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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对英语学业成绩的影响分析 

 

许瑾1，杜华2  

（南方医科大学 1外国语学院  2教务处）
 

 

   摘  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某医科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并统计分析英语学习动

机与大学英语学业成绩的相关性，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英语，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学业成绩 

 

 

   1.引  言 

   动机（motivation）是影响外语学习者学习成效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它是指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

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其学习行为指向一定学习目标的一种内在过程或内部心理状态[1]。Jakobovits曾根

据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在美国大中学生中所做的调查研究指出，在影响外语学习的几个主要的学习者因素中，动

机所占的比重为33％，才能因素占33％，智力因素占20％，其他因素占14％[2]。对于外语教学而言，了解学生

的学习动机并激发和改善学习动机是改善教学效果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正如Oxford所言，教师如果连学生

的动机根源都不清楚，又如何去浇灌他们呢？[3] 

    为了了解医科大学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状况，及学习动机与大学英语学业成绩的相关性，我们在

某医科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中进行了一次英语学习动机调查，现报告如下。 

   

    2.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某医科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共613名，其中男生407名，女生206名。经过了一

年多的大学学习生活，他们基本适应了医学院校的学习生活，有过参加大学英语四级统考的经历，他们对英语

学习和考试已形成一定的认识。 

    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包括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和英语学习动机问卷，英语学习动机问卷通过回答6个

“是/否”问题，反映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4]；大学英语四级统考试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评价，因此我们采用

大学英语四级统考成绩作为学生大学英语学业成绩的衡量依据。所有数据使用SPSS10.0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3.1．英语学习动机的一般状况 



    使用频数描述性统计方法，了解医科大学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现状，统计结果见表1。数据表明，

绝大多数受试者的学习动机为“找份好的工作”，超过半数受试者的学习动机为“对英语感兴趣”和“想了解

外国”。 

 

 

 

表1  英语学习动机的百分构成比 

 

    3.2．英语学习动机与大学英语学业成绩的关系 

    根据受试者各项学习动机的差异进行分组，比较两组间大学英语四级统考成绩的差异。统计方法使用独立

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各项不同英语学习动机组间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讨论 

   Gardner和Lambert在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后将学习外语的动机分为两种：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

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5]。所谓融入，是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有所了解或有特殊的

兴趣，希望与之交往或亲近，或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社团的社会生活。所谓工具型，是指学习者的目的在于获得

经济实惠或其他好处，如通过一次考试，获得奖学金，胜任一份工作，提职晋升等[6]。我国学者文秋芳将英语

学习动机分类为表层动机（surface motive）和深层动机（deep motive），并指出表层动机通常与个人前途直

接相关，动力来自外部；深层动机一般不与学习者的个人前途和经济利益发生直接的联系，学习动力来自对英

语语言或文化本身的兴趣[7]。
 

    本次调查的结果体现出一个表层工具型动机略占优势、表层深层动机兼容并蓄、英语学习动机多种多样的

局面。根据持各项英语学习动机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医科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主要是“找到

好工作”，还有超过半数受试的英语学习动机是“对英语感兴趣”和“想了解其它国家”，具有表层学习动机

的学生往往还具有深层学习动机，并且持有深层学习动机的学生比例略低于持表层学习动机的学生比例。 

    从本次调查结果还可以看出，是否以“找到好工作”、“父母的愿望”为英语学习动机存在大学英语学业

成绩的显著性差异，持有这些学习动机学生的成绩显著低于无这些学习动机学生的成绩，提示这些项目的英语

学习动机并不利于成绩的提高。而是否以“想了解其他国家”、“对英语感兴趣”及“体验到学习英语的乐

趣”为英语学习动机学生的大学英语学业成绩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是持有这些动机学生的成绩明显高于无

这些动机学生的成绩，提示这些项目的英语学习动机有利于大学英语四级成绩的提高。 

英语学习动机 是 否 

n     % n     %

学好英语找份好工作 510 83.2 103 16.8

父母的愿望 271 44.2 342 55.8

实现出国的愿望 290 47.3 323 52.7

我想了解其他国家 383 62.5 230 37.5

我对英语感兴趣 330 53.8 283 46.2

我在英语学习中体验到乐趣 178 29.0 435 71.0

英语学习动机 “是”组成绩 “否”组成绩 t值 P

Mean+SD Mean+SD

学好英语找份好工作 58.87+12.34 61.59+13.66 -2.018 0.044

父母的愿望 57.76+12.81 60.73+12.09 -2.959 0.003

实现出国的愿望 60.95+12.83 58.03+12.13 2.884 0.004

我想了解其他国家 61.13+12.57 57.22+12.14 3.907 0.000

我对英语感兴趣 61.96+12.26 54.94+11.70 6.983 0.000

我在英语学习中体验到乐趣 63.58+12.37 57.58+12.16 5.509 0.000



    需要指出的是，表层学习动机和深层学习动机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学习动机是推动人从事学习活动的内部

心理动力，因此任何外界的要求、外在的力量都必须转化为个体内在的需要，才能成为学习的推动力[2]。因

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假设：部分外在需求，例如：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和“父母的愿望”而学习

英语，并未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因而并未成为英语学习的推动力；而“实现出国的愿望”这一外在需

求已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因而成为英语学习的推动力。因此，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着力培养学生的深层学

习动机，并注重表层动机对深层动机的转化有助于提高英语教学效果，改善学生的英语学业成绩。 

    本次调查主要探讨英语学习动机对英语学业成绩的影响。然而，学习动机往往以学习行为和情感为中介，

对学习效果产生间接的影响[2]。因此，需要深入了解英语学习动机通过哪些影响因素对哪些英语学习行为和情

感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到大学英语学习成绩。本次调查的受试者仅为非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在了解不

同年级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方面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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