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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焦虑是外语教学和学习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它对学习者的语言使用和学习效果有很大影响。

然而，以往多数研究主要关注课堂焦虑或阅读及写作焦虑上，对发言焦虑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发言是

学习者用目标语言交流并加强语言学习的重要途径，调查学习者在此过程中的焦虑可以为外语教学提供

重要启示。进而使教师采取有效策略帮助学习者管理其焦虑，轻松使用目标语进行交际，并有效促进语

言学习。本研究旨在考察我国中部某高校英语专业学习者的发言焦虑与学习环境(教师支持)以及学习者

个人因素(积极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共收集了141份调查问卷。定量数据分析发现英语专业学习者有

中等程度的发言焦虑。相关性分析显示发言焦虑和教师支持之间存在弱负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具备显

著性。其次，发言焦虑和积极倾向之间具有弱显著性负相关关系。最后，教师支持与积极倾向之间存在

显著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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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xiety is a crucial psychological concep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s it 
significantly impacts learners’ language use and learning outcomes. However, most of th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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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classroom anxiety or reading and writing anxiety, while re-
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speaking anxiety has been relatively scarce. Given that spea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vital way for learner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enhance 
language learning, investigating anxiety during this process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for-
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information can enable teachers to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help learners manage their anxiety, speak comfortabl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ef-
fectively promote language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peaking anxiety, the learning context (teacher support), and individual learner factors 
(positive orientation) among English majors at a university in central China. A total of 141 ques-
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ound that college English 
majors had a moderate level of anxiet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weak nega-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aking anxiety and teacher support,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not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Besides, there was also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aking anxiety 
and positive orientation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ally, there was a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positive orientation,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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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言焦虑是一种常见的恐惧心理。无论是在众多观众面前发言，还是参与一对一会谈，发言焦虑都

会对有效沟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焦虑在学术或专业环境中尤其需要被重视，因为在这些环境中，较强

的沟通能力必不可少。因此，如何减少发言焦虑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一方面，教师是学习者学校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教师支持对学生学业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影响学

业成绩，还影响学习者情感。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师支持与积极的学业情绪(如享受、兴趣、希望、

骄傲和宽慰)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的学业情绪(如焦虑、抑郁、羞耻、愤怒、担忧、无聊和绝望)呈负

相关。因此，学生面临发言焦虑的问题时，如果教师给予支持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他们的焦虑水平

可能会降低。 
另一方面，学习者倾向(student orientation)对于口语交际至关重要。人们认为，积极的语言和文化倾

向有助于成功，而消极倾向可能会阻碍学习。Gardner (Gardner, 1985)指出，成绩与外语倾向之间有重要

的关系。关于语言学习倾向的研究有很多。例如，Bui & Intaraprasert (Bui & Intaraprasert, 2013)研究了对

于说英语的态度、接触英语口语交际和交际策略使用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对英语口语持消极态度的学生

口语技能较低。积极倾向对口语技能有显著的影响，消极倾向会降低学生的动机和兴趣(Brown, 2000)。 

2. 文献综述 

2.1. 发言焦虑 

焦虑可分为三种类型：特质型、特定情境型和状态型(MacIntyre & Gardner, 1989)。特质型指的是在

不同情况下紧张的一般倾向(Spielberger, 1983)。特质型焦虑是一种人格特质，它的焦虑倾向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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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具有特质焦虑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对很多事情感到焦虑。状态焦虑是一种焦虑或压力感

(Spielberger, 1983)，发生在特定状态下，通常伴随着流汗，手心出汗，口干，肌肉收缩和紧张，以及心

率加快等体征。状态焦虑是不稳定的，会随着时刻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同一情境中也有可能不同。

情境焦虑与状态焦虑相似，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中，但在不同情境下，它可能程度有所不同。外语课堂情

境下公共发言产生的焦虑就是情境型焦虑。 
以往关于焦虑和语言学习的研究将外语焦虑视为语言学习背景下其他类型焦虑(即特质焦虑、考试

焦虑或公共发言焦虑)的表现，这导致了一些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焦虑与语言能力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一些研究发现没有关系，还有一些研究则发现了正相关关系(Chastain, 1975; Kleinmann, 1977)。
Scovel (Scovel, 1978)认为，早期研究的矛盾结果可能是由于研究人员使用了不同的焦虑测量方法。此

后，有研究者(Gardner, 1985; Horwitz et al., 1986)提出外语焦虑应被视为外语学习特有的一种状态，独

立于其他类型的焦虑。 
Horwitz 等人(Horwitz et al., 1986: p. 128)将外语焦虑定义为“由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与

课堂语言学习相关的一系列独特复杂的自我认知、信念、感觉和行为”。此外，他们还构建了测量外语

焦虑的工具——外语课堂焦虑量表(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随着 FLCAS
和其他几种外语焦虑测量方法的引入(如 Gardner, 1985)，研究人员能够相对准确地测量外语焦虑。在各种

语言学习环境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语学习者至少有中等程度的外语焦虑(Horwitz, 2001; 
Horwitz et al., 1986)。 

大量研究调查了外语焦虑和第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报告了语言焦虑和语言成绩之间存

在中度负相关关系(Horwitz, 2001)。口语通常被认为是与外语学习相关的最容易引起焦虑的技能。例如，

Horwitz 等人(Horwitz et al., 1986)认为交际恐惧在概念上与外语焦虑相关，Palacios (Palacios, 1998)指出，

发言是学习者最容易焦虑的活动。 
在外语焦虑的基础上，国外研究者对发言焦虑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并对发言焦虑进行了调查和实验。

发言焦虑是学习者个人感知到自己难以理解他人和使自己被理解的结果。Horwitz 等人(Horwitz et al., 1986)
认为，发言焦虑会阻碍学生表达的流畅性，这些障碍不仅来自外部因素，如教师，也来自内部因素，如学

习者对自己能力的认知。Maturanec (Maturanec, 2015)强调，学习者的外语交际是一种焦虑性活动，因为他

们所使用的语言并非是其母语。这可能导致他们缺乏自信，害怕在他人面前犯错。 
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外语学习者中，发言是最能引发焦虑的活动。发言焦虑会对自信产生重大影响，

不利于学习者顺利展示其知识。Suleimenova (Suleimenova, 2013)的研究表明，发言焦虑会导致学习者面

临“心理障碍”，保持沉默，并感到自卑。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发言焦虑是大多数外语学习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自信和口

语能力。虽然一定程度的焦虑可以激励学习者提高口语能力，但过度焦虑会使他们产生心理障碍，保持沉默。 
国内关于发言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堂环境上。例如，毛春华(毛春华，2014)发现很多学生在课堂

上发言时会感到焦虑；具体而言，48%的学生在被要求发言时心跳加速，46%的学生在角色扮演时忘记台

词会感到紧张，60%的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言会感到焦虑，69%的学生在发言前不得不写并背诵发

言稿。成艳萍、何奇光和韩晓立(成艳萍等，2007)则表明，焦虑的学生在口语任务中对负面评论的恐惧和

对犯错的关注会阻碍他们的口语输出，形成焦虑循环。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虽然对外语学习者发言焦虑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但几乎

没有文献涉及教师支持、积极倾向与发言焦虑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或可为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焦

虑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提供一定参考，同时也为教师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学习者的发言焦虑，为他们自

信参与课堂互动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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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支持 

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为教师支持提供了两种定义。自我决定观认为教师支持是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教师在认知(Skinner et al., 2008)、情感或自主导向方面提供的支持。Ryan 和 Deci 
(Ryan & Deci, 2000)认为教师支持包括三个方面：自主性支持、结构支持和参与支持。自主性支持表现

为教师为学生提供选择并尊重其选择。结构支持表现为教师对学习者提出的明确期望。参与支持代表

温暖、情感、资源投入、理解或对学生的依赖(Skinner et al., 2008)。使用这一定义的研究表明，教师支

持可以影响学生焦虑、抑郁、希望等其他情绪(Reddy et al., 2003; Skinner et al., 2008; Van Ryzin et al., 
2009)。 

社会支持模型中，Tardy (Tardy, 1985)将教师支持定义为教师在任何情况下向学生提供的信息、工具、

情感或评价性支持。信息支持是在特定领域提供建议或信息。工具支持是提供金钱或时间等资源。情感

支持是爱、信任或同情。评价性支持是为学生提供反馈(Malecki & Elliott, 1999)。狭义的教师支持只表现

在课堂环境中的帮助、信任、友谊等(Aldridge et al., 1999)。 
本研究中的教师支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的亲密程度(如教师带来的温暖感、师生沟通的开放性等)及其

冲突程度(如教师公正性、师生矛盾等) (孙芳等，2021)。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表明，教师支持程度越低，

学习者的焦虑就越明显(Yu et al., 2016)。然而，在英语教学环境下，学习者的教师支持感与其发言焦虑呈

现何种关系尚不明确。 

2.3. 积极倾向 

积极倾向是近年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概念，它与许多积极情绪有关，包括生活满意度，自尊和乐观。

Caprara et al. (Caprara et al., 2012: p. 702)将积极倾向定义为“以积极眼光评价生活和经历的倾向”。积极

倾向由积极情绪、自我效能和乐观精神组成。积极倾向强的人更有可能对自己实现目标和在生活中取得

成功的能力有乐观的信念，也更有可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他们也倾向于经历更多的积极情绪，如

幸福、快乐和满足，这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压力和困难(Caprara et al., 2012)。研究表明，积极倾向对学生来

说尤为重要，因为它与许多积极学业成果有关。例如，积极倾向水平越高的学生学习成绩越好，面对挑

战的动机和毅力也越强(Alessandri et al., 2011; Caprara et al., 2010)。积极倾向还与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等

社会结果相关。积极倾向较强的学生更可能对同伴和老师有更积极的感觉，更可能认为他们的社会互动

是愉快的(Alessandri et al., 2011; Caprara et al., 2010)。 
许多研究表明，积极倾向与各种环境和功能领域的理想结果呈正相关。例如，加拿大早期的一项研

究表明，青少年较高的积极倾向与较高的身体健康和来自父母、朋友和老师的感知社会支持有关(Caprara 
et al., 2010)。Alessandri et al. (Alessandri et al., 2012)的研究也表明，积极倾向与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以及

友谊质量均呈正相关关系。在另一项研究中，青少年时期评估的积极倾向水平是积极社交风格的重要预

测因子，而与青少年时期的焦虑和回避风格呈负相关(Castellani et al., 2016)。 

2.4. 发言焦虑、教师支持与积极倾向 

基于上文三者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外语交际本身作为一种焦虑性活动可能导致学习者产生发言焦

虑，进一步导致的缺乏自信和害怕犯错可能会影响积极倾向。为缓解这种焦虑感，教师支持可能会起到

一定作用。此外，积极倾向和焦虑某种程度上互为反义词，也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比如，Castellani 等人

(Castellani, 2016)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评估的积极倾向水平与青少年时期的焦虑呈负相关。积极倾向较

强的学生更可能感受到教师支持这种互动，这也表明积极倾向和教师支持可能存在一定关系。积极倾向

对口语和学习者动机与兴趣产生影响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发言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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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发言焦虑、教师支持与积极倾向三者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发言焦虑是学习

者中常见的心理现象，通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可以通过教师支持和培养学习者积极倾向，缓解

焦虑情绪，从而促进二语学习。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虽然对外语学习者发言焦虑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应

对策略进行了阐述，但几乎没有文献涉及教师支持、积极倾向与发言焦虑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或可

为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焦虑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提供一定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英语专业学生的发言焦虑水平如何？ 
2) 教师支持、积极倾向与发言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我国中部某高校对 156 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其中男 26 名，女 130 名。排除 15 份无

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数 141 份，回收率为 90%。 
本次研究选取的所有英语专业学生都已经在大学学习过英语，并且已经习惯了大学英语学习的过程，

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客观评价自己的英语学习情况，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名为“课堂口语陈述调查”，它包含三个量表，旨在调查学习者的整体英语口语。根

据本文的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该问卷以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考察学生的焦虑。问卷共设 25 个问题，选项从

从不到不知道(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通常 = 4；总是 = 5；不知道 = 0)。第一个量表调查学生的

焦虑程度，使用由 Hook 等(Hook et al., 2008)编制的“发言者自信心个人汇报”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Con-
fidence as a Speaker)，包含 12 个问题。第二个量表调查学生对教师支持的看法，使用由孙芳等(孙芳等，2021)
编制的“教师支持”量表，包含 5 个问题。第三个量表调查学生的个人积极倾向，用由 Caprara 等(Caprara et 
al., 2012)编制的“积极倾向量表”，包含 8 个问题。这些量表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问卷题项见文末附件。 

4. 结果与讨论 

4.1. 结果 

4.1.1. 英语专业学生发言焦虑水平 
为了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研究者计算了发言焦虑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1。 

 
Table 1. English majors’ level of speaking anxiety 
表 1. 英语专业学生发言焦虑水平 

发言焦虑 N Mean Std. Deviation 

第一题 141 2.773 1.250 

第二题 141 3.638 1.016 

第三题 141 3.730 0.963 

第四题 141 3.567 1.016 

第五题 141 3.525 1.10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55


郑家诺 等 
 

 

DOI: 10.12677/ap.2023.139455 3656 心理学进展 
 

Coninued 

第六题 141 2.830 1.282 

第七题 141 3.355 1.172 

第八题 141 2.922 1.213 

第九题 141 3.135 1.160 

第十题 141 3.241 1.133 

第十一题 141 3.482 1.046 

第十二题 141 3.213 1.170 
 

根据所呈现的描述性统计，141 名被调查的英语专业学生的平均焦虑得分为 2.9929，标准差为 
1.06400。这表明，平均而言，英语专业学生的发言焦虑水平为中等，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语言

学习者的焦虑水平为中等(Horwitz et al., 1986)。 
上表显示了口头陈述过程中对 12 个题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样本量为 141 个，第 5 题至第

9 题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5。量表上的第三个问题由第 3 题表示：“准备发言时，我一直处于焦

虑状态。”这一题在所有题目中平均值最高，为 3.73，表明受访者在发言过程中焦虑程度相对较高，持

续焦虑的情况频繁发生。 
在发言过程中，忘记发言内容的平均值仅次于处于焦虑状态的平均值，为 3.638，表明在口头陈述过

程中，忘记发言内容的情况发生频率较高。在 12 个题目中，与试图拿物体时手颤抖相关的焦虑均值最小，

为 2.773，表明在发言过程中此类情况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同样，由于焦虑而盯着观众的脸看的平均值

也相对较小，为 2.830。 
总体而言，12 个题目中有 9 个题目的平均值大于 3，表明在口头陈述期间焦虑程度中等。焦虑的外

在表现更多表现为在发言过程中持续的焦虑状态、忘记发言内容、在观众面前发言时思绪混乱等，而手

颤抖、看观众脸模糊、发言前出汗等情况相对少见。 

4.1.2. 发言焦虑、教师支持和积极倾向之间的关系 
由于问题 2 的目的是调查发言焦虑、教师支持和积极倾向之间的关系，因此使用了皮尔逊相关分析，

如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of speaking anxiety, teacher support and positive orientation 
表 2. 发言焦虑、教师支持和积极倾向相关关系 

  发言焦虑 教师支持 积极倾向 

发言焦虑 

皮尔逊相关性 1 −0.028 −0.236** 

Sig. (双尾)  0.742 0.005 

个案数 141 141 141 

教师支持 

皮尔逊相关性 −0.028 1 0.297** 

Sig. (双尾) 0.742  0.000 

个案数 141 141 141 

积极倾向 

皮尔逊相关性 −0.236** 0.297** 1 

Sig. (双尾) 0.005 0.000  

个案数 141 141 141 
**相关性在 0.05 水平上显著(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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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提供了发言焦虑、教师支持和积极倾向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皮尔逊相关系数衡量的是两

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强弱和方向，值为−1 表示完全负相关，0 表示不相关，1 表示完全正相关。在本

表中，相关系数以矩阵形式呈现，每个变量与自身的相关系数为 1。 
从相关关系来看，发言焦虑与教师支持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8，相关性在 0.05 水平上不显著

(p = 0.742)。这表明，随着教师支持的增加，口语焦虑会略有下降，但这种关系并不强到足以在统计上显

著的程度。 
教师支持与积极倾向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97，且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这表明，随着教师

支持的增加，学生的积极倾向可能也会增加。 
最后，发言焦虑与积极倾向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6，且这种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

这表明，随着发言焦虑的增加，积极倾向可能会减少。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即焦虑与积极情绪或幸福

感之间存在负相关(Kashdan & Rottenberg, 2010)。 

4.2. 讨论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该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发言焦虑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

致。将本研究的结果与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除了少数人极度紧张

或根本不紧张外，大多数人处于中度焦虑状态。此外，我们还应该寻求应对焦虑的策略。就本文的结果

而言，首先，教师支持与学生发言焦虑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教师支持越多，例如教师平等对待所有学

生，及时干预和解决问题，对学生友好，学生的发言焦虑就会相应减少。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支持越

多越好，因为本文的数据样本有限，我们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教师支持越多，学生发

言焦虑越少。 
第二，积极倾向与学生发言焦虑呈弱显著负相关。从问卷得到的数据来看，大多数人仍然对自己有

信心，觉得自己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而且这些选项的得分都在中到高之间，所以保持高自尊有助于

提高自己的积极倾向，而在生活满意度上，很少有人选择从不或很少的选项，所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满意

度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积极倾向，而乐观则涉及到更复杂的心理概念，这可能与被调查者从小接受的教育

和教养有关，但总的来说，培养学生的积极倾向(如通过鼓励或表扬的方式帮助他们树立自信)有助于减少

学生的发言焦虑。 
最后，教师支持与积极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两者是相互加强的，教师支持增

加了学生的积极倾向，而积极倾向越高的人，可能也越能感知到教师的支持。然而，这也可能意味着，

不太积极和更消极的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或得到更少的教师支持，因为老师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课堂上更

积极的学生。这只是基于本研究结果的一个假设，但篇幅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倾向可能有助于通过保持积极的感觉、参与和自我效能来减少发言焦虑，并最

终在个体面临挑战和压力时成为一种保护因素。此外，有关积极倾向的文献表明，积极倾向的影响可能

具有传播性，并可能超越个体，因此教师应该意识到学生的积极倾向，并提供支持，以培养学生的积极

语言学习倾向。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建设性的反馈、使用积极强化和创造支持性的课堂环境来促进积极倾

向。通过培养积极的语言学习倾向，学生更有可能在课堂上取得成功，克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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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发言焦虑量表： 
1. 我试图去拿讲台上的东西时，手会颤抖。 
2. 我总害怕忘记演讲的内容。 
3. 准备发言时，我一直处于焦虑状态。 
4. 观众面前发言时，我头脑混乱。 
5. 虽然我经常和朋友聊天，但在讲台上我还是不知所措。 
6. 我看台下观众时感觉他们的脸都模糊了。 
7. 观众面前发言后，我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8. 起身发言前，我会汗流浃背，浑身发抖。 
9. 我姿势僵硬，不自然。 
10. 我在一群人面前发言时，我总是感到害怕和紧张。 
11. 口头陈述中，我很难冷静地在脑子里搜寻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12. 一想到要在一群人面前发言，我就畏缩不前。 
(二) 教师支持量表： 
1. 在课堂作业中，老师公平地对待所有学生。 
2. 学生受欺负时，老师会介入解决问题。 
3. 老师对我很友好。 
4. 我信任老师，遇到困难时愿意告诉他。 
5. 师生关系融洽。 
(三) 积极倾向量表： 
1.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2. 我对生活很满意。 
3. 我需要帮助时，总有人在我身边。 
4. 我满怀希望和热情地展望未来。 
5.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6. 有时候，未来对我来说似乎并不明朗。 
7. 我觉得我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8. 我通常对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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