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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配合课堂观察和结构访谈，探讨了促进儿童外语学习者二语内部动机发展

的课堂环境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为学习者提供可预测的学习环境、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必要的教学

支持以及强调自我提高和可控归因的评价方式可以通过提升学习者的能力感从而提高其内部动机；而给学

习者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表现结果方面以适当的自主权，同时配合整合在教学活动中的学习策略培训，

则可以通过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感来提高其内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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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英语教育在全世界非英语国家已受到普遍重视，英语学习的低龄化正在成为一种趋

势。但是在儿童外语教学领域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外语作为孩子们本身没有内在愿望去掌

握的一种知识和技能，激发学习者的外部动机是帮助他们入门的主要方法。许多外语教师因

此认为通过使用外部刺激和控制手段促使学习者获得足够的语言能力，从而逐步培养他们的

二语内部动机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对于儿童初学者尤其如此 (Dickinson 1995)。然而本人的

研究发现，通过创造支持性的课堂环境和对学习过程的有效干涉，儿童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内

部动机可以而得到有效激发。 

2. 二语内部动机与课堂环境 

2.1 关于二语内部动机 

二语内部动机是指外语学习者在没有外部压力和刺激的条件下，追求学习过程和学习任

务本身所带来的愉悦感受的一种内在倾向（Noels et al.2000）。Noels 等人(2000, 2001) 根据

Deci 和 Ryan（1985）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以下简称 SDT），在

Vallerand 等人（1992，1993，1997）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二语内部动机分为三个亚类：

知识内部动机（IM-Knowledge），成就内部动机（IM-Accomplishment），和刺激内部动机

（IM-Stimulation）。知识内部动机指外语学习者出于好奇，为了发展已有的外语知识和技能

以及获得新知识新技能而参与学习活动的动机；成就内部动机是外语学习者为了向自己证明

自身学习外语的能力，获得成就感而参与学习活动的动机；刺激内部动机是指外语学习者为

了获得伴随着某一学习活动所带来的愉悦的心理感受，如兴奋感、兴趣感和美或艺术的享受，

而参与学习活动的动机。 

二语内部动机对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已得到许多的学者的认可（如 Brown 1990, 1994; 
Dörnyei 1994, 2001; Dickinson 1995），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证实内部动机不仅可以很好地

预测语言能力，受内部动机驱动的外语学习者也较少受到学习焦虑的负面影响，对语法更敏

感，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毅力，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良好的学习态度（参见 Clement et al. 1994; 
Ehrman 1996; Noels et al. 1999, 2000, 2001; Ramage 1990; Tachibana et al. 1996）。 



2.2 二语内部动机的心理前提（antecedent） 

关于二语内部动机的心理前提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 Noels 等人（1999， 2000， 
2001）的研究较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对自己的二语学习能力有更高评价以及感受到更

多来自环境的对他们自主性支持的外语学习者具有更高的二语内部动机，即学习者的二语能

力感和自主感能很好地预测二语内部动机。 

2.3 二语内部动机和课堂环境的关系 

课堂环境作为影响外语学习过程的最重要的直接环境因素之一，可以成为保持和发展二

语内部动机的重要的支持性条件。在目前二语动机研究的两大领域，即动机模型的理论建构

和动机各成分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课堂环境因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如 Dörnyei, 1994; Willians & Burden, 1997）开始尝试将课堂

环境因素纳入动机模型，因为这不仅有利于解释与课堂环境相关的动机因素的来源，而且能

使动机模型更适合于实际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还有一些学者（如 Brown, 1994; Chambers, 1999; 
Oxford & Shearin, 1994）着重研究了二语动机模型中的课堂环境因素，他们在设计促进二语

动机的教学原则和策略方面进行了探讨。 

这些关于动机模型的研究普遍存在解释力不强的问题。虽然研究者确认了较多的课堂环

境变量，并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其进行了探讨，但是他们却未能从理论上揭示这些变量的内在

结构和逻辑关系，以及建立它们与模型内其他动机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当试图从理论上

回答这些课堂环境因素对动机作用的内在机制方面存在困难。 

Noels 等人在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中，将以 Deci 和 Ryan 的 SDT 为基础的动机模型引

入二语领域的动机研究，并且证实了这一模型在二语领域的有效性（Noels et al. 1999, 2000, 
2001），然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证上将 SDT 动机模型进一步拓展，提出对二语

学习者的自主感和能力感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也没有对提高二语学习者自主感和能力感的

教学原则和策略作进一步的论述。 

在这一方面，动机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Spaulding (1992) 指
出，可预测的学习环境、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必要的教学支持以及强调自我提高的评价

方式是提高学习者能力感的有效途径。归因理论进一步指出：将学习者在以前任务中的成功

或失败归于可控因素的回馈方式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自信心 (Weiner 1992)。而 Zimmerman
（1994）关于自主性学习的维度分析表明，给学习者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表现结果

（performance outcome）方面以选择的自由是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感的重要的环境因素。而让

学习者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自由并从中受益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发展起一套自主学习的策

略（Paris & Byrnes 1989）。一些研究（如 Stright et al. 2001; Paris & Jacobs 1984） 表明，整

合在学习活动中的学习策略培训对于儿童学习者非常有效。 

另一方面，二语动机领域的一些实证研究力图建立动机成分和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关

系，如学习集体凝聚力（Clement et al. 1994），教师的交际风格（Noels et al. 1999）, 语言材

料的真实性（Matthew 1997），以及课堂是否为提供学生参与决策的机会（Bachman, 1964）
和合作学习的机会（Long & Porter 1985）等。 

这些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大部分的研究采用的都是传统的个人化视角（individual 
perspective，参见 Dörnyei 2001），认为环境因素只有体现在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及其导致的态

度、信念和价值观上时，才能显示其重要性。然而由于它没有建立其与影响内部动机的根本

源泉—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却不利于揭示引起这些心理特质的真正原因。 



视角单一是这些实证研究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它们往往只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环境

因素，缺乏对课堂环境的整体把握，忽视了课堂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往往效度不高。此外，

大量二语动机研究仅针对的是成人学习者，忽视了儿童外语学习者这一重要人群。 

为此，本研究首先在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多维度、逻辑结构清晰

的研究二语内部动机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全面地揭示课堂环境因素对内部动机

作用的方式和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二语内部动机的理论模型 

课堂环境对外语学习内部动机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一个全面、详尽、

逻辑结构清晰、具有解释力的二语内部动机模型不仅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 

本研究将 Noels 等人的二语动机模型作进一步拓展，增加课堂环境因素这一维度，根据

动机心理学以及二语动机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了决定二语内部动机的两大心理前提的相应

的课堂环境条件。下图是拓展的 SDT 二语动机模型（以下简称 ESDT 模型）。 

 

3.2  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是： 

1) ESDT 模型中课堂环境条件的实施会导致儿童外语学习者二语内部动机的提高吗？ 

2) 这些课堂环境条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即这些课堂环境条件是通过提高儿童外语学

习者的自主感和能力感，从而提高二语内部动机的吗？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自然条件下非随机实验组、对比组前后测准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教学方

法，应变量为二语内部动机，能力感和自主感。由于本研究中选用的被试均为初学者，因此

前测被省略。后测采用结构访谈法，对被试的内部动机水平，以及能力感和自主感水平进行

测量。 

在采用准实验法和访谈法的同时，本研究还采用课堂观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对课堂教学

过程进行全面、深入和详尽的记录。目的是首先确保实验处理与 ESDT 模型中提出的课堂环

境条件相符合，以保证准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其次用以对课堂环境因素对儿童外语学习者

内部动机的影响方式及其内在机制予以揭示。 

3.4 研究对象 

72 名儿童受试者均为儿童业余英语学校的在校学生。所有的被试在受试前均为英语初

学者。在实验开始时，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 5 周岁 2 个月，其中年龄最小的为 4 周岁 4 个月，

最大的为 6 周岁。 



3.5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结构访谈量表由三部分组成，即内部动机量表、能力感量表和自主感量表。

所有的量表题项均由研究者针对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及学习背景设计，并采用从

“完全一样” ④到完全不一样”①四个等级。研究者首先在各量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根

据课堂观察日志和教学经验，以及与八名被试的半结构访谈和与他们家长的焦点组访谈的结

果，设计足够数量的题项，然后在 28 名同等条件的儿童英语学习者中进行试测，根据对试

测结果的分析，并与其中六名学生进行集体座谈后，对部分题项进行了删除和修改。 

3.5.1 内部动机  

内部动机量表改编自 Vallerand 等人(1992, 1993)的学业动机量表（Academic Motivation 
Scale）和 Noels 等人（2000， 2001）的语言学习动机量表（Language Learning Orientations 
Scale）。量表由三个部分组成，共 9 个题项（α= 0.92），分别对应知识内部动机（如“我想

知道许多英语单词。”α= 0.78）、成就内部动机（如“我喜欢参加那些有点难的游戏，看看

我会不会。”α= 0.83）和刺激内部动机（如“我觉得上英语课很有趣。” α= 0.85） 

3.5.2 能力感和自主感  

能力感量表改编自 Harter (1982)的儿童能力感量表（The Perceived Competence Scale for 
Children），由 5 个题项组成, 反映了儿童外语学习者对自身外语学习能力的自我感觉，例如：

“只要我专心听，老师教的我都能学会。”（ α= 0.87 ）。 

自主感量表改编自自我决定量表（The Self-Determination Scale）中的选择感量表（The 
Perceived Choice Scale）(Sheldon et al. 1996)，由 5 个题项组成，反映儿童外语学习者体会到

的对学习过程进行主动控制的自由感，例如：“如果我参加哪一个活动，那是因为我自己特

别想参加。”（α= 0.90 ）。 

3.6 研究程序 

本研究从 2001 年开始，72 名受试者按报名顺序被分配到四个平行班中（每班 18 人）, 其
中两个班为实验班，接受根据 ESDT 模型中有利于内部动机发展的课堂环境条件设计的教学

处理，另外两个班为对比班，接受该学校常规的儿童英语教学。表 1 显示的是实验组和对比

组体现在(1)教学程序(2)课堂活动(3)教师角色(4)评价方式方面的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各班采用统一的以童谣、歌曲、对话和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上课时间均为每周两次，

每次 90 分钟。在 8 个月的实验期间，前两个月以听说教学为主，之后引入字母和阅读教学。

两个实验班由研究者本人执教，对比班由一位在年龄、教学经验、语言能力方面与研究者基

本接近的教师任教。 

在实验班和对比班的课堂观察均为每月一次，每次 90 分钟。研究者从(1)教学程序(2)
课堂活动(3)课堂交互(4)评价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表 1 呈现的是课堂观

察的结果。 

结构访谈集中在研究结束前的半个月内分批进行，69 名被试（3 名对比班的学生在第一

学期结束后退学）被安排在课余时间他们的英语教室里接受研究者的个别访谈。 

表 1实验班和对比班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实验班 对比班 

教学 
程序 

分五个步骤进行：热身及任务提出；语言形式介

绍及机械操练；信息差操练；有意义的表达及创

造性的应用；评价。 

分两个步骤进行：局部语言形式

的介绍及操练以及教学内容的记

忆和背诵 



类 
型 

教师强化活动（TPR、大书阅读、集体朗诵、对

话表演、信息差活动、封闭式课堂问答等），教师

启发活动（开放式的课堂问答、对话表演、角色

扮演、剧本表演、改编童谣和故事等）和少量学

生主导活动（讲故事、讨论、给所选图片配文字

等）相结合。 

以教师强化活动为主，经常采用

竞争性游戏的形式 
课

堂

活

动 
组织

形式 
采用教师对全体学生、独自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

合的组织形式。 
在整个实验阶段完全采用教师对

全体学生这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教师角色 

除常规的外语教师角色，还是框架构建者（根据

学生的能力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帮助者

（对完成活动的方法和步骤在活动前示范、活动

中适时指导） 

知识传授者和控制者（规定所有

的活动的细节，并对活动的过程

和学习者的表现作细致的监控） 

评价 
方式 

进行评价时经常提供评价的理由，而这一理由常

常基于某一个学生在同样或相似学习任务中目前

的表现和以前表现的差异，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

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是由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或学习

方法是否有效，而非由于自身的能力、运气或任

务的难度。 

较少陈述评价的理由，或以其他

同学的表现作为衡量的标准，因

此如果得到表扬是因为比别人完

成得好，得到批评是因为比别人

完成得差。 

4. 分析 

通过表 1 我们发现：实验组和对比组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许多差异。实验班遵循整体到

局部的教学程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可预测的学习环境；而对比班则是从局部到整体。实验

班采用的任务类型难度虽然较高，而教师通过提供必要的教学支持（示范、制定分级目标、

小组活动中分块合作完成、提供指导和鼓励互相帮助等）来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及成功体验；

而对比班采用的任务类型难度偏低。实验班采用更多开放式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的创造性

和自主性（在教师启发活动中，学生可以选择表现结果。在学生主导活动中，学生可以选择

学习内容）；而对比班采用更多的封闭式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学习内容和表现结果上很少有选

择权。在教学组织上，实验班采用了更多独自活动和小组活动的组织形式，使学习者能自由

选择学习的物质环境（位置、参考书等）和社会环境（合作者、帮助者），采用适合他们的

学习策略，以适合他们的速度学习，从而给学生在学习方式上更多的控制权；而对比班始终

采用老师对全体学生的组织形式，使学生在学习方法上很少有选择权。实验班通过在热身阶

段建立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兴趣、需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给学生更多参与真实

交际的机会，来帮助学习者意识到学习这些教学内容是他们自身的需要和兴趣，并非出于外

在的压力；而对比班更强调对教学内容的机械记忆，较少给学生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学生

对所学内容的意义缺乏了解，难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控制感。另外，在进行评价时，实验班给

予更多的反馈信息，更强调自我提高和可控归因；而对比班则更强调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最后，实验班在活动前示范、活动中指导和活动后评价时有意识地进行启发

式的学习策略的培训；而对比班较少进行学习策略的培训。 

5. 研究结果 

5.1 二语内部动机 

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根据 ESDT 模型中课堂环境条件设计的教学方法对提高儿童

外语学习者内部动机的有效性。为了考察被试特征是否是引起内部动机差异的原因之一，我

们将被试年龄和性别与教学方法一起同时作为自变量，进行了 2(性别)X3(年龄)X2(教学方

法)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显示，学生的年龄和性别的多元主效应不显著，它



们与教学方法也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而教学方法的多元主效应非常显著, F= 62.308, 

p<0.001，实验班学生在二语内部动机的整体水平上显著高于对比班学生。随后进行的一系

列 t 检验表明, 由于教学方法的不同, 两组被试在二语内部动机的三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

异，实验班的学生相比对比班在掌握英语知识方面更有热情；会更积极和主动地寻求机会来

向自己证明自身的能力，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他们在学习中也更快乐，更容易感受到语言

本身的美。表 2 显示的是实验班和对比班在内部动机的三个维度上的平均数，标准差，t 值

以及显著度水平。 

表 2:实验班和对比班在内部动机三个维度上的组间差异性比较 

实验班 对比班  
 M SD M SD

t Sig. 

知识 3.76 .42 2.18 .85 9.94 p<0.001 
成就 3.59 .60 2.00 .54 11.58 p<0.001 
刺激 3.74 .49 2.45 .83 7.92 p<0.001 

5.2 能力感和自主感 

本研究的问题之二涉及课堂环境对儿童外语学习者内部动机的作用机制，即能力感和自

主感作为课堂环境因素和二语内部动机媒介的理论假设。为了初步验证这一假设，在根据方

差分析（ANOVA）的结果，排除两个主要的被试特征，即被试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对能力感

和自主感的影响后，我们以教学法为自变量，分别以能力感和自主感为应变量，对能力感和

自主感量表的结果进行了 t 检验。表 3 显示的是实验班和对比班在能力感和自主感上的平均

数，标准差，t 值以及显著度水平。数据表明，与对比班学生相比，实验班学生能感受到更

多对自己学习环境和学习过程的控制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表现也有更高的期待。 

表 3 实验组和对比组在能力感和自主感上的组间差异性比较 

实验组 对比组  
 M SD M SD

t Sig. 

能力感 3.75 .37 2.77 .37 6.34 p<0.001 
自主感 3.69 .40 2.36 .40 9.91 p<0.001 

5.3 能力感、自主感和二语内部动机的相关分析 

为了给能力感和自主感作为二语内部动机心理前提的假设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将被

试在能力感、自主感和二语内部动机三个维度上的得分作了相关分析。表 4 是这一相关分析

的结果。数据显示：儿童外语学习者的能力感和自主感与其内部动机的三个亚类都存在显著

的相关。即具有较高能力感和/或自主感的学生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内部动机。 

表 4能力感、自主感和内部动机三个维度的相关分析 

 知识 成就 刺激 
能力感 .41** . 43** .32* 
自主感 .51** . 58** .29* 

注:  *p<0.05  **p<0.01 
6．讨论 

通过对实验班教学方法的考察和分析以及课堂观察的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实验班在教学

程序、教学素材、教学活动、评价方式方面的具体教学措施与 ESDT 模型中的课堂环境条件

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访谈的结果表明这些措施促进了儿童外语学习者内部动机的提高，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研究的结果便充分证实了本研究第一个理论假设。正如二语领

域的许多研究者（如 Benson 2000; Brown 1994; Dickinson 1995; Holec 1981; Littlewood 1999）
所指出的那样，在各方面给外语学习者以选择权和控制权，使他们为自己的学习承担一定的

责任，是提高内部动机的有效方法。另外，Ryan & Deci (2000) 指出，适度挑战性、提升效

能感的信息反馈、和避免有损自信心的评价方式有利于内部动机的提高。本研究的结果为这

些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本研究的问题之二是关于 ESDT 模型中的课堂环境因素作用于二语内部动机的机制。实

验结果表明，这些环境因素促进了能力感和自主感的提高，那些具有较高能力感和自主感的

学生同时具有较高的内部动机。这一发现与 Covington (1992)， Gottfried（1985, 1990）以及

Noels 等人(2000, 200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同时为能力感和自主感作为二语内部动机的心

理前提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Deci 和 Ryan (1985)关于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内部动机从本质

上来说源于人们对提升自身能力和获得自主性的一种需求，能力感和自主感对内部动机的贡

献缺一不可。只有当学习者在某一学习环境中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获得控制这一环境的

机会对他来说才有意义；同时，要体验到能力感，学习者必须同时感受到自己对带给自己能

力感的学习任务和学习结果负有责任（Ryan & Deci 2000）。 

那么 ESDT 模型中的这些课堂环境又是如何作用于能力感和自主感和的呢？我们可以

从能力感和自主感两方面来进行讨论。 

能力感：较高的二语能力感首先在于学习者能够在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中获得成功的

经历。根据 Vygotsky (1978)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学习者只有通过在一定的帮助下完成对其目

前能力而言具有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才能发展新的能力，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一些学者（如

Malone & Lepper，1987；Bronson, 2000）指出，成功地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可以带给

学生对环境的把握和控制感，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能力感和参与这些活动的内部动机。因此，

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和成功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正是 ESDT 模型中的环境变量之

一；后者也正是通过模型中的另外两个条件，即可预测的学习环境和适当的教学支持来实现

的。研究表明，高度可预测的学习环境是提高学生能力感的有效途径之一（Rothbaum et 
al.1982），因为可预测的学习环境不仅提供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背景知识，而且使学生对这

一教学任务的各个步骤之间的联系做出合理的预测，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因而降低了任务难

度（Freeman & Freeman，1998）。另外，可预测的学习环境通过事先告知任务的目标、意义、

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将会获得的帮助，使学习者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和成功的可能性做

出更为可靠的判断，加上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教学支持，有效地提高了他们在适度

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这一观点已经被一些研究所证实 （如 Kloster & 
Winne 1989）。 

较高的二语能力感其次在于学习者不受失败和挫折的负面影响。强调自我提高的评价方

式能帮助学习者树立任务目标（task-goal），使学生更关注任务本身，而非自己和别人的能

力差异（Ames & Archer 1988; Butler 1987; Graham & Golan 1991），因而能有效地保持和提高

学习者的能力感（Meece et al., 1988）。另一个不让失败的经历挫伤能力感的重要条件是学习

者必须相信自己在任务中的表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或者合适的学习策略等可控因素

（Weiner 1986），并非因为自己的能力太低。而指向可控归因的评价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意识

到这一点。 

自主感：任何学习都由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学习结果所构成，二语学习也不例外。因

此，二语学习中的自主感首先取决于环境是否能给予学习者在这些方面以一定的控制权

（Holec 1981）。ESDT 模型中的环境因素正是通过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和需要选

择学习内容使他们在不改变大学习目标的前提下，参与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子目标；通过给



学习者在选择学习方法上一定的自由来帮助其实现对学习过程的控制；以及通过让学习者选

择表现结果，以利于其对学习结果进行监控、调整和评价来帮助他们实现对学习结果的控制。 

然而，仅仅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是不够的，自主感的提高还要求环境必须提供必要的支

持，以培养学习者实施自主性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和兴趣，这对于儿童外语学习者尤其重要

（Bronson 2000）。在 ESDT 模型中，这一条件主要是通过整合在教学活动中的学习策略培

训来实现的。 

总之，实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研究的两个理论假设，揭示了 ESDT 模型中的促动机策

略的有效性。由于将生态化的课堂观察的定性研究和结构访谈的定量研究相结合，有效地保

证了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然而，由于研究者本人既是实验的实施者，同时又是观察

者和评价者，容易产生光环效应，因而可能会对研究的客观性和实验信度造成影响，这也是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中的一个缺陷。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将 SDT 动机理论在促进内部动机的外部环境因素的维度上进行拓展，全面

深入地探讨了影响儿童外语学习者二语内部动机的课堂环境因素。研究表明，可预测的学习

环境，适度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强调自我提高和可控归因的评价方式，以及给学习者在选择

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表现结果方面以自主权和控制权，是促进儿童外语学习者内部动机发

展的有效方式。而这些课堂环境条件则分别通过提高学习者的能力感和自主感对内部动机产

生影响。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课堂环境因素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相互补充，协同作用于

内部动机。因此，建议教师在尝试通过教学手段，创造或改善有利于儿童外语学习者内部动

机发展的课堂条件时，必须对各种因素作全面考虑，以使课堂干涉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培养、保持和提高儿童外语学习者的二语内部动机有其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有利于

激发他们目前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提高语言能力，而且早期形成的二语内部动机对他们

今后的外语学习内部动机也会有很强的预测性。这一观点在动机心理学的一些长期相关研究

（如 Gottfried 1990）中已经得到验证。因此，培养、保持和提高儿童外语学习者的二语内

部动机不再是作为达到教学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应是广大儿童外语教育工作者努力追求的一

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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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lassroom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L2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You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WU Xin-yi 

(Bejing Sunchime & Yiyan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Ltd.,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L2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you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 a predominantly monolingual context. 

Classroom observation was conducted to obtain data on the instructional practice and learning process 

in bo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 interview measur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perceived autonomy was administere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predic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moderately challenging tasks, necessary instructional 

support, and evaluation that emphasized self-improvement and attributed success or failure to 

controllable variables wer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young learners’ self-perceptions of L2 

competence, while freedom in choosing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of learning, 

as well as integrative strategy training led to a promotion of perceived autonomy, both of which were 

proved to be the antecedents of L2 intrinsic motivation. 

Key words: Classroom learning environment; L2 intrinsic motivation; Perceived competence; Perceived 

autonomy 

 

 

收稿日期：2003-08-30；本刊修订稿，2003-11-30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FB011165） “以现代科技手段和局戏为载体的

儿童英语教学” 课题组 

作者简介: 吴心奕，硕士，200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