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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研究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公共英语学习学业情绪现状，以及其所感知到的校园

氛围对公共英语学习学业情绪的影响关系。该研究以“控制–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开展校园氛围和

学业情绪的研究，结果发现：1)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全部高于理论均值，公共英语消极

高唤醒和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值高于理论均值，消极低唤醒和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低于理论均值。2) 地
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和公共英语学业情绪存在差异。3)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

围和公共英语学业情绪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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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emotions of lo-
cal applied college students in public English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emotions of public English learning,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trol value”, conducted a study on campus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emo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Local applied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d a campus atmosphe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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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ll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mean, while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negative high arousal 
and positive high arousal in public English were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mean,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negative low arousal and positive low arousal were lower than the theoretical mean.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local 
applied college students. 3)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and 
public English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local applied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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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关于感知校园氛围的研究及相关研究并不十分成熟，且以地方应用型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校

园氛围及其与公共英语学业情绪的关系十分少见。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学校是其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

所，学校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生态系统，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心理情境与个体发展的关系密切，青少

年感知的校园氛围对正处于学业、前社会适应黄金期的大学生心理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因此，关注校园

氛围这类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心理情境对学生发展的作用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关注度来重视大学生这个

特殊群体，探索提升他们的心理效能，为其步入社会、融入社会建设、实现社会价值提供优良条件保障。

前人的研究显示，学业情绪和校园氛围有密切的关系，而二者均对学业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地方应用型

大学生，多属于第二批次录取对象，总体来看，其公共英语学业成绩不容乐观。研究发现，良好的校园

氛围有利于学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形成，而恶劣的学校氛围则会激发学生消极的学业情绪的产生。因此，

本文以地方应用型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此类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及其与学业情绪的关系来揭

示校园氛围感知对公共英语学习学业情绪的影响规律，为校园氛围和学业情绪优化提供路径、方法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滇西地区大理、版纳、普洱、保山、腾冲 8 所应用型高校大一至大三 2863 名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学校气氛量表 
运用河南大学翟亚奇编制的学校气氛量表收集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信息，共 48 个题，采

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计分，共人际关系、教学氛围、就业措施、发展多样性 4 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

本维度特征越明显，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9，具有较高的信度。 

2.2.2.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 
由董妍和俞国良编制，共 72 个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计分，共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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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四个一级维度，消极低唤醒含心烦、无助、厌倦；消极高唤醒含恼火、羞愧、焦虑；

积极低唤醒含放松、平静、满足；积极高唤醒含希望、高兴、自豪二级维度，得分越高，说明本维度特

征越明显，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8，具有较高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 t 检验、方差、相关、回归等分析差异性、相关关系。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从而对研究结果有所影响。在

数据回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统计，结果表明，因子分析共提取出 1 个因子，特征根值均大于 1，此 1
个因子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25.636% < 40%，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调查研究对象情况 

表 1 显示，本研究对象 2863 名大学生中，大一占 49.1%，大二占 30.21%，大三占 19.87%，大四学

生在外实习和就业，因此没有纳入研究；专科生占 17.32%，本科生占 82.68%；男生占 28.5%，女生占

71.5%。 
 

Table 1. Study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1429 49.91 

大二 865 30.21 

大三 569 19.87 

学历 
专科 496 17.32 

本科 2367 82.68 

性别 
男 816 28.50 

女 2047 71.50 

合计 2863 100.0 

3.3.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公共英语学业情绪现状 

表 2 显示，学生所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四个维度均分都高于理论均值 3，说明所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属

中等水平。 
表 3 显示，地方应用型大学生公共英语消极低唤醒、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得分值低于理论均值 3，

低唤醒学业情绪表现不明显，消极高唤醒和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高于理论均值 3，高唤醒学业情绪表现

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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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表 2. 感知到的校园氛围情况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人际关系 2863 1.00 5.00 3.21 0.38 3.18 

就业措施 2863 1.00 5.00 3.21 0.62 3.14 

教学氛围 2863 1.00 5.00 3.47 0.60 3.50 

多样性发展 2863 1.00 5.00 3.41 0.67 3.33 

 
Table 3. Academic emotions of public English 
表 3. 公共英语学业情绪情况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消极低唤醒 2863 1.00 5.00 2.97 0.77 3.00 

消极高唤醒 2863 1.00 5.00 3.05 0.74 3.05 

积极低唤醒 2863 1.00 5.00 2.89 0.71 2.92 

积极高唤醒 2863 1.00 5.00 3.34 0.67 3.31 

3.4.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和公共英语学业情绪差异情况 

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和公共英语学业情绪存

在的差异，结果见表 4~6。 
 

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 
表 4. 性别差异 

 

性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男(n = 816) 女(n = 2047) 

人际关系 3.20 ± 0.47 3.22 ± 0.35 −0.938 0.349 

就业措施 3.19 ± 0.68 3.23 ± 0.60 −1.216 0.224 

教学氛围 3.44 ± 0.69 3.49 ± 0.56 −1.829 0.068 

多样性发展 3.38 ± 0.72 3.43 ± 0.65 −1.675 0.094 

消极低唤醒 2.91 ± 0.86 3.00 ± 0.73 −2.836 0.005** 

消极高唤醒 2.92 ± 0.83 3.11 ± 0.71 −5.563 0.000** 

积极低唤醒 2.88 ± 0.79 2.90 ± 0.69 −0.590 0.555 

积极高唤醒 3.20 ± 0.77 3.40 ± 0.62 −6.614 0.000**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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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男女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没有差异。男生的消极低唤醒平均值(2.91)，明显低于女生的平

均值(3.00)，女生的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比男生明显。男生的消极高唤醒平均值(2.92)，明显低于女生的

平均值(3.11)，女生的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比男生明显。男生的积极高唤醒平均值(3.20)，明显低于女生

的平均值(3.40)，女生的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比男生明显。 
 

Table 5.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表 5. 学历差异 

 

学历(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专科(n = 496) 本科(n = 2367) 

人际关系 3.20 ± 0.39 3.22 ± 0.39 −1.052 0.293 

就业措施 3.28 ± 0.64 3.20 ± 0.62 2.498 0.013* 

教学氛围 3.43 ± 0.62 3.48 ± 0.60 −1.564 0.118 

多样性发展 3.39 ± 0.68 3.43 ± 0.67 −1.178 0.239 

消极低唤醒 2.96 ± 0.79 2.98 ± 0.77 −0.444 0.657 

消极高唤醒 3.03 ± 0.75 3.06 ± 0.75 −0.748 0.454 

积极低唤醒 2.87 ± 0.72 2.90 ± 0.72 −0.653 0.514 

积极高唤醒 3.27 ± 0.68 3.36 ± 0.67 −2.537 0.011* 

*p < 0.05，**p < 0.01。 

 
表 5 显示，专科生比本科生更能感知到就业措施的校园氛围，专科生比本科生更明显的体验到积极

高唤醒学业情绪。 
 

Table 6. Grade differences 
表 6. 年级差异 

 

年级(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大一(n = 1429) 大二(n = 865) 大三(n = 569) 

人际关系 3.26 ± 0.36 3.17 ± 0.40 3.17 ± 0.42 22.278 0.000** 

就业措施 3.27 ± 0.62 3.16 ± 0.60 3.17 ± 0.65 10.250 0.000** 

教学氛围 3.60 ± 0.57 3.34 ± 0.61 3.37 ± 0.61 62.228 0.000** 

多样性发展 3.56 ± 0.65 3.28 ± 0.63 3.27 ± 0.69 71.412 0.000** 

消极低唤醒 2.98 ± 0.76 2.91 ± 0.77 3.05 ± 0.79 5.704 0.003** 

消极高唤醒 3.13 ± 0.73 2.94 ± 0.75 3.04 ± 0.77 16.976 0.000** 

积极低唤醒 2.92 ± 0.70 2.87 ± 0.74 2.85 ± 0.74 2.735 0.065 

积极高唤醒 3.45 ± 0.63 3.25 ± 0.70 3.22 ± 0.67 35.305 0.000**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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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发现(表 6)，不同年级的学生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表现水平是大体一致的。不同年级的学生

感知到的人际关系、就业措施、教学氛围以及多样性发展校园氛围存在显著差异，对比可知，均为：大

一 > 大二；大一 > 大三。大一学生比大二、大三学生更明显感知到校园人际关系、就业措施、教学氛

围以及多样性发展校园氛围。他们体验到的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排列情况为：大一 > 大二；大三 > 大
二。大二学生相比其他两个年级学生更少体验到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大一和大三学生没有差别。他们

体验到的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排列情况为：大一 > 大三 > 大二。大一学生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最明显，

其次是大三和大二学生。他们体验到的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排列情况为：大一 > 大二；大一 > 大三，

大一学生比其他两个年级学生更明显的体验到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大二和大三学生没有差异性。 

3.5.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和公共英语学业情绪相关情况 

由于样本量大于 50 (2863)，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及公共英语学业情绪正态

分布情况，结果表明，两个量表峰度值均小于 10，偏度绝对值均小于 3，可接受为正态分布，可以进行

相关分析。 
表 7 显示：感知到的校园氛围与公共英语学业情绪之间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83。 
 

Table 7. Relevant circumstances 
表 7. 相关情况 

 校园氛围 人际关系 就业措施 教学氛围 多样性发展 

学业情绪 0.183** 0.207** 0.149** 0.168** 0.127** 

消极低唤醒 −0.054** 0.022 −0.034 −0.062** −0.082** 

消极高唤醒 0.023 0.072** 0.017 0.021 −0.008 

积极低唤醒 0.215** 0.197** 0.182** 0.188** 0.178** 

积极高唤醒 0.307** 0.249** 0.233** 0.307** 0.262** 
*p < 0.05，**p < 0.01。 

 
各维度相关具体为：感知到的人际关系氛围与消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是 0.072，0.197，0.249。 
感知到的就业措施氛围与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 0.182，0.233。 
感知到的教学氛围与消极低唤醒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62，与积极低唤醒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为 0.188。与积极高唤醒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07。 
感知到的多样性发展氛围与消极低唤醒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82，与积极低唤醒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78，与积极高唤醒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62。 
以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各维度为自变量，公共英语学业情绪各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逐步 stepwise 法)，表 8 显示，四项回归模型全部通过 F 检验，说明模型有效，另外，

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 VIF 值全部小于 5，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并且 D-W 值

在数字 2 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 
经过模型自动识别，最终分别余下人际关系、教学氛围、多样性发展共 3 项在第 1 个模型中；人际

关系、多样性发展共 2 项在第 2 个模型中；人际关系、就业措施、教学氛围共 3 项在第 3 个模型中；人

际关系、就业措施共 2 项在第 4 个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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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campus atmosphere on academic emotions in public English 
表 8. 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对公共英语学业情绪的影响关系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 R2 B Beta t p VIF 容忍度 F D-W 值 

消极 
低唤醒 

人际关系   0.257 0.129 5.124 0.000** 1.838 0.544 
F (3, 2859)  
= 15.319, 
p = 0.000 

1.963 教学氛围 0.016 0.015 −0.099 −0.077 −2.551 0.011* 2.63 0.38 

多样性发展   −0.114 −0.099 −3.653 0.000** 2.132 0.469 

消极 
高唤醒 

人际关系   0.215 4.944 4.944 0.000** 1.455 0.687 
F (2, 2860)  
= 12.319, 
p = 0.000 

1.974  0.009 0.008       

多样性发展   −0.079 −3.129 −3.129 0.002** 1.455 0.687 

积极 
低唤醒 

人际关系   0.21 0.113 4.563 0.000** 1.847 0.541 
F (3, 2859)  
= 49.772, 
p = 0.000 

1.853 就业措施 0.05 0.049 0.104 0.09 3.909 0.s000** 1.607 0.622 

教学氛围   0.07 0.058 2.174 0.030* 2.165 0.462 

积极 
高唤醒 

人际关系   0.119 0.068 2.829 0.005** 1.847 0.541 
F (3, 2859)  
= 106.542, 
p = 0.000 

1.824 就业措施 0.101 0.1 0.07 0.065 2.887 0.004** 1.607 0.622 

教学氛围   0.249 0.223 8.541 0.000** 2.165 0.462 

*p < 0.05，**p < 0.01。 

 
模型 1，人际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0.257 (t = 5.124, p = 0.000 < 0.01)，人际关系会对消极低唤醒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教学氛围的回归系数值为−0.099 (t = −2.551, p = 0.011 < 0.05)，教学氛围会对消极

低唤醒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多样性发展的回归系数值为−0.114 (t = −3.653, p = 0.000 < 0.01)，多样

性发展会对消极低唤醒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解释率为 1.5%。 
模型 2，人际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0.215 (t = 4.944, p = 0.000 < 0.01)，人际关系会对消极高唤醒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多样性发展的回归系数值为−0.079 (t = −3.129, p = 0.002 < 0.01)，多样性发展会对

消极高唤醒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解释率为 0.8%。 
模型 3，人际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0.210 (t = 4.563, p = 0.000 < 0.01)，人际关系会对积极低唤醒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就业措施的回归系数值为 0.104 (t = 3.909, p = 0.000 < 0.01)，就业措施会对积极低

唤醒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教学氛围的回归系数值为 0.070 (t = 2.174, p = 0.030 < 0.05)，教学氛围会

对积极低唤醒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解释率为 4.9%。 
模型 4，人际关系的回归系数值为 0.119 (t = 2.829, p = 0.005 < 0.01)，人际关系会对积极高唤醒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就业措施的回归系数值为 0.070 (t = 2.887, p = 0.004 < 0.01)，就业措施会对积极高

唤醒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教学氛围的回归系数值为 0.249 (t = 8.541, p = 0.000 < 0.01)，教学氛围会

对积极高唤醒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解释率为 6.5%。 

4. 讨论 

校园氛围反映学校的规范、目标、价值观、人际关系、教育学习的实践经验以及学校的组织结构，

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经验，也是一个集体现象[1]。前人研究显示，学业情绪和校园氛围有密切的关系，一

般情况下，学生在学习不同科目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类别的学业情绪，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学业情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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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成就有预测作用[2] [3]。 

4.1.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校园氛围感知特点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有其特点，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属中等水平，与张爽等对地方应

用型大学校园氛围研究结果一致[4]。他们感知到的校园氛围还有变化的可能，地方应用型大学的校园氛

围建设还有改进的空间，校方可以制定校园氛围优化策略，从硬件和软件方面着手，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注重师生、同学间人际支持，加强就业措施的研究和宣传，调动学生课内外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建设，

提高教师教学素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给学生提供多样性发展的空间，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管理，合

理安排学生的学习、娱乐、活动的时间[5]，课上课下学习形成体系，布置好课后任务，使学生学会自我

管理，自主学习，增强学生对校园环境的良好体验感[4]，提升校园育人整体效果。 
本研究发现，专科生比本科生更能感知到就业措施的校园氛围，专科生学制三年，因比本科生更早

外出实习、就业，实际在校二年左右，在并不算长的在校时间里，学校提前为其提供一些实习和就业的

岗位及其政策宣传，让没有升学计划的他们快速了解岗位，这为就业作了心理和行动准备。 
大一学生更能感知到校园人际关系、就业措施、教学氛围以及多样性发展氛围。对于新生来说，大

学里的人际关系等校园氛围与中学有明显差异，人际关系不再单纯，教学方法和内容也不再和中学一样，

他们可以根据自我需求和兴趣加入各类社团、社会兼职等，实现多样性发展，来自师生的影响及学校为

了解决就业率而采取的专业认知和学习，就业压力早早地传导给了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在适应大学生活

的主观氛围感知上，其感知阈限低，绝对感受性高。大二、大三学生则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对校园氛

围感知存在某种恒常性，显得习以为常，感知阈限变高，绝对感受性变低，大二、大三学生基本上解决

了大学生活的适应问题，“看清了一些人和事”，也学会了一套处理学习、人际关系的方法，这也可能

说明其感知到的校园氛围逐渐趋于平稳。这提示我们，应该多关注大一新生对校园氛围感知的情况，如

有消极倾向，一方面，应设法调整校园“生态”，另一方面，主动研究他们的心理特点，制定对策，转

变消极感知倾向。 

4.2.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公共英语学业情绪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公共英语学习中，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消极低唤醒、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得分值低于理

论均值 3，其余都高于理论均值 3。女生比男生更易体验心烦、无助、厌倦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和恼火、

羞愧、焦虑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这可能与女生在情绪体验上更敏感，情绪洞察力比男生强有关。而男

生比女生更易体验希望、高兴、自豪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董妍和俞国良的研究也显示男生的积极学业

情绪要多于女生，而女生的消极学业情绪要多于男生。这提示我们学业情绪对女生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男

生，应该更加关注女生的消极学业情绪[6]。 
公共英语学习中，专科生比本科生更明显的体验希望、高兴、自豪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近几年，

地方应用型大学进行了教学改革，对学习基础较差的专科生来说，公共英语教学内容和难度更加贴切其

实际，而且他们不用像本科生一样被要求参加四六级考试，其公共英语学业压力不大，体验的挫败感少，

自信心较强，因此可能会相信，只要付出了努力，就会有收获，在学习了新的知识点或解答了英语题目

后，就表现出希望、高兴、自豪的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大二学生相比其他两个年级的学生更少体验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可能到了大二，适应期已平稳度

过，学习公共英语时的心烦、无助、厌倦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减少，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定下一些规划，

为了实现规划，逐步找到一些应对方法。大一学生最明显的体验到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其次是大三和

大二学生，与徐淑燕对不同年级学生英语学业情绪发展轨迹的研究类似，这可能与适应不良和学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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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比较有意思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大一学生比其他两个年级的学生更明显地体验到积极高唤醒学业

情绪。表明地方应用型大一学生英语学业情绪体验较为复杂，一方面学习英语时虽“希望、高兴、自豪”

感很强，另一方面又容易“恼火、羞愧、焦虑”，大一学生学习公共英语的情绪存在两极性。大一阶段

是愉悦情绪转折的关键期，多种情绪容易发生转换。这对英语教育教学的启示在于，英语教育或教学者

应了解青少年英语学业情绪的复杂性特点，及时调整教育方案或教学策略，以促进青少年英语学业情绪

的良性发展，进而改进英语学业质量。应及时做好大一学生英语愉悦情绪的调节[7]，有的学校做了有益

的课堂教学改革尝试，比如武汉理工大学彭汉良副教授，将英语歌曲传唱引入课堂，吸引了大批学生参

与，激发了英语学习的愉悦情绪，学习热情高涨，状态由消极逐步转向积极，收到良好效果。从学业情

绪的控制价值理论观点来看，英语学业情绪可能受到青少年主观控制和价值的影响[8]，主观控制正向预

测积极学业情绪而负向预测消极学业情绪，提高青少年控制价值能力可能是改善其学业情绪的重要途径

[7]。 

4.3. 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与公共英语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都有相关的研究证实校园氛围与学业情绪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控制–价值理论认为，

环境因素通过主观控制评价和主观价值评价来影响学业情绪，但是这些环境因素并没有被具体化和情境

化。俞国良等人在 Pekrun 的理论基础上指出，学生除了在学习知识、测试考试等学习过程中产生不同的

情绪，在与教师、同学的人际交往时，也会由于感知到的校园内隐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种类的情感，

这些情绪情感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国外研究者 Goetz 等人发现校园环境会影响学生的学

习兴趣，例如班上同学的学习热情程度、学习活动的多样性都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情绪方面的感受和经历

与别人不同。校园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情绪有一定的影响[9]。良好学校氛围可以直接激发积极学业情绪[10]。
李文桃等研究发现，初中学生感知校园氛围的水平越好，积极正向的学业情绪水平就越高[11]。当学生体

会到校园氛围越差，其焦虑、抑郁、网络游戏成瘾等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就越高[12]。夏洋等探究了英语专

业课堂环境因素对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和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分别有何影响，结果表明，教师反馈、学

生自主性、师生关系和教材认知质量对消极高唤醒情绪产生负向影响，学生间竞争对消极高唤醒情绪产

生正向影响；教师期望、学生自主性、学生间竞争、师生关系、教材认知质量、教师教学安排和教师反

馈都对消极低唤醒情绪产生负向影响。英语教师应认识到课堂环境因素对学生学业情绪的重要影响作用，

采取适当方法对课堂环境因素进行干预，以调节学生的学业情绪，提升教学效果[13]。 
本研究表明，校园氛围与公共英语学业情绪之间整体显著正相关。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的人际

关系校园氛围正向预测消极低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负向预测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良好的教学环境如浓厚的班级气氛、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加强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14]，在大学，人际关

系是一把双刃剑，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主观感知良好，能在他们学习公共英语时，有利于形成平静、放

松、满足、希望、高兴、自豪积极学业情绪，但同时会对他人主观“期望越来越高”，造成心烦、无助、

厌倦。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感知不良，会引起他们体验恼火、羞愧、焦虑消极学业情绪。Z 时代的大学

生人际关系构建和维持对地方应用型大学校园氛围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学氛围、就业措施校园氛围负向预测消极低唤醒，正向预测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感知到的教学氛围越积极，学校就业、创新创业氛围越浓，对于他们学习公共英语时平静、放松、满足、

希望、高兴、自豪学业情绪形成越有利，否则就会体验到心烦、无助、厌倦消极情绪，这提示学校应增

强教学吸引力，大力实施“金课”建设，淘汰“水课”，加强“三风”建设，形成良好的校园生态，学

校应加强就业、创业方面的规划和指导，将公共英语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效融入就业创业教育，

教学、考核过程中严格把关，让学生从入学就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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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发展负向预测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正向预测积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学业情

绪。说明地方应用型大学生感知到多元发展，将有助于其在公共英语学习中形成积极的学业情绪，有利

于英语课程的学习。这提示地方应用型大学要设法减轻学业负担，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到文娱、

体育项目、社团等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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