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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语言焦虑对语言 、尤其是外语学习会产生负影响 , 已经得到一致公认和相当充分的研究。本

文根据欧美国家对语言焦虑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外语学习焦虑造成的负影响 、焦虑的

测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对外语教学的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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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焦虑(anxiety)是变态情绪之一 ,又称心理

异常 。一般认为焦虑是指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

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 ,使得其自尊

心与自信心受挫 ,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

形成的紧张不安 、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 。心

理学家从临床的观点把焦虑反应看作是带有不

愉快情绪色调的正常的适应行为 ,把它们描述

为包含对危险 、威胁和需要做出特别努力但对

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 。在欧美国

家 ,早在 40—50年代 ,焦虑就是教育心理学的

研究以及实践中关注的焦点 ,如 Sarason及其

同事编制的“考试焦虑”量表 。到了 50 —60 年

代 ,关于高焦虑与学生的学习成效之关系的研

究开始大量出现 ,如 Spielberger(1966)的研究

表明 , 20%以上的学生因为典型的高焦虑导致

学习失败被迫中途辍学 ,而在低焦虑的学生中 ,

因学习失败而辍学者只有 6%。70年代的许多

研究(Sieber ,ONeil &Tobias 1977 , cited in To-

bias 1979)从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到计算机辅

助教学都取得了类似的研究成果 ,证明无论采

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焦虑对学生的学业成效

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Spielberger (1972)对考

试焦虑的性质和测定作了评述并且验证了各种

心理治疗对焦虑的效果 。

2.相关研究

2.1对外语学习焦虑的认识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二语习得研

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许多研究都对学习中存在

的情感变量(affective variables)与外语学习之

间的关系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Young 1992 ,

Gardner 1985;Steinberg &Horw itz 1986)。焦

虑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心理变量之一 ,而语言焦

虑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 。

这些研究的结果证明 ,外语学习焦虑的外在典

型反应可以是焦虑的一般症状 ,如“学习者手掌

心出汗;腹部疼痛;心跳和脉搏加快”等等。但

是 ,外语学习焦虑的进一步反应可能通过以下

一些行为表现得到显示 ,即“语音变调;不能正

常地发出语言的语音和节奏;站起来回答问题

时有`冻僵' 的感觉;忘掉才学过不久的词汇;甚

至根本说不出话 , 只是保持沉默不语”等等

(Young 1992:164)。一些极端症状可能是“逃

课;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不预习就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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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焦虑学生回答问题以及参与课堂活动的

自觉性很小 ,他们还倾向于回避比较复杂的句

子结构 ,而比较放松的学生则会表现得跃跃欲

试。因此 ,语言焦虑与语言课程成绩以及教师

对学生成就的评定呈负相关。焦虑对于外语学

习的影响还不仅仅在这些方面 。在学生学业问

题上也有具体的反映 ,比如焦虑已经被证明对

听力理解有负面影响;焦虑的学生经常会抱怨

课程进展太快;他们被甩在后面了;他们需要有

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课程等等。在考查和考

试中 ,外语学习焦虑的表现同样存在。

2.2外语学习焦虑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但是 ,在外语学习中 ,有关研究最初并没有

能够明确地证明焦虑与学习者外语学习成绩之

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对于焦虑在外语学习中的

作用没有明确的结论 。如 Kleinmann(1977)的

研究以母语为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英语学习

者为对象 ,发现焦虑症状与学生口头表达复杂

的语言结构(如被动句)的难易程度有关系 。

Young(1986)以法语 、德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者

为对象进行了调查 ,试图证明口头表达的熟练

程度是否会受到焦虑的负影响 ,结果发现学生

的口语考试(Oral Prof iciency Interview)成绩与

一定的焦虑测量手段有关。但是 ,当对语言学

习产生影响的变量从焦虑和口语水平的关系中

排除掉之后 ,采用听写测量手段检查语言能力

在统计上得到控制时 ,焦虑测量与 OPI成绩之

间的关系不显著 。

3.外语学习焦虑的测量

3.1 外语学习课堂焦虑量表

Horw itz(1986)把上述诸多研究中存在难

以断定结论的现象归因于外语学习焦虑研究中

缺少一个专门针对外语学习的可靠而有效的测

量手段 。Horwitz等对外语学习焦虑症作出如

下定义:一个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 、在这门语

言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显著的自我知觉 、信念

和情感情结(1991:25)。MacInty re &Gardner

(1994:284)对语言焦虑的定义是:与二语语境

(包括说 、听和学习)有着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

惧感觉 。为了了解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过程产生

的特殊身心反应的程度差异及其对外语学习的

影响 ,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 、客观实验以及一系

列相关测量方法的分析整理 , Horw itz 设计出

了一个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外语学习焦虑测量方

法———外语课堂学习焦虑量表(Foreign Lan-

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 即 FLCAS),其

目的是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广度和深度。该量

表由 33个问题组成 ,包括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

三个方面 ,即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re-

hension),考试焦虑(test anxiety)和负评价恐惧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其中 29 个问题

(占 87%)涉及与听 、说 、读 、写 、语言记忆以及

语言处理速度相关的典型困难。使用这一量表

进行多次实验后 , Horw itz(1991:39)得出如下

结论:迄今为止的实验结果表明 ,外语学习焦虑

是可以有效且可信地进行测量的 ,而且它在外

语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 。

3.2交际畏惧

根据 McCroskey(1978)的解释 ,交际畏惧

指的是个人对于与他人的真实或者预期交际产

生的恐惧或者焦虑程度 。他指出 ,典型交际畏

惧症的行为模式是交际回避(avoidance)或者退

缩(w ithdraw al)。与没有畏惧的人相比 ,交际

畏惧症患者在介入他人的会话以及追求社交方

面显得更加勉强 , Daly &S taf ford(1984)的研

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McCroskey , Fayer &

Richmond(1985)研究了美国的波多黎各大学

生在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过程中的交际畏惧与

自我知觉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对自己英语能

力的自我评估低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较高程度的

英语交际畏惧。但是在其母语西班牙语的学习

过程中 ,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这进一步证明了

焦虑症状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具有显著性。Foss

et al(1988)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中存在交际畏惧 ,

它似乎成了学生掌握英语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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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考试焦虑

FLCAS 三要素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考

试焦虑。Sarason(1978:214)将其定义为:带着

恐惧心理来看待考察过程中成效不充分的倾

向。换言之 ,学生担心考不好 。Culler &Hola-

han(1980)推测 ,考试焦虑可能是学生学习技

能中的缺陷引发的。一些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感

受到焦虑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组织安排

考卷上的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外语课堂学

习中 ,对学生的测试几乎每天都会进行 ,因此学

生在此过程中经常感受到压力和焦虑 ,出错是

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很有可能对他们在考试中

的表现以及提高水平构成影响 。Aida(1994)认

为 ,考试焦虑的起因是学生在过去经历了过多

的失败 ,而回忆中只注意自己失败的经验 ,因此

愈回忆愈痛苦 ,焦虑程度也随之上升 ,以致于他

们在考试之前和过程中产生负面的 、不相关的

想法 。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典型表

现是不能全神贯注于课堂教学内容 ,因为他们

自始至终意识到自己对考试的畏惧和焦虑 ,同

时还为不能集中精力于课堂内容而着急 ,其学

习效果势必受到影响 。

3.4 负评价恐惧

FLCAS 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负评价恐

惧。Watson &Friend(1986)对此的解释是:对

他人的评价有畏惧感 ,对负评价产生沮丧心理

以及担心其他人会对自己作出负评价的预期心

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期望是对个体自身和

他人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测性认识 ,它不仅会影

响个体的行为结果 ,而且也可能对个体在行为

过程中的焦虑产生影响。较低的期望可能会挫

伤个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使个体为即将发生

的行为的不良后果而担忧 ,从而在行为开始前

和行为过程中产生期待性焦虑 ,增强个体的焦

虑倾向。对自己今后成绩或成就期望过低的

人 ,在人际交往及完成任务过程中会产生“自己

不如别人”的感觉 ,而这种经常性的提醒会威胁

个体自尊需要的满足 ,挫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

使其在活动开始前就产生比较明显的焦虑 。研

究表明 ,过于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人 ,其行

为方式倾向于使可能出现的不利评价因素降低

到最低程度 ,比如说有意识地回避或者提早离

开 。与他人交往时 ,他们通常不会首先挑起话

题 ,或者是沉默寡言 ,能够不插话就尽量不插 ,

典型的表现是微笑 ,有礼貌地点头 ,只是听他人

讲话 ,或者不时地以“啊” 、“嗯”等词汇作出反

应 。

3.5实验报告结果

Horwitz(1986)在研究中对上述三要素给

外语学习产生的负影响作了分析 。在实验报告

中 ,Horw itz的结论是:FLCAS与交际畏惧的相

关系数为 .28(p = .063 , n =44)。与考试焦

虑的相关系数为 .53(p < .01 ,n =60),与负

评价的相关系数为 .36(p < .01 , n = 56)。

FLCAS和最终成绩(final grades)也具有相关

性:在两个西班牙语初学者班级中 , r = -.49

(p < .01 ,n =35),而在两个法语初学者班级

中 , r = -.54(p < .01 , n =32)。FLCAS 程

度越高 ,最终成绩越低 。Price(1991)在其实验

报告中也对 FLCAS 和外语学习的成绩之间的

关系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06 位第二学期法语

学习者的 FLCAS 得分与考试焦虑及当众表达

呈正相关 ,分别为 r=.58(p<.001)和 r=.43

(p < .001)。FLCAS 程度与最终成绩 、期末考

试成绩和口试成绩则呈负相关 ,分别为 r = -

.22(p <.05);r = -.29(p < .01)和 r =-

.27(p < .05)。除了 Horw itz的外语学习焦虑

量表之外 ,Gardner(1985)设计出了“法语课堂

焦虑量表”(French Class Anxiety Scale),这是

他设计的 “态度和动机测试”(Attitudes and

Mo tivation Test Bat tery)的一个组成部分。这

一量表证实了“学生自我报告在语言课堂上感

受的窘迫和焦虑感的程度” (MacInty re &

Gardner 1991)。Gardner使用这一量表进行的

多次实验证明了它很可靠 ,而且研究结果证明

了学生在这一量表上的得分与他们的课程成绩

有着显著的 、一致的相关性 。Ely(1986)对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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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西班牙语学生的调查证实了外语熟练程度与

外语学习情感变量之间的关系 ,这些情感变量

包括语言课堂上是否大胆 、课堂交际以及课堂

不适等。参照 Gardner 的量表 , Ely 设计出了

“语言课堂不适量表” ,主要调查学生在课堂上

说外语时的焦虑 、自我意识或者尴尬的程度 。

Ely 在调查中发现 ,语言课上学生是否大胆 ,即

是否敢使用外语进行表达 ,是学生是否积极参

与课堂活动的一个主要指标 ,而这一指标能够

说明学生外语熟练程度的高低 。

4.焦虑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上述研究证明:焦虑对语言学习者的成绩

产生负影响。简言之 ,外语学习焦虑是对学习

者的外语和二语习得产生显著影响的一个因

素。在语言学习课堂里 ,焦虑程度的增加会产

生诸多负影响。 Young (1992)与 K rashen 、O-

maggio Hadley 等专家就外语学习焦虑进行过

访谈 ,Krashen认为 ,语言习得在焦虑为零的情

况下似乎最有成效 。他指出 ,为了掌握一门语

言 ,学习者应该假设自己会取得成功。Omag-

gio Hadley 强调指出 ,为了使外语学习获得成

功 ,教师必然会使学生操练大量技能并且不断

对学生加以测试 ,但是如果在操练和测试过程

中教师的行为诱发学生产生焦虑 ,或者说在课

堂上造就了“焦虑诱导情境” ,那不但是不可取

的 ,而且会适得其反 。教师的作用应该在于把

学生的焦虑降低到最低程度。在外语学习的听

说读写四要素中 ,一般认为说最能诱发焦虑 。

但是对许多学生来说 ,阅读 、写作甚至词汇记忆

和恢复都有可能诱发焦虑 。又如 , Omagg io

Hadley 认为 ,在课堂教学中 ,学生回答问题时 ,

老师的反应如果不是简单的对与错 ,或者说不

是只有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评估 ,那么学生产

生焦虑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减小 。反之 ,在学生

进行口头表达时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口头实

践会得到与考试一样的评估 ,那么他们的焦虑

程度就会上升 。此外 , Horwitz(1986)认为 ,外

语学习焦虑不仅仅存在于学习者中间 ,研究表

明非母语的外语教师在使用目的语的时候也有

可能会感受焦虑 ,而目的语焦虑程度的高低与

教师在课堂里授课时使用目的语还是本族语呈

正比 ,焦虑程度越高使用目的语的可能性就越

小 ,反之亦然 ,因为外语学习焦虑可以对教师有

效地使用目的语与学生沟通以及进行示范起到

抑制作用。教师在使用外语时感受焦虑的原因

可能是对母语程度的熟练的过分追求 。

Krashen也认为(见 Young 1992),以问答为代

表的语言教学传统模式对于教师来说也十分容

易诱发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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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桂林国际外语教学研讨会征集论文通知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和外语系 、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以

及美国北衣阿华大学英语系和现代语言系联合主办的北京 —桂林国际外语教学研讨会将

于 2001年 10月 9日至 10月 15日先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召开。

研讨会的主题是外语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具体内容涉及语言学和外语教学 、外

语教学与文化 、第二语言习得 、教学方法 、多媒体应用 、课外活动 、测试 、教材编写等。研讨

会特别欢迎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论文。

凡愿参加会议者 ,请于 2001年 5月 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以前提交 600字左右的

英文论文摘要。研讨会将成立中美联合审查组 ,负责审核提交的论文摘要 。通过审核者

将在 7月份收到正式的会议邀请函 。研讨会结束之后 ,论文联合审查组将对宣读过的论

文进行审核 ,决定全文或摘要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

本次会议的工作语言为英语。

论文摘要请寄 1000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教务科朱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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