬ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０２ꎬ 表明其信效度较好ꎮ

３ 学习倦怠量表

为检测学习者是否具有成就感低、 疏远学习、
性情低落的情况ꎬ 笔者选取连榕设计编制的 “学
习倦怠量表”ꎬ 该量表包含 ２０ 个题项ꎬ ３ 个维度

(成就感低、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１６]ꎮ 量表采取

五级评分制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值为 ０ ８７ꎬ 说明量表

内部一致性较好ꎮ

４ 实验材料步骤

教学实验采取 “读后续说” 教学模式ꎬ 全程

共进行 ２ 次俄语 “读后续说” 教学ꎬ 采取 “前测

—干预—后测” 的教学设计ꎮ 前测与后测均采用

公共俄语四级考试真题ꎬ ２ 次 “读后续说” 教学实

验材料均选自 ＳＡ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 «切尔

诺贝利的祭祷»ꎬ 教学实验要求被试在 ３５ 分钟内

完成阅读和续说任务ꎮ
实验共进行了 ８ 个教学周ꎬ 采用 “线上 ＋ 线

下” 教学模式ꎮ 笔者在每次续说任务完成后均会

组织被试进行线上讨论和优作展示ꎬ 以寻求最佳

的教学效果[１７]ꎮ 实验过程由笔者实施ꎬ 将被试分

为续说组和非续说组ꎬ 测试规则如下: 续说组在

３０ 分钟内阅读俄语原文并进行续说ꎬ 体会语言风

格、 情感和语言特点ꎻ 非续说组要求在同样时间

内了解文本背景知识 (切尔诺贝利核爆事故)ꎬ ３０
分钟后用俄语针对自己的感悟进行口语表达ꎮ 两

组被试在同一时间段进行口语续说或口语表达ꎬ
时间为 ５ 分钟ꎬ 并使用多媒体设备录音ꎮ 笔者于下

一周组织被试进行线上讨论ꎮ 学业情绪调查统一

在非教学时段进行ꎬ 由笔者对所有被试于前测之

前和后测之后进行问卷调查ꎬ 问卷采用实名方式

进行ꎬ 以便匹配学生成绩ꎮ 具体流程如表 １:

表 １　 “读后续说” 教学实验流程

周次 实验组 对照组

１ 问卷调查 １ 问卷调查 １

２ 前测 前测

３ “读后续说” １ 非 “读后续说” １

４
发表成绩 １ꎬ 第一次
线上讨论、 优作展示

发表成绩 １ꎬ 第一次线上
讨论、 优作展示

５ “读后续说” ２ 非 “读后续说” ２

６
发表成绩 ２ꎬ 第二次
线上讨论、 优作展示

发表成绩 ２ꎬ 第二次线上
讨论、 优作展示

７ 后测 后测

８ 问卷调查 ２ 问卷调查 ２

四、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 “读后续说” 中学业情绪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检测外语愉悦程度与消极情绪的总

体情况ꎬ 笔者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愉悦、 焦虑、
倦怠三种情绪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描述性统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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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２:

表 ２　 “读后续说” 学习者愉快、 兴奋、 焦虑、
倦怠情绪水平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众数 中数
偏度

(标准误)
峰度

(标准误)

愉悦 ３８ ６４ １５ ３２ ３８ ３９ －  ２６( ０６)  ４８( １６)

焦虑 ９８ ９３ １８ ３１ １０３ １００  ０４( ０７)  １３( １６)

倦怠 ３４ ４２ １０ ７４ ２８ ３５  ６３( ６５)  １３( １６)

表 ２ 显示ꎬ 被试的外语愉悦度低于国际水平ꎬ
而焦虑程度高于国际水平ꎬ 该结果与 (艾尔胡

佛) Ａｌ － Ｈｏｏｒｉｅ 和麦金太尔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在 ２０１９
年的研究结果相符[１８]ꎬ 即中国外语学习者的积极

情绪普遍低于国际样本ꎬ 而消极情绪则高于国际

样本ꎮ 此外ꎬ 最低值、 最高值、 标准差显示了被

试情绪体验与情绪能力的差异性ꎮ 不仅如此ꎬ 根

据邵 (Ｓｈａｏ) 等的区域划分参照标准ꎬ 通过学业

情绪均值可知ꎬ 被试愉悦、 焦虑情绪处于中等水

平ꎬ 倦怠情绪处于较低水平[１９]ꎮ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ꎬ 产生外语学业情绪的原

因十分复杂ꎮ 由于学生长时间处于紧张的学习氛

围中ꎬ 难免产生焦虑和倦怠情绪ꎮ 根据控制—价

值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内容可知ꎬ 若学习者长

期被校级学业情绪控制ꎬ 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ꎬ
还会对学习效果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 教

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习者情绪状态ꎬ 提升

学习者外语学习幸福感ꎮ 这也符合积极心理学对

“全人教育” 理念的倡导[２０]ꎮ
(二) “读后续说” 成绩和学业情绪相关性

研究

根据表 ２ 的数据检验结果ꎬ 笔者使用 ＳＰＳＳ 对

学习者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愉悦、 焦虑、 倦怠情绪和

两次 “读后续说” 成绩进行了相关研究ꎬ 详见表 ３:

表 ３　 愉悦、 焦虑、 倦怠情绪和 “读后续说”
成绩相关矩阵

变量 １ ２ ３ 成绩 １ 成绩 ２

愉悦 —  １４９∗∗∗  １９６∗∗∗

焦虑 －  ２８９∗∗∗ — －  １５１∗∗∗ －  １４２∗∗∗

倦怠 －  ５２６∗∗∗  ３６３∗∗∗ — －  ２８１∗∗∗ －  １７３∗∗∗

注: ∗∗∗ｐ <０ ００１ꎮ

通过表 ３ 可知ꎬ 两次 “读后续说” 成绩与愉

悦情绪呈正相关关系ꎬ 与焦虑、 倦怠情绪呈负相

关关系ꎬ 说明正向情绪有助于学习效果提升ꎮ 正

向情绪可以让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表现良好ꎬ
且愉悦程度越高的学生ꎬ 表现出的焦虑、 倦怠情

绪越少ꎬ 也越能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ꎻ 负向情

绪 (焦虑、 倦怠) 则相反ꎬ 负向情绪越强ꎬ 学习

者在 “读后续说” 教学时表现越不自信ꎬ 语言习

得效果越不理想ꎮ 表 ３ 同样显示出学业情绪与

“读后续说” 学习效果的显著预测关系ꎬ 正向情

绪、 负向情绪和二语成绩形成了三角关系ꎬ 这与

Ｌｉ 在 ２０２０ 年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２１]ꎮ 学业情绪与

两种情绪类型形成联动关系ꎬ 为拓展—建构理论

中的学业情绪与二语学习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ꎮ
(三) “读后续说” 负向学业情绪差异比较

为验证 “读后续说” 教学实验对学习者负向

情绪的影响ꎬ 笔者将学习者焦虑、 倦怠情绪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详见表 ４:

表 ４　 焦虑、 倦怠情绪与前测、 后测成绩 ｔ
检验结果

学业
情绪

变量
实验组
ｔ 值

实验组
ｐ 值

对照组
ｔ 值

对照组
ｐ 值

焦虑

课堂焦虑 － ２ １２５ ０ ０１２ １ ６４５ ０ ３２７

交际畏惧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７ ０ ２４２ ０ ４２４

考试焦虑 １ ２６１ ０ ００３ ０ ５３４ ０ ４６３

负面评价
焦虑

２ １４２ ０ ００１ ０ ２４９ ０ ００３

倦怠

学习倦怠 ０ ２４８ ０ ００１ ０ ２０３ ０ ５３２

情绪低落 － ０ １５３ ０ ０００ １ １２５ ０ ３２９

成就感低 １ ８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１６３ ０ ０５９

行为不当 － ０ ４２１ ０ ０９４ ０ １３５ ０ ０６４

由表 ４ 可知ꎬ 从焦虑情绪方面来看ꎬ 实验组被

试课堂焦虑、 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焦虑的得分显

著降低ꎬ 说明 “读后续说” 教学能够显著缓解学

习者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学习倦怠水平ꎬ 也侧面说

明了 “读后续说” 教学可以改善学习者学习焦虑ꎻ
从倦怠情绪方面来看ꎬ 实验组被试在 “读后续说”
前后的学习倦怠总体水平、 情绪低落和成就感低

三个项目上测试结果达显著ꎬ 说明 “读后续说”
可以提高学习者语言学习兴趣和积极性ꎬ 可有效

缓解成就感低和情绪低落的现象ꎮ
对照组被试情况说明ꎬ 仅有焦虑情绪中的负

面评价焦虑得分显著降低ꎮ 笔者认为ꎬ 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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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有教师干预和指导的学习过程效果更

佳” [２２]ꎮ 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ꎬ 对照组教学加入了

线上课堂讨论和优作展示ꎬ 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

参与度和积极性ꎮ
综上所述ꎬ 相较于非 “读后续说” 教学ꎬ “读

后续说” 教学有助于学习者改善焦虑与倦怠学业

情绪ꎬ 且能够显著降低负面情绪对学习效果的影

响ꎮ 这说明 “读后续说” 教学优化了多种教学方

式ꎬ 使多种教学资源有机结合ꎬ 充分体现了外语

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ꎬ 且教师指导无论在何种

教学模式中都起到正面影响ꎮ

五、 结语

研究发现: (１) 学习者二语学习积极学业情

绪处于中等水平ꎬ 消极学业情绪中焦虑情绪处于

中等水平、 倦怠情绪处于较低水平ꎮ (２) “读后续

说” 教学可显著改善学习者负向情绪ꎮ 两次续说

成绩与情绪相关性研究表明ꎬ 正向情绪有助于学

习效果提升ꎬ 愉悦情绪与焦虑、 倦怠情绪成反比ꎮ
(３) “读后续说” 教学可显著改善学习者焦虑情绪

和倦怠情绪ꎮ 其中显著降低的焦虑情绪包括课堂

焦虑、 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焦虑三个项目ꎬ 倦怠

情绪包括学习倦怠总体水平、 情绪低落和成就感

低三个项目ꎮ (４) 非 “读后续说” 教学能显著改

善焦虑情绪中的负面评价焦虑项目ꎬ 说明教师指

导下的俄语教学可有效缓解学习者负面评价焦虑ꎮ
综上所述ꎬ 笔者认为ꎬ “读后续说” 教学中的

有些内容需要大量情绪感知与教学实践ꎮ 中国学

生普遍学业繁重ꎬ 俄语作为外语ꎬ 多是学习者在

本科学习中初次接触到的ꎬ 趣味性低、 难度高、
与其他专业课相关度小ꎬ 容易导致学习者学习投

入不足ꎬ 产生负面情绪ꎮ 因此ꎬ 从积极心理学入

手ꎬ 找到有效提升积极学业情绪的手段ꎬ 将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未来研究中ꎬ 可尝试他

评与自评相结合ꎬ 通过教师、 学生、 家长评价组

合的方式ꎬ 考察积极和消极学业情绪体现情况ꎮ 不

仅如此ꎬ 还可针对 “读后续说” 教学设计本土化问

卷ꎬ 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外语续式教学中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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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案例的情景设计ꎬ 重在展现舰艇海战中实战

环境的艰苦ꎬ 战斗英雄的过硬专业素养和英勇无

畏精神ꎮ 结合新型舰艇装备的发展和舰艇机电军

官岗位任职特点ꎬ 引导学员树立 “岗位就是战位、
值班就是战斗” 的思想意识ꎬ 感悟英雄的战斗作

风和 “踏实、 求真、 奉献、 创新” 的机电专业精

神ꎬ 引导学员建立起 “在学校学习固本强基、 在

部队工作岗位建功” 的行动自觉ꎮ

六、 结语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目前正处于广泛

发动、 积极探索的阶段ꎮ 本文聚焦思政教学过程

中的情景设计问题ꎬ 基于舰艇动力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的特点ꎬ 明确了课程思政教学中情景设计的

基本要求ꎬ 分析了三类典型思政情景的设计方法

及实施途径ꎮ 结合专业课程教学实践ꎬ 分析了舰

船动力专业课程思政情景设计的具体实例ꎮ 研究

工作可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方法体系ꎬ 强

化专业课程协同育人的效果ꎬ 提高舰船动力专业

人才的培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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