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8- 11- 06

[作者简介 ]  陈艳君 ( 1978- ), 女,湖南安化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¹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第 10卷第 3期
2009年 6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 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 ina( Soc ial Science Ed ition)

Vo.l 10 No. 3
Jun. 2009

焦虑情绪对英语听力的影响

陈艳君, 刘德军
¹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本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师生访谈两种方式,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 对 180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了

听力焦虑调查。焦虑情绪与英语听力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在一定情景下有一定相关性。焦虑与听力

理解既有负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学习者的促进性焦虑与听力成绩正相关而障碍性焦虑与听力成绩负相关。这一结果对全面

认识焦虑情绪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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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点从关注

学习者外部因素转到了对学习者内部因素的研究,即对造成

学习结果差异的学习者个体因素 ( ind iv idua l d ifference)的研

究 [ 1]。语言学习中的情感问题由此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

焦点。Rod E llis( 1994)指出情感因素在解释学习者学习结

果具有的个体差异性上起关键作用,因为情感作为人类的一

种基本需求与认知缺一不可, 只有当认知与情感均处于优势

状态时, 学习者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潜能从而取得最佳学习

效果 [ 2]。

在这一背景下, 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情感因素诸如态度、

动机、个性、焦虑、移情、自信心等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 3]。可

喜的是, 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有相当一

部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实践中。而在对

情感因素的研究中, 许多研究者尤其把目光投向了对外语学

习焦虑情绪的研究。外语学习焦虑是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一种显著的自我知觉, 信念和情感情结, 是与外语语境

有着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觉。国外近 30年的研究结果

表明: 语言焦虑是预测学习者学习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

一; 焦虑与学习者的成绩呈一定负相关 [4~ 8]。

与此同时, 近年来随着对听说能力要求的提高以及对大

学英语教学大纲的改革, 长期不太受重视的听力教学逐渐成

为教学专家及研究者们关注的又一个热点。研究者们不仅

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听力理解过程的本质,还把心理情感因素

也纳入了他们的视线范围, 试图从学习者的情感方面打开一

道缺口为听力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 9~ 11]。

但是,纵观国内外几十年的研究, 作者发现大部分研究

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障碍性焦虑

的研究上而忽视了焦虑的另一面, 即促进性焦虑的作用。对

于焦虑的认识,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焦虑是一种完全不好的

情绪,会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完全克服这

种情绪。其次,在对焦虑与语言学习进行相关性研究时, 很

多学者只是宽泛的研究了外语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情绪, 而并

没有深入探讨学习各种语言技能过程中的焦虑, 尤其对于在

听力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的研究非常有限。再者, 对焦虑

与语言学习的相关性研究以实证调查方法为主, 但多以基于

口语相关的项目编制量表和问卷调查。为此, 在研究焦虑与

专门性的语言学习技能如听力之间的相关性时, 此种量表就

没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了。看来, 焦虑情绪对英语听力成绩

到底起什么作用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因此,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本文就着眼这一

问题,尝试分析外语学习中的听力焦虑情绪对听力理解的影

响,调查学习者产生焦虑的原因和应对策略。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旨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是否正存在听力焦虑, 其中可

否包括促进性焦虑和障碍性焦虑?

2、焦虑情绪与英语听力成绩存在何种相关性? 详细点

说,促进性焦虑与听力成绩可否相关, 障碍性焦虑如何影响

听力成绩? 促进性焦虑与障碍性焦虑又如何相关?

3、学习者的个人背景信息如兴趣、动机等是否影响焦虑



度? 与听力成绩、焦虑有何相关性?

4、产生焦虑从而影响英语听力成绩的原因是什么, 学习

者是如何应对听力中的焦虑的?

(二 )研究对象

用于数据分析的 180名受试者均为非英语专业大二学

生 (来自 10个不同学院 )。由于有些受试者没有及时完成

或上交调查问卷, 最终有效受试者为 147名, 年龄从 18岁到

22岁, 72名为女性,男性 75名。

(三 )研究工具

为回答所设置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

方法。工具包括问卷调查, 听力测试试卷和一系列访谈。问

卷调查涵盖个人信息问卷调查和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

语听力焦虑问卷调查。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听力焦虑问卷

在金姆的问卷量表基础上做了很大修改,作者首先对修改的

量表针对 40名学习者做了预先测试,通过因子分析,作者发

现有几个因子相关过强, 从而去掉了几个高度相关的项目,

最终形成听力焦虑问卷量表。听力试卷为四级模拟考试试

卷。

(四 )数据收集

由于受试者人数较宽, 并且涉及的学院较多, 作者邀请

另一名同事参与数据的收集工作。在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前, 老师对此次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做了简要解释, 并提请学

生看清注意事项。问卷调查要求学生在 20分钟内完成, 统

一发放, 统一收缴。问卷一为个人信息调查, 旨在研究受试

者个人信息包括学习年限, 兴趣, 动机与对听力焦虑的相关

性。问卷二为英语听力焦虑调查,共 34题, 要求学生勾出相

应数字, 1代表非常不赞同; 2为不赞同; 3表示既不赞同也

不反对; 4为赞同 ; 5则表示非常赞同。相应数字代表相应分

数, 34道题的总分为受试者的最后听力焦虑水平。听力测

试两次, 时间为四级考试前一个月两周, 每周一次,题目为四

级模拟考试试卷, 依此, 学生两次考试的平均成绩为其听力

成绩。

(五 )数据分析

在得到每位受试者的听力成绩和听力焦虑水平后, 作者

运用 SPSS11. 5进行了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包括以下几部

分:

首先, 为了测试问卷的可行与否, 作者对听力焦虑问卷

调查做了信度分析 (表 1)。然后,作者对个人信息问卷和听

力焦虑问卷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并进一步做了相关性分析和

因子分析, 依次调查受试者听力水平与焦虑程度的相关性和

其产生焦虑的原因。

三  结果与分析

表 1分析了听力焦虑问卷的可信度, 信度系数 0. 7551、

0. 6885以及 0. 6613分别说明整个听力焦虑问卷, 障碍性焦

虑项目和促进性焦虑项目均有较高的可信度,适合本研究需

要, 可以用做听力焦虑的调查。

表 1 听力焦虑问卷信度

听力焦虑 障碍性焦虑 促进性焦虑

样本数 147 147 147

问卷项 34 19 15

C ronbach a系数 . 7551* * . 6885* * . 6613* *

  表 2和表 3分别对个人信息问卷和听力焦虑问卷做了

描述性分析。表 2清楚的显示了受试者的各项情况。受试

者平均已学习英语 7. 73年,平均年龄 20. 12岁。同时, 此表

告诉我们受试者自我评定的听力水平较低而自我判断的听

力焦虑程度则较高,平均数值为 3. 54,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动机程度仍然比较强烈。表 3进一步对个人信

息中的自我焦虑水平判断,动机和兴趣转化成可读数据从平

均值,标准差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标准差 P值为

838,同样表明了受试者自我评判的焦虑程度是较高的。

表 2 个人信息问卷描述性分析一

Num M in M ax M ean Std. Dev iation

年龄 147 18 22 20. 12 0913

性别 147 1 2 1. 51 . 502

时间 147 7 10 7. 73 . 589

自测听力 147 1 4 2. 39 . 771

自测焦虑度 147 1 5 3. 54 . 838

动机

兴趣 147 1 5 4. 41 . 605

Va lid N 147 1 5 3. 52 . 814

( listw ise)

表 3 个人信息问卷描述性分析二
Response

sca le
自测听力

自测焦

虑度
动机 兴趣

M ean 2. 39 3. 54 4. 41 3. 52

S td. Dev iation . 771 . 838 . 605 . 814

F requency 1 14. 3% 2% 7% 1. 4%

2 36. 1% 6. 1% 4% 4. 1%

3 46. 3% 38. 1% 2% 47. 6%

4 3. 4% 43. 5% 52. 4% 34. 7%

5 10. 2% 40. 9% 12. 2%

  在对受试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后, 研究者

将各受试者上交的听力焦虑问卷进行了评判, 给出相应的分

数。然后将听力成绩分数, 总的焦虑分值, 促进性焦虑分值

和障碍性焦虑分值通过 SPSS软件做了描述性和相关性分

析。表 4是对听力焦虑问卷的描述性分析。数据显示受试

者的听力平均分数仅为 10. 08, 而总的焦虑分值达 109. 35,

说明受试者听力成绩普遍较差,在进行听力考试和活动时焦

虑程度偏高。那么,受试者的焦虑水平与听力成绩间是否完

全呈负相关,即听力焦虑分值越高, 听力成绩越低, 反之亦

然。表 5对各项变量间做了相关性分析。表 5显示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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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力成绩与焦虑分值总体来说确实呈负相关 ( r = - .

539)。但同时,有一部分受试者的听力焦虑分值虽然较高,

听力成绩却也较好, 还有一部分受试者的听力焦虑分值虽然

不高, 听力成绩也不好。这就是促进性焦虑, 障碍性焦虑对

听力所造成的影响。促进性焦虑与听力成绩正相关 ( r = .

556),而障碍性焦虑与听力成绩负相关 ( r= - . 438).

表 4  听力焦虑问卷描述性分析

M ean S td. Deviat ion N

听力水平 10. 08 3. 427 147

促进性焦虑 52. 15 6. 590 147

障碍性焦虑 57. 20 8. 763 147

听力焦虑 109. 35 9. 464 147

表 5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一

听力 促进性焦虑 障碍性焦虑 听力焦虑

听力  P ea rson

   Co rre lation 1 . 556 (* * ) - . 438 (* * ) - . 539(* * )

   Sig. ( 2- tailed) . . 000 . 000 . 000

   N 147 147 147 147

促进性焦虑  Pearson

    Correla tion . 556 (* * ) 1 - . 265 (* * ) . 664 (* * )

    Sig. ( 2- ta iled) . 000 . . 001 . 000

    N 147 147 147 147

障碍性焦虑  Pearson

    Correla tion - . 438(* * ) . 265 (* * ) 1 . 730 (* * )

    Sig. ( 2- ta iled) . 000 . 001 . . 000

    N 147 147 147 147

听力焦虑  P ea rson

   Co rre lation - . 539(* * ) . 664 (* * ) . 730(* * ) 1

   Sig. ( 2- tailed) . 000 . 000 . 000 .

   N 147 147 147 147

  很显然, 焦虑对受试者的听力成绩有不同的影响, 或促

进或阻碍听力活动的进行。那么, 受试者的自测焦虑水平,

自测听力成绩, 对听力的兴趣和动机等个人信息与他们的焦

虑程度, 听力成绩有何关系呢? 研究者为此对这些变量也做

了相关性分析, 表 6为相关结果。研究者发现受试者的自测

听力成绩与实际的焦虑呈负相关 ( r= - . 386), 而与他们的

实际听力水平正相关, 这说明有时受试者自认为听力焦虑程

度较高的听力成绩却反而较好。表 6同时说明受试者的动

机, 兴趣与焦虑与听力成绩也有一定相关, 但相关性并不强,

这说明受试者虽然在听力活动中有一定焦虑感但其学习兴

趣和动机依然还是较高的, 受试者的焦虑情绪对兴趣等没有

很大影响。

表 6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二

自评听力 自评焦虑 动机 兴趣 听力 焦虑

自评听力 1. 0

自评焦虑. 226* * 1. 0

动机 . 026 . 286* * 1. 0

兴趣 - . 053 - . 289* * - . 138 1. 0

听力 . 337* * - . 041 - . 126 . 070 1. 0

焦虑 - . 036 . 187* . 184 . 045 - . 053 1. 0

  在对焦虑与听力等各变量做了相关性分析后, 作者随

机抽取了 15名受试者和 5名大学英语老师并对他们做了访

谈。访谈围绕听力过程中的感受、影响听力活动的因素和减

少障碍焦虑三个问题展开,试图从学习者和老师着手了解受

试者产生焦虑的原因并寻求对策。通过访谈, 作者发现, 影

响学习者听力成绩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紧张,听力技巧,

背景知识,英语水平和听力材料。对于如何正确认识焦虑,

克服障碍性焦虑,利用促进性焦虑, 访谈者包括老师似乎没

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 他们普遍认为凡焦虑就是负面的, 紧

张就是焦虑,一焦虑就听不好,但作者将相关结果呈现给他

们时,他们才意识到一定焦虑有可能促进听力学习。对于如

何应对焦虑,访谈者给出的策略涵盖了解决问题,寻求帮助,

放松,逃避等方面, 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对待。

四  结论

在二语习得领域内, 对于情感因素的研究一直火热进

行,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完全系统探讨焦虑这一最重

要的情感因子。回顾相关研究文献, 作者发现存在引言中提

及的几个问题。在提出研究问题后, 作者以一定人群为受试

者,通过定性定量两种方法, 运用 SPSS软件对各个变量做了

相关性分析并结合数据做了尝试性分析和探讨。由此, 该研

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大学生受焦虑影响,焦虑与听力成绩有一定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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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2、焦虑对学习者听力理解既有负作用也有促进作用; 学

习者的促进性焦虑与障碍性焦虑呈负相关,促进性焦虑与听

力成绩正相关而障碍性焦虑与听力成绩负相关。

3、通过相关分析还表明, 听力焦虑与听者的动机, 兴趣,

自评听力水平及自估焦虑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

4、学习者的紧张感, 听力技巧,背景知识, 英语水平和听

力材料等是他们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 同时, 学习者通常运

用解决问题, 寻求帮助,放松, 逃避等策略来应对焦虑。

这一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焦虑在英语学习尤其是听力活

动中的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此研究不仅可帮助学习者了

解焦虑, 端正学习态度, 寻求焦虑应对策略还可使英语教师

正确认识学生的焦虑情绪并帮助他们分门别类的解决这一

问题, 同时,对学生提高英语学习兴趣,提升听力水平有积极

作用。

最后, 必须指出本次研究的样本较小 ,所得出的结论有

待以后的研究加以证实。而对于焦虑的分类研究,策略研究

等则须更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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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 t there ex ists a certa in co rre lation between listening anx iety and listen ing proficiency. The tw o as-

pects o f anx iety) fac ilitating anx iety and deb ilitating anx iety are sign ificantly co rre lated. Fac ilitating anx iety and listen ing pro fic iency

are po sitive ly correlated, and deb ilitating anx iety and listening profic iency are negative ly re la ted. Statistics ana ly sis also show s an influ-

ence of learners. background facto rs on listening pro fic iency and a certa in correlation w ith listening anx iety. The find ing s of th is study

w ill m ake con tributions no t only to the theoretica l stud 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spec ia lly to the fo re ign language anx iety re-

search, bu t also to the practical instructions of listen ing teaching and lea rning.

K ey words:  anx iety;  Eng lish listen ing pro fic iency;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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