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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将影响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师因素分为十个维度，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得出结论：对大

学生交际意愿影响最大的教师因素是教学态度、最小的是性格特点。并对具体维度进行分析，结合访谈，

提出建议。本研究对二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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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divided the teaching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to 
ten dimensions, and drew the conclusions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most influen-
tial teachers’ factor on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s teaching attitude and the 
least is personality traits. The study also specifically analyses all 10 dimensions and the inter-
viewing result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hat have some reference implica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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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际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由 McCroskey & Baer [1]提出，在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被定义

为“使用第二门语言和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进行交流的意愿”。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交际意愿已形

成深厚理论基础，被广泛应用到二语习得领域。在二语习得领域，交际意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交

际意愿较强的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2]，二语交际意愿甚至被认为是“(二语)学习的最

终目标”[3]。McCroskey 建立交际意愿沟通意愿量表后，多位学者进行了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基于

现有理论基础，开展对二语交际意愿的研究具有可行性，并有完善的参考体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交际意愿的研究有一定成果，但大部分集中于对学习者、接收端的因素研究。

Malgorzata [4]对学习者自我评估对其课堂内外交际意愿的影响进行调查；Wang、Tseng、Chen & Cheng [5]
提出了学习者对于课堂互动反馈的接收认知与交流意愿及其实际交流行为之间的关系；Elis [6]从学习者

人数、性格、自我评估、语言能力的角度切入，研究其中联系；Pornapit [7]也同样从学习者个体差异(自
信和语言熟练度)对交际意愿再次阐述。杨华[8]研究了中国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交际意愿的特点；于晓

日[9]研究了留学生汉语交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李荟英[10]研究了巴基斯坦本土汉语学习者课堂口语交

际意愿的特点，建立了金字塔模型揭示内在联系；丁秀梅[11]研究了马来西亚留学生汉语交际意愿特点，

并分析了课内外差异。 
关于教师因素对二语学习者交际意愿影响，有部分学者开展了针对性研究。文献表明，教师因素对

二语学习者交际意愿会产生很大影响，教师不同，学生在课堂中的交际意愿和表现也不同[12]。在大学英

语课堂，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但教师的教学方法等因素是相对可控的，教师因素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

话题[13]。王健、张静[14]、吴婷[15]从外语教师的课堂表现、角色定位以及课堂管理等角度考察这些因

素与二语交际意愿的关系。林殿芳、王俊菊[16]采用焦点式写作和访谈方法，将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师

因素分为四大类和十一小类，构建了教师影响因素模型，但该分类有改进空间。王海峰、周启红[17]根据

林殿芳、王俊菊[16]的研究，以赴中留学生和汉语教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际汉语课堂教师因素对于交

际意愿的影响，对国际汉语教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7]。近年学术界仍有不断更新的成果，关注到了教师

提高学生沟通意愿的策略，研究探讨教师如何人际投射提高学生的交际意愿，并使用准确的英文单词来

实现学生交际意愿的提高[18]。综上，研究表明二语交际意愿不仅取决于学生，也取决于教师是否能给予

合理的引导，创造良好的氛围和平台，对研究教师影响因素有很大启发。 
但当前国内外学者在交际意愿领域的研究存在三点不足： 
1) 对教师因素的研究尚未深入。 
2) 研究对象多为留学生，缺乏针对性建议。 
3) 多针对某一具体因素开展，未形成完整系统，且忽略中国大学课堂设置的特点，缺乏对课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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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改进意见。 
因此，本研究根据课堂教学情况，罗列出性格特点、课堂反馈、教学态度、情感关怀、课堂管理、

专业素质、活动组织、授课方式、上课内容、外在仪表 10 个维度，探索影响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师

因素。我们将通过对北京某理工大学 18 级、19 级、20 级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和针对

性访谈，研究以下问题：1) 教师影响学生课堂交际意愿的主要因素及其具体表现是什么。2) 不同教师因

素对学生交际意愿的影响程度有何不同。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访谈、统计分析。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北京某理工大学在读学生。被调查的学生共 287 名，年龄在 18~22 岁之间。他们整体上

学习兴趣浓厚，拥有较多的二语课堂交流机会。其中男生 170 人(59%)，女生 117 人(41%)。 

2.3. 数据收集和统计 

2.3.1.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由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组成。我们按照教师因素影响框架，根据教学实践和预计结果对

王海峰 & 周启红(2021)问卷进行了增删和改编，最终形成了问卷十个维度的具体调查项，共计 34 题。

该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Likert scale)计分，从“完全不接受”到“完全接受”分别对应 1~5 分。为了

尽量多地收集数据，问卷采用汉语设计作答。 

2.3.2. 访谈 
本次访谈根据两点标准挑选了 10 名该校大学生：一是有代表性，即英语水平和交际意愿存在一定差

异；二是能用英语进行表达。访谈主要采用一对一方式，主要用汉语交谈，每人访谈时间 20 至 30 分钟

不等，其过程录音，后期进行人工转写，形成文本材料。访谈针对问卷的数据结果，进一步探究学生对

不同维度影响程度的具体差异和深入原因，和学生们的具体看法、建议。 

2.3.3. 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客观题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独立性样本 t 检验方

法进行数据对比分析。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问卷调查结果 

一共收回有效问卷 287 份。问卷信度(Cronbach’s Alpha)为 0.825，高于 0.7，信度较高。 
为验证问卷的结构效度，我们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KMO 值为 0.811，Barlett 球体检验结果显

著(χ2 ＝ 4207.882, df = 561, p < 0.001)。共解释 64.484%的变异量，累积方差解释率大于 50%。全部因子

载荷都在 0.40 以上，高于 0.40 的可接受值。因此，该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3.1.1. 整体结果 
统计发现，对学生交际意愿影响最大的教师因素是教学态度、最小的是性格特点。从变异系数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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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来看，学生对性格特点和内容选择的态度意见波动较大，表明学生之间对这两个维度的认知有一定偏

差。见表 1。 
 

Table 1. Holistic analysis of each factor 
表 1. 各因素整体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教学态度 4.359 0.729 0.167 

情感关怀 4.251 0.757 0.178 

专业素质 4.007 0.771 0.192 

课堂管理 3.762 0.540 0.144 

课堂反馈 3.496 0.441 0.126 

授课方式 3.488 0.446 0.128 

外在仪表 3.431 0.491 0.143 

活动组织 3.430 0.508 0.148 

内容选择 2.734 0.853 0.312 

性格特点 1.920 1.006 0.524 

3.1.2. 各维度具体情况 
1) 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在学科教学中举足轻重，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既希望有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又希望老师

要求明确；而对于老师是否按照计划完成上课内容没有非常关注；并且支持老师对玩手机的行为进行干

预。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表 2. 课堂管理因素分析 

课堂管理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我喜欢上课时：1.3. 轻松的课堂气氛。 287 4.58 0.719 

1. 我喜欢上课时：1.2. 老师的要求明确。 287 4.34 0.798 

1. 我喜欢上课时：1.1. 老师按照计划完成上课内容。 287 3.92 0.897 

1. 我喜欢上课时：1.8. 我玩手机老师不干预我。 287 2.23 0.999 

有效个案数(成列) 287   

 
2) 授课方式 
授课方式同样是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讨论因素。数据显示，学生们更倾向老师用中文进行生僻概

念的解释；对比之下，使用 PPT 的授课方式也比粉笔板书更被学生接受；而无论是“老师多讲，学生听”

还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的积极性都不高。建议老师融合多种授课方式，调动最大部分同学

的积极性。通过题 4.5，我们还可以发现，学生不喜欢用英语发言与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关系较小。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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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alysis of teaching method 
表 3. 授课方式因素分析 

授课方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我喜欢上课时：1.6. 老师用中文解释。 287 4.01 0.877 

1. 我喜欢上课时：1.4. 老师用 PPT 讲课。 287 3.90 0.847 

1. 我喜欢上课时：1.5. 老师在黑板上写英文。 287 3.74 0.867 

2. 我喜欢的上课方式：2.2. 老师多讲，学生听。 287 3.69 0.809 

2. 我喜欢的上课方式：2.3. 老师提问，学生回答。 287 3.38 0.884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5. 我不欢老师的讲课方法。 287 2.21 0.959 

有效个案数(成列) 287   

 
3) 活动组织 
好的活动组织可以活跃课堂。调查发现，学生对于当前各类活动的兴趣普遍不高。但相较之下，对

于阅读、英语会话以及做游戏这种相对轻松的活动更感兴趣；对于需要充分展示的英语表演和学习难度

较大的语法最为排斥；此外，学生对于输出性的练习，例如写作，畏难情绪同样较高。见表 4。 
 
Table 4. Analysis of activity organization 
表 4. 活动组织因素分析 

活动组织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3. 学习英语，我喜欢：3.3. 阅读。 287 3.80 0.827 

3. 学习英语，我喜欢：3.2. 英语会话。 287 3.77 0.794 

2. 我喜欢的上课方式：2.5. 做游戏。 287 3.66 0.986 

2. 我喜欢的上课方式：2.1. 课堂小组会话讨论。 287 3.57 0.943 

3. 学习英语，我喜欢：3.5. 听力。 287 3.42 0.982 

3. 学习英语，我喜欢：3.4. 写作。 287 3.42 0.912 

3. 学习英语，我喜欢：3.1. 语法。 287 3.39 0.909 

2. 我喜欢的上课方式：2.4. 用英语表演。 287 3.39 0.921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4. 老师组织的活动没有意思。 287 2.44 1.025 

 
4) 内容选择 
从整体数据来看，学生上课用英语发言的意愿更受话题的熟悉程度影响，至于话题的有趣程度和课

堂内容是否契合自身兴趣并不会对交际意向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见表 5。 
 
Table 5. Analysis of content selection 
表 5. 内容选择因素分析 

内容选择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3. 我对话题不熟悉。 287 3.32 1.084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2. 我对话题不感兴趣。 287 2.54 1.046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1. 我对这堂课的内容不感兴趣。 287 2.34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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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格特点、专业素质、教学态度、情感关怀和外在仪表 
数据反映出，老师的性格特点、专业素质、教学态度和情感关怀都对学生的交际意愿影响颇大，见

表 6；穿着得体同样也是学生对于老师呼声较高的要求，但至于教师是否化妆、时尚，并不会严重影响

学生的交流意愿。见表 7。 
 
Table 6.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proficiency, teaching attitude, emotional care 
表 6. 性格特点、专业素质、教学态度、情感关怀因素分析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5. 我喜欢跟老师交流是因为：5.4. 老师态度好，跟我平等交流。 287 4.36 0.729 

5. 我喜欢跟老师交流是因为：5.3. 老师关心我鼓励我。 287 4.25 0.757 

5. 我喜欢跟老师交流是因为：5.1. 老师能解决我的问题。 287 4.01 0.771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7. 我不喜欢老师的性格。 287 1.92 1.006 

 
Table 7. Analysis of appearance 
表 7. 外在仪表因素分析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6. 我喜欢老师：6.2. 穿着得体。 287 4.11 0.749 

6. 我喜欢老师：6.5. 我不关心老师的穿着打扮。 287 3.46 1.023 

6. 我喜欢老师：6.4. 化妆。 287 3.43 0.794 

6. 我喜欢老师：6.1. 穿着时髦。 287 3.37 0.85 

6. 我喜欢老师：6.3. 穿着随便。 287 2.79 0.887 

 
6) 课堂反馈 
课堂反馈对于教学亦是不可或缺。学生的交际意愿也与课堂反馈紧密相连。学生非常赞同教师纠正

语音语法等错误，老师认真回答学生问题也会有促进作用，而老师的打断并不会对交际意愿产生影响。

见表 8。 
 
Table 8. Analysis of class feedback 
表 8. 课堂反馈因素分析 

课堂反馈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我喜欢上课时：1.7. 老师纠正我语音语法等错误。 287 4.34 0.773 

5. 我喜欢跟老师交流是因为：5.2. 老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287 4.22 0.706 

4. 我在课堂上不愿意用英语发言的原因是：4.6. 我说话时，老师常常打断我。 287 1.93 1.02 

 
以上是对于问卷十个维度的具体分析。 

3.2. 访谈讨论与建议 

3.2.1. 课堂管理 
对于老师上课是否干预自己玩手机的问题，前人研究中并无充分探讨，唯有少数对于学生自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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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提及教师的过多规范会降低学生的自我感知，从而降低他们二语交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
本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受访非英专生表示“自己上课时需要查阅资料，所以老师过于干预可能会让自己

在课上留下不好的印象，他认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是开启交际的前提”。可见，如果学生使用手机是出

于记笔记、查资料等正当目的却被老师干预，会打击学生交际积极性，但受访学生同时承认“课堂上玩

手机做无关的事情是不正确的行为，指出问题不会影响交际意愿”。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干预是合理的。

因此教师在管理课堂过程中，若发现学生上课有走神、玩手机等行为，应先探明缘由，再加以干预，而

非强硬制止，从而最小程度的干扰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感知，间接激发交际意愿。 

3.2.2. 活动组织 
与王海峰结论中“学生对于传统模式感兴趣，而对于表演、游戏等新型活动兴趣不高”的结论不同

[17]，本研究发现课堂上现有的活动，不论是传统还是新型，对于学生的交际意愿促进作用都不突出，课

堂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亟待改进。建议教师在组织课堂活动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学生的差异性，这一

点与王海峰的结论达成共识，既要考虑大部分学生的一员，又要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张弛有

度，有的放矢[17]。同时，用一个完整且详细的体系传授知识点才能让学生有最大的获得感，王海峰同样

在其研究中表示过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的同时要考虑学生的隐性要求，教师讲什么要考虑到学生想什么

和怎样想[17]。 

3.2.3. 内容选择 
问卷和访谈都显示，教师内容选择的趣味性和熟悉程度会对学生的交际意愿产生影响，其中不熟悉

的话题会削弱学生热情。正如受访者所说“我看重课堂趣味性；如果课堂内容比较有趣，课堂氛围就会

比较轻松，我说话的意愿就会提高；相反，课堂内容晦涩难懂，使我感到压抑，我就没有说话的欲望”，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使用多媒体等手段让所选内容更易入耳、入心，例如在讲述文学思潮时，可

以用一段网络上几分钟的动画简介短片作为开头，吸引学生关注话题，这一结论与胡越竹的结论契合，

支持充分利用现在科学技术和媒体，通过图片、可见等帮助学生吸收和理解新的语言知识[20]。但不论多

么有趣的话题，如果不熟悉，学生也表示不愿意发言，“因为我不熟悉，我的发言肯定就牛头不对马嘴，

很可能会让丢脸，也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建议老师选取话题后，可以罗列思考问题，让同学们提前熟

悉话题内容，从而提升同学参与度和活跃度。 

3.2.4. 授课方式 
数据显示，无论是“老师多讲，学生听”还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的积极性都不高，并

且两种不同偏好势均力敌。同时，使用 PPT 的方式比粉笔板书更容易被学生接受。访谈显示在英语教学

的过程中，学生们更希望主动参与课堂，而非被提问等被动互动，这一点也与先前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契

合，认为学生的交际意愿会受互动状况的影响[5]；而对于讲课是否使用 PPT，大部分学生认为其有影响，

但影响不大。建议老师们在课堂上更多讲授知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他

们的交际意愿。PPT 则起锦上添花的作用，老师们可按需选择。 

3.2.5. 课堂反馈 
数据显示，学生的交际意愿受课堂反馈影响很大，学生们非常赞同老师在课堂上纠正自己的问题，

但是如果老师打断他们的回答，则会打击到学生的交际意愿，甚至可能拒绝发言。访谈中，受访同学大

部分表示不反对老师在课堂上纠正自己的问题，但如果老师经常打断学生说话则会降低学生交际意愿，

“老师打断则会影响自己的发言思路”。如果学生的回答有问题，我们建议老师对学生采取肯定与否定

结合的反馈方式，采用称赞、重复、积极评价等方法对正确部分进行肯定，对于错误的内容，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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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同学回答完问题后采取幽默等合适的方式进行指正。前人关于课堂反馈的研究已有很多且角度新

颖，各有创新之处，与前辈们的研究有所不同，我们的研究视角虽然一样，但内容归于宽泛，结论也比

较概括。根据前人的研究[21]，不同的课堂教师反馈语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作用，如：单一型的教师反馈语：

积极反馈语、明确纠错、诱导、元语言反馈、请求澄清等和混合型教师反馈语：积极反馈语加重述、积

极反馈语加评价和重复加评价等。不同的课型和教学内容，针对点不同，教学的目的、策略和目标不同，

教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合适有效的教学语，也可以互补的教学语之间混合多元化使用，以帮

助克服学生对回答问题的消极情绪，促使他们乐于课堂发言。 

3.2.6. 性格特点 
我们建议，教师可以保持自身个性，可以创造机会使同学们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但不必过多纠结。

同时将重心放在提高课堂效率，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上，在进行反馈时，照顾到学生的心理，更有利于

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交际意愿。与前人的研究想比较，我们的研究的教师性格层面的研究趋于模

式化，局限于教师的个性方面对交际意愿的直接影响，如：开朗，严格，随和等。我们却忽略了教师性

格和交际意愿更深层次的结合问题，如：教师乐于或拒绝自我反思的研究对交际意愿改善的影响。根据

前人研究[22]，教师这一职业具有稳定性，需要不断反思来提高教学水平。然而，有些老师的内向性格和

有碍于面子上的顾虑，在尽心教学反思时会避开一些麻烦的话题，如：学生的交际意愿改善的问题。作

为教师，需要直面教学的难点和重点，认识到自己的性格与交际意愿的培养之间的关系，乐于课后反思，

不断促进师生交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3.2.7. 外在仪表 
接受访谈的同学均表示教师外在仪表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也不关注教师是否化妆。一般来说，学生

并不太关注教师的穿着打扮。这一点跟[16]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同学们一致认为，这是教师的个人隐私

和习惯，和自己无关，老师的学识、是否能学到知识才是自己最关注的，“不会关注，老师不管怎样化

妆也不会影响我的交际意愿，我相信大多数认真学习的学生与老师交往最敬重的还是老师的学识，而不

是外在”，“我不会关注，因为这是个人隐私，与我无关”。因此我们建议教师不必苛求外在，打扮得

体即可。但是，有所差异的是，在前人的研究中，学生虽然学生并不太关注教师的外在打扮，但也基本

不接受与教师职业身份和职业要求不太符合的仪貌[17]，而我们的学生似乎并不在意仪表得体的这一传统

教师要求，反而更加强调对教师人格和隐私的尊重。经过充分讨论，我们认为，学生这一态度的转变与

师生关系的平等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生不再认为老师是绝对的权威，需要外在的着装去表示其身份特

征。相反，学生们希望老师有着最大限度的衣着自由权，充分显示其个性魅力，赢得学生的欢迎，拉近

师生激励，促使学生在课堂上勇敢发言，乐于发言。 

3.2.8. 教学态度 
本研究调查数据显示教学态度是最影响学生交际意愿的教师因素，这与林、王的研究结果基本契合，

说明教学态度对课堂交流意愿有着明显的影响[17]，但本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其重要性。进一步接受访谈的

同学均倾向于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表示教师“起码应该具备一个严肃的教学态度”，希望交流中老师

能负责认真给出解答，同时也要注重课堂的教学秩序，所讲授的东西要有依据，“太松散是对教学不够

尊重”。教师的首要工作是课堂教学，而教案准备又是课堂教学需要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可以说

教案准备是否充分、备课是否认真是教师教学态度好坏的最直接的体现[23]。这就需要教师在授课前提前

备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同学们也会认真对待课堂，提高交际意愿。 

3.2.9. 情感关怀 
调查和访谈显示，和老师保持良好平等的师生关系会增加交际意愿，与前人研究契合，学生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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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关怀比较重视[17]。受访者提到：“和老师有更深的交谈后会把对方看作朋友，一看到朋友就忍不

住想要和对方交流自己的想法的感觉。”教师与学生建立起关涉生命体验的对话关系，有助于促进学生

的发展[24]。因此我们建议，在课时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多向学生分享人生经历，职业规划，

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不仅会给同学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也会加深师生情感，提高交际意愿。 

3.2.10. 专业素质 
数据显示专业素质的重要性排在第三位。专业素质会影响教师的课堂掌控、知识拓展和自由发挥[25]，

在访谈中，多数同学认为其是十个维度中相当重要的方面。同学们表示，如果老师讲话断断续续或逻辑

不清会让学生产生“备课不充分”的质疑，造成理解上的障碍，难以进行交流，而专业能力过硬的老师

则留给学生“博学”的印象，从而加强交际意愿。专业素质作为评判教师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对交际意

愿影响也十分明显，学科教学能力含学科知识(含技能)和教学知识(含技能)，仅有学科知识的人并不就是

好老师；同样，仅有教学能力而学科知识薄弱的人也不会是好老师[26]。我们建议教师重视专业素质的培

养，有机融合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注意语言表达和逻辑，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从而加强学生的信任与

求知欲，提高交际意愿。 

4. 结语 

我们通过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和访谈等方法，探究教师因素对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研究开

展顺利，对二语教学和大学课堂有一定参考意义。此外，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如在研究方法上，本研

究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由于时间和分析手段局限，访谈和问卷仅停留在学生角

度，与教师视角观念的对比有所缺失，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外部效度。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

们可以同时使用诸如实验、刺激回忆等更加合理的研究方法，相信能够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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