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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动机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个体因素。本文简要回顾外语学习动机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重点介绍

Gardner 和 Drnyei 的动机模型。对以往研究理论的回顾表明，外语学习动机理论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关注社会、文
化因素到情景因素，再到学习者自身因素，最后是关注这 3 种因素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演变。每一种理论模型的构建都是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在其他学科领域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对原有理论的扩充和发展。同时，本文也指出目前理论构建

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和未来动机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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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tivational Theorie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Jin Hai-yun

(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

Moti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vidual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SLA) ．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ories on foreign-language-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introduces some influential theories，such as
Gardner’s and Drnyei’s theoretical mode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foreign-language-learning moti-
vations has gone through from macro to micro stages，from the focus on social-cultural factors to situational factors，to the lear-
ners’factors，to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Each theory has been established on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by drawing on motivational theories in other fields and areas，and therefore it has enriched the previous theories． In the end，

some gaps not sufficiently addressed by the current motivational theor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this area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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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机的定义
尽管动机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作用被普遍承认，然而

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外语学习动机的定义却各异。Gard-
ner 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动机的标准有两个: 第一，

个体显示出一些目标指向的行为; 第二，个体在付出一些

努力，且个体显示出达到目标的欲望和对学习活动的积

极态度( 或情感体验) ( Gardner 1985: 50 ) 。他进一步指

出，光有“努力”是不够的，“努力”本身不代表学生具有

“动机”，因为学习者可能出于自身之外的某些原因( 如老

师的严格要求或一场即将来临的考试) 而进行的努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Gardner 强调有明确目标和强烈欲望

并伴随积极的情感体验的努力行为。

与 Gardner 相反，Williams 和 Burden 对动机的定义强

调在决定是否进行一项行动前暂时的情绪状态，而没有

把付出努力的行为包含在动机的定义:“动机可以被认为

是一种认知和情绪上的唤起，这种唤起导致有意识的行

为决定，并引发为了达到提前设定的目标而进行的一段

时间的持续的智力和 /或身体上的努力”( Williams ＆ Bur-
den 1997: 120) 。Williams 和 Burden 的这个定义具有直觉

上的吸引力，如在进行某行为之前，我们确实感觉到一种

情感上的内驱力，在对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评价后决定

采取具体的行为。但这个定义为动机的测量带来困难，

因为利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测量手段，我们很难衡量这

种“认知和情绪上的唤起”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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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nyei 认 为，“动 机 包 含 了 人 类 行 为 的 方 向 和 强

度……人们为什么决定去做某事 …… 他们愿意持续这

种行为多久……他们追求目标时的努力程度”( Drnyei
2001: 8) 。与 Gardner 的定义相比，Drnyei 的动机定义不

再强调学习者积极的态度或情绪体验一定伴随着动机，

而是更多强调 Gardner 动机概念中的目标和努力两个维

度。同时，他把努力维度更加细化。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动机的概念

各异，但主要分歧集中在两点: 第一，积极的情绪体验是

否是动机的一个要素; 第二，行为是否是动机的一个要

素，这两点决定我们测量动机的方式。大多数的学者认

为，积极的态度不一定是动机的一个必要组成成分，行为

是否是动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存在较多争议。但有一点

肯定的是，只有认知或情感上的唤起，而没有付出努力的

行为是无法对二语学习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

2 动机的类型
Gardner 认为，外语学习者的目标就是学习某种语言，

但问到学习者为什么会有这种目标时，就会涉及学习者

的动机取向( orientation) 问题，它先于动机产生。Gardner
和 Lambert 把动机分为融入型( integrative) 和工具型( in-
strumental) ( Gardner ＆ Lambert 1959 ) 。如果学习者学习

某种语言的原因是为了与目的语族群的人进行交流，或

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人、他们的文化或生活方式，那

么就属于融入型动机; 如果学习者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

如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或者能够使他们受到更好的教

育，那么就属于工具型动机。由此可以看出，融入型动机

实际上是为了掌握语言自身的功能( 为了与目的语人群

交流) ，而工具型动机注重的是掌握语言之后伴随的一些

实际益处。Gardner 同时承认可能也有其他的动机取向，

如操纵( manipulative) 取向、同化( assimilative) 取向等。
动机取向的二分法对其后的研究者影响巨大，同时

也遭到不少的批评、质疑，甚至误解。如 Jakobovitz 把融

入型取向等同于对语言的内在( intrinsic) 兴趣，而工具型

取向等同于外在( extrinsic) 取向( Jakobovitz 1970) 。然而，

Gardner 认为，不管是融入型取向还是工具型取向都是外

在的，它 们 反 映 学 习 者 学 习 语 言 的 终 极 目 标 ( Gardner
1985: 12) 。另有学者提出，融入型取向和工具型取向之

间的界限模糊，因为有的动机取向由于不同研究者的理

解可能同时属于这两个范畴( Oller ＆ Liu 1977) 。Gardner
建议展开实证研究，他和 Smythe( 1975) 的研究确实表明

动机取向不是简单的二分问题( Gardner ＆ Smythe 1975) 。
Deci 和 Ｒyan( 1985) 区分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

在动机源于学习者对任务本身产生的兴趣，是学习者在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好奇心的满

足，成就感等，它是维持动机的强大因素; 外在动机是与

任务本身之外的刺激物相联系的动机，如金钱、惩罚、分
数等。具有内在动机的学习者会主动寻求机会做与外语

有关的任务，无需外力推动，而外在动机往往伴随着外在

刺激物的消失而减弱或消失，但两者也可以存在转化。
如果外在动机被充分地内化，它可以与内在动机结合，或

导致内在动机的产生( Deci ＆ Ｒyan 1985) 。
Brown 提出 3 种不同的动机: ( 1 ) 整体动机( global

motivation) ，指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整体取向，受学习

者以前的教育经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教师态

度的影响; ( 2) 情景动机( situational motivation) ，指与具体

的学习情境相关联的动机; ( 3 ) 任 务 动 机 ( task motiva-
tion) ，是学习者在完成不同的任务时产生的动机( Brown
2000) 。

3 外语动机理论的发展
3． 1 社会心理时期( 1959 － 1990)

上世纪 50 年代，Gardner 和 Lambert 开始对外语学习

动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外语学习的动

机理论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动机不同于外语学习能

力，也不同于外语成绩。学习者在学习一门语言的同时，

须要吸收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元素，对待另一种文化的态

度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他们认为动机包括 4 个要素:

目标、欲望、动机强度和积极的态度( Gardner 1985: 8) 。
在这 4 个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动机强度。Gard-

ner 强调，动机强度会受到目标、欲望和态度的影响，同时

也可能受到情景因素和个性因素的影响。他认为，目标

( 即学习某种语言的原因) 不是一个可以测量的变量，因

而在他和 Lambert 设计的态度 /动机调查量表( Attitude /
Motivation Test Battery，简称 A/MTB) 中，只有前 3 个要素

得到测量。Gardner 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参看 Gardner
1985 的回顾) 来验证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通过运用相

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来验

证他提 出 的 二 语 学 习 动 机 模 型 以 及 外 语 学 习 的 因 果

模型。
自 Gardner 的二语动机模型提出以来，其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在二语习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不断有研究者对其模型提出批评和质疑。这些质

疑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由于 Gardner 等对二语学

习动机的研究一直都是在加拿大二语学习环境下进行

的，那么，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其他环境下学习者的动机

研究值得探讨。有学者指出，在很多环境中，外语学习者

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说目标语的文化群体，因而他们对

这个群体的态度可能不是那么鲜明。第二，学习者学习

外语的目的可能很具体，如只是为了日常交流。在这种

情况下，对目的语族群的态度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可能微

乎其微，而其他影响动机的因素可能占主导地位，当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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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日益成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交流的工具就

是例证( Noels，Pelletier，Clément et al 2000 ) 。第三，在

Gardner 的模型中，动机是静态的，而在实际的外语学习

中，学习者的动机可能是起伏不定、不断发展变化的。
针对这些批评，Gardner 强调，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二

语学习是双语技能的学习，动机也是指长期的投入( Gard-
ner 2002) 。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Gardner 的动机理论模

型还是奠定了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其后

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Gardner 的动机

理论之所以具有这么长的生命力，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区分了动机取向和动机，并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关

系; 第二，他识别出构成动机的最基本的 3 个要素: 欲望、
情感和伴随的努力行为; 第三，他运用标准的心理测量方

法设计出了相应的测量量表，并运用一些复杂的统计分

析技术建立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第四，他识别了一系列跟

动机紧密相关的情感因素，如信念、自信、身份认同、焦虑

等，为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些因素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

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Gardner 在其动机模型中，未

深入阐述不同动机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也未充

分考虑不同的学习环境下与动机相关的不同因素的变化

对动机造成的影响。
针对 Gardner 动机模型的局限性，自上世纪 90 年代

起，不断有学者开始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在 Gardner 的

基础上开始提出新的动机模型。
3． 2 认知情景时期( 上世纪 90 年代)

由于看到 Gardner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动机模型的局

限性，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领域，如普通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等，来丰富和扩展原有的理论框架。

Drnyei 首先提出，Gardner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动机

模型可能不适用于简单的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取向

的学习者。他调查了 134 名初级和中等水平的匈牙利英

语学习者，发现除了 Gardner 说的那两种动机类型之外，

还有成就需求( need achievement) 和对过去失败的归因

( attributions about past failures) ( Drnyei 1990) 。同时研究

结果还表明，对于初级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工具型动机和

成就需求更加重要，而英语到了中级水平，融入型动机就

显得更加重要，但融入型动机更多的是反映学习者对外

语及其文化的笼统的信念和态度。Drnyei 的研究反映出

学习者动机的独特性，但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 Gardner 的

动机理论框架。
Crookes 和 Schmidt 认为，早期研究者过分关注对动

机模型的构建和验证，而较少关注真实课堂中二语学习

者动机细微和长期的变化，因而未能把动机和二语学习

的心理机制直接联系起来，所以难以看到这些理论对外

语教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借鉴心理学的一些动机概

念和 理 论，特 别 是 Keller ( 1983 ) 以 及 Maehr 和 Archer

( 1987) 等人的理论，来重新审视外语学习动机的概念和

它的复杂性，把这些理论和外语学习课堂直接联系起来，

并向外语教师给出一些激发学生动机的建议和策略。为

了证明动机与二语学习心理过程存在直接相关，他们引

用二语习得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并在回顾大量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较高动机的学生在外语学习

中会保持较高的注意力，应用更多的认知策略( Grookes ＆
Schmidt 1991) 。他们认为，有 4 个因素决定动机: 建立在

已有的态度、经验和背景知识基础上的兴趣; 个人的需求

是否被满足; 对成功或失败的预期; 结果( 学习者感受到

的外在奖赏或惩罚) 。同时动机表现的外在标准有 3 个:

( 1) 学习者决定投入到二语学习中; ( 2) 他们在一段较长

的时间里保持这种努力; ( 3) 他们保持一种较高的努力水

平。Crookes 和 Schmidt 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学校课堂

中外语学习者的动机，并使得研究者同时开始关注其他

学科领域的动机理论。
Oxford 和 Shearin 借鉴工业、教育和认知发展心理学

关于动机的理论，试图扩展 Gardner 的动机模型。他们首

先指出当时动机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如学习者学习外

语的原因可能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要求，或

显示个人的智力或才能，这是原有的动机理论框架无法

涵盖的( Oxford ＆ Shearin 1994 ) 。其次，他们借鉴需求层

次理论、工作满意理论( 技能的多样性、明确和有意义的

任务、工人的自主性，工人的反馈会提高对工作的满意

度) 、需求 － 成就( need-achievement) 理论、失败恐惧( fear-
failure) 理论、Atkinson 的期望 － 价值( expectancy-value) 理

论等，探讨动机与课堂教学的相关性。受 Oxford 和 Shea-
rin 的影响，Tremblay 和 Gardner 在他们的研究中加入一些

新的动机成分，如目标显著性、自我效能等，并提出社会

心理动机模型扩展模式( Gardner ＆ Tremblay 1994) 。
Drnyei 也认为，Gardner 的动机理论关注更多的是外

语学习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课堂环境，缺乏对外语学习动

机认知细节的描述。他借鉴教育心理学的一些动机理

论，提出自己的动机模型。这个模型包括 3 个层次: 语言

层次、学习者层次和学习情景层次。他认为这正好照应

外语学习的过程，同时反映语言的 3 个维度: 社会维度、
人的维 度 和 教 育 维 度。这 个 模 型 的 第 一 个 层 次 包 含

Gardner 模型中的融入型和工具型动机取向系统; 学习者

层次包括成就需求和自信; 学习情景层次包含 3 个因素，

分别是与课程相关的动机成分、与教师相关的动机成分

以及与小组相关的动机成分( Drnyei 1994 ) 。我们可以

看到 Drnyei 的这个模型比 Gardner 的动机模型更为复杂

和具体，增加并突出学习者在动机中的主动作用，同时与

教育环境中的二语教学有了更多直接的关联。
Williams 和 Burden 融合社会构建 主 义 和 认 知 心 理

学，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动机模型，其核心观点是: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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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包含多种因素，其核心要素是人们可以有意识

地决定他们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进行控制; 人们的动机

同时受到多种内在因素或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 社会的、
文化的、学校的、教师的、父母的等) 的影响，这些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处在一种动态的交互作用之中，随时影响着学

习者动机的强度和多少( Williams ＆ Burden 1997) 。这个模

型把社会文化的宏观系统和学习者自身的微观系统有机

地结合起来，而且把学习者看成能够有意识地不断调节和

选择自己行为的完整的人。
3． 3 以过程为中心时期( 世纪之交)

通过对上世纪 90 年代外语学习动机理论的回顾，我

们可以看出动机概念在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后

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然而，上面提到的模型仍有待完

善的空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研究者开始关注动机发

展的 时 间 性 特 征 ( Drnyei 2000，2002; Drnyei ＆ Ottó
1998) 。

Drnyei 和 Ottó 发现，过去的动机理论有 3 个缺陷: 第

一，它们都未能全面和细致地总结影响课堂中学生行为

的各种动机因素; 第二，它们都太关注学生是如何和为什

么选择某一个行为，而不是关注行为执行阶段的各种动

机影响; 第三，它们没有充分地关注到动机是动态的、是
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受动机心理学家 Heckhausen 和

Kuhl( 1985) “行为控制论”( Action Control Theory ) 的影

响，研究者提出了动机过程模型，其核心观点是我们应该

关注动机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区分最初形成意愿、制定计

划、设定目标的行为前阶段和实施、控制行为后阶段。同

时，由于个体处在一种不断地评价和平衡内外因素影响

的状态，动机也呈现动态的变化。这个模型分为 3 个阶

段，即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阶段，并认为动机有一个

开始和结果的过程。每个阶段又包括更多细小的成分、
步骤，这些成分和步骤会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这

个模型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了解课堂中学习者动机的

发展和变化。这个模型以完成一个任务为核心，考查影响

任务动 机 的 各 种 因 素，因 而 更 具 有 应 用 价 值。但 正 如

Drnyei 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个模型的缺陷在于它把一个

行动过程的完成看成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不受到个体正

在同时进行的其他活动的干扰( Drnyei 2000) 。此外，这个

模型还不能解释当学习者同时有多个目标时，他 /她是如

何平衡和优先选择哪个目标的。
3． 4 社会动态时期( 现在)

受一些实证研究结果的启发和 Higgins( 1987) 自我差

距( self － discrepancy) 理论的影响，Drnyei( 2005) 提出二语

动机 － 自我系统(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理论。这个

系统包括 3 个维度: ( 1) 理想的二语自我，即想变成一个说

着流利二语的人的愿望; ( 2) 应该的二语自我( ought-to L2
Self) ，即为了避免不好的后果学生应该拥有的一些素质

( 各种责任、义务等) ; ( 3) 二语学习经历( L2 learning expe-
rience) 。正如 Drnyei( 2005) 所承认的，这个模型实际上与

Gardner 的动机扩展模型有很多相似性。换句话说，动机行

为的要素仍然是 3 个: 融入性( integrativeness) 、工具性( in-
strumentality) 和对学习情境的态度，只是融入性的含义比

Gardner 的概念更为丰富。同时，Drnyei 还把这个模型和

他原来的动机过程模型联系起来，认为二语学习经历和行

为期间的执行动机相关，而理性的二语自我和应该的二语

自我与行为前的选择动机有关。
随着二语理论和动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研

究学习者动机的范式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学者提出，

人类的行为应该看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

内部，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同时影响这个系统的行为( De
Bot et al． 2007，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 。由于

系统内部的各个成分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而这

个系统与各种环境因素也相互关联，所以这个系统在不

断变化。受这种思想的影响，Drnyei 认为，我们传统的对

外语学习者个体因素的划分和对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是

建立在高度抽象化、孤立和静止的基础上的，而实际上个

体因素是在不断地相互作用中发展变化的。此外，复杂

的动机行为同时包含认知和情感的因素( Drnyei 2009，

Drnyei ＆ Ushioda 2011) 。例如，在完成一个动机行为时，

我们须要不断地评价来自环境的刺激、自身完成某项任

务的能力，从而估计完成任务的可行性; 同时，在进行某

行为时，我们对行为是否满足某个条件也在进行不断地

评价，由此产生相应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这种情感体验

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动机行为。这种动机行为内部各种因

素的复杂性和与环境作用的复杂性决定动机的发展是非

线性的，不可预测的。
正如 Drnyei 和 Ushioda 所意识到的，这种新模型带

来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设计出合适的研究方法来验证这个

模型的效度。此外，在动机的心理机制方面，这个理论还

须要进一步细化。

4 结束语
如何把动机的心理机制和二语学习联系起来是当今

外语学习动机理论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其关键要突破

原来的测试整体外语学习水平的思路，要考查不同的学

习技能。同时，我们须要借鉴二语习得和心理学的相关

理论对动机中的情感和认知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解决

实际问题，如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外语学习动机的特点是

什么，不同个性特点的外语学习者学习动机发展变化的

规律是什么等。
作为国内的研究者，我们须要在充分借鉴国外外语

学习动机理论和展开深入广泛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

立适用于中国环境下的外语学习动机理论，以期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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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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