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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
在线英语学习的交际意愿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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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全球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在线学习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针对西南地区某双一流高

校 96 名大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两个学期的英语学习感受进行了历时调查,依据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二语

交际意愿模型,研究了他们在两个不同学习情景下同一门英语课程的交际意愿情况,并探究了融入性动机对中国大学生

的交际意愿影响。 研究结果如下: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与课程恢复后的交际意愿水平差异较大;在线学习中的融入性动

机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都对大学生的交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学生态度在两个时期里并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

异。 最后,研究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在线英语教学的启示,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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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外语学习中,目标语的产出是语言学习成功的关键(Swain
 

et
 

al. ,
 

1995),交际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简称 WTC),是指个体在特定的时间使用第二语言与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人进行交谈的意愿,被
认为是二语学习者进行产出前的最后一步(MacIntyre

 

et
 

al. ,
 

1998),交际意愿也是近 20 年来外语教学的热

门话题(Buckingham
 

et
 

al. ,
 

2017)。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高校在 2020 年第一学期都采取了网络教学形式,学生的二语交流环境发

生了诸多变化(Adedoyin
 

et
 

al. ,
 

2020)。 学生与教师、同学的交流从线下的面对面转为完全的在线语音或视

频交流形式,辅以学生的在线自主学习(Lin,
 

2021)。 而在线自主学习中,学生使用目标语进行交流的机会

较少,同时教师给予学生的反馈也受到技术条件(学习平台功能、硬件设备质量和网络情况等)的限制。 幸

运的是,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仅一个学期后,正常教学活动得以重启。
由于高水平的交际意愿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Zhang

 

et
 

al. ,2020),所以探索交际意愿相关因

素如何影响在线语言学习效果也十分重要(Russell,
 

2020)。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依据彼得·麦金太尔(Peter
 

MacIntyre)和凯瑟琳·查罗斯(Catherine
 

Charos)(1996)的交际意愿应用模型对比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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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时期下中国大学生在同一门英语课程学习中的交际意愿情况,并探索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
(1985)的“融入性动机”在这两种时期对他们交际意愿的影响。

 

1　 交际意愿文献回顾

1. 1 交际意愿模型回顾

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
 

)和华莱士·兰伯特(Wallace
 

Lambert)(1972)认为态度和动机这两因

素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学习环境下,都是影响二语学习者学习积极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加德纳在 1985 年提

出了语言学习社会教育模型,该模型中包含了两个评测语言学习动机的因素:融入性和态度,而融入性、态
度和动机三者被称为“融入性动机”。 其中,态度被定义为“基于个人对所指的信念或看法而推断出来的评

价反应”;动机是“努力加上想要达到语言学习目标的愿望,再加上学习语言的积极态度”;融入性则指“学习

第二语言以与目标语言社区成员会面和交流的意愿”(Gardner,1985:10;MacIntyre
 

et
 

al. ,
 

1996:4)。 麦金太

尔(1994)认为自我能力感知与二语焦虑是两个影响交际意愿的重要因素。 自我能力感知指学习者对自身

二语水平的看法;二语焦虑则指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不安、忧虑、烦躁和害怕犯错误的心理状态。
通过对加德纳的社会教育模型整合,麦金太尔和查罗斯(1996)提出了以法语为外语的学生交际意愿的

应用模型(图 1),该模型表明,语言焦虑与语言能力感知呈负相关,即焦虑程度越高,自我能力感知越弱,同
时语言焦虑与自我能力感知这两个变量都影响着交际意愿。

图 1　 麦金太尔和查罗斯以法语为二语交际意愿应用模型(1996)

麦金太尔和查罗斯也提出以后的研究既可将该模型运用于法语之外的其他语种的交流环境中,也可将

该交际意愿模型应用于不同学习环境下探究大学生的交际意愿及二语学习过程。
1. 2 国内外交际意愿的实证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在阐述第二语言的交际意愿概念时,重点关注其影响因素。 例如,麦金太尔等人(2002)发现

与高年级学生相比,低年级学生的焦虑程度更稳定,但他们的
 

WTC
 

水平、自我能力感知和交流频率较低。
八島智子(Tomoko

 

Yashima)等人
 

(2004)对年轻日本 EFL 学习者进行了两次调查,旨在探究 WTC
 

的影响因

素。 两个调查结果都证实了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态度对
 

WTC 有正面影响。 纳赛尔·法拉(Nasser
 

Fallah)
(2014)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动机和信心对他们的

 

WTC
 

有积极影响。 彭剑娥(Peng
 

Jian-e)和林迪·伍德

罗(Lindy
 

Woodrow)(2010)对中国英语课堂中的
 

WTC
 

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现课堂环境可以预测
 

WTC、交
流信心、学习者信念和动机。 周莉(Zhou

 

Li)、席一恒(Xi
 

Yiheng)和卡特亚·罗奇特曼(Katja
 

Lochtman)
(2020)发现学生的二语能力与他们的

 

WTC
 

有很强的联系,而二语能力在
 

WTC
 

与语言技能表现的关系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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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 此外,其他研究考虑了不同的数字环境下学生的交际意愿状况。 哈约·莱恩德斯( Hayo
 

Reinders)和索拉达·瓦塔纳(Sorada
 

Wattana)(2014)研究了泰国 EFL 学生在网络游戏中语言学习的自信、
焦虑和自我能力感知。 他们发现参与游戏学习的学习者有更强的自信心和更少程度的焦虑,因此他们在二

语学习中的
 

WTC
 

更强。 努罗拉·扎里纳巴迪(Nourollah
 

Zarrinabadi)和法特梅·阿里普尔(Fateme
 

Alipour)
(2018)的调查表明,在线聊天中的学生 WTC

 

水平较高且非常愿意学习二语。 之后,扎里纳巴迪和阿里普尔

(2020)
 

研究了视频化示例如何影响
 

EFL
 

学生的
 

WTC。 结果发现,特定的视频和任务序列对学习者的
 

WTC
 

产生了显著和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在国内二语习得领域中,WTC 也逐渐受到关注(吴旭东,2008)。 张凯等人(2021)探究了 EFL 学

生的 WTC、动机和焦虑等情感因子对英语合作学习投入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WTC 和动机对合作学习有积

极影响,但焦虑对合作学习有不显著的消极影响。 韦晓保(2020)对非英语专业的中国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探究了 WTC、二语自我和歧义容忍度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理想二语自我对 WTC 有着正向的预测力,
而二语自我对交际意愿却有着负向的预测力。 之后韦晓保等人(2021)仍以中国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为研

究对象,探究了情绪智力对二语 WTC 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情绪智力水平有助于学习者更加积极地调动

学习动力,促进 WTC 的产生。
鉴于 EFL

 

学生的
 

WTC
 

在不同的环境下存在很大差异(Lee,
 

2019a),通过适当的教学法,数字化学习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学习者的
 

WTC,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成果。 此外,麦金太尔和查罗斯(1996)也建

议在不同的情境或语言中使用他们的模型,而以往研究的 WTC 环境多为面对面的语言学习课堂,探索
 

WTC
 

相关因素如何影响在线语言学习非常重要(Russell,
 

2020)。 因此,作者将对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大

学生英语学习的 WTC 进行调查,研究其在不同学习环境下同一门英语课程的交际意愿情况,解决以下两个

问题:
(1)大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习环境下交际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及关联?
(2)大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习环境下的融入性动机是否存在差异,融入性动机

与交际意愿是否有关联?

2　 研究设计

2. 1 调查对象

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本研究以西南地区某双一流高校非英语专业 96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60 名,女生 36 名,年龄为 18~22 岁(平均值:19;标准差= 0. 553)。 他(她)们均为西南某双一流大学非英语

专业的学生且自愿参与调查,皆无英语国家生活或学习的经历。 所有参与学生均进行了两个学期(疫情网

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同一门大学英语公共课程的学习。
2. 2 调查问卷

为探索中国大学生疫情网课期间与课程恢复后在线英语学习中的交际意愿,本研究采用莱恩德斯和瓦

塔纳(2014)
 

的 EFL 学习者在线学习情境中 WTC 的李克特五级测试量表以及桥本祐希(Yuki
 

Hashimoto)
 

(2002)
 

的语言学习 AMTB 七级量表中关于融入性、态度和动机的选项。 最终问卷共由
 

22
 

项组成,每个学生

都被要求在
 

“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5
 

或
 

7)的李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上选择他(她)的实际感受。
2. 3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英语课程简介

本研究中的英语课程的教授对象为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第一学期为疫情网课期间,第二学期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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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后。 课程每学期持续 16 周,每周有两节课,每节课
 

90
 

分钟,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全英语授课。
在疫情网课期间,教师授课皆在线上进行,学生进入在线社交软件观看老师的屏幕共享。 授课期间,除

非老师点名提问,所有学生须关闭麦克风和摄像头。 关于平时作业,学生每周须在“云班课”平台完成 3 ~ 5
种任务(如翻译、写作和口语录音等);关于期末作业,教师要求学生在最后一节课以 PowerPoint

 

展示的形

式,在线进行全英文的小组项目报告。
而在课程恢复后的学期,以往面对面的授课形式得以重启,教师可以直接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状态,师

生之间的互动更为直接。 同时学生仍被要求在“云班课”平台上完成平时作业,但同时也有少部分作业需线

下提交,期末作业的报告形式则从在线展示变成了在教室展示。
2. 4 研究步骤

在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学期末结束后,笔者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了交际意愿调查,为严格遵

循国家疫情防控号召,本研究采用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 在收集全部数据后采用 SPSS
 

23. 0. 0. 0 软件进行

分析,信度检验后采用显著性分析、配对样本 T 检验及皮尔逊相关分析后回答研究问题。

3　 数据分析

本研究收集有效问卷 96 份,问卷中各维度的信度系数 Cronbach 已在莱恩德斯和瓦塔纳(2014)、桥本
 

(2002)
 

的研究中被校验:经检验,本研究中的使用问卷的总体信度系数为 0. 742,说明总体量表的信度符合

测试要求,内部一致性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 研究问题 1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探究疫情时期、课
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大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是否存在差异,之后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究交际意愿各

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 2 同样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探究不同在线学习环境下

融入性动机的差异及其与交际意愿的关系。
3. 1 交际意愿差异及相关分析

3. 1. 1
 

WTC、自我能力感知和二语焦虑差异分析

为探究每一位学生分别在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学习环境下的交际意愿情况,此部分数据分析将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探究同一个体在不同环境下相同项的情况。
由表 1 可知,大学生的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 WTC 显著性 p=0. 000<0. 05,说明两个时期的在线学习环

境下的 WTC 存在显著差异;由平均值可知,课程恢复后大学生的 WTC 较高(20. 97>19. 59)。 大学生的疫情网

课期间-课程恢复后自我能力感知显著性 p=0. 043<0. 05,同样说明两个时期的自我能力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由
平均值可知,在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自我能力感知较高(17. 98>17. 69)。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

复后语言焦虑显著性 p=0. 002<0. 05,即大学生在两个时期的在线学习环境下的语言焦虑具有显著差异。 由平

均值可知,学生在课程恢复后的语言焦虑较高(15. 32>14. 82)。 以上结果表明,疫情网课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

环境下的 WTC、自我能力感知与语言焦虑都有所降低,其中交际意愿下降幅度最大。
表 1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交际意愿显著性检验

配对分析项 差值 95%
 

置信区间

平均值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t 自由度显著性 p(双尾)

疫情期间交际意愿 19. 59 3. 124 -1. 828 -0. 922 -6. 028 95 0. 000

疫情后交际意愿 20. 97 2. 642

疫情期间自我能力感知 17. 69 2. 758 -0. 574 -0. 01 -2. 054 95 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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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分析项 差值 95%
 

置信区间

疫情后自我能力感知 17. 98 2. 817

疫情期间语言焦虑 14. 82 2. 551 -0. 81 -0. 19 -3. 205 95 0. 002

疫情后语言焦虑 15. 32 2. 751

3. 1. 2
 

WTC、自我能力感知和二语焦虑相关分析

为探究在两种在线学习环境下影响大学生交际意愿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对交际意愿、自我能力

感知、语言焦虑两两进行相关分析(个案数:96)。
表 2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 WTC 的相关分析

疫情期间 WTC 自我能力感知 焦虑

交际意愿
皮尔逊相关性 1 . 425∗∗ -0. 18
显著性(双尾) 0 0. 08

自我能力感知
皮尔逊相关性 . 425∗∗ 1 -. 410∗∗

显著性(双尾) 0 0

焦虑
皮尔逊相关性 -0. 18 -. 410∗∗ 1
显著性(双尾) 0. 08 0

疫情后 WTC 自我能力感知 焦虑

交际意愿
皮尔逊相关性 1 . 410∗∗ -0. 162
显著性(双尾) 0 0. 114

自我能力感知
皮尔逊相关性 . 410∗∗ 1 -. 488∗∗

显著性(双尾) 0 0

焦虑
皮尔逊相关性 -0. 162 -. 488∗∗ 1
显著性(双尾) 0. 114 0

　 　 注:∗p
 

<
 

0. 05,∗∗p
 

<
 

0. 01

由表 2 可知,在疫情网课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中,WTC 与自我能力感知的相关系数为 0. 425,两者关联紧

密,显著性 p= 0. 00<0. 05;在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 WTC 与自我能力感知的相关系数为

0. 410,两者关联紧密,显著性 p= 0. 000<0. 05。 可以认为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习环境中,大
学生的 WTC 与自我能力感知总体趋势都具有一致性且呈正相关。 这一结果与陆宇(Yu

 

Lu
 

)和徐佳芳

(Chia-Fang　 Hsu
 

)(2008)的实证结果以及苏珊·贝克(Susan
 

Baker)和彼得·麦金太尔
 

(Peter
 

Macintyre)
(2000)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似,他们都证实了自我能力感知与

 

WTC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在疫情网课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中,WTC 与语言焦虑的相关系数为-0. 18,即两者无关联,显著性 p

= 0. 08>0. 05;在课程恢复后的 WTC 与语言焦虑的相关系数为-0. 162,表明两者无关联,显著性 p = 0. 114>
0. 05。 可以认为无论是疫情网课期间还是课程恢复后,大学生的 WTC 与语言焦虑总体趋势不具有一致性

且无相关关系,这与彭剑娥和伍德罗(2010)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焦虑对 WTC 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在疫情网课期间的在线学习情境中,自我能力感知与语言焦虑的相关系数为-0. 410,即两者关联

紧密,显著性 p= 0. 000<0. 05;在课程恢复后的自我能力感知与语言焦虑的相关系数为-0. 488,即两者关联紧

密,显著性 p= 0. 000<0. 05。 可以认为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自我能力感

知与语言焦虑总体趋势具有一致性且呈负相关。
3. 2 融入性动机差异及与交际意愿的相关分析

3. 2. 1 融入性动机差异分析

为探索不同学习环境下大学生融入性动机中的各项因素是否存在差异,研究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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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融入性动机的显著性检验

配对分析项
差值

 

95%
 

置信区间

平均值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t 自由度 显著性 p(双尾)
疫情期间融入性 14. 32 2. 900 -0. 921 -0. 287 -3. 78 95 0
疫情后融入性 13. 72 3. 001

疫情期间学习态度 11. 33 2. 050 -0. 2 0. 033 -1. 422 95 0. 158
疫情后学习态度 11. 42 1. 998

疫情期间学习动机 9. 77 2. 283 -0. 588 -0. 058 -2. 416 95 0. 018
疫情后学习动机 10. 09 2. 078

　 　 如表 3 所示,大学生的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融入性显著性 p = 0. 000<0. 05,说明两种在线学习

环境下的融入性存在显著差异。 由平均值可知,疫情网课期间学习环境下大学生的融入性倾向较高(14.
32>13. 72)。 而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学习态度显著性 p = 0. 158>0. 05,说明大学生在两个时期的态

度并无显著差异。 大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学习动机显著性 p= 0. 018<0. 05,说明两个时期中

在线学习环境下的学习动机存在显著差异。 由平均值可知,学生在课程恢复后的学习环境中的学习动机

更高(10. 09>9. 77)。 由此,无论是在疫情时期还是课程恢复后时期,融入性动机中的融入性和学习动机

在两种学习环境中有所差异,而态度并无显著差异。
3. 2. 2 融入性动机与交际意愿的相关分析

为探究在两种在线学习环境下大学生的融入性动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对融入性动机进行相

关分析(个案数:96)。
表 4　 疫情网课期间、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融入性动机与 WTC 的相关分析

疫情期间 WTC 融入性动机

交际意愿
皮尔逊相关性 1 . 543∗∗

显著性(双尾) 0

融入性动机
皮尔逊相关性 . 543∗∗ 1
显著性(双尾) 0

疫情后 WTC 融入性动机

交际意愿
皮尔逊相关性 1 . 533∗∗

显著性(双尾) 0

融入性动机
皮尔逊相关性 . 533∗∗ 1
显著性(双尾) 0

　 　 注:∗p
 

<
 

0. 05,∗∗p
 

<
 

0. 01

由表 4 可知,在疫情网课期间的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 WTC 与融入性动机的相关系数为 0. 543,
说明两者关联紧密,显著性 p= 0. 000<0. 05,可以认为疫情网课期间在线学习环境中,WTC 与融入性动机

总体趋势具有一致性且呈正相关;同时,在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 WTC 与融入性动机

的相关系数为 0. 533,同样表明两者关联紧密,显著性 p = 0. 000<0. 05,可以认为在课程恢复后的在线学

习环境中,WTC 与融入性动机总体趋势具有一致性且呈正相关。
综上,可认为疫情时期、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下,融入性动机(融入性、态度和动机)都对大学生

的 WTC 都有显著影响,而这一点与麦金太尔和查罗斯的传统交际意愿模型有所差异。

4　 讨论

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回答我们的两个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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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在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情境下的交际意愿、自我能力感知和焦虑水平在统计学上具有显

著性差异,且比在疫情网课期间更高;同时相关分析表明交际意愿、自我能力感知和焦虑水平在疫情网课

期间、课程恢复后都存在显著关系,这一发现也与彭剑娥(2020)的研究结果呼应。 究其原因,在课程恢

复后时间,师生之间较多的交互能有效维持学生的交际意愿水平,学生更愿意用英语交流,他们的自我能

力感知也因此更高。 而疫情网课期间教师不要求学生打开网络摄像头,学生在课堂上的紧张感可能会相

对较弱。 此外,在疫情时期的学习中,学生可以在私人讨论小组中完成小组任务,而无需老师“旁观”,所
以其焦虑程度较低。

(2)
 

融入性动机的三个因素与交际意愿呈正相关,而融入性动机与交际意愿的相关性高于焦虑或自

我能力感知。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语言焦虑与自我能力感知呈负相关关系,自我能力感知与交际意愿呈

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麦金太尔等人的交际模型是相符合的。 原因可能是学生焦虑水平越高,对于交流

活动畏惧程度越高,导致他们避免与同学和老师的交流;如果处于更放松的状态,他们的焦虑程度会较

低,更愿意参加课堂活动,交际意愿也就更强(胡越竹,2016)。 此外,在线英语学习环境能创造轻松愉快

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协作,增强学生的信心,提升自我能力感知,最终从客观上激发外语

学习者的交际意愿(赵婴
 

等,2015)。
此外,本研究能为语言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教学启发:
(1)改善在线展示方式,提供多种学习资源

第一个研究问题的结果表明,学生课程恢复后的
 

WTC、自我能力感知和焦虑高于课程恢复后时期的

水平。 因此,教师和研究人员应考虑如何提高学生在课程恢复后“线下为主,线上为辅”教学中的 WTC、
自我能力感知,减少他们在线学习环境中的焦虑。 考虑到

 

WTC
 

在疫情网课期间的较低水平,语言教师应

注意在线上教学环境中组织活动和演示的方式( Mahapatra,2021)。 由于师生之间的互动是产生反馈的

关键,教师应真正帮助学生有效地促进他们在疫情时期在线学习环境中的交流尝试( Zarrinabadi
 

et
 

al. ,
2021)。 对于疫情网课期间自我能力感知水平较低的情况,教师应充分发挥支持和指导作用,鼓励学生通

过在线学习平台参与二语学习活动。 同时教师可以在数字学习资源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例如数字

游戏,以帮助学生提高在线上学习环境中的自我能力感知( Chik,2014)。 珍妮卡·格里姆肖( Jennica
 

Grimshaw)和沃尔西尔·卡多索(Walcir
 

Cardoso) (2018)指出玩游戏的学习者在口语流利度方面的评分

中表现出色,所以游戏情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提升 WTC。
(2)合理制定课程内容,创造低负荷学习情境

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高度焦虑,可能是因为空间限制,教学活动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和多

媒体材料,学生须同时处理不同类型的任务(Mercimek
 

et
 

al. ,
 

2020),导致大量的认知负荷(Zarrinabadi
 

et
 

al. ,
 

2020)。 因此,无论是在疫情网课期间或课程恢复后,建议教师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和内容展现形式,
避免学生在线活动中复杂的信息处理,通过减少他们的认知负荷,提升学生的

 

WTC
 

( Cao,2014)。 对于

课程恢复后焦虑程度更高的情况,教师可以提供更多支持,例如将有趣的在线学习活动融入实际课堂

(Lee,2019b),帮助学生找到适合其语言水平的学习资源,在课堂中面对面交流的同时,营造轻松的氛围。
(3)促进自主学习行为,引入有趣的教学反馈方式

第二个研究问题的结果表明,在疫情网课期间学生的融入性更高,而在课程恢复后时期的动机更高。
为了提高学生在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中的融入性,教师可以建议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与英语母语者互

动(Yildiz,2009),以增强学生的整体英语信心和学习兴趣,从而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在

·751·



　 外国语文 2022 年第 6 期　

线上学习环境中的积极性,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向同学介绍他们的第二语言模型(Peng,2012)。 此外,教师

可以采用克里斯汀·阿佩尔(Christine
 

Appel)和琼-汤姆斯·普约拉(Joan-Tomàs
 

Pujolà)(2021)的建议来

构建具有两个重要部分的在线语言课程:反馈提供和游戏化元素。
 

阿佩尔和普约拉(2021)在游戏化语言

课程中引入了积分、徽章和排行榜等最常用的游戏元素,因此,教师也可以将这些在线互动活动整合到疫

情网课期间的在线课程中,创造更多与学生交流的机会。

5　 结语

本研究探究了大学生不同数字环境中的
 

WTC,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的在

线学习环境下交际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疫情网课期间或课程恢复后在线学习环境中,融入性动机

对大学生的交际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学生的融入性动机中态度这一因素在两种环境下并无差异。
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为 96 名非英语专业学生,受学生专业影响男女比例不完全平衡,未来的研究可

以扩大调查范围,力求平衡性别比例,控制住性别差异这个变量,其次,本研究调查的因素仅为权威模型

中的 WTC 相关因素,后续研究还可以探讨 WTC 与不同个体学习方式或策略等其他二语习得个体差异因

素之间的关系。 最后,教师的教学方式、在线平台的使用熟练度也可能对学生的 WTC 有影响,期待后续

研究可以集中精力打造便捷高效、面向学习者的平台,强化学生的 WTC,并将相关理论融入其中。
 

本研究期望有助于外语教师更进一步了解学生在不同时期中在线英语学习的 WTC,也期望能帮助

教师更好地开展在线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和融入性动机,我们也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更

加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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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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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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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m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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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urricular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Contexts
CHEN

 

Yiping　 ZHANG
 

Zhenyu

Abstract:
  

Influenced
 

by
 

worldwide
 

COVID-19
 

pandemic,
 

online
 

learning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is
 

context,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
 

diachronic
 

survey
 

on
 

96
 

EFL
 

students
 

from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outhwest
 

China
 

about
 

their
 

different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wo
 

semesters,
 

one
 

during
 

the
 

pandemic
 

with
 

courses
 

being
 

conducted
 

online,
 

the
 

other
 

after
 

the
 

pandemic
 

when
 

classroom
 

teaching
 

restored.
 

Based
 

on
 

the
 

WTC(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in
 

previous
 

study,
 

students’
 

WTC
 

in
 

the
 

same
 

course
 

but
 

different
 

learning
 

contexts
 

was
 

studied.
 

This
 

paper
 

also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n
 

students’
 

WTC.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Students’
 

WTC
 

levels
 

during
 

and
 

after
 

the
 

epidemic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integrative
 

motiv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FL
 

students’
 

WTC
 

during
 

and
 

after
 

the
 

epidemic,
 

but
 

students’
 

attitud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uring
 

the
 

two
 

periods.
 

Finally,
 

the
 

present
 

study
 

puts
 

forward
 

the
 

implications
 

for
 

onlin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o
 

as
 

to
 

help
 

teachers
 

better
 

carry
 

out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WTC.

Key
 

words: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tegrative
 

motivation;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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