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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定向动机流是二语习得领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定向动机流在二语写作过程中
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结果表明，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与写作目标的时间量程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但动机流的消退具
有一定的延后效应。同时，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出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的显性促进作用及积极情感作用。定向动机流
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动机强度变化对二语写作的影响，而且对创设学习愿景、增强学生的写作体验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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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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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 DMC) is a newly initiated concep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adopts case

analysis in exploring the dynamic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MC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jec-
tory of DMC is highly in line with the time scale of the goal set for the learner，despite some delayed effect of the DMC endpoint．
In addition，the paper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salient facilitative structure and positive emotionality of DMC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e theory of DMC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ivational dynamics on second Language wri-
ting，but also implicational in enhancing students' writing experience through creating learning 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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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写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学习
者的工作记忆、焦虑程度及动机状态等个性差异，

其中动机是一个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会对写作行
为产生持久的激励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定向动机
流(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 。定向动机流是
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二语学习者在实现
目标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高强度动机状态
( Drnyei et al． 2015: 97) 。该理论基于复杂动态
系统的变化趋势构建全新的语言学习动机框架，

不仅揭示出学习愿景与动机强度之间的互动关
系，而且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1 文献综述
1． 1 动态视角中的定向动机流
动机概念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迄今已经有六十多年，

其间，动机的研究范式经历过社会心理模式、认知
情境模式、过程取向模式、自我系统模式和社会动
态模式等( 金海云 2013: 128 － 130，詹先君 2017:
108) 。其中，以动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动态
模式为定向动机流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同时，定
向动机流也从地理学上的湾流现象获得灵感，并
借用修辞手法将语言学习中这种目标驱动的高强
度动机形象地表述出来。

动态系统理论最早由 Larsen-Freeman( 1997 )

引介到二语习得领域。根据这一理论，语言系统
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如年龄、性
别、学能、动机、学习策略等相互作用，使学习者的
语言系统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发展特征。受动态
系统理论的启发，Drnyei( 2005 ) 认为复杂动态系
统的非线性特征与二语学习动机的变化趋势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动机的状态和强度会随着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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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发展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处于不断变化当
中。因此，二语动机研究应该将学习者的内在心
智和外在社会环境进行有机的结合 ( 戴运财
2015: 74) 。例如，刚刚确立的学习目标可以迅速
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使其处于高强度的动机
状态;另一方面，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可能会使其
突然失去二语学习的内在动力。定向动机流的概
念恰恰反映出复杂动态系统的这些基本特征，复杂
动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动机的
发展具有涌现性，并呈现出学习者的个性化差异。

1． 2 定向动机流的维度
定向动机流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方式，从其内在

结构看，具有 4 个维度特征:参数触发性、目标 /愿
景导向性、显性促进结构和积极情感状态( Drnyei
et al． 2015: 98 －101) 。

参数触发性是指定向动机流的产生依赖于一
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一个因素或参数的
缺失有可能阻碍定向动机流的生成。因此，定向
动机流的涌现离不开某种触发性因素的作用。例
如，学习上的一次进步可能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偶然的一次失败也会使学
生迅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教学中可以通过
创设特定的条件激发学习者的定向动机流，如设
计个性化的教学任务，提供海外学习机会等。

定向动机流还具有目标或愿景导向性。目标
和愿景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两者均具有未来
时间的指向性。愿景除了具有目标的抽象性和认
知性等特点外，还包含个体的一些感官要素，如学
习者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想象等。一方面，动机
的产生离不开学习目标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
离不开学习者对未来成就的心理感知。因此，定
向动机流的强度往往取决于既有目标基础上的愿
景驱动作用。

定向动机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动机行
为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定向动机流的发展是一
个从起点渐次接近预期目标或愿景的过程。须要
指出的是，定向动机流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一
种有意识的显性行为。同时，定向动机流也会对
子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并由此激发
动机的后续行为，进而发展成为行为惯例。行为
惯例一经形成便不再受意志力控制，此时学习者
的动机行为已进入自我引导状态。

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指向学习的最终目
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学习者往往能够体
验到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定向动机流带给学习
者的这种快乐情感体验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

程，使原本单调乏味的任务变得令人愉悦。学习
者的这种心理体验并非来自任务本身，而是源于
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对整体路径的感知。充分了
解定向动力流的积极情感作用对提高学习者的自
我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

定向动机流概念的提出为动机这一传统话题
注入新的研究元素，较早开展的定向动机流实证研
究包括 Henry 等( 2015) 、Ibrahim( 2016) 、Safdari 和
Maftoon( 2017 ) 、Zarrinabadi 和 Tavakoli ( 2017 ) 、常
海潮( 2017) 等。这几项研究均基于定向动机流的
理论框架，通过考察二语学习者动机强度的变化验
证该假说的有效性。例如，Ibrahim( 2016) 通过研
究 9名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成人英语学习者发现，
二语学习者的动机行为中的确表现出定向动机流
现象，持久性的高强度动机在二语习得中较为普
遍，而不受学习者文化背景、环境和年龄的影响。
Safdari和 Maftoon( 2017) 采用回溯性访谈的方法分
析 1名来自伊朗的成人英语学习者的动机流特征，
发现该受试者的动机流特征符合理论假说的描述
和预测，其中目标的指引和导向性是最具影响力的
因素。常海潮( 2017) 研究 10 名国内英语专业研究
生的大学本科 4 年学习动机的变化，认为学习动机
个体变异主要表现在目标 /愿景导向性和显性促进
结构两个维度上。

1． 3 动机与二语写作
在二语写作研究中，动机因素虽然受到一些

研究者的关注( Kormos 2012; Hashemian，Heidari
2013; 李绍鹏 2015 ) ，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写
作动机的影响因素以及写作动机与写作成绩的关
系等。例如，Kormos ( 2012 ) 认为，二语学习者的
写作动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与写作
任务的类型密切相关。学习者的动机变量和自我
调节能力与认知因素相互作用，会对二语写作的
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写作的计划、构
思、书写及修改各阶段。Hashemian 和 Heidari
( 2013) 研究来自伊朗的成人二语学习者动机和
态度与写作成绩的关系，研究发现，工具型动机与
学术写作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融合型动机与写作
技能之间的关系较为明显。刘静( 2011) 发现，中
国大学生二语写作的内部动机高于外部动机，与
英语专业受试者相比，非英语专业受试者的写作
动机更具被动性，更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控制。
Tsao等( 2017) 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二年级学
生为受试，发现在二语写作中学习者的内部动机
和焦虑类型影响其对外界反馈的态度和评价。

二语写作过程涉及多种复杂因素，从写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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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在学习者写作
目标的设定、对待写作的态度以及赋予写作任务
的价值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李绍鹏 2015: 31 ) 。
如前所述，定向动机流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具有明
确的目标指向性和愿景驱动性，在时间维度上具
有可观察的起始点和消退轨迹。然而，现有研究
并没有揭示定向动机流在二语写作中的动态过
程。本文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二语写作过
程中定向动机流的运动路径，同时验证定向动机
流在第二语言写作中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回答两个研究问题: 定向动机流在

二语写作活动中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 定向动机
流对二语写作行为是否具有显性促进作用和积极
情感作用?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受试者为一名
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 W． 受试者的选择
经历 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对辅修英语写
作课程的学生学习动机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并将
报名参加 2016 年“外研社杯”写作大赛校级初赛
的 5 名学生列为课堂观察对象。在第二阶段，研
究者重点观察 2 名获奖学生 Z 和 W，其中学生 Z
获得校级一等奖，学生 W获得校级特等奖及省级
复赛资格。这两名学生均对英语写作抱有较高的
热情，但其写作动机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同，学生
W因要参加省级复赛，备赛期间在写作训练上投
入时间较多，对参赛获奖也有很高期待。学生 Z
仅参加校级选拔赛，其写作动机的强度和持续时
间明显低于学生 W． 在第三阶段，通过对两名学
生的访谈，进一步对比两人的动机状态，确定学生
W在写作任务中的定向动机流更加明显，符合本
研究对受试者的要求。

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研究者采用自绘动机
轨迹图( Self-assessed Motivational Trajectory) 的形
式呈现结果。自绘轨迹图是定向动机流研究中的
常用方法( Herry，Drnyei 2015;常海潮 2017) ，由
受试者根据刺激回忆在相应的坐标轴上标注自己
的动机强度。在本研究中，坐标的横轴表示动机
变化的时间范围，跨度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10 个变化点。坐标纵轴表示动机的强
度，由受试者根据自己二语写作的经历回忆动机
强度的变化，并在不同变化点的纵轴上进行标注。
对第二个研究问题的探究采用半结构性回溯访谈
收取语料，访谈主要基于 Muir ( 2016 ) 的调查问
卷，研究者对访谈的内容进行全程录音。

3 研究结果
图1显示出受试者的写作动机在时间维度上

的变化。从图1 中以看到，受试者的写作动机从
2016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底的一个半月期间处于
高强度的稳定状态，与定向动机流的特征相符，其
它时段的写作动机则处于明显的波动范围。9 月
中旬是写作大赛开始报名的时间，而这恰恰就是
定向动机流的起点。动机流的运行轨迹与写作目
标的时间量程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随着写作大赛
在 10 月下旬结束，学习者的动机强度开始逐渐减
弱。11 月中旬动机流的消退速度开始加快，写作
动机的低谷出现在次年的 1 月和 2 月，此时恰逢
寒假期间，受试者写作的愿望不强烈。在第二学
期，受试者的写作动机出现一定的波动性，不够稳
定，不符合定向动机流的特点。

图1 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

从图1 中我们还发现，学习者定向动机流的
终点有一定的延迟效应，定向动机流并没有随着
目标的实现而立刻终结，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逐
渐减弱。这种情况说明，学习目标的导向作用能
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学习者的动机行为。

针对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我们对受试者
进行访谈。在访谈中，受试者汇报说，非常渴望能
够在写作大赛中获奖，这一阶段自己写作的动力
特别强烈，写作量大大增加。通过高强度的写作
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明显提高，感觉有东西可
写，能够表达更多的思想。对她本人来说，写作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每天都会定时写英语作文，
并根据老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那段时间的写
作活动非常有规律，身边的同学都能感受到自己
的这种变化。从上面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受
到目标和愿景的驱动，受试者有着强烈的写作愿
望，并明确感觉到自己在写作方面的进步。定向
动机流的这种显性促进作用符合该理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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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验证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
此外，受试者的写作体验也对定向动机流的

积极情感作用提供佐证。在访谈中，受试者汇报
说，参赛期间的高强度写作经历是一段美好的回
忆，虽然自己刚开始参加比赛时带有一种功利的
心态，但“后来就感觉到写得开心，特别是受到老
师表扬的时候，感觉更加开心……参加比赛很有
趣，写作文也很有趣”。受试者表示，写作对自己
来说并不是一种难事，而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经历。
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非常愿意重新经历一次。
从中可以看出，定向动机流带给学习者一种情感上
的快乐，这种愉悦的心情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
程。受试者体验到的这种积极情感作用符合定向
动机流的理论预测，也进一步验证 Henry 等
( 2015) 的研究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首先揭示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

迹及其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认为
目标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定向动机流的终结。本文
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定向动机流的终点相对于学
习目标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这说明，学习
目标和愿景对学习动机的导向作用具有较长时间
的激励作用。另外，我们还发现，动机的变化总体
来说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既有稳定状态期间的
定向动机流，也存在波动性的变化区间。这带给
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定向动机流的激发和消退过
程贯穿于学习任务的始末，定向动机流的涌现离
不开某种触发性因素的作用。同时，教师也要关
注定向动机流的消退规律。一方面，定向动机流
的产生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利用
和创设这种触发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获得
参加某项竞赛的机会可能会对二语写作产生巨大
的激励作用，教师布置的一项作业也可能成为激
发学生写作热情和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
定向动机流的延迟效应有助于学习者继续维持较
高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因势利导，通过对其目标
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激发动机的后续行
为，进而发展成为行为惯例 ( behavioural rou-
tines) 。

就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看出，
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同时表现出积极的情感作用。定向动机流的
显性促进作用取决于学习者设定的目标 /愿景与
动机路径的匹配程度。如前文所述，定向动机流
的运行路径是从起点开始，通过完成一系列的子

目标，渐次接近预期目标 /愿景。在二语写作过程
中，学习者在目标 /愿景的激励下，不仅具有较高
的写作热情，而且能够取得显著的进步，自我效能
感明显增强。对教师来说，要充分把握定向动机
流的这一特点，通过为学生树立具体、可实现的目
标激励学生的写作动机，并根据其实际水平创造
适当的学习愿景，以此激发其学习二语写作的热
情。同时，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多样化的
写作任务巩固愿景，从而使其在体验学习成功的
过程中不断强化愿景。学习者的这种写作行为最
终会进入一种“动机自动驾驶”状态，从而内化为
定向动机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受个体的意
愿控制。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定向动机流对二语
写作活动的积极情感作用。这种情感上的快乐体
验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程，有助于激发学习
者的写作潜能。须指出的是，这种快乐并非写作
任务本身所固有，而是来自未来愿景的情感映射。
定向动机流给学习者带来的这种积极情感反映出
心流体验对学习活动的影响。根据 Csikszentmi-
halyi( 1990) 提出的心流理论，当学习者的注意力
高度集中于某项学习任务时，往往感受不到外界
的干扰因素，对时间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此时的
学习则会处于一种最佳状态，学习者会产生一种
愉悦的情绪体验。在二语写作活动中，未来目标
和愿景的驱动作用会触发定向动机流的涌现，基
于心流体验所产生的积极情绪对于个体来说具有
极大的激励作用，属于一种“自我实现的幸福”
( eudaimonic well-being ) ( Ｒyan，Deci 2001; Ｒyff
2013)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二语写作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定向动机流的积极情感作用，使
学生在忘我的境界中全身心投入写作活动，有利
于学习者在持续的写作任务中发展逻辑思维和表
达能力。另外，定向动机流有助于学习者将这种
愉悦的学习体验迁移到后续的写作任务中，这就
要求教师为学生树立更高的学习目标，使其在进
入高峰体验和深度喜悦状态的基础上发挥最大的
学习潜能。

5 结束语
在第二语言写作活动中，学习者的定向动机

流发挥着独特的激励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二
语写作动机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定向动机
流的运行轨迹与目标 /愿景的实现过程具有较高
的匹配度，但其终点存在一定的延迟效应。另外，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定向动机流的两个维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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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行为具有强大的推动
力，并能够给学习者高强度的写作活动带来积极
的情绪体验。传统的二语写作研究虽然也注意到
外部动机的影响，但却没有揭示定向动机流所发
挥的这种独特作用。定向动机流为二语写作活动
所注入的巨大能量及其带给学习者的终极幸福感
是一般动机行为所无法比拟的，这方面的研究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二语写作教学有着现实指
导意义。当然，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本文难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受试者的数量偏少，缺少足
够的定量数据等。今后的研究可以适当扩大受试
者数量，并将集体定向动机流的考察列入研究范
围，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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