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 11 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Nov. 2003 　
　第 40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140 No16 　

[收稿日期 ] 2003204210

[作者简介 ] 王琦 (1967 —) , 女 , 甘肃兰州人 , 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 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外语学习课堂焦虑与课堂气氛的
相关研究及其教学意义

王　琦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 焦虑是外语学习中的重要情感障碍。在梳理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 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 ,

研究了外语课堂焦虑和课堂气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 (1) 引起课堂焦虑的主要因素是交际畏惧和惧怕负评

价 , 外语课堂缺少互动及师生的支持。(2) 男生焦虑指数高于女生 , 其课堂气氛指数低于女生。(3) 文科班焦虑状态

略高于理科班 , 其课堂气氛却大大低于理科班。(4) 课堂焦虑与课堂气氛呈负相关。受试者的焦虑指数差异小 , 课堂

气氛指数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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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 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及乔姆斯基普遍语法中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倾向深刻

地影响着外语教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其中教学中

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70 年代以后 , H. D.

Brown ( 1973) , Curran ( 1976) 和 Krashen ( 1982)

等语言学家开始探索如何把情感发展渗透到语言教

学之中[ 1 ] 。随后的 20 年里 , 焦虑 ———外语学习中

的重要情感障碍 , 成为外语教学的研究热点[ 1 ] 。

MacIntyre 和 Gardner (1991) , Young (1991) , Oxford

(1995) 及 Horwitz (1986 , 1996) 等语言教育家们

对焦虑与学生成绩、考试、口头和书面表达、自信

心、课堂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

究。然而 , 长期以来 , 由于我国的教育重视知识和

智力发展 , 忽视学生的情感发展。其结果 , 不仅使

相关的研究十分匮乏 , 而且造成众多学习者的“情

感空白” (emotional illiteracy) 。翻阅自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国内主要外语学术期刊 , 情感问题的研究寥

寥无几 , 外语学习焦虑及其相关研究更是鲜见。鉴

于此 , 本文从外语学习课堂焦虑与课堂气氛之间的

关系入手 , 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 , 探

讨两者的相关关系及其对教学的意义 , 以期有助于

推动这一研究向前发展。

1. 相关文献综述

111 　外语学习课堂焦虑

语言学习中的焦虑主要指学习者需要用外语或

第二语言进行表达时产生的恐惧或不安心理[ 2 ] 。

研究表明 , 如果外语学习反复给学习者带来焦虑 ,

则焦虑可能变成一种品质或心理素质[ 2 ] 。而焦虑

导致紧张不安和害怕 , 紧张与害怕又会影响学习精

力和注意力 , 从而使用于思考和记忆的能量相对减

少 , 语言储存和输出效果降低[ 3 ] 。这种有负面影

响的焦虑被 Oxford 称为“不利于语言学习的焦虑”

(debilitating anxiety) 。虽然焦虑对外语学习有负面

影响 , 但它是可以克服的。因此 , 产生焦虑的原因

及如何降低焦虑感便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目

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产生焦虑的原因 ,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 外语学习者的焦虑与过去的经

历、周围人的态度及学习环境有关。Horwitz

(1991) 等对外语学习焦虑症作出如下定义 : 一个

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 , 在这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显著的自我知觉、信念和情感情结[ 4 ] 。

Gardner 和 MacIntyre (1994) 对语言焦虑的定义则

是 : 与二语语境有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觉[ 5 ] 。

以上两个定义均强调了语言焦虑与课堂环境或语境

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及 Pirce (1991) 等学者认为 ,

在众多且复杂的引起不利语言学习焦虑的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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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不适的课堂环境是导致语言学习焦虑的重要因

素。值得一提的是 Horwitz (1986) 设计出了一个至

今被广泛采用的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 (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 即 FLCAS) , 该量

表的 33 道题被分为交际畏惧、测验焦虑、负评价

焦虑三个方面。其实 , 这些问题大都是针对外语课

堂中的师生互动情形而提出的 , 大部分题项与课堂

中的口语表达、听力、教师发问及纠错有关。这一

量表给许多学者以启发 , 随后的许多研究均围绕着

改善课堂气氛 , 降低课堂焦虑而展开。

Aida (1994) 利用 Harwitz 等的 FLCAS 问卷研

究了学习日语学生的焦虑后 , 得出的结论是 : 在外

语课堂中 , 交际畏惧和惧于负评价是外语焦虑的重

要成分[ 6 ] 。Kochs 和 Terrel (1991) 发现 , 在课堂

活动中 , 当众发言使大多数学习者会产生或多或少

的焦虑。McCroskey , Fayer , Richmond ( 1985 ) 和

Foss 等 (1988) 在观察了外语和二语课堂后 , 指出

课堂中学习者交际畏惧的表现行为是沉默、回避或

退缩[ 2 ] 。此外 , Price ( 1991) , Scarcella 和 Oxford

(1992) 等对课堂中师生交流形式和内容的研究表

明 , 严厉的纠错或批评往往会使学习者焦虑不

安[ 2 ] 。

Phillips (1992) 的研究显示 , 课堂中学生的合

作 , 教师的鼓励与帮助等活动有助于降低交际畏

惧[ 7 ] 。L1Piasetiski (2001) 的研究发现 , 如果教师

在课堂中有兴趣与全班同学建立友好的关系 , 并且

尊重和欣赏他们的努力 , 这不仅能降低学生的焦虑

心理 , 更能促进其外语学习[ 8 ] 。Young 的研究得出

了相似的结论 : 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信任与友好的

气氛 , 能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学习群体中的重要成

员 , 并使他们认识到学习焦虑不仅是正常和可接受

的 , 而且是可以克服的[ 9 ] 。

112 　课堂气氛

课堂是外语学习参与者 (教师和学生) 进行活

动的场所 , 也是他们进行人际交流的社会环境。课

堂气氛也称课堂心理气氛 , 它主要指课堂里某种占

优势的态度与情感的综合表现 , 它是一种观念形

态 , 又是给人以实在感受的教学情景[10 ] 。Williams

和 Burden (1997) 认为 , 师生的人际关系是决定能

否形成最佳学习气氛的基本要素。和谐的课堂气氛

是学生创造性自由表现出来的重要心理环境 , 而不

良课堂气氛会对学生造成压抑感和不安全感[11 ] 。

当今语言教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习者之

间及他们与教师之间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的人际

关系[12 ] 。

为了了解课堂参与者对课堂气氛的感受以及它

与学习各因素的关系 , 一些学者 (Moos 和 Triketit ,

1974 ; Fraser , 1986 ; 张玉茹 , 2001 等) 做了大量

有关课堂气氛的调查 , 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 学生

对课堂气氛的正面感受对学生成绩和学习态度等因

素有积极影响 , 学生实际感受到的课堂环境和他们

所希望的课堂环境越接近 , 他们对学习气氛的满意

度就越高 , 反之越低[13 ] 。

纵观学者们的研究 , 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一般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第一 , 课堂关系的建立必

须以课堂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和支持为前题[14 ] 。

而彼此接近、交流、合作等课堂活动能促进成员间

的相互认可[15 ] ; 第二 , 团结协作的课堂气氛能促

进语言学习者共同进步[16 ] ; 第三 , 教师的行为决

定能否创设一种和谐的课堂气氛[17 ] 。有民主风格

的教师最有利于营造团结、合作的班级气氛[10 ] ;

第四 , 一个有凝聚力的课堂能使参与者感到安全和

有信心[18 ] 。

上述研究成果尽管均未澄清外语课堂焦虑与课

堂气氛的必然因果关系 , 而且多属于观察和访谈等

定性研究。但是很显然 , 友好、积极、舒畅的课堂

气氛有助于降低学习者的课堂焦虑心理。那么 , 在

我们的外语课堂中 , 引起焦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

课堂气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 两者之间的关

系如何 ? 男女受试者 , 及文理科班是否存在差异 ?

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2.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来自西北师范大学 1999 级、

2000 级和 2001 级的 6 个班的 80 位同学。其中 4 个

文科班 , 共 40 人 ; 2 个理科班 , 共 40 人 ; 男生 35

人 , 女生 45 人。

212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首先对上述研究对象做 FLCAS 问卷

和班级气氛问卷调查 , 收集这两个变量的基本数

据。然后 , 对问卷中的各题项分类 , 再根据问卷结

果计算出每个题项各级答案所占的百分比。再计算

出各被试群体的焦虑指数和课堂气氛指数的平均数

和标准差。最后 , 对两组指数进行相关分析。

21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课堂焦虑问卷采用 Horwitz 等的

FLCAS 问卷 , 所有 33 道题项的指数范围 33 —165

分 , 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重。此外 , 本研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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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焦虑的类型 , 对 33 个题项进行了分类 : 交际畏

惧 (1、3、5、9、13、14、17、20、24、32、33) ,

考试焦虑 (8、10、21) , 负评价恐惧 (7、11、12、

16、18、22、23、25、27、28、31) , 犯错焦虑 (2、

5、19、30) , 听不懂焦虑 (4、25、29) 。

本研究课堂气氛问卷采用张玉茹等编制的班级

气氛量表。该表 40 道题采用 Likert 式四点量表的

形式。指数范围 40 —160 分 , 得分越高表示学习者

感受到的课堂气氛越好。量表包括 4 个方面的内

容 : 教师支持 ( 1 —10 题 ) , 同学支持 ( 11 —20

题) , 满意程度 ( 21 —30 题 ) , 内聚力 ( 31 —40

题) [19 ] 。

3. 结果与分析
表 1 　FLCAS 问卷结果中引起焦虑 50 %以上的题项

焦虑类别 题项 百分比

交际畏惧
1 , 3 , 5 , 9 ,
13 , 14 , 20 ,
27 ,33

6616 % ,5314 % ,5617 % ,50 % ,
50 % ,51 % ,70 % ,65 %

考试焦虑 2 ,10 5116 % ,6813 %

负评价畏惧 11 , 18 , 24 ,
25

6617 % ,5617 % ,5814 % ,50 %

犯错误畏惧 15 ,30 50 % ,5318 %

听不懂焦虑 4 ,29 70 % ,60 %

表 2 　班级气氛问卷结果中负影响 50 %以上的题项

负 (题项) 百分比

教师支持 1 ,3 ,4 ,6 ,7 ,8 ,
10

55 % , 60 % , 6313 % , 65 % ,
73 % ,68 % ,66 %

同学支持 11 ,13 ,14 ,15 ,
17 ,19

65 % , 65 % , 76 % , 7617 % ,
55 % ,6416 %

满意程度 23 ,24 ,25 ,26
7213 % , 7817 % , 6213 % ,
6612 %

内聚力 31 ,34 ,35 6314 % ,5917 % ,6915 %

　　从表 1 的统计结果看 ,交际畏惧的程度和数量

均居引起焦虑各类别之首 ,惧怕负评价也是引起焦

虑的重要因素。而表 2 则显示大部分学习者认为外

语课堂缺少教师和同学的支持 ,它们分别占该题量

的 70 %和 60 %。本次调查结果与其它同类研究结

果均表明 ,在外语课堂中 ,大部分同学害怕发言 ,害

怕教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学业成绩有负评价[25 ] 。与

此同时 ,他们感到得不到老师的帮助和同学的支持。

课堂交际主要指学生与教师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与交流。在这种互动过程中 ,如果得不到教师和

同学的肯定和支持 ,那么当众说外语势必引起一定

程度的不安与焦虑。此外 ,本研究在对课堂气氛问

卷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发现 ,分别有 65 %、66 %和

60 %的同学认为教师不提供机会让同学发问 ,不鼓

励同学讨论和同学之间没有互相鼓励。这说明 ,我

们的外语课堂缺少互动和交流。一个没有交流和互

动的课堂 ,无法使学生的交际能力得到训练和发展。

由此亦可看出 ,交际畏惧与课堂互动有着十分密切

的关系。
表 3 　课堂焦虑指数与课堂气氛指数 Ⅰ

受试群体 焦虑指数
平均数

标
准
差

课堂气
氛指数
平均数

标
准
差

人
数

全体受试者 91148 5136 92178 9113 80

文科班受试者 92160 5158 88178 6127 40

理科班受试者 89185 4146 101120 8113 40

男受试者 93115 5154 89185 9129 35

女受试者 90142 4182 94102 7164 45

　　通过表 3 的描述 , 我们看到文科班受试者的焦

虑指数平均数 (92160) 高于理科班 (89185) , 而

它的课堂气氛指数平均数 (88178) 则低于理科班

(101120) 。男受试者与女受试者的情况也是如此 ,

前者的焦虑指数平均数高于后者 , 而其课堂气氛平

均指数却低于后者。这表明 , 女生在外语课堂中较

男生活跃 , 女生的交际能力也较男生强。本次调查

还发现 , 受试者之间的焦虑指数差异较小 , 而课堂

气氛指数的差异则较大。其中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

调查研究。
表 4 　课堂焦虑指数与课堂气氛指数 Ⅱ

受试班级 焦虑指数
平均数

标
准
差

课堂气
氛指数
平均数

标
准
差

人
数

1999 级英语专业 　　 92110 5178 88180 5122 10

1999 级公共管理专业 94180 5145 86170 5173 10

1999 级物理专业 　　 92160 5168 10416 7182 20

2000 级英语专业 　　 89180 5113 93190 4195 10

2000 级历史专业 　　 93170 5147 85170 5197 10

2001 级数学专业 　　 88190 3187 97180 7129 20

　　表 4 所显示的课堂焦虑与课堂气氛总趋势与表

3 基本一致 , 但也有例外 , 1999 级物理专业班的焦

虑指数平均数 (9216) 在 6 个班中焦虑程度较严

重 , 但该班课堂气氛指数平均数 (104160) 却是 6

个班中最高的。这可能与该班同学学习竞争比较激

烈、英语成绩和交际能力较低有关。
表 5 　课堂焦虑与课堂气氛相关系数

课堂焦虑 课堂气氛

课堂焦虑 11000 - 16043

课堂气氛 - 16043 11000

　　表 5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表明 , 课堂气氛与

课堂焦虑相关系数为 - 16043 , 在 0105 的显著水平

上 , 两者的相关具有显著性。这从总体上说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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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与课堂焦虑存在负相关关系 , 即课堂气氛越

好 , 焦虑程度越低 , 反之 , 焦虑程度越高 , 课堂气

氛越沉闷。

4. 教学启示

如何从重视学生的情感因素入手 , 营造和谐融

洽的课堂气氛 , 使课堂焦虑程度降到最低 , 这是广

大外语教师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本次研究结果使

我们对课堂气氛与课堂焦虑关系有了一个较清晰的

认识 , 它所描述的问题对外语教师改善课堂环境 ,

改进教学方法 , 降低课堂焦虑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首先 , 针对外语课堂中学生惧怕交际和负评价

的问题 , 教师可以采用一些课堂教学策略 : (1) 调

整过难过密集的教学内容 , 使交际任务适合大部分

学习者[21 ] 。难度适宜、目的明确且有意义的任务

是学生顺利完成交际任务的保障。(2) 使学生和教

师均有机会交流各自的生活、爱好、家庭和教育等

经历[21 ] 。师生的相互了解能促进他们的交流。 (3)

使学生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交际任务 , 并给予

一定帮助和指导[21 ] 。没有教师的指导 , 学生的选

择会存在很多盲目性。(4) 对学生为学习付出的努

力及任何小进步给予鼓励和赞扬[22 ] 。尊重学生的

努力和进步有助于增强他们在交际中的自信心。

(5) 对学生在交际中所犯的错误采取宽容态度 , 并

鼓励适度且明智的冒险。研究表明 , 严厉的纠错会

增加焦虑程度[22 ] 。 (6) 使课堂评价既是多方位的

又是形成性的。多方位的评价目的在于发现学生某

方面的优势 , 形成性评价则注重学生是否达到学习

目标 , 而不是与其他同学做比较[22 ] 。

其次 , 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感到得不到教师和同

学的支持。其原因 , 一方面是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

和教学压力过重的影响 , 另一方面是教师没有积极

主动地改变教学策略。研究表明 , 教师的行为是影

响课堂气氛的关键因素[10 ] 。一些研究成果为教师

如何营造有利于提高学习质量的课堂氛围提供了建

议 : (1) 反省自己在课堂上讲话和听学生发言时的

方式、方法和态度[23 ] 。反省自己是否调控好了内

在的情感状态 , 是否精神饱满 , 是否避免了引起焦

虑的行为。这有助于教师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 , 缩

短师生之间的距离。(2) 关注课堂活动中学生的学

习过程和感受。特别给予缺乏信心的学生以帮助和

指导 , 对学生课堂表现给予客观的表扬和评价。这

不仅能增强教师对学生内在情绪的敏感度 , 而且能

促进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3) 通过解决问题 , 创

造性学习活动或疑难探讨等形式给学生提供合作学

习的机会 , 让他们在共同思考、互相交流、互相启

发中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和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研

究证明 , 合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情感环

境 , 而且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24 ] 。

再次 , 课堂中缺少互动直接影响着师生之间和

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可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心

理需要选择适当的课堂互动方式 , 减少引起焦虑的

因素 : (1) 全班活动 (Lockstep) 时 , 应尽可能减

少教师讲话的时间 , 增加学生活动的时间。(2) 小

组活动 (group work) 的分组形式多样 , 但要注意

各成员应具有不同的个性和语言能力。(3) 同伴活

动 (pair work) 要避免将两个成绩较差的同学组成

对子。他们会因为语言水平的原因而无法完成任

务[25 ] 。 (4) 组织个人活动 ( individual work) 时 ,

要明确活动目的、活动要求和检查方式。(5) 根据

学生的课堂表现 , 适时调整活动。有目的的、多样

的、有趣的活动能提高互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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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nxiety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 : from their
Relationship to Teaching Implications

WANG Q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 Lanzhou , Gansu , 730070 , PRC)

[ Abstract] Anxiety is quite possibly the affective factors that most pervasively obstructs the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xiety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 .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 (1)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2) In our classroom ,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anxiety , and over 55 % students suffer from getting no support from thei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3) Malesπ anxiety is higher than the femalesπ, but their feeling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s. (4) The arts studentsπ anxiety is a bit higher than the science studentsπ while their classroom

environment index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cience students.

[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 language anxiety ; classroom environment ; nega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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