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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情感因素入手分析英语教学中的相关问题是英语教学研究领域中较新也较难操作的一类研

究。通过统计国内期刊网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发表的总体情况。分析从这一命题着手进行研究所运用的主

要理论依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英语教学中有关情感因素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具有较

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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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心理学视角看外语教学，主要有三个研究领

域：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和心理驱动技巧(psy．
chomotor skills)。嘴感因素(Affective Factors)是

外语学习者最具能动性的内因。在语言教学中。情

感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感情(affection)、感觉

(feeling)、情绪(mood)、态度(attitude)等。1936年

Brachfeld最早以语言学家身份讨论情感因素；1959

年Gardner和Lambert等人针对第二语言态度、动

机与成绩之间关系在加拿大开展了为期25年的大

型系统调查。终于在1972年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被

认为经典的社会教育模式。∞

国内关于情感因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

代。早期研究以引进消化国外理论为主，主要代表

人物是桂诗春、王初明和文秋芳，他们的一系列著

作结合了社会心理因素来考察语言学、教育学领域

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11112观障早期论

文数量不多，初步探索国内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

其中1989年王初明尝试性提出的“国内学生外语

学习模式”对以后的研究影响较大。④从20世纪90

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外语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转

向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者个性差异因素越来越被重

视。也因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理论准

备。情感因素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期。

二、英语教学中情感因素研究的现状分析

基于现有的研究条件和实力，对国内期刊网核

心期刊做了穷尽式搜索．旨在勾勒近15年国内情

感因素研究的大致面貌。另剔除个别讨论非英语语

言教学的文章。最后共收录46篇论文，分别来自如

下13个较有知名度的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3

篇，《外语与外语教学》8篇；《外语界》7篇，《外语教

学》5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篇，《现代外

语》、《两南民族大学学报》各2篇，《湖南师范大学

学报》、《湘潭大学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电化教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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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各1篇：其中33篇，即全部文章的71．8％发

表在《外语教学’j研究》、《外语．卜j外浯教学》、《外语

界》、《外语教学》4家外语教学类核心期刊上。其他

期刊多为外语类，亦有教育类。由此可以看出学界

各方面埘英语教学情感因素研究的关注程度。

图I 近15年来我国英语教学中情感因素研究的论文

发表情况折线图

从图1可以看出情感因素研究在2001至2003

这3年里是个高峰期，共发表论文24篇。占论文总

量的52．2％。2001年初，《外语教学与研究》在第2

期上登了4篇相关文章。2001年武和平和王银泉等

分别就“动机”和“焦虑”对国外理论研究做了综述。

2001年文秋芳和郝玫等则开展了实证调查。2003

年非常突出的是以高一虹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

的论文共发了5篇，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

外语》、《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4家影响力很大的外语类期刊上。这也是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的部分成果，集中考察了

研究生、本科生在英语学习中的自我认同变化。

之后12年间，从发表论文体现的研究热度看，

情感因素研究一直处于不愠不火的状态。但46篇

论文中，隶属国家级或省级立项研究的达10篇，即

占21．7％，可见这一领域又确实值得研究。这一矛盾

恰恰说明情感因素研究是个有一定难度的课题，没

有吃透理论，没有完善的测试手段．没有财力人力

支持，很难对学习者复杂细微的内因进行有效研

究。

(一)情感因素研究所运用的主要理论依据

有关情感因素研究的理论可以大致三分：首先

是1972Gardner和Lambert的经典社会教育模式以

及以此为基础的动机模式；其次是以Rogers为代表

的入本主义理论；第三是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

通过对46篇论文据为基础的理论进行归纳，

发现结果基本也是如此。

表1 情感因素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简表

以Lambert和Gardner的经典模式展开研究的

2008卑

有15篇．接近l／3。其次走人本主义路向的肓8篇。

其他理论其实来源并不一致，包括Kl小¨11的情感

过滤假设，Giddens的社会建构理论，Fromm的生产

性取向等等。这一部分有1l篇。还有12篇没有明

确理论。可见，情感因素研究的理论把握不容易。

不过，这也可以说明没有最好的理论，只有最

合适所考察问题的理论和研究者消化吸收的理论。

如1994年高一虹在消化Fromm的生产性取向之说

基础上研究学习者自我人格蘑构．提出了独特的

“l+l>2”的理论。高一虹等奄砸和李淑静等。D8研究学

习者的论文显然吃透了经典模式及其扩展形式。高

～虫T借鉴Giddens的社会建构学说．获得了观察情

感因素的一个崭新视角。秦晓晴等将心理学理论引

入动机研究．考察动机内在结构，动机内部变最之

间关系。13151-582001年文卫平在充分理解人本主义理

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积极情感背景模式。141阻

1422000年吴丁娥把Krashen的“输入”和“情感过滤”

两个假说结合起来考虑，1514M在理论运用和开拓上

都值得学习。

但另一方面．从有些文章来看。理论不明或含

糊的基本上都不是好文章。因为研究者根本没有理

解疏通理论。如周福芹等基本停留在个人感性认识

层次；冯梅缺乏理论依据，对91名学生的“学习兴

趣、自信心、性格、焦虑感”等因素进行调查时，16)54-57

既不考虑孰轻孰蓑也不考虑相互关系。得出的结论

可信度不大。

(二)情感因素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

情感因素既有一般共性特征，也有很大的个体

差异性。46篇论文涉及的研究对象如下图所示：

图2情感因素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柱状图

有19篇没有指明研究对象。主要为理论述评

综述类论文，探讨共性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的

王义、张冬玉，t硒-v2000年以后的范琳、王银泉、武

和平1811161121等等。还有如李梅、闫传海『9M等，研究
对象模糊，致使论述分析无法细致深入。

以非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的有19篇，非常

突出，或许是由于研究者跟这部分学生接触较多有

关。相形之下，对专业学生，对研究生讨论嫌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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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类学习者总共只有3篇：王彤讨论高职

生、张文鹏讨论中学生、高一虹讨论高层次外语丁

作者。但在大学校园之外，还有广大的自学考试者、

低于大学程度的学习者、远程教育学习者等等，他

们实际上更需要通过调动情感因素丌发潜能，然而

这一块研究几乎是空白。

同时。国外种种珲论都是基于特定研究对象

的．如1992年Gardner&Maclatyre研究的是加拿

大大学英、法语二语学习者。1994年Clemen．et a1．

的被试是3个不同年龄组的少年。1997年Matthew

研究对象是30名以英语为外语的初学者。因此。在

消化理论时，应防止以偏概全，适当的研究应当是

在两个方向同时并进——普适性地共性研究．针对

性地分对象研究。

(三)情感因素研究的主要内容

情感因素是学习者的内因，因而绝大多数(37

篇)论文以学习者为研究内容。亦有9篇论文涉及

了和学习者直接相关的小环境，如2004年项茂英、

李梅谈到教师因素。2003年张庆宗等研究了多媒体

技术提供的学习环境。2002年闰传海等提到教学过

程。涉及社会大环境的论文主要来自高一虹。她早

在1990年代初就关注到英语学习者与社会、文化

的互相建构。⑨2000一2002年她领导一个课题组探讨

社会心理和动机、自我认同的互动关系．2003年掀

起情感因素研究小高潮的5篇论文都考察了社会

大环境。高一虹还大胆地引进Giddens的社会建构

理论探讨学习者心理变化。对比之下．分析教材的

只有2篇：范琳等、周光明等。分析教学目标的亦只

2篇：李银仓、杨国俊。可见这两个很重要的环节有

待深入挖掘。参见图3：

图3情感因素研究内容的柱状圈

(四)情感因素研究的主要方法

情感因素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

和思辨研究两种。前者以理论的分析阐述为主，后

者以实际的调查研究为主。从下图的数字上看，目

前有关情感因素这一研究范围内对两种方法运用

较均衡合理，实证为主24篇，思辨为主22篇。

圈4情感因素研究方法对比折线图

1．以实证为主的研究

由于情感因素的特殊性。定性研究应是尤其必

要的。然而46篇论文中属于定性研究的仅2例：高

一虹、文秋芳。这种状况可能体现了一种偏见，认为

实证研究就是量的研究．认为数字说明一切．带着

既有的一套偏见对研究对象量化，结果看不到研究

对象的“本土概念”，回往往流于肤浅，最后变成为了

方法而方法。如冯梅的定量研究方式较简单。杨吕

英“从统计数据看”。110112卜仍但文中却看不出统计数

据从何而来。1999年洗吉昌依靠二手资料．但看不

到实验如何设计操作的。Inl25--27很突兀地给出一个研

究结果。可见，很多研究者“对质化研究不熟悉，对

量化研究没有全面掌握。”@

图5情感因幕实证研究具体分析桂状图

从调查方法看，多采用问卷、测试相结合的方

式。从抽样范围看，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大样本

少。只有高一虹等∞做了全国性的大采样。另有秦
晓晴、文秋芳等做了跨地区的采样。从论文看，1998

年华惠芳有条件的对苏州地区三所大学和美国纽

约地区三所大学抽样，I-zM却语焉不详，只用“较
差”、“好”、“一般”等对比衡量中美学生。至于实验

如何进行却毫不提及。对教学提出的建议也只给予

经验随感。从数据收集时间看。大多数研究的数据

仅限于主客观一次性静态的采集。唯有文秋芳、高

一虹等以及李淑静等关注了动态的变化。

2．以思辨为主的研究

思辨研究可分三类：综述、理论实验述评和经

验感想。

可以说，22篇思辨类研究总体价值不亚于实证

研究。武和平对20世纪90年代国外研究动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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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情感因素思辨研究具体分析饼图

梳理。王晓曼等(2005)对国内研究现状做了很有见地

的分析。2005年王晓曼等以动机为题所做的综述也

较成功。

理论述评方面有1996年王义述评的多雷模

式，卡莱门实验是1994年多雷提出的，他的模式是

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2000年吴丁娥完整

介绍了Krashen的输人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范琳

介绍了人文主义教学法的来龙去脉。这是情感领域

的一支币要理论。张冬玉、廉洁介绍国外理论和当

时国内理论研究进展。提出自己对motivation的独

特理解，主张用理解成“动力”。文卫平描述了外语

学习积极情感背景模式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系统

研究多种变量，建构本土模型，1131·¨e这在高一虹近

年实证研究中亦有引用。王银泉、万玉书(2001)抓

住“焦虑”这个情感因素，介绍了国外的理论和实

验，开阔了研究思路。2002年刘东楼从多个角度研

究外语学习动机，也是有价值的思考。【-蜩也特别值

得提出的是2005年高一虹采用社会学家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解释语言学习动机与学习者自我

认同，个体语言学习与社会语境的关系，从心理学

范畴跳出来，站在社会文化的大视角上，可以说切

中了国际外语学界的最新动向，她的文章建立在以

往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还融入了她自1990

年代初以来关于外语学习的自我认同及重构思考。

经验总结感想式研究如王初明的2篇经验总

结，带动了学界对情感因素的研究。2003年张庆宗

等把人本主义理论与多媒体教学联系起来，【1即Ⅲ关

注技术手段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影响。2005年李银

仓针对国内英语教学目标单一的实际情况，从情感

角度探讨教学目标，较有新意。116E68--7，2004年李月林

在情感研究方面关注社会培训这个值得关注的领

域，1171363-孵1．但论述过于简略。

思辨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王初明是情

感因素研究的中坚人物，他的“睛感是语言发动机”

的比喻，断定“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二：一个是

情感，一个是母语。”o由于其名望资历，使得这种论

文写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2003年项戍英的文章

虽然副际题明确说是“理论与实证研究”，实际上并

没有提出埘理论的新看法，而所旧“实汪”调奄就是

转引“据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一项渊查显

示”．“据笔者的体验和了解”。IISID一毪003年李梅对于

情感因素理解没有超出常识范畴，11,71392—394基本上是

经验总结式。闰传海等用很大篇幅谈如何调动学生

积极性，如同读后感。周福芹(2001)文中频频出现

“有学者认为”、“应该说”、“也许”，这种说法容易降

低文章的可信度。

三、英语教学中情感因素研究的展望

在具体分析了15年来国内英语教学中情感因素

研究现状后，可对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作如下展望：

一是敏锐把握国外最新理论的同时。实现理论

创新。本土化。情感因素的研究一方面要和学校教

育环境结合考虑，一方面要看到社会大环境的宏观

影响，注意近年外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转向。

二是深化对研究方法的理解。由于情感因素是

深藏于学习者的内因．实证研究中应充分采用定性

的访谈、参与等手段配合定量研究。定最实验应建

立在理解理论和研究对象基础上。采用先进完善的

测试手段，系统收集数据，尝试长期跟踪调查，操作

描述应规范化。

三是扩大研究对象范围，特别关注校园外英语

学习者。

四是研究内容可以扩大到教材、教学目标、师

资培训和多媒体教辅手段等方面。

四、结 语

对于我国英语教学界。情感因素是一个非常有

潜力的研究领域。相对于认知领域。“情感和个性因

素一直较少为人关注。”‘鹏因为情感因素复杂多变，

难以准确把握。近年来，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边缘

学科发展渐趋成熟，外语教学也开始发生社会文化

转向，够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必然造成学习

者态度、动机等因素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认知能力

是相对稳定的，而情感因素却有极大的调节空间．

这正是它在语言学习中值得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

对其进行更深入研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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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vely new h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China's ESL teaching from

the Derspective of affective factor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f affective factors is of both

necessity and value in sense of theoretical basis，research objects，content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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