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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外语课堂焦虑量表以及访谈的方式对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低年级非英语专业的665位学生的

课堂焦虑情绪以及学习效果相关性研究调查。通过量表和访谈数据分析发现：被试者的沟通恐惧的分值

最大，考试恐惧的分值最小；学习效果与三个维度之间皆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考试恐惧与成绩之间呈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预测变量中三个变量，即“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

试恐惧”均对四级成绩具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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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assroom anxiety and the learning effect of 665 
non-English majors in the lower grade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y 
means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and intervie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cale 
and interview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have the highest score for communication fear and 
the lowest score for exam fear.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st fear and grad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of the predictive variables, namely “fear of negative evalua-
tion”, “fear of communication” and “fear of examination”, all had predictive effects on CET-4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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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英专学生选择学习英语。然而，许多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会面临焦虑状况。

对于非英专学生而言，英语学习并不是他们的主修领域，更容易导致学习焦虑的产生。本篇研究文献综

述将重点关注非英专生英语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证实了外语学习焦虑水平与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常悦，

2023；林颖，2022)  [1]，且外语学习焦虑会影响学生多方面的英语学习状况，如学生的口语能力(曹念念

2022；廖治敏，2016)  [2]  [3]、听力能力(牛原，2022；付颖等，2022)  [4]  [5]  [6]  [7]、写作能力等(陈友珠，

2021)  [8]。他们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和调查量表等方式收集了学生的相关数据，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

具体的拓展研讨方向。 
而焦虑感作为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情感因素的主要原因(Oxford, 1999)  [9]，一直以来都受到了教育工

作者和学生的广泛重视。研究者们从焦虑状况的成因入手开展研究，并通过具体成因来设计详细的解决

策略(戴婵婵，2016  [10]；高芳等，2015  [11]；袁芳，2015  [12]；张晓君，2010  [13])。通过不同角度的探

讨，研究者们逐渐完善了相关研究的方法和维度。 
然而，尽管已有较多的研究探索了非英专生英语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

需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上，缺乏对其他学段或社会群体中非英专生的研

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宽样本范围，考虑到不同年龄、教育水平和背景的学习者。其次，跨文化比较的

研究较少，尚未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非英专生英语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

关注如何通过特定的干预措施减轻学习焦虑，提高非英专生的学习效果。例如，探讨心理辅导、认知重

构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非英专生英语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仍存在一些未被充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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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研究领域。通过多元化的样本、跨文化比较和干预措施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非英专生英语

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以上文献综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非英专学生学习焦虑对学习效果的

影响，并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采用随机抽样的策略，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校内部发放问卷，进行抽样调查。选取大一

(390 人)、大二(275 人)的非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有 665 人参与了本次研究，其中包括女生 229
人，男生 436 人。 

2.2.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 非英专学生英语学习焦虑体验及学习效果的总体特征如何？ 
(2) 非英专学生焦虑体验与学习效果是否显著有显著相关性？ 
(3) 哪些焦虑因素能显著预测非英专学生英语学习效果？ 

2.3. 研究工具 

(1) 问卷 
问卷不需要参与者在研究前的做太多准备，是一种方便、有效的研究方法，用于收集调查信息，提

供数据。问卷调查测量了两个问题：关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对于英语课堂学习的焦虑情绪问题和非英语

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问题(重点以四级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问卷基于外语课堂焦虑量

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改编制成，该量表曾经被广泛应用于外语课堂的焦虑情绪研

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从该量表中选取了 32 个陈述，涉及到三个因素：沟通恐惧、考试焦虑和对负面

评价的恐惧，并将该量表中题干中的“外语课堂”更改为“英语课堂”，即“英语课堂焦虑等级量

表”(ELCAS)，便于测量学生在大学生英语课堂上的学习焦虑水平。该量表共包含 32 个题项，5 点李克

特评分——“强烈赞同”5 分，“赞同”4 分，“及不赞同也不反对”3 分，“反对”2 分，和“强烈反

对”1 分，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量表共分为三个因子：沟通恐惧(Q1, 3, 12, 13, 14, 17, 27)；考试焦虑(Q4, 
5, 6, 8, 10, 16, 21, 22, 25, 26, 28, 29, 30)；对负面评价的恐惧(Q2, 7, 11, 15, 19, 20, 23, 24, 31, 32)。被试背景

包括性别(男生 65.56%、女生 34.44%)、年级(大一 58.65%、大二 41.35%)、专业(理学 14.59%、工学 75.19%、

文科 10.23%)。 
学习水平的测量主要采用被测的首次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 访谈 
访谈不仅能够使被试回答问题，还具有一定的灵活程度。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探究非英语本科

生的英语课堂焦虑感受问题。为回答研究问题中“非英专学生焦虑体验与学习效果是否显著有显著相关

性”，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提出问题例如：你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有感到过焦虑吗？你的焦虑通过什么表

现出来？ 
你觉得你的焦虑感对于学习成绩有影响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2.4. 研究步骤 

根据外语课堂焦虑量表改编制成问卷，在问卷发放前找到了 5 位同学进行问卷前测，收集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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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了相关修改例如删减部分重复问题、适当修改题干，使其更符合当代中国大学课堂的教学场景

和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保证预读问题不会影响后续回答，参与了问卷前测的被试没有参与修改后的试

测工作。对问卷进行二次修改后，于 5 月 4 日通过电子版形式进行大规模发放，所有填写问卷的同学均

为自愿参与，并且独立填写。最终于 5 月 15 日获得了 665 份问卷(男生 436 份，女生 229 份)。收集后的

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量化分析。笔者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1) 描述性统计旨在呈现不同维度英语

焦虑的特征，并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四级成绩是否会在不同性别上有显著性差异；(2) 皮尔逊相关分析

旨在分析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试恐惧是否与学习成绩之间有相关性；(3)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旨在探讨焦虑因子能否显著预测四级成绩，如果能，具体是哪些焦虑因子。 

3. 结果与讨论 

3.1. 课堂焦虑情况总体特征 

由表 1 可以看出，被试者的总体英语学习焦虑为 3.0048。在四个影响学习成绩的因子中，沟通恐惧

(M = 3.2577)的分值最大，考试恐惧(M = 2.6271)的分值最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表 1. 英语学习焦虑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N 平均值 标准差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665 3.1290 1.03622 

沟通恐惧 665 3.2577 0.51053 

考试恐惧 665 2.6271 0.98254 

总体焦虑 665 3.0048 0.84340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分析具体问题对被试者的影响，笔者将问卷中的 12 个具体问题按照均值进行了

排名，从而更直观地分析三个维度下被试者的焦虑状况，见表 2。 
 
Table 2. The specific status of English anxiety 
表 2. 英语焦虑的具体状况 

维度 问题陈述 N 平均数 排名 

沟通恐惧 

Q1 快被叫到回答问题时我会感到心跳会很快 665 3.5203 1 

Q2 我在其他同学说英语会感到很拘谨 665 3.3459 4 

Q3 在英语课上主动发言会让我很尴尬 665 3.3248 5 

Q4 我上英语课比我上其他科更加不安 665 2.8256 10 

对负面评价

的恐惧 

Q5 我总感觉其他同学的英语能力比我好 665 3.5188 2 

Q6 在英语课上太紧张以致于知道的东西都忘了 665 2.8436 9 

Q7 我经常感觉不想去上英语课 665 3.4060 3 

Q8 我总担心英语课上会犯错 665 3.3053 6 

Q9 课上没听懂老师会害怕 665 3.1519 7 

考试恐惧 
Q10 我担心英语课不能通过 665 2.8737 8 

Q11 我对一些英语课上小测验感到放松 665 2.38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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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所列出的具体的英语学习焦虑状况可知，Q1 (M = 3.5203)、Q5 (M = 3.5188)、Q7 (M = 3.4060)
的均值较高。根据以上数据及访谈数据，沟通恐惧与对负面评价的恐惧阻碍了英语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

使其对于英语学习更为抵触，增强了学习者的消极心理。 
在访谈中发现，同学们确实对英语学习有着焦虑情绪，分别会在上课前感到对英语课堂的抵触心理、

课上与同学老师之间交流的恐惧心理以及课后对考试的担忧心理，不同的学生对于不同阶段的焦虑程度

有所差异。其中，一部分同学对于沟通恐惧和负面评价的恐惧来源于对自身英语学习掌握能力的怀疑。

最后，同学们都表示对英语学习的焦虑心理会影响他们的英语成绩。 
 

Table 3. Differences in CET-4 scores of different gender subjects 
表 3. 不同性别被试者四级成绩差异 

 男生 (n = 436) 女生 (n = 229) MD t (663) 

四级 
成绩 

M SD M SD 
3.5214 5.434* 

5.7110 2.1896 4.6900 2.5035 

*p < 0.05。  
 

表 3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加过显示，不同性别学生的四级考试成绩有显著差异(t = 5.434, df = 663, p < 
0.05)：男生的四级英语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女生的四级考试成绩(MD = 3.5214)。 

3.2. 课堂焦虑情绪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earning anxie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4. 学习焦虑情绪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四级成绩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沟通恐惧 考试恐惧 

四级成绩 5.3594 2.35133 1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3.129 1.03622 −0.018 1   

沟通恐惧 3.2577 0.51053 −0.046 0.383** 1  

考试恐惧 2.6271 0.98254 −0.074 −0.64** 0.215** 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见表 4，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四级成绩与三个维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较小，证

明学习焦虑与学习成绩有关，焦虑程度越高，学习成绩就越低，通过焦虑情绪可以对学习效果进行一定

程度的预测。其中考试恐惧与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最明显，相关系数为−0.074。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相

关系数为−0.018；沟通恐惧与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 = −0.046。 

3.3. 对学习成绩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焦虑因子及策略因子 

上述相关分析得出，越恐惧负面评价，四级成绩越低；越恐惧英语沟通，四级成绩越低；越恐惧英

语考试，四级成绩越低。为了进一步验证哪些焦虑因子可以显著预测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回答

第三个研究问题，以四级成绩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摘要见表 5、表 6。 
本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满足误差成正态分布以及误差和预测变量不相关的前提假定。强制回归结果

显示，焦虑因子“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试恐惧”对四级成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模型

中的 R2 为 0.014，矫正 R2 为 0.010，说明“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试恐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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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能解释四级成绩 1.4%的变异。三个预测变量中，“考试恐惧”(Beta = −0.341)标准化回归系数位列

第一，这说明学生越恐惧英语考试四级成绩越差。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四级成绩 = −0.213 × 对负面评价

的恐惧 − 0.187 × 沟通恐惧 − 0.341 × 考试恐惧。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我们发现，“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试恐惧”都能显著地影响学

生的四级成绩。越恐惧负面评价、恐惧沟通、恐惧考试，四级成绩就越低。 
 
Table 5.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relation matrix (n = 665) 
表 5. 变量描述统计量及关系矩阵(n = 665) 

 变量 描述统计量 相关矩阵 

因变量 四级成绩 
M SD 1 2 3 

5.36 2.35 −0.18* −0.64* −0.74* 

自变量 

1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3.12 1.03  0.383* −0.64* 

2 沟通恐惧 3.26 0.51   −0.215* 

3 考试恐惧 2.63 0.98    

*呈显著性。 
 

Table 6. Summary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n = 665) 
表 6.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摘要表(n = 665) 

变量 R R2 调整后 R2 F 
(3661) Beta T 

(661) Tolerance VIF 

因变量 四级成绩 0.119 0.014 0.010 3.142*     

自变量 

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0.213 −1.766 0.527 1.896 

沟通恐惧     −0.187 −0.969 0.852 1.174 

考试恐惧     −0.341 −2.830 0.589 1.697 

*呈显著性。 

4. 研究结论与对教学的启示 

综合上述数据及分析结果，本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学习焦虑，总体上，外语学习焦虑程度越高，

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越大，学习成绩越差。而低焦虑情绪基本不会对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外语学习焦虑与非英专学生英语学习效果呈负相关关系。被试者的考试恐惧的分值最大，对

负面评价恐惧的分值最小。考试焦虑是由考试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越大，考试恐惧的程度越

高，而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与考试结果有一定的预知，对考试的焦虑程度就会偏低。沟通恐惧影响和

制约着学生语言交流能力的提高，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在学习中，沟通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在实践

中学生难免会产生各种焦虑情绪。 

第三，“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沟通恐惧”、“考试恐惧”均对四级成绩具有预测作用。三种因

素都能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从而影响非英专生的英语学习效果。当学生被恐惧支配时，会被各种不利于

学习的心理所影响，出现心理问题，降低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从而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 

基于以上发现，笔者建议： 

首先，学生应合理对待来自他人负面评价。学生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心理会是直接影响四级成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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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人应调整自身的情绪，正确认识负面评价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可以进一步改善的方向，从而减弱甚

至消除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心理，使其成为学习的正向引导。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尽可能克服沟通恐惧。学生应反思沟通恐惧的来源，从而通过学习提

高自身的口语能力以及提高与他人交流的频率，使沟通恐惧转化为沟通自信，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语感

和兴趣。 

再次，学生应正确反思考试恐惧。考试恐惧作为直接影响四级成绩的最大因子，其产生的考试心理

障碍和临场干扰是学生值得注意的问题。考试恐惧的产生对于每一个客体都有截然不同的主观因素，因

此应针对个人学习情况对其进行改善和调节。 

总之，学生应对自己在三个方向的恐惧心理和情绪的缘由和程度进行合理判断，并应对自己的英语

水平有正确的认知，从而针对其中进行提高和改善，从而提高自信，改善学习情绪，减弱恐惧心理，从

而提高成绩。 

5. 结语 

本研究用量表以及访谈的方法调查了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非英专学生的英语课堂焦虑总体特征、课堂

焦虑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以及对学习成绩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焦虑因子及策略因子。课堂焦虑情绪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情绪，会对学习效果产生负面效果，导致学生的学习成绩

下滑。通过本研究，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正式课堂焦虑情绪，创造良好、轻松的课堂氛围，帮助学生们建

立自信，重视学生对于英语沟通的恐惧，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外语交流，降低学生们的课堂焦虑情绪，增

强课堂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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