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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重庆市某中学57名初二学生为样本，旨在探讨初中生外语愉悦情绪与外语课堂交际意愿的关系。

采用量化调查法与质性观察工具，基于拓展–建构理论框架对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语愉悦

情绪与课堂交际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72, p < 0.01)。据此建议教师通过优化课堂互动环境、实施差

异化情感支持策略及设计协作型学习任务，系统性提升学生的认知参与度与交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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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and classroom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TC) among 57 eighth-grade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Wan-
zhou District, Chongqing. Utiliz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quantitative surveys and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tools, the research is grounded in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Results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LE and WTC (r = 0.72, p < 0.01).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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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inding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or educators to enhance students’ cogni-
tive engagement and communicative efficacy, including optimiz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environ-
ments,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emotional support strategies, and desig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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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英语学习者要获取语言知识并发展有意义的交际能力的

要求。交流意愿可以促进英语课堂中的交流参与，也是真正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在影响学生英

语交流意愿的众多因素中，外语愉悦是一个主要因素，它是学习过程中最普遍的积极情绪，是开启语言

学习潜在能力的关键因素。国内学者更倾向于研究情商、教学环境、教学表现、教学活动对交际意愿的

影响。本研究鉴于此，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究初中生的外语愉悦与英语课堂交际意愿，试图探究现

状并厘清外语愉悦与英语课堂交流意愿之间的相关性。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学习者的情感视角为切入点，聚焦于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所产生的愉悦情绪体验，致力

于助力教师更为透彻地洞悉学生的情感状况，进而为教学实践给予指引。其核心在于借助培育学生的愉

悦情绪，来点燃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口语交际的热情，推动学生形成积极主动与他人展开口语交流的倾向，

增强学生在英语口语表达的自信心，提升其口语自主学习与表达的水平。最终实现提高学习成效，增进

学生自信，推动其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2. 文献综述 

2.1. 关键概念定义 

2.1.1. 外语愉悦情绪 
FLE 指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状态，涵盖对学习内容、教师支持及同伴关系的

正向感知[1]。其三维结构包括： 
学习愉悦：对语言知识本身的兴趣与成就感。 
教师支持愉悦：对教师情感反馈与教学方式的认同。 
同学支持愉悦：同伴互动中的归属感与协作体验。 

2.1.2. 交际意愿 
交际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TC)是指二语学习者在特定语境中主动发起或维持目标语交

流的行为倾向，其本质体现为兼具多维性、动态演化特征及情境依赖性的复合型心理构念。二语交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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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形成机制具有双重路径，一方面受制于个体内源性特质(如外向性人格、交际自信)，另一方面受外源

性情境变量(如互动对象身份、话题敏感度、语域复杂度)的显著调节[2]。 

2.2. 研究现状 

2.2.1.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众多学者针对外语愉悦情绪内部因素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指出，情商维度水平越高，外

语愉悦感水平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幸福感涵盖了幸福感和积极态度，而这两者与外语愉悦感密切

相关[3]。此外，通过对 697 名中国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具有中高水平的毅力。该研究

还发现，毅力中的关键要素——坚持不懈，与外语愉悦感呈现出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语言学习意

愿作为一种特定于语言学习的有效认知变量，与外语愉悦感相关，它能够让学习者产生学习和使用外语

的兴趣与欲望[4]。值得注意的是，思维模式虽然未能对二语交际意愿产生直接预测，但经由愉悦、无聊

的多重中介，对二语交际意愿产生了间接影响。这意味着，在课堂上，成长型语言思维学习者可通过感

知语言学习愉悦，进而增强用二语进行交流的意愿。 

2.2.2.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英语学习愉悦，包括不同年龄段的现有水平。在国外不同年龄

段外语学习者的背景下，外语愉悦处于较高水平。德瓦勒使用包含 21 个项目的问卷对来自 11 至 75 岁的

1746 名全球学习者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外语(英语)愉悦水平较高。在对伦敦的 189 名学生进行了一项

伪纵向调查后，发现同一名学生在 12~13 岁和 16~18 岁时外语(法语)愉悦水平较高，而在 14~15 岁时较

低。国外研究认为有两类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外语愉悦感。内部因素包括学习者的年龄、性别、情商、毅

力和语言学习好奇心。外部因素包括教师、同伴和课堂环境。此外，外语愉悦感被发现与学习者的年龄

和性别有关。20 至 40 岁的外语学习者比青少年外语学习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外语愉悦感[5]。这意味着

学习者年龄越大，他们的愉悦感越强。 

2.3. 理论基础 

2.3.1. 拓展–建构理论 
该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具有拓展个体认知和行为能力、构建个人资源的功能。积极情绪能拓宽学生的

思维和行动范围，帮助他们获取新的学习经验，增强应对学习困难的韧性，进而提升学业成绩[6]。在本

研究中，初二学生的外语愉悦情绪可依据此理论拓展其外语学习的认知，促进外语学习。 

2.3.2. 控制–价值理论 
根据控制–价值理论，学业情绪的产生机制可归因于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掌控感知(如对任务难度的

自我评估)与价值内化(如对知识实用性的认同)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7]。积极情绪能激发学习动机，影响

学习兴趣和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在本研究情境下，外语愉悦情绪作为积极情

绪，可通过影响学生的交际意愿来促进外语学习。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致力于通过问卷调查当前初二年龄段学生英语愉悦和课堂英语交际意愿现状，探究二者之间

的关系，为了实现此目标，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① 初二学生外语课堂愉悦情绪现状课堂交际意愿现状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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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初中生在外语学习中的愉悦情绪如何促进其课堂英语交流的积极性？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重庆市万州区某中学初二的 57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初二学生经过一年的英语学习，其外语

愉悦情绪与交际意愿趋于相对稳定状态，便于研究。 

3.3. 研究工具 

3.3.1. 问卷 
本研究运用问卷与课堂观察量表作为研究工具。外语愉悦情绪问卷涵盖 16 个项目，具体划分为英语

学习愉悦感、教师支持愉悦感以及同学支持愉悦感三个维度，评分采用五级量表形式，即从“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具体赋值为：1 表示“完全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既不反对也不

同意”；4 表示“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问卷总分共计 80 分。 

3.3.2. 量表 
英语课堂交际观察量表，分为学生参与度、语言表达能力、交际态度三个维度，观察学生在英语上

的互动交际情况。 

3.4.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取问卷和观察量表为主要研究方法，向万州某中学初二的 57 名学生发放问卷，得到有效问

卷 57 份用于数据分析。运用问卷星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统计。随后，对一节语法课进行观察，从学生参

与度、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态度三方面对学生英语课堂交际进行评估，记录师生互动频次，学生交流情

况，完成观察量表并进行分析。最后，将课堂观察量表与问卷得分综合分析，最终完成论文撰写。 

4. 结果与讨论 

数据分析显示，被试的外语愉悦情绪(FLE)总分呈中等偏上水平(M = 47.6, SD = 8.3)。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教师支持维度的得分(M = 16.2)显著高于同学支持维度(M = 12.1)，F(2, 54) = 5.32，p < 0.01，
效应量 η2 = 0.17，表明教师支持在情感体验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得分分布来看(见表 1)，约 77.19%的学生

集中于 40~59 分区间(40~49 分：40.35%；50~59 分：36.84%)，反映出多数被试在英语课堂中能够感知中

等偏上强度的积极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极端低分段(≤29分)与高分段(≥60分)占比分别为 3.5%和 12.28%，

表明学生群体的 FLE 分布呈现中间聚集、两端离散的态势，印证了其情感状态的普遍稳定性。这一结果

既体现了当前教学策略在激发学生愉悦情绪方面的有效性，亦提示需针对低分段学生(如通过个性化反馈)
与高分段学生(如设计进阶任务)实施差异化干预，以进一步优化情感资源的分配效能。 
 
Table 1. Score distribut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N = 57) 
表 1. 外语愉悦情绪量表得分情况(N = 57) 

学生得分 人数 占比 

≤29 2 3.5% 

30~39 4 7% 

40~49 23 40.35% 

50~59 21 36.84% 

>60 7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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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问卷数据系统揭示了初二 57 名学生外语愉悦情绪(FLE)的结构特征(见表 2)。描述性统计

显示，16 个题项中，约 82.4%的题目呈偏态分布(偏度绝对值 < 1)，表明被试整体情感体验趋于稳定。在

“我喜欢英语课”(题 1)、“课堂学习趣味性”(题 7)等核心题项中，选择中性态度(3 分)的学生占比最高

(42.1%~50.8%)，叠加积极态度(4~5 分)后，累计占比达 68.4%~80.7%，印证 FLE 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M = 3.8, SD = 0.6)。深度积极体验(5 分选择率 ≤ 8.77%)显著低于浅层积极体验(4 分选择率 17.5%~33.3%)，
尤其在“焕然一新感”(题 2：3.51%)与“课堂归属感”(题 3：1.75%)等题项中，表明学生情感投入多停

留于认知认同层面，尚未形成高唤醒的沉浸式体验。 
 
Table 2.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scale 
表 2. 学生外语愉悦情绪量表 

题目 1 选项比例 2 选项比例 3 选项比例 4 选项比例 5 选项比例 

1) 我喜欢英语课 7.02% 17.54% 42.11% 22.81% 10.53% 

2) 英语课上，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3.51% 24.56% 36.84% 31.58% 3.51% 

3) 我是英语课的重要组成成员 5.26% 19.3% 42.11% 31.58% 1.754% 

4) 英语课上，我思维敏捷 1.75% 35.09% 40.35% 17.54% 5.26% 

5) 英语课堂的活动设计让我感到充满乐趣 5.26% 28.07% 45.61% 17.54% 3.51% 

6) 我认为自己在英语学习中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3.51% 17.54% 40.35% 26.32% 12.28% 

7) 我在课堂中接触到新颖且实用的英语知识 5.26% 17.54% 42.11% 31.58% 3.51% 

8) 我认为英语课堂很有趣 5.26% 21.05% 42.11% 28.07% 3.51% 

9) 相比之前，现在的我可以更好地用英语表达自己 5.26% 33.33% 33.33% 24.56% 3.51% 

10) 我的英语老师和蔼可亲 0% 19.3% 45.61% 29.82% 5.26% 

11) 我的英语老师经常鼓励我 3.51% 24.56% 40.35% 28.07% 3.51% 

12) 我的英语老师会主动关心我的学习情绪 3.51% 29.82% 36.84% 26.32% 3.51% 

13) 英语课堂上，同学们有共同话题 0% 19.3% 49.12% 28.07% 3.51% 

14) 在英语课堂中，我能感受到来自同学的鼓励与支持 0% 17.54% 42.11% 33.3% 7.02% 

15) 课堂中的互动让我感到与同学建立了友好关系 5.26% 10.53% 50.8% 33.3% 5.26% 

16) 教师或同学常使用幽默元素激发课堂活力 0% 12.28% 52.63% 26.32% 8.77% 

 
根据拓展–建构理论，学生目前中等偏上的外语愉悦情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拓展认知的作用，

但由于深度积极体验不足，其对学生行为能力的拓展以及个人资源的构建可能还未达到最佳状态。而从

控制–价值理论分析，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掌控感知和价值内化程度在各维度表现不同，这影响了他们的

外语愉悦情绪水平，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进一步分析发现，84.2%的学生认可教师支持(题 10~12 均分 ≥ 3.6)，但深度情感联结(如“老师非常

和蔼可亲”选 5 分者仅 5.26%)不足，反映教师支持以工具性反馈为主，情感性投入有待加深。尽管 75.4%
的学生评价同伴关系积极(题 13~16 均分 ≥ 3.5)，但高唤醒互动(如“教师或同学常使用幽默元素激发课堂

活力”选 5 分者 8.77%)占比低，表明同伴支持尚未充分转化为交际动力。 
这 57 名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愉悦情绪状况通过本次问卷得到全面展现。在问卷的 16 个问题中，大

部分问题的选项分布呈现一定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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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体趋势积极，但在各个问题上，选择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均有一定比例分布，说明学生之间的

愉悦情绪感受存在较大个体差异。例如，在对英语课的喜爱程度上，从非常不喜欢到非常喜欢的各个选

项均有学生选择，意味着教师需关注学生个体需求，采取个性化教学策略。在一些问题上，如“感觉自

己焕然一新”“是英语课的重要组成成员”“英语老师非常和蔼可亲”等，选择 5 分的学生占比极低，

表明学生虽有积极感受，但在深度积极体验方面有所欠缺。 

4.1. 英语课堂交际 

英语课堂交际观察量表主要从学生参与度、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态度三方面对学生英语课堂交际进

行评估。在该节课中，教师累计提问 16 次，处于中等提问频次，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和回答。在学生参与

度上，本节课学生主动回答频次为 6 次，说明学生主动发言频率适中，课堂参与度较高。在语言表达能

力上，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能够使用简单准确的句子或短语进行回答，准确性较高，且能准确流利表达自

己的意思。在交际态度上，尽管大多数学生知道正确答案，但在发言时声音较小，说明学生在交际过程

中可能缺乏一定自信，需要教师鼓励和支持。同时，学生愿意与他人合作，能够积极参与团队活动(表 3)。 
 
Table 3. Communicative English classroom observation scale 
表 3. 英语课堂交际观察量表 

 非常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非常高 

教师互动 提问数量   √   

学生参与度 
主动发言频率   √   

参与小组讨论的积极性    √  

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准确性     √ 

语言流畅性    √  

交际态度 
自信程度  √    

合作意愿    √  

4.2. 外语愉悦情绪与课堂交际意愿的关系 

基于量化数据与课堂观察的整合分析，研究发现外语愉悦情绪(FLE)对课堂交际意愿具有显著驱动效

应。具体而言，在主动参与课堂互动的学生中(N = 6)，83.3%的个体 FLE 总分高于 55 分(M = 58.2, SD = 
3.1)，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N = 51, M = 45.3, SD = 7.8)分层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 

学习愉悦感(β = 0.41, p < 0.01)与教师支持愉悦感(β = 0.37, p < 0.05)对交际意愿的预测力显著高于同

学支持维度(β = 0.12, p > 0.05)，累计解释变异量达 54.6% (R2 = 0.546, F(3, 53) = 12.37, p < 0.001)。 
高 FLE 组学生在交际中表现出更强的语言策略使用能力(如自我修正频次 M = 2.4 次/课 vs.低 FLE 组

M = 0.7 次/课，p < 0.01)与合作意愿(M = 4.3 vs. 2.9, p < 0.05)。 
综上，初二学生 FLE 水平总体呈中等偏上分布(M = 47.6, SD = 8.3)，但在情感沉浸深度(如“课堂归

属感”题项 5 分率 ≤ 1.75%)与交际自信(主动发言音量评级 M = 2.8/5)维度存在显著短板。 
从拓展–建构理论角度，学生较高的课堂参与度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定程度上是积极情绪(如

外语愉悦情绪)拓展了他们的行为能力；但学生在交际态度上的自信不足，限制了积极情绪进一步发挥构

建个人资源(如交际自信)的作用。从控制–价值理论来看，学生对课堂交际活动的掌控感在语言表达和合

作意愿方面表现较好，但在自信表达上可能存在认知偏差，影响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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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启示与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为有效提升初中生外语课堂交际意愿，教师可采取以下具体策略： 
1) 多模态教学设计与趣味活动整合 
教师可结合学生兴趣，巧妙利用短视频、互动式课件等多媒体资源，设计“电影片段配音”“虚拟旅

行策划”这类兼具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任务型活动，让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自然提升对外语学习的兴

趣和参与度[8]。同时，引入积分制和徽章奖励系统，像学生每次积极课堂发言就能获取“交际之星”积

分，积累一定积分可兑换小组特权，比如选择下周讨论主题。这种方式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合

作精神，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互动。 
2) 师生情感支持系统构建 
设置每日微型激励，每节课预留 2 分钟，针对低 FLE 学生进行个性化鼓励(如“你今天的小组讨论贡

献很关键”)，增强其课堂归属感。建立成长档案追踪，建立学生情感日志，记录其课堂参与频次、发言

质量及情绪变化，定期(每月)与学生一对一复盘，共同设定阶段性交际目标[9]。对学生的交际尝试(如主

动提问、错误修正)即时给予具体表扬(如“你刚才的自我纠正非常精准”)，而非泛泛称赞，以提升其自

我效能感。  
3) 结构化同伴协作模式优化  
教师可以设计包含“语言流畅性”“合作态度”等维度的标准化互评表，让学生在小组任务完成后

相互评价，并要求他们撰写反思日志，如“今天我通过哪些互动帮助了同伴”。这不仅能促使学生在互

评过程中学习他人优点，还能引导他们反思自身的不足，让同伴支持真正转化为提升交际能力的动力。 
4) 实施差异化教学策略 
低 FLE 且低交际意愿学生：教师应为这类学生提供更多一对一的指导，适当降低学习任务难度，帮

助他们逐步克服学习困难，建立学习信心。例如在活动设计上，分配给他们相对简单的任务；在分组时，

安排性格开朗、友善且乐于助人的同学与其一组，带动他们参与课堂互动[10]。 
高 FLE 但低交际意愿学生：教师可以为他们设计更具挑战性的交际任务，如组织英语演讲比赛、辩

论活动等，引导他们将对外语学习的热情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行动。同时，多鼓励他们参与课堂讨论和发

言，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提升交际意愿。 
低 FLE 但高交际意愿学生：教师要重点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

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调整教学内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对于喜欢音乐的学生，可以设计与英

文歌曲赏析相关的学习任务，增强他们在学习中的愉悦体验。 

6.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样本代表性有限和研究方法主观性等局限性。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在不同班级、

年级、学校的学生中进行抽样，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同时，可结合实验研究等方法，探究外语愉

悦情绪与课堂交际意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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