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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语愉悦情绪是指学生在学习外语时感受到的乐趣，是一种高唤醒的积极学业情绪，可划分为外语学习

愉悦、教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三维度。本研究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基于拓展–建构理论，以《英

语课堂愉悦量表》为研究工具，对重庆地区不同中学的240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显示：1) 初中

生外语愉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教师支持对外语愉悦情绪影响最大。2) 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学习

成绩显著正相关，与性别差异不显著。为此，教师应打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开展丰富多样的英语学

习活动，强化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与外部学习动机，共同提升学生的外语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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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refers to the pleasure students feel whe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t is a kind of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with high arousal,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
sions: pleasur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leasure in teacher support and pleasure in peer sup-
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based on the extended-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reading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akes the Eng-
lish classroom enjoyment scale as the main research tools to investigate 240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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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middle school is generally at a high level, and teacher suppor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
tion with gender.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rry out a variety of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motiv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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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Teacher Support, Peer Support,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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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在面对客观事物时会产生主观态度，也就是情绪。情绪变化除了会对人的言行举止产生决定性影

响外，还会左右人的认知方式与认知过程[1]。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情绪，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所

产生的情绪称之为学业情绪。学业情绪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分。积极情绪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专注

程度，拓展学生在外语学习的视野，并有助于缓解其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长久以来，我国二语习

得领域对情绪的研究多是关注焦虑，自积极心理学进入二语习得领域以来，积极心理学开始受到了二语

学习者的关注，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愉悦情绪与英语学习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且有待

深入，甚至很少把二者相结合研究。 
在初中教育中，英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英语教学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从当前现状来看，学生的英

语基础普遍较差，存在学习兴趣低，缺乏自信，抵触英语等问题。学生的英语成绩除了与智力因素有关

外，如记忆力、思维能力、注意力等，还会受到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学业情

绪，处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学习状态是显著不同的。控制价值理论认为情绪会影响个体的学习兴

趣，积极的高唤醒情绪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内部和外部动机[2]。学生在课堂上保持积极的情绪，除了能够

避免走神，提高思维速度外，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帮助学生找到学习动力，并在后续的英语学

习中拿出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实现良性循环。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愉悦是学习者最常体验到的积极情

绪[3]。这也说明愉悦情绪无疑是英语学习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积极情绪之一。 
本研究在拓展–建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帮助教师能清楚地了解初中生外语愉悦情

绪的现状、影响初中生英语课堂愉悦情绪的因素、外语愉悦情绪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改进教

学环节，提高教学能力，关注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以提升学生的英语课堂愉悦情绪，进而提高其英语

学习成绩。 

2. 愉悦情绪 

随着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外语愉悦等正性情绪也逐渐引起了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外语愉悦最初是由愉悦一词发展而来，Csikszentmihalyi 认为愉悦与快乐是有所区别的。

愉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情感，指的是从捕捉挑战和感知能力的相互作用维度中反映了人类在面对

困难任务时成功的动力；当人们不仅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超越需求，完成一些新的甚至意想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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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时的一种幸福感[4]。而快乐只是当发生了令人喜欢的事情时所产生的简单的感觉。具体到外语学习中，

Dewaele & MacIntyre 首先对外语愉悦进行界定，外语愉悦是指学生在学习外语时感受到的乐趣，认为外

语愉悦能够激发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潜能，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习者提供一个安心的学习氛围，促

使学习者提高专注力与思辨能力，并减轻消极情绪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5]。基于此，国内学者对外语

愉悦也做了进一步界定。我国学者则以外语愉悦的学习情境为背景，将其定义为“在外语学习情境或过

程中感知到的一种类特征愉悦”[6]。同时基于我国的语境下，翻译并修订了英语课堂愉悦量表(ECES)，
探讨出外语愉悦可划分为外语学习愉悦、教师支持愉悦、同伴支持愉悦三个维度。也有学者从外语教师

的角度出发，并以国内英语课堂环境为主要视角，提出外语愉悦是学生在外语课堂中感受到情感支持后

所产生的幸福感[7]。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 Dewaele & MacIntyre 对外语愉悦的界定为基础展开研究，即外语愉悦是学生在

学习外语时感受到的乐趣，能够激发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潜能，促使学生能够克服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最终体会到外语学习的快乐。它可以划分为外语学习愉悦、教师支持愉悦和同伴支持愉悦等三

个维度。 

3. 理论基础 

拓展–建构理论是由积极心理学家 Fredrickson 提出的重要理论。她明确了积极情绪的形式和功能和

消极情绪是截然不同的。该理论指出，积极情绪能够扩宽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为未来建立从智力和身

体资源到心理和社会的资源，以促进个体长期的发展[8]。从 Fredrickson 理论的研究不难看出，将积极情

绪纳入二语习得领域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帮助消除消极情绪的不良影响。积极情绪可以通过提高学习

者在语言课堂上对事物的专注能力来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这对语言学习非常有益。同时，积极的情绪

可以帮助克服消极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因为在语言学习中，情绪不好的学习者通常倾向于缩小他们的

注意力，最终使目标语言的吸收受到限制[9]。因此，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积极情绪扮演着很重要的角

色，教育工作者应该把激发和发展学生的积极情绪作为自己的职业使命。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随机选取了重庆市初中年段 240 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主要探索回答以下问题： 
1) 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现状如何？ 
2) 外语愉悦情绪与英语学习成绩的关系如何？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重庆市初中年段 240 名学生为调查研究对象。实际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 240 份，其中有

效问卷 219 份，无效问卷 21 份。如表 1 所示，被试中男生 94 人，女生 125 人。英语成绩 90 分以下的有

77 人，英语成绩 91~120 分有 54 人，英语成绩 120 分以上的有 88 人。由此可见，调查对象整体的英语

成绩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Table 1.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survey objec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94 42.90% 

 女 125 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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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英语成绩 90 分以下 77 35.20% 

 91~120 分 54 24.70% 

 121~150 分 88 40.20% 

4.3. 研究方法 

4.3.1. 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的整理，对研究的理论、观点等进行了整理，从而掌握了该领域研究

的最新动态。与现有的有关英语课堂愉悦量表相结合，对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和核心概念进行了阐述，并

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4.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选取 240 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初中生进行外语愉悦

情绪的现状分析。使用 SPSS27.0 进行数据分析，探究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的现状。 

4.4. 研究工具 

英语课堂愉悦量表 
1) 量表内容 
本研究采用的是由 Jin & Zhang 翻译、修订的英语课堂愉悦量表(详见附录)。此量表包含外语学习愉

悦、教师支持愉悦、同伴支持愉悦三个维度，共 16 道题目。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每小题分别

有 5 个选项(“1 = 完全不符合”、“2 = 比较不符合”、“3 = 不清楚”、“4 = 比较符合”、“5 = 完
全符合”)，要求学生勾选与实际相符的选项。该量表的各组成部分由表 2 所示。 

 
Table 2. Each dimension component of English classroom pleasure 
表 2. 英语课堂愉悦各维度组成部分 

维度 题项 

英语学习愉悦 9 项：1、2、3、4、5、6、7、8、9 

教师支持愉悦 3 项：11、12、13 

同伴支持愉悦 4 项：10、14、15、16 

 
2) 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通常被作为测试信度的判断指标。一般而言，系数越大，问卷的信度越高。若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高于 0.8，说明问卷的信度非常可靠；若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在 0.7~0.8 之间，说明

信度较好；若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在 0.6~0.7 之间，说明问卷信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若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小于 0.6，说明问卷信度较差，不能用于测试。 

 
Table 3.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of English classroom pleasure scale 
表 3. 英语课堂愉悦量表信度检验结果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样本数 

0.832 0.831 16 21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66


周珂羽 
 

 

DOI: 10.12677/ae.2024.144566 637 教育进展 
 

由表 3 可知，问卷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832，说明该问卷信度非常可靠，可以作为正式的调查研

究。 
3) 效度检验 
效度是衡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能准确反映评价目的和要求。效度越高，表明测量结果越能反映被测

量的特征。否则，效度越低。KMO 统计量取值在 0 到 1 之间。KMO 值越接近 1，说明问卷效度越高。

当 KMO 大于 0.8 时表明问卷效度高；当 KMO 在 0.7~0.8 说明问卷的效度较高；当 KMO 在 0.6~0.7 之间，

说明问卷效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问卷 KMO 小于 0.6 说明问卷效度不佳，不能用于测试。 
如表 4 所示，本问卷的 KMO 值为 0.812，证明问卷效度高。显著性值为<0.001，表明变量之间存在

显著关系。 
 

Table 4.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English classroom pleasure scale 
表 4. 英语课堂愉悦量表效度检验结果 

外语愉悦总体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1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94.800 

  自由度 120 

  显著性 <0.001 

 
综合来看，本研究的问卷信度和效度均满足要求。因此本次研究使用的英语课堂愉悦量表是合理的。 

4.5. 研究过程 

4.5.1. 理论学习阶段 
在研究初期，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外语愉悦的相关文献进行学习，为此次调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此外，通过查找相关量表，以便开展后续的研究。 

4.5.2. 数据收集阶段 
笔者随机选取重庆市初中学段 240 名学生进行调查，利用班会课时间发放英语课堂愉悦量表。在宣

读完量表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后，示意学生开始填写并且填写完毕后当场上交量表。在此次正式调查中共

收回问卷 24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9 份。 

4.5.3. 比较分析阶段 
笔者使用 SPSS.27.0 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首先对英语课堂愉悦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

分析；其次对初中生外语愉悦总体以及英语学习愉悦感、教师支持愉悦感、同伴支持愉悦感三维度进行

描述性分析；最后通过 Pearson 分析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学习成绩、性别之间的相关性。 

5. 研究结果 

5.1. 初中生外语愉悦的统计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初中学生外语愉悦情绪的情况，本研究将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 
根据 Oxford & Burry-Stock 对李克特五级制量表的划分标准可知，均值在(2.5, 3.4)之间为中频使用，

在(3.4, 5)之间则为高频使用[10]。如表 5 所示，外语愉悦总体的均值为 3.992，由此可知初中学生的外语

愉悦情绪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教师支持愉悦感维度的均值为 4.528，同伴支持愉悦感维度的均值为 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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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都大于 4，均处于较高水平，由此也说明学生的外语愉悦情绪主要会受到教师和同伴的影响。而英

语学习愉悦感维度这一维度的均值为 3.688，均值相对于其它两个维度最低，说明学生在英语学习愉悦体

验感较差。因此，教师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愉悦感。 
 

Table 5. Foreign language pleasur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 5. 外语愉悦描述统计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外语愉悦总体 219 2.25 4.94 3.992 0.551 

英语学习愉悦感 219 1.56 5 3.688 0.791 

教师支持愉悦感 219 1.00 5 4.528 0.641 

同伴支持愉悦感 219 1.25 5 4.276 0.715 

有效个案数(成列) 219 — — — — 

5.2. 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英语成绩 

根据表 6 可知，外语愉悦与英语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0.479** (p < 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

当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愉悦时，会对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他们更有可能使用多种学习策略，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使学习成绩提高。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reign language pleasur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表 6. 外语愉悦和学习成绩的 Pearson 相关分析表 

  外语愉悦 英语成绩 

外语愉悦 皮尔逊相关性 1 0.479** 

 显著性(双尾)  <0.001 

 个案数 219 219 

英语成绩 皮尔逊相关性 0.479** 1 

 显著性(双尾) <0.001  

 个案数 219 219 

**在 0.01 级别(双尾)。 

5.3. 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性别 

根据表 7 可知，外语愉悦与性别的相关系数为 0.039 (p = 0.565)，相关度不明显甚至不相关。因此，

性别的不同是无法影响到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的高低。 
 

Table 7.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reign language pleasure and gender 
表 7. 外语愉悦和性别的 Pearson 相关分析表 

  外语愉悦 性别 

外语愉悦 皮尔逊相关性 1 0.039 

 显著性(双尾)  0.565 

 个案数 219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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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别 皮尔逊相关性 0.039 1 

 显著性(双尾) 0.565  

 个案数 219 219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6.1.1. 外语愉悦总体情况 
根据以上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可知，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均值为 3.992。与

Dewaele & MacIntyre 调查的国际样本平均值(3.82)相比，本研究的平均愉悦水平较高。也许学生在英语课

堂上的愉悦程度与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模式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不同地区的愉悦值也不一样。

本研究中初中生的课堂愉悦情绪水平高于 Li & Jiang 等关于中国高中生英语课堂愉悦的平均值(3.12) [11]。
首先，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样本较少，且研究对象的英语基础相对较好；其次，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初

中生，和高中生相比学业压力相对较小，外语愉悦情绪水平也就较高。因此，不同的研究对象得出的研

究结果也会不一样，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仅适用于初中阶段。 
在外语愉悦的分维度上，教师支持愉悦感和同伴支持愉悦感的均值较高，分别为 4.528 和 4.276；英

语学习愉悦感最低，均值为 3.688。由此可见，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受到教师和同伴的影响较大，其中最

容易受到教师的影响。因此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都能够较好的帮助学生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根据拓展

—建构理论，积极情绪促使学生主动拓展学习资源，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教师支持能够拉近

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活跃课堂氛围，有助于学生产生愉悦、兴趣、希望、放松等正性情绪。同时，友好

的同伴关系所创造出的愉悦的学习氛围也可以使学生在外语课堂上的交际意愿更强[12]。 

6.1.2. 外语愉悦与学习成绩 
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学习成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3] [14]。首先，

根据拓展–建构理论，积极学业情绪能够拓展学习者的瞬时“思维–行动”能力。当学习者感到学习是

愉快的时，他们的思维视野会被拓宽，他们更有可能使用多种学习策略，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使学习成

绩提高。其次，外语愉悦能给学习者带来长久的积极影响。尽管积极情绪具有瞬时性，但其对个人的价

值绝非仅仅带来短暂的愉悦感受。积极情绪能够在点滴积累中逐渐拓展、构建形成个人恒久的积极特质，

因此对个人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15]。最后，外语愉悦与学习成绩之间会相互影响。外语成绩的提高会进

一步激发外语愉悦感，形成“外语愉悦感–认知提高–应变能力加强–成绩更好”的良性循环[16] [17]。 

6.1.3. 外语愉悦与性别差异 
根据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可知，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性别差异相关程度不明显甚至不相关。但

Dewaele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外语学习中更易体会到愉悦[18]。可能因为中国学生接触外语学习较

早，在小学甚至学前教育阶段就已经接触到外语的学习，进入初中阶段能够良好地适应。并且通过以上

问卷数据结果可知，初中生外语愉悦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和同伴的影响较大，因此性别差异并没有成为

影响初中生外语愉悦的显著性因素。 

6.2. 研究启示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外语愉悦情绪处于偏高水平，其中教师支持愉悦最高，同伴支持愉悦次之，

英语学习愉悦最低。因此，教师在关注到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对学生外语愉悦度的影响下，也要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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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措施提升学生的学习愉悦感。 
第一，打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支持。学习成效既属于能力范畴，也属于情

感领域。他人与自己的学习期待是否存在着一致性，会影响到学生学习目标的确定和努力的程度。由此

可见，教师的支持对学生学习英语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对学生满怀期待，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希望、

激励，它能增强学生的自信，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加倍努力。因此，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

要多使用鼓励性的反馈语，尽量避免使用使学生丧失自信心的语言。特别对于后进生，教师更应该给予

关爱和肯定。 
第二，开展丰富多样的英语学习活动，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1) 举办英语角、英语社团活动

等促进学生的交流与合作。2) 组织英语学科知识竞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在趣味竞争中学到更

多知识。3) 建立“一带一”学习模式，让成绩优秀的学生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使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

互帮互助，一起学习与进步，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 
第三，强化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与外部学习动机，共同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愉悦感。1) 建立主体多元、

方式多样的评价与反馈体系。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强调要注重“教–学–评”一体化设计，

坚持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成为各类评价活动的设计者、参与者和合

作者。教师不再是学生学习表现的唯一评价者，学生也应该参与到自己的学习评价过程中。教师在评价

过程中要多给予学生积极的评价与肯定，加强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动机。2) 提升课堂教

学能力，创新课堂组织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讲授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新时代的学生。作为

教师，要与时俱进，立足新常态，勇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把新颖、有趣的课堂活

动引入到课堂之中，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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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英语课堂愉悦量表 

亲爱的同学： 
您好！这是一份关于初中生英语课堂愉悦情况的调查问卷。本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基

本信息，第二部分为调查问卷。本问卷只用于学术研究，不会对您的成绩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无需有所

顾虑，我们会对您的回答严格保密。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一、基本信息 
1、性别：A. 男       B. 女 
2、学习成绩：A. 90 分及以下    B. 91~120 分    C. 121~150 分 
二、调查问卷 
答题说明：请同学们基于英语学习真实经历如实填写以下题目。在下面的选项中，1 = 完全不符合，

2 = 比较不符合，3 = 有点符合，4 = 比较符合，5 = 完全符合。请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应的选项中画“√”
号。 

 

题目 完全 
不符合 

比较 
不符合 

有点 
符合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英语课堂上，我思维敏捷。 1 2 3 4 5 

2、在英语课堂上，我不觉得无聊。 1 2 3 4 5 

3、我喜欢英语课。 1 2 3 4 5 

4、英语课上，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1 2 3 4 5 

5、相比之前，现在的我可以更好地用英语表达自己。 1 2 3 4 5 

6、我是英语课堂的重要成员。 1 2 3 4 5 

7、我在英语课上学到了有趣的东西。 1 2 3 4 5 

8、课堂上，我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1 2 3 4 5 

9、英语课堂妙趣横生。 1 2 3 4 5 

10、同学们友善。 1 2 3 4 5 

11、老师们挺激励士气的。 1 2 3 4 5 

12、老师和蔼可亲。 1 2 3 4 5 

13、老师乐于提供情感或其它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1 2 3 4 5 

14、课堂上，同学之间关系紧密。 1 2 3 4 5 

15、同学们有共同的谈资，比如一些常讲的笑话。 1 2 3 4 5 

16、课堂上，同学们有很多欢笑。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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