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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定动机对自主学习策略运用的影响
!!!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为例

张佩秋
!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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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在当今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衰退的背景下$从自我决定动机理论出发$探讨不同自我决定动机下自主
学习策略的运用%使用修改后的英语学习动机倾向量表和英语自主学习策略量表$对

"

所重点高校和
!

所普通
地方高校的共

BB"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重点高校学生的自我决定程度显著高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比普
通高校学生更多地运用自主学习策略*自我决定的内在动机比外力控制的外在动机更能有效促进自主学习策略
的运用$提高或重建学习动机的关键在于提高内部动机的同时将外部动机内化%

关键词!动机衰退*英语学习*自我决定动机*自主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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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在外语教学中被认为是维持个体学习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激发学习者学习热
情$指引学习者合理使用学习策略$最终导致学习成绩提高的内在心理历程+

%

,

%然而$随着国内外动
机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如

M0:T*0)

+

"

,

)谢桂梅+

!

,

)尹晓琴等+

J

,在探究如何激发学习者动机的过程中$

观察到外语教学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外语学习动机的衰退%如何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调整)重
新确立学习目标)发展学习策略$实现自主学习已成为动机研究的新方向%受自我决定动机论+

#

,的启
迪$多数人的行为严格意义上而论并不一定受内在动力的驱动$学习者与生俱来就有自我调节学习的
能力$会将外部环境要求的学习理由转化为发自内心的学习需要$实现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逐渐转
化%该理论为人们行为的有效改变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框架$因为它揭示了外部动机向内部动机转化
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外在动机的内化$重新培养学生的动机源%近年来有研究者就外部
动机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如高洁+

B

,的研究发现$只有自主性较高的外部学习动机才能有效促
进在线学习投入%于倩等+

C

,的教学实验结果表明$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对大学生学习参与都有正向
影响%而

]+)2+

等+

E

,的研究结果显示内在动机对学习效率有正向影响$外在动机对学习效率有负面影
响%为进一步揭示动机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对学习的影响$本研究以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不同内化程度的自我决定动机对英语自主学习策略的影响$以期找到学生自主学习策略运用上
发生分化的部分原因$并以实证对通过动机内化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将有效的
英语自主学习策略定义为学习者具有的)能够自我负责管理英语学习的方法和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
学习者能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反思和自我调节$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学
习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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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认为研究动机与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研究动机与学业成就之间
的关系相比$能更为直接地揭示动机对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影响%

]+()00*

等+

%$

,也认为$只有通过研究
动机与各种具体策略使用之间的关系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动机是如何影响外语学习过程的%基于以上
研究$本文旨在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自我决定程度有
何差异*重点高校的学生和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英语自主学习策略运用上是否存在差异*具有不同自我
决定动机的学生在英语自主学习策略使用上存在哪些差别%

>

!

自我决定动机理论
自我决定动机理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认知动机理论+

#

,

$该理论强调人类行为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
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指引人们选择喜欢的)有利于获得自我满足的行为%当个体出于自我决定从事某个
学习活动时$他感受到的是来自内部的心理动因$觉得可以规划和控制自己的活动$所以内在动机相对较
高%有关语言学习的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内在的动机能使学习者以轻松愉快的态度持续学习活动$即使
没有外在的鼓励或实质性的奖赏$学习者依然可以维持学习外语的习惯%相反$当个体的行为是迫于外
界压力或是基于外在奖励时$自我决定性就低$在具体行为中表现为被迫的服从%一旦外力消失$受外在
动机支配的个体就很容易放弃既定目标+

%%

,

%

不同于
I+);*0)

的二分法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不再把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看作是两类截然不
同的动机$而是把自我决定的内在动机和受外力控制的外在动机看成是自我决定程度由弱到强的不
同动机类型组成的连续体%外在动机按自我决定性从低到高被细分为三类&外部调节动机!

0N70)*+,

G'725+72'*

#$行为主要由外部因素控制$如为了获得奖赏或避免惩罚*投射调节动机!

2*7)'

1

0:70;G'725+D

72'*

#$行为受自我加以的约束所控制$如为了避免自己的内疚和焦虑感*认同调节动机!

2;0*72-20;G'72D

5+72'*

#$行为是为了符合个人价值或目标$是内化程度较高的一类动机%内在动机也进一步细分为三
类&内在知识动机!

U]DT*'S,0;

3

0

#$行为是为了探求新知识*内在成就动机!

U]D+::'G

P

,26/G0*7

#$行为
是为了完成既定任务*内在激励动机!

U]D672G(,+72'*

#$行为是为了获得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兴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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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之外$自我决定程度最低的动机称为'无动机!

+G'725+72'*

#($一般而言$无动
机的概念与习得性无助!

,0+)*0;/0,

P

,066*066

#非常相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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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同类型动机的控制与自主的
程度是不同的%

自我决定理论提出了动机内化的概念$揭示学习动机变化的动态过程%该理论认为以上七类动机倾
向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随时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
过满足学习者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等心理需要可以促进外在动机内化$提高其自我决定程度$增强
其行为的动力%

?

!

研究方法
?A>

!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浙江

"

所重点综合性高校和
!

所地方普通高校二年级本科生中进行$采用随机抽样法各抽
取

A

个班共
C%!

名学生作为被试接受问卷调查$所有被试学生均来自非英语专业$且已接受一年半的正
规大学英语教育%

?A?

!

研究工具
">">%

!

英语学习动机倾向量表
本研究采用

=+,,0)+*;

等+

%"

,提出的自我决定动机量表!

,+*

3

(+

3

0,0+)*2*

3

')20*7+72'*66:+,0D2*7)2*62:

G'725+72'*

$

0N7)2*62:G'725+72'*

$

+*;+G'725+72'*6(Q6:+,06

$

\\@9DUFK

#$只是将原量表中的法语学习
情境改成了英语学习情境$量表包括七类动机倾向各

!

题$共
"%

题%

">">"

!

自主学习策略量表
本研究所采用的自主学习策略量表是由

b2*7)2:/

等+

%!

,提出的激励的学习策略量表!

G'725+70;67)+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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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3R

(0672'**+2)0

$

]9\X

#的策略部分改编而成$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共
!

个大类和
%%

个小类的内容!表
%

#$合计
!E

个项目%

表
>

!

自主学习策略分类及定义
:4/'%>

!

O,+662-2:+72'*+*;;0-2*272'*'-60,-D)0

3

(,+7')

8

67)+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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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分类 定义

认知策略
默诵 通过一遍遍重复达到记忆目的
释义 能通过类比)联想等解释所学内容
组织 能归纳概括所学重点以理清思路

元认知策略
计划 能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
监督 能监控认知活动的过程和认知策略的执行
调整 能根据监控得到的反馈信息做相应的调整

资源管理策略

时间管理 能根据制订好的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
环境管理 能够选择适合的地方进行学习
力量调节 遇到挫折和失败时能坚持既定学习目标而不放弃努力
互助学习 能与同学相互交流$一起学习
寻求帮助 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能求助于同学或老师

?A@

!

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正式测试前$笔者先随机抽取了

"

个班的学生进行预测$预测发放问卷
E#

份$回收有效问卷
B"

份%试测结果显示$自我决定动机量表中
C

个子量表和总量表的
O)'*Q+:/

'

值均高于
$>B$

$说明问卷总
体上具有较高的信度%在自主学习策略量表上$除互助学习的子类别!

O)'*Q+:/

'

值为
$>J!

#外$其余均
在

$>B$

以上$对互助学习子类别作进一步的项目总分析显示$如果删除项目
#A

$则该子类别的内部一致
性将大大提高$

O)'*Q+:/

'

值将提高到
$>C%

$故从问卷中删除了该项目%用修改后的英语学习动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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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主学习策略量表以班为单位进行正式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BB"

份$其中重点高校
!#$

份$普通高校
!%"

份%所有统计工作由
9b99%A>$

完成%

@

!

结果与分析
@A>

!

自我决定动机
表

"

为重点高校组!

'f!#$

#和普通高校组!

'f!%"

#在自我决定
C

类动机倾向上的平均值)标准差及
方差检验结果%结果显示$重点高校学生在自我决定程度相对较低的'无动机(和'外部调节动机(上显著
低于普通高校!

&

%

$>$%

#$而在认同调节动机)内在知识动机)内在成就动机和内在激励动机这
J

项自我
决定程度相对较高的动机倾向上均显著高于普通高校!

&

%

$>$#

#%这表明总体而言$重点高校学生的自
我决定程度显著高于普通高校%

表
?

!

不同高校的学生自我决定动机的平均值)标准差及方差检验结果
:4/'%?

!

]0+*5+,(0

$

67+*;+);;052+72'*+*;5+)2+*:07067)06(,76'-

67(;0*76_60,-D;070)G2*0;G'725+72'*2*;2--0)0*7(*250)627206

动机倾向 重点高校
平均值 标准差

普通高校
平均值 标准差 (

&

无动机
!!!

%>E!% $>EC# ">$#A %>$$# g!>%%% $>$$"

$$

外部调节动机
!>%%% $>E#$ !>!AB $>A!% gJ>%%B

$>$$$

$$

投射调节动机
">JAJ $>EBA ">J#E $>A"C $>#%# $>B$C

认同调节动机
!>J## $>A$% !>%"" $>AJE J>B!E

$>$$$

$$

内在知识动机
!>%#! %>$!! ">B$$ %>$$% B>AC# $>$$$

$$

内在成就动机
">ECC $>AB% ">BAJ %>$%" ">!E%

$>$%E

$

内在激励动机
">B$E $>A%B ">J$" $>EA% ">A"J $>$$J

$$

!!

注&

$

表示
&

%

$>$#

$有统计学差异*

$$

表示
&

%

$>$%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表
!

)表
J

)表
#

)表
C

同%

此外$笔者分别对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被试的动机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表
!

和表
J

#$然后分别
对两组被试进行组内方差分析和单样本

(

检验%

表
@

!

重点高校学生各类动机倾向得分
:4/'%@

!

]0+*5+,(0'-67(;0*76_;2--0)0*7G'725+72'*+,')20*7+72'*62*T0

8

(*250)627206

动机倾向排序认同调节动机内在知识动机外部调节动机内在成就动机内在激励动机投射调节动机无动机
平均分

!>J##

$$$

!>%#!

$$

!>%%%

$

">ECC ">B$E ">JAJ %>E!%

!!

注&

$$$

表示
&

%

$>$$%

$有极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表
J

)表
#

)表
B

同%

表
B

!

普通高校学生各类动机倾向得分
:4/'%B

!

]0+*5+,(0'-67(;0*76_;2--0)0*7G'725+72'*+,')20*7+72'*62*:'GG'*(*250)627206

动机倾向排序外部调节动机认同调节动机内在成就动机内在知识动机投射调节动机内在激励动机无动机
平均分

!>!AB

$$$

!>%""

$

">BAJ ">B$$ ">J#E ">J$" ">$#A

!!

表
!

显示$重点高校学生的认同调节动机)内在知识动机和外部调节动机均显著高于中间值
!

!

(f

AhJ#C

$

&

%

$>$$%

*

(f">CCB

$

&

%

$>$%

*

(f">J#!

$

&

%

$>$#

#$采用组间方差多重分析法!

,0+67D62

3

*2-2:+*7

;2--0)0*:0

$

\9M

#作进一步后溯检验!

P

'67/':7067

#$结果表明这
!

项动机与其后
J

项动机倾向之间的两
两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

%

$>$#

#%由此可知$重点高校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主要体现为认同调节动机)内
在知识动机和外部调节动机三类动机倾向%同理得到$普通高校学生的外部调节动机和认同调节动机较
为明显!

(fC>#%C

$

&

%

$>$$%

*

(f">"BA

$

&

%

$>$#

#%

@A?

!

自主学习策略运用情况
表

#

为采用自主学习策略量表得到的不同学校学生策略运用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在
!

个
大类

%%

个小类的策略项目上$重点大学均高于普通院校%

#

检验结果表明$除'互助学习(外$两组被试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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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项策略运用上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

%

$>$%

#%

表
C

!

不同高校学生策略运用的平均值)标准差及方差检验结果
:4/'%C

!

]0+*5+,(0

$

67+*;+);;052+72'*+*;5+)2+*:07067)06(,76'-67)+70

38

(602*;2--0)0*7(*250)627206

策略运用 重点高校
平均值 标准差

普通高校
平均值 标准差 (

&

默诵
!!

!>J!J

$$$

$>C%!

!>%"$

$$

$>CAC #>!B"

$>$$$

$$

释义
!!

!>%%%

$$

$>CJ! ">J!$ $>BA" %">%BC $>$$$

$$

组织
!!

">B$" $>C$E ">J%J $>C%B !>!A$ $>$$%

$$

计划
!!

">EJ$ $>C!# ">JA$ $>C!J B>%%J

$>$$$

$$

监督
!!

">CE" $>B!C ">JE% $>C$C #>CC" $>$$$

$$

调整
!!

!>"!E

$$$

$>BC# ">E%B $>E$" C>!#" $>$$$

$$

时间安排
">A"E $>CC% ">C$% $>CJC !>E!"

$>$$$

$$

环境选择
!>C%!

$$$

$>A$C !>!"#

$$$

$>AA% #>%AJ $>$$$

$$

力量调节
!>"AB

$$$

$>E!% ">E!A $>E#! B>AEB $>$$$

$$

互助学习
">"%C $>C!" ">%!# $>CBA %>J%J $>%#E

寻求帮助
!>%$A

$$

$>C!$ ">EBJ $>CCC J>%"A $>$$$

$$

!!

通过组内方差分析!

&

%

$>$#

#和单样本
(

检验$得到重点高校学生主要运用环境选择!

(f%J>C$A

$

&

%

$>$$%

#$默诵!

(f%%>!AE

$

&

%

$>$$%

#$力量调节!

(fB>BC"

$

&

%

$>$$%

#$调整!

(fB>#A#

$

&

%

$>$$%

#$释
义!

(f">E$E

$

&

%

$>$%

#$寻求帮助!

(f">CE"

$

&

%

$>$%

#等几项策略$而普通高校学生的策略运用则主要
集中于环境选择!

(f#>BC"

$

&

%

$>$$%

#和默诵!

(f">B#"

$

&

%

$>$%

#

@A@

!

自我决定动机与策略运用的关系
为分析具有不同程度自我决定动机的被试是否在策略使用上存在差别$笔者分别计算了自我

决定性由弱到强的三类动机倾向!无动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平均值$并根据平均值情况将部
分不符合逻辑情况的被试删除!包括两类&无动机与外在动机得分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

!

$

'f"A

*

无动机与内在动机得分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
!

$

'fJ

$总共
!!

人#%剩余被试依次归类为无动机者
!第

%

类$仅无动机得分高于中间值
!

$

'fBA

#$由无动机向外在动机转化的过渡者!第
#

类$三类动
机得分均低于中间值

!

$

'f%JA

$以下简称动机过渡者#$外在动机者!第
$

类$仅外在动机得分高于
中间值

!

$

'f%JJ

#$内在动机者!第
)

类$仅内在动机得分高于中间值
!

$

'fC!

#和动机综合者!第
*

类$外在内在动机得分均高于中间值
!

$

'f%AJ

#%该分类基于这样的认识&每个人身上有可能多种
学习动机共存$部分学生的自我决定学习动机发展处于从无动机向外在动机$或从外在动机向内在
动机转化的关键期%

根据上述规则把所有被试分成
#

组$对每组就自主学习策略使用的差异进行
%

检验!表
B

#及组
间方差

\9M

检验!表
C

#显示$

#

组被试在
%%

项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

$>$$%

#%

\9M

检验发现$持动机过渡)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和两类动机综合的学生在
%%

项策略运用上均显著
高于无动机的学生*而持内在动机和两类动机综合的学生在除互助学习以外的所有策略运用上均
显著高于持动机过渡的学生*持内在动机的学生在

%%

项策略使用中有
C

项显著高于持外在动机的
学生*持两类动机综合的学生在除环境选择以外的所有策略运用上均显著高于持外在动机的学生*

而持动机过渡和外在动机的学生)持内在动机和两类动机综合的学生在
%%

项策略运用方面除少数
项外基本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随着动机倾向从自我决定程度最低的无动机
向自我决定程度由低到高排列的外在动机转变$最终到达自我决定程度较高的内在动机时$其策略
运用也逐次递增%该结果进一步表明自我决定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策略的运用%值得注意的是$该
结果显示$当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相结合时$能极大地促进学生的策略使用%这一结果表明外在动
机和内在动机两者并不对立$在某些情况下共存$并对内部动机产生促进作用%

A"J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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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

不同动机倾向学生策略使用的平均值)标准差及
%

检验结果
:4/'%J

!

]0+*5+,(0

$

67+*;+);;052+72'*+*;%D7067)06(,76'-67)+70

3

206

(60;Q

8

67(;0*76S27/;2--0)0*7G'725+72'*+,')20*7+72'*6

策略运用第
%

类!

'fBA

#

平均值标准差
第

#

类!

'f%JA

#

平均值标准差
第

$

类!

'f%JJ

#

平均值标准差
第

)

类!

'fC!

#

平均值标准差
第

*

类!

'f%AJ

#

平均值标准差 %

默诵
!!

">C!$ $>EBB !>%$# $>CB" !>!$! $>C%! !>JJE $>BE# !>##E $>BB% "$>"C$

$$$

释义
!!

">"!" $>CCE ">B!% $>CAC ">B"" $>C$C !>%%$ $>C$E !>%JB $>C%"

"E>$E#

$$$

组织
!!

">$EC $>BB# ">!!% $>B#" ">!CA $>B$" ">C$B $>B!C ">EJ! $>C!B "J>#E!

$$$

计划
!!

">$J$ $>B"% ">#$# $>C%% ">##A $>BBB ">EJA $>BB$ !>$#A $>C"%

!J>%A%

$$$

监督
!!

">$#E $>C"C ">#J" $>BJ$ ">#J# $>#AB ">E%# $>#$# ">AJA $>BC$ "E>A$E

$$$

调整
!!

">!JJ $>CC" ">E%J $>C!A ">ABA $>C%J !>!JA $>B$B !>J"% $>B!B

J$>%J!

$$$

时间安排
">"#J $>B%A ">BA$ $>CE! ">CBA $>BA$ ">A"E $>BAA !>%!A $>C#C "%>#!J

$$$

环境选择
">A"$ %>%A$ !>!%" $>AAB !>B%# $>A$J !>B#E $>E#! !>E$J $>EB!

%!>EAC

$$$

力量调节
">J#J $>A%! ">AB" $>E!! !>$EB $>EB$ !>!!E $>E$E !>!CB $>CEJ %E>!""

$$$

互助学习
%>E%A $>E$J ">$!C $>BA$ ">$E! $>B!C ">%C% $>B#" ">JB% $>C##

%J>"AC

$$$

寻求帮助
">JBC $>E#$ ">EC% $>CJJ ">AAE $>BBE !>"J$ $>BCB !>"$E $>C#% %B>$"A

$$$

表
S

!

不同动机倾向学生策略使用的
\9M

检验结果
:4/'%S

!

\9M7067)06(,76'-67)+70

38

(60Q

8

67(;0*76S27/;2--0)0*7G'725+72'*+,')20*7+72'*6

策略运用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默诵
!!

g$>!CB

$

g$>#CJ

$

g$>C%E

$

g$>E"A

$

g$>%AE

$

g$>!J"

$

g$>J#!

$

g$>%JJ

g$>"##

$

g$>%%%

释义
!!

g$>!AA

$

g$>!A$

$

g$>ECE

$

g$>A%J

$

$>$$A g$>JCA

$

g$>#%#

$

g$>JEE

$

g$>#"J

$

g$>$!B

组织
!!

g$>"JJ

$

g$>"A"

$

g$>B%A

$

g$>C#B

$

g$>$JE

g$>!C#

$

g$>#%"

$

g$>!"C

$

g$>JBJ

$

g$>%!C

计划
!!

g$>JB#

$

g$>#%A

$

g$>E%$

$

g%>$%A

$

g$>$#J g$>!JJ

$

g$>##J

$

g$>"A$

$

g$>#$$

$

g$>"%$

$

监督
!!

g$>JEJ

$

g$>JEC

$

g$>C#C

$

g$>EA%

$

g$>$$!

g$>"C!

$

g$>J$C

$

g$>"C$

$

g$>J$!

$

g$>%!!

调整
!!

g$>JC$

$

g$>B"#

$

g%>$$#

$

g%>$CC

$

g$>%## g$>#!B

$

g$>B$E

$

g$>!E%

$

g$>J#!

$

g$>$C"

时间安排
g$>J!B

$

g$>#%B

$

g$>BC#

$

g$>EEB

$

g$>$E$

g$>"!A

$

g$>J#$

$

g$>%#A

g$>!C$

$

g$>"%%

$

环境选择
g$>!A"

$

g$>BAJ

$

g$>C!C

$

g$>EEJ

$

g$>!$!

$

g$>!J#

$

g$>JA"

$

g$>$J! g$>%A$ g$>%JC

力量调节
g$>#$E

$

g$>B!"

$

g$>EEJ

$

g$>A""

$

g$>%"J

g$>!CB

$

g$>J%J

$

g$>"#"

$

g$>"A%

$

g$>$!E

互助学习
g$>"%E

$

g$>"B#

$

g$>!#"

$

g$>BJ!

$

g$>$JB g$>%!J g$>J"J

$

g$>$EE g$>!CE

$

g$>"A$

$

寻求帮助
g$>J$!

$

g$>#!%

$

g$>CC"

$

g$>CJ$

$

g$>%"E

g$>!BA

$

g$>!!C

$

g$>"J"

$

g$>"$A

$

$>$!"

@AB

!

讨
!

论
总体而言$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自我决定动机并不令人满意$重点高校学生仅在认同调节动

机)内在知识动机和外部调节动机三项上高于中间值
!

$而普通高校学生仅在外部调节动机和认同调节
动机两项上高于中间值%可见$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的自我决定性程度不高%

分析两组被试的动机构成发现$无论是重点高校还是普通高校$其外部调节动机和认同调节动机测
量分数都相对较高$这一方面表明大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认识比较充分$另一方面却又体现了
他们被迫学习英语的客观事实%目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不
仅与毕业)学位直接关联$也是决定将来能否得到好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学生觉得英语非常重要$被迫
努力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通高校学生不同$重点高校学生除认同调节动机和外部调节动机外$内在知识动
机较为明显$这表明重点高校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能通过获取新知识而产生愉悦感%他们的动机构成
中既有受外力控制的一面$也有自我决策的一面%正如以往研究所示$学生学习英语的原因往往是内外
在动机兼而有之$这一点在重点高校被试者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能在感受到外界压力的同时$适时
把外在的压力内化为个体赞同的并与自我价值相结合的内在驱动力$从而成为促进自主学习的原动力%

而普通高校学生的动机构成中外在动机占主导地位$在英语学习中的自我决策程度明显低于重点高校$

表明他们的英语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外在压力$如学校)家长)考试等%

在英语自主学习策略运用方面$两组被试差异较大%本研究表明$普通院校学生的英语学习仍处于

$!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第
!"

卷



被动状态$除会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学习外$他们运用最多的是默诵策略%相比之下$重点大学学生更多
地使用了诸如释义)自我调整)力量调节)寻求帮助等积极策略$但其学习仍然缺乏计划性$课余时间安排
不够合理$自我监控尚有待提高%总体而言$自我决定程度较高的重点高校学生各项策略运用高于自我
决定程度较低的普通高校学生%这一结果与董存梅等+

%J

,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一致$即较高的自我决定动
机是学习者愿意对自己学习负责的前提$与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有较高内在动机的学生更有可能使
用多样化的学习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外在动机同样也能促进策略的使用$这一发现与郭絗等+

%#

,的研究结果相
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更为具体地发现$随着动机倾向从无动机向外在动机转
变$最终达到内在动机时$其策略运用也逐次递增%该结果进一步表明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对策略使用
的促进程度是不同的$自我决定的内在动机比外力控制的外在动机更能有效促进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
中策略的运用%这一结果符合

d

8

+*

等的论述$即按照自我决定程度由低到高定义的每一项动机倾向在
具体的学习环境中都有其对应的不同表现和结果%该实验结果同时证实了外部动机内化的可能性%虽
然内在动机是一种重要的动机$但当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产生强有力的内部动机时$非内在激发的活动可
通过外在动机的内化与整合而发生作用$对内部动机产生促进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所采取
的外部激励措施确实有可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效果%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学习者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自我调
节学习的能力$会将外部环境要求的学习理由转化为发自内心的学习需要$实现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
逐渐转化%这种内化的过程是个体从一开始的抵触到被动地接受$再逐渐过渡到主动地参与%随着内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个体会自发产生更多的积极行为并使之持续下去%由此可见$外部动机的内化是个体
积极行为的源泉$是动机持久性的前提和保证%提高或重建学习动机的关键在于提高内部动机的同时将
外部动机内化$这是从根源上解决学习动机衰竭的有效策略之一%教师如何在英语学习情境下采取相应
策略激发和维系学习动机$利用'过渡性(的外在动机去提高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持续性和努力程度$或
有可能成为未来应用语言学界新的研究领域%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重点高校的学生自我决定程度显著高于普通高校的学
生*重点高校的学生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更多地运用自主学习策略$而且所使用策略的种类更多自我决定
的内在动机比外力控制的外在动机更能有效促进学习者运用自主学习策略$进行高质量的自主学习%由
此可见$外部动机的转化是动机有效性的前提$自我调节是动机持久性的保证%

B

!

结
!

语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动机理论为基础$对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以期通过对学生自我决

定动机和自主学习策略选择关系的研究找到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提高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及持久性的新途
径%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应引导学生把学校和社会提出的学习要求$即英语
学习的外在动机$如获得父母)教师的认可$求得理想的工作等转化为学生内在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
自我决策能力$使外语学习成为他们自觉)积极)持久的行为%诚然$揭示动机变化动态过程的自我决定
论的提出使得通过教学干预提高学生内在动机成为可能$然而在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下教师如何通过课
堂教学促进学生外在动机的内化$无疑也成为了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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