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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51名大学日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以及“日语学习兴趣是否

下降”的问题研究了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学习兴趣下降较多的学生通常课堂焦虑得分较高，但也有

学生认为自己兴趣没有减退却焦虑得分高于减退的学生。本研究还发现交际焦虑、测验焦虑、课程指向

焦虑跟兴趣减退的关系最为紧密，而性别可能跟课堂焦虑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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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51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Japanes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uses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a decrea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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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in Japanese learning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tud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learning interest usually have higher classroom anxie-
ty scores, but there are also students who believe their interest has not decreased but their anxie-
ty scor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 decreased interest.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communication 
anxiety, test anxiety, and course orientation anxiety ar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est decline, 
while gender may not have a significant relation with classroom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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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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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动机是影响外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外研究颇多。Gardner (1985)从社会心理学的

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二语学习动机应包括：学习目标、学习的努力程度、实现目标的愿望和学习态度

这四个方面[1]。我国学习动机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主要从心理学视角阐释学习动机[2]。李炯

英，刘鹏辉(2015)对我国 18 种外语类期刊 2004~2013 年刊登的外语学习动机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共找

到了 91 篇相关论文[3]。而有关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研究中，Williams & Burden (1997)指出影响学习

动机的因素有兴趣、自我概念、自信心、学习环境等[4]。本研究主要研究学习兴趣减退与课堂焦虑的

相关性。 
课堂焦虑也是影响外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Horwitz (1986)设计了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

并在美国 Texas 大学的 75 名学生中进行了试用得到了较好的结果[5]，自此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王

才康(2003) [6]，王珍(2017) [7]，刘珍等(2012) [8]等。 
如上所述，学习动机和课堂焦虑国内外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学习兴趣与课堂焦虑相关性方面的研究

较少，特别是日语学习动机与焦虑相关性的研究，笔者目前只发现一篇赵冬茜，谢燕(2013) [9]。而日语

学习动机减退与课堂焦虑相关的研究就笔者所考察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笔者所在学校日语系大三学生共 59 名同学为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调查，调查共 35 题，

第一题填入性别，2~34 题采用 Horwitz (1986)编制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由笔者翻译成中文，将

表中的外语改成日语并修改了部分表达以消除歧义[5]。选项采用了从“强烈赞成”(5 分)到“强烈反对”(1
分)的 Likert 五级量表形式。反向题则得分相反，最后计算出课堂焦虑的分数。通过该分数与第 35 题“比

起基础日语阶段日语学习兴趣是否减退”的相关性分析来研究日语学习兴趣与课堂焦虑的相关性。 

3. 调查结果的信度与效度 

本次调查共回收到 51 份有效答卷，男学生 10 人，女学生 41 人。首先使用问卷星自带的在线 SPSS
分析软件分析本次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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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onbach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1. Cronbach 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33 51 0.743 

 
从表 1 可以看出信度系数值为 0.743，大于 0.7，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良好。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725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65.479 

df 528 

p 值 0.000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表 2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725，介于 0.7~0.8 之间，

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度较好)，对应 p 值小于 0.05，通过了 Bartlett 检验。因此可以认

为本研究的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分析研究。 

4. 结果讨论 

首先研究课堂焦虑与学习动机减退之间的相关性。通过 excle 软件计算出课堂焦虑得分，并统计学习

兴趣是否减退一问中的人数和焦虑得分均分，结果见表 3。 
 
Table 3. Number of people with decreased interest and average score of anxiety for each option 
表 3. 兴趣减退各选项的人数和焦虑均分 

兴趣减退 人数 焦虑均分 

1) 强烈赞成 4 136.75 

2) 赞成 20 114.95 

3) 不赞成不反对 20 106.9 

4) 反对 5 87.2 

5) 强烈反对 2 102.5 

 
从表 3 可以看出，1~4 范围内，兴趣减退越明显，焦虑得分越高，符合直观想象，但强烈反对兴趣

减退的焦虑得分却高于反对的得分，这让人比较意外。考虑到人数只有两人，可能是特殊情况，也可能

是学习兴趣高涨与学习情况的不匹配从而造成了更大的焦虑。在焦虑得分上，出现了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见表 4。 
从表 4 可以发现，本研究的焦虑均分高于之前的研究。目的语言为日语的高于其他语言，且学习年

限较长的反而焦虑分数较高，这与王才康(2003, p. 283)提到的外语学习经历更长时焦虑更低不一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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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mparison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ores 
表 4. 外语课堂焦虑得分比较 

样本对象 样本数量 目的语言 学习年限 焦虑均分 焦虑跨距 来源 

中国本科生 51 日语 3 110.29 58~149 本研究 

中国本科生 330 英语 约 6 90.81 37~146 张家强(2017) 

中国本科生 67 日语 约 1.5 99.63 54~134 陈梦洁等(2018) 

中国本科生 418 英语 至少 7 83.88 未提及 王才康(2003) 

美国本科生 96 日语 1 96.7 47~146 Aida (1994) 

美国本科生 108 西班牙语 1 94.5 45~147 Horwitz 等(1986) 

 
考虑其原因，一可能是日语存在越学越难的现象，金中(1994)提到日语越学越难，并整理总结了日语

学习的 5 个难点[10]。从笔者自身的教学经历来说，日语中的特殊音节发音、整个语法体系特别是敬语部

分与近义辨析部分、中日同形异义词等都是教学中的难点。二可能是因为样本数量较少，这次调查对象

本身焦虑水平较高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笔者也计算了男女学生的焦虑均分，结果为男学生 105.9，女学生 111.5。女同学显著高于男

同学，这与王才康(2003)的结果—男大学生在 FLCAS 上的总分上显著高于女大学生—正好相反[6]，与陈

梦洁等(2018)的结果—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日语课堂焦虑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一致[11]。可能的原因

是本次研究女生数量远大于男生，也可能是因为性别对焦虑得分影响不大。 
Horwitz 等(1986)把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内的题目分成三类，即交际焦虑、测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并以

此来研究焦虑成因[5]。本研究参考 Horwitz 等(1986)并结合张家强(2016)，把焦虑类型分成五类，即：交

际焦虑、测试焦虑、负评价焦虑、师生互动焦虑、课程指向焦虑[5] [12]。总结成表 5 并通过问卷星在线

SPSS 分析软件分析它们跟日语学习动机减退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decreased interest in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classroom anxiety (Pearson correlation) 
表 5. 日语学习兴趣减退与课堂焦虑的相关性(Pearson 相关) 

焦虑类型 问卷题项 相关性 

交际焦虑 

09) 日语课上做没有准备的发言时我会感到恐慌 0.573** 

16) 哪怕准备得很充分，上日语还是感到焦虑 0.421** 

14) 和日本人说日语我不会感到紧张 −0.393** 

12) 日语课上我会紧张到忘记自己知道的东西 0.385** 

27) 在日语课上发言讲日语时我会感到紧张和困惑 0.355* 

03) 日语课上老师叫我回答问题时会发抖 0.257 

33) 被老师问到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时我会感到紧张 0.279* 

13) 在日语课上主动发言会使我感到尴尬、害羞。 0.279* 

20) 快被叫到回答问题时我会感到心跳得很厉害 0.185 

32) 和日本人在一起时我应该会感到轻松自在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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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测试焦虑 

21) 日语考试准备得越多越觉得没底 0.484** 

08) 日语课上做小测验时我感到很轻松自在 −0.466** 

10) 我担心日语课不能通过 0.435** 

负评价焦虑 

01) 在日语课上说日语时我觉得很没有信心 0.434** 

23) 我总觉得其他同学的日语讲得比我好 0.344* 

07) 我总觉得其他同学的日语水平比自己好 0.307* 

18) 在日语课上发言时我非常自信 −0.302* 

24) 我在其他同学面前说日语时很自信 −0.252 

02) 我不担心在日语课上犯错 −0.248 

31) 说日语时担心别的同学取笑我 0.235 

师生互动焦虑 

29) 日语老师说的有些词我听不懂就会感到很不安 0.385** 

04) 日语课上没听懂老师用日语说什么会感到害怕 0.368** 

19) 日语老师要纠正我错误时我会非常害怕 0.336* 

25) 日语课的进度很快，我担心跟不上 0.282* 

15) 不理解日语老师纠错内容时会很不自在 0.203 

课程指向焦虑 

17) 经常会不想去上日语课 0.460** 

22) 我觉得课前做好准备没什么压力 −0.386** 

28) 去上日语课的路上我觉得很自信、很放松。 −0.386** 

11) 我不懂为何有些人在日语课上会如此心烦不 −0.340* 

26) 我上日语课比上其它课更紧张和不安 0.315* 

30) 学日语要学那么多规则使人头疼 0.222 

06) 上日语课时会想一些和课堂内容无关的事 0.179 

05) 我觉得多上点日语课也没什么问题 −0.132 

注：相关性后面的*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 0.01，无符号则表示 p 值 ≥ 0.05。负数则表负相关。 
 

表 5 中相关性无符号则表示在 0.05 水平上不具备显著性，即无相关性，相关性系数越大则相关性越

大，本研究取 0.3 为关系紧密。则通过表 5 可以发现，交际焦虑中的 9、14、12、16、27，测试焦虑的全

部，负评价焦虑的 1、23、7、18，师生互动焦虑的 29、4、19，课程指向焦虑的 17、22、28、11、31 跟

学习兴趣减退有相关性(或负相关性)。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 09.日语课上做没有准备的发言时我会感到恐

慌，且共有 5 个题项跟学习兴趣减退具有相关性，这与 Horwitz 等(1986)、张家强(2016)等的研究结论相

一致，这些研究都指出，本科生课堂焦虑主要来源是交际畏惧(发言焦虑) ，尤其是课堂上毫无准备地回

答老师提的问题[12]。 
另外，测试焦虑中所有的题项相关性都超过了 0.4，说明担心考试也是学生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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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负面评价焦虑和师生互动焦虑跟学习兴趣减退的相关性相对较小，原因可能一是学生们更注

重自身学习的感受和成果，二是可能与笔者平时上课跟学生互动时更多地采用鼓励式的方法有关。 

5. 小结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日语学习兴趣下降与课堂焦虑的相关性，发现基本上学习兴趣下降越明显

的，其课堂焦虑得分也越高，但在本次研究中有两名被试认为自己学习兴趣没有下降而课堂焦虑得分却

高于兴趣下降的学生，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到焦虑类型来说，交际焦虑、测试焦虑、课程指向焦

虑与学习兴趣下降有较大的相关性。此外在焦虑得分上，本研究发现女学生焦虑得分要比男学生得分高

很多，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性别跟课堂焦虑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也可能是本研究样

本数量较少的原因，也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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