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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230 名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进行调查,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

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

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研究发现,中亚汉语学习者的理想二语自我和二语学习经验水平较

高,应该二语自我水平较低;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产生负向影响,对交际意愿无显著影响;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

产生正向影响,并通过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产生间接影响;二语学习经验对交际意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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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人文交流合作成为该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确

保这项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沿线中亚国家汉语教育的工作必不可少。 现有

研究发现,二语学习动机是影响中亚学生汉语学习的重要因素。 如果缺乏二语学习动机的

支持,即使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中亚学生很难实现长期的学习目标,也难以通过课堂学习

活动提升语言成绩(Dörnyei,
 

2005,2019;王玉冬,2022;王煜,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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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具有较高二语学习动机的中亚学生在汉语学习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

度,具体表现为主动使用汉语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展现出较高的交际意愿( Dörnyei,
 

2019)。 值得注意的是,当二语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环境或学习内容产生抗拒,甚至出现负面

情绪时,二语学习动机相应会发生变化,并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交际意愿,最终影响二

语学习成效。 这种在学习或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负面情绪被称为外语焦虑(MacWhinnie
 

et
 

al. ,
 

2017;
 

Teimouri
 

et
 

al. ,
 

2019)。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已关注二语学习动机对中亚汉语学习者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一定

的进展。 然而,当前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尚有不足:一方面,没有厘清外语焦虑与二语学习动

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梳理出二者对中亚汉语学习者交际意愿的影响程度,以及

不同因素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 因此,为探究中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规律,提升其汉语

学习成效,助力“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合作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二语动机自我系统( L2
 

motivational
 

self-system,简称:L2MSS) ( Dörnyei,2009)为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二语学习动

机、交际意愿以及外语焦虑之间的关系,提高其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学习和交流能力,并对中

亚地区的汉语教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文献综述

1. 1 二语学习动机

二语学习动机是影响二语学习者学习热情、学习时间、精力投入以及二语学习成败的

关键因素(Dörnyei,2005)。 基于自我心理学理论和二语学习动机的发展,二语动机自我系

统理论框架,包括三个维度:理想二语自我(ideal
 

L2
 

self)、应该二语自我(ought-to
 

L2
 

self)

和二语学习经验(L2
 

learning
 

experience) ( Dörnyei,2009)。 理想二语自我是个人对未来在

第二语言学习中成为熟练使用者的愿景(Dörnyei,
 

2005),反映了个人希望拥有的属性,即

个人的愿望和抱负的表现(Ushioda
 

et
 

al. ,
 

2009)。 应该二语自我是个人认为在第二语言

学习中应该具备的属性,代表个人的职责、义务或责任感,旨在避免潜在的负面结果

(Ushioda
 

et
 

al. ,
 

2009)。 二语学习经验涉及与学习环境和经验相关的特定情境动机,例如

教师、课程、同伴群体和成功经验的影响(Dörnyei,
 

2009,
 

2019)。

尽管二语学习动机对学习成效有积极影响,但现有研究指出,当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负面情绪(如外语焦虑)时,他们的二语学习动机会出现明显变化。 多数研究表

明,过高的外语焦虑往往导致二语学习动机下降,但也有部分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

某些情境的二语学习者而言,中低等水平的外语焦虑反而有助于提高二语学习动机,激发

他们更积极地与他人沟通交流,进而提升学习成效(Peng,
 

2015;
 

Başöz,
 

2018)。 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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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同的外语焦虑类型与二语学习动机之间存在促进或阻碍作用的结果。 总体而言,二

语学习动机作为影响二语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与外语焦虑之间存

在显著的关系(Papi,
 

2010;刘珍
 

等,2012;王颖,2018;陈英,2019)。

1. 2 外语焦虑

外语焦虑是与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相关的一种压力、紧张、情绪反应和担忧的感受
 

(Maclntyre,
 

1999)。 研究发现,外语焦虑会导致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下降(刘珍
 

等,

2012;MacWhinnie
 

et
 

al. ,
 

2017;
 

Teimouri
 

et
 

al. ,
 

2019);它还会妨碍二语学习者适应语言学

习环境,影响其个人表达和交际能力,阻碍语言学习进程(Peng,
 

2015);外语焦虑水平较低

的学习者通常不愿意与同伴交流,也无法准确回答教师的提问。 一旦在学习中遇到挫折或

失败,他们的自信心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影响其语言学习效果(梁焱,2010;卢军颖,

2022)。 因此,外语焦虑不仅影响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还会降低他们的交际意愿。 尽管

现有研究已经关注了二语学习动机与外语焦虑之间的关系,但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尚

不清楚。 此外,其他重要变量,如交际意愿在二者之间的作用也尚未得到准确评估。

1. 3 交际意愿

交际意愿作为个人情感因素的一部分,是二语学习者“在特定时间与特定的人使用二

语进行交流的意愿”
 

(MacIntyre
 

et
 

al.
 

,
 

1998:547),在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中起

着重要作用,并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二语学习动机( Lan
 

et
 

al. ,
 

2021)。 研究发现,通过调查

二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可以分析他们在语言学习中的各种交际行为及其原因。 二语学习

动机是交际意愿的直接或间接预测因子,其中,理想二语自我和二语学习经验对交际意愿

具有显著影响,但应该二语自我与交际意愿之间并不显著(汤娟娟,2022)。 调查发现理想

二语自我水平较高且具有丰富二语学习经验的学生,其交际意愿相对较高,并且表现出较

低的外语焦虑(Darling,2018)。 相反,外语焦虑较高的学习者在交际中表现出消极和抵触

态度,最终导致他们的二语水平下降。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结果仅分析了外语焦虑对交

际意愿的影响,并未考虑二语学习动机在其中的作用。 二语学习动机作为维持学习者语言

学习兴趣、热情、动力、保证学习时间和参与度的关键因素,尽管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其

在交际意愿和外语焦虑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投入和文化

交流不断深化,掌握汉语技能可以促进中亚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合作,

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 但对于中亚汉语学习者而言,多语言和多

文化的背景导致他们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亚

不同地区教育系统和教育资源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加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情况更加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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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王煜,2023)。 最为突出的是,由于缺乏汉语作为沟通桥梁,中亚学生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可能会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扰和影响(王玉冬,2022)。 因此,有必要关注中亚学生

的汉语学习成效,探索提升汉语学习动机的路径和方法,减少外语焦虑的负面作用,促进交

际意愿的提升,推动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增加就业机会,向“一带

一路”国家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1. 4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

本文的初始假设模型包括二语学习动机(即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

验)、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五个潜在变量构成。 其中,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验与理想

二语自我之间的关系参考了 Peng(2015)以及马明珠和李丽生(2020)的模型,如图 1 的左

半部分所示。 此外,根据前人的研究(Peng,
 

2015)假设了二语学习动机与外语焦虑的路径

关系,即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正向影响,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负向影响,并且

理想二语自我充当了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的中介变量;第三,现有研究已经发现理想

二语自我对于交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Öz
 

et
 

al. ,
 

2018;
 

汤娟娟,2022)。 因此,本研究假设

理想二语自我对交际意愿有正向作用。 最后,鉴于课堂环境的体验会直接影响交际意愿

(MacIntyre
 

et
 

al.
 

,
 

1998),且本研究所获得的第二语言经验在概念上与课堂经验相关

(Papi,
 

2010),故本文假设其对交际意愿也会产生影响。 综上,六个路径用单箭头表示,唯

一的相关路径用双箭头表示。

图 1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及交际意愿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

现有研究对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Darling
 

et
 

al. ,
 

2018;Dörnyei,
 

2019;Lan
 

et
 

al. ,
 

2021;卢军颖,2022;汤娟娟,2022),但仍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针对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研究不足;二是在中亚

语境下,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分析;三是二语学习动

机、外语焦虑以及交际意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合理的分析与解释。 鉴于此,本文通

过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调查中亚学生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情况,并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重点解决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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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现状如何?

(2)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3)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 239 名中亚汉语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删除缺失

值和异常值后,得到 230 份有效问卷。 其中,塔吉克斯坦 109 份,乌兹别克斯坦 114 份,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计 7 份。 对被试的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男生 152

人,女生 78 人,平均年龄为 21. 86 岁,71. 3%的被试者为大三和大四学生。 被试平均汉语

学习年限为 2. 88 年,55. 6%持有 HSK4 级和 5 级证书。

2. 2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在前人研究(Papi,
 

2010;Peng,2015)基础上修改而成,用于测量中亚汉语学

习者的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五个变量,采用

五分李克特量表形式。 信度分析结果表明,理想二语自我(α
 

=
 

0. 77)、二语学习经验(α
 

=
 

0. 77)和交际意愿(α
 

=
 

0. 79)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达到 0. 70 以上,应

该二语自我(α
 

=
 

0. 81)和外语焦虑(α
 

=
 

0. 82)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则在 0. 80 以上,并且

所有变量的题项均在三个以上。 结果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此

外,本文还采用了 KMO ( Kaiser-Meyer-Olkin)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 Bartlett’ s
 

Test
 

of
 

Sphericity)来评估量表的效度。 数据分析显示,KMO 值为 0. 87( >
 

0. 80),巴特利特球形检

验结果显著(χ2 =
 

3820. 03,p
 

<
 

0. 001),显示各题项之间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Field,
 

2018)。 综合分析,各项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为进行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 3 研究过程

首先,使用 SPSS
 

28. 0 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中亚

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现状。 第二,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中亚

汉语学习者二语学习动机(包括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以及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

虑和交际意愿之间的关系。 第三,先使用 SPSS
 

28. 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因子结构

后,再使用 Amos
 

28. 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二语学习动机

(包括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以及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之间关系,

进一步探析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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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 1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现状

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对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虑以及

交际意愿五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获得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等统

计结果,见表 1。 第一,理想二语自我的平均值较高(M
 

=
 

4. 21,
 

SD
 

=
 

0. 67),表明被试者

对自己未来的二语能力有较高的期望。 然而,偏度值为-1. 55( <0),峰度值为 4. 57( >3),

显示数据呈负偏态分布,峰度尖锐。 理想二语自我代表学习者对未来二语能力的理想化表

达,对未来的二语水平期望越高,为缩小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动机就

越强(Dörnyei,
 

2009)。 在中亚地区,学习汉语可能与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提升有关。 在该

地区,与汉语相关的职位是最具吸引力的工作之一,因为这些工作的薪资远高于当地水平。

Calafato(2021)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多语动机研究

中发现,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是受到中亚国家与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所驱动的。 此

外,熟练掌握汉语可以为中亚人赢得荣誉。 汉语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汉语学

习者被贴上了“敢于挑战自我”的标签,从而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因此,许多中亚学生对自己未来的汉语能力抱有较高的期望,即他们的理想二语自我较高。

第二,应该二语自我的平均值相对较低(M = 3. 10,
 

SD
 

=
 

0. 99) (见表 1),表明被试者

在满足父母和他人期望方面承受的压力相对较低。 偏度和峰度分别为-0. 25 和-0. 58,显

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应该二语自我是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具备的特征,用于满足期望和避

免潜在的负面结果(Dörnyei,
 

2009)。 应该二语自我较低可能是因为中亚汉语学习者在本

国学习汉语导致压力较小。 首先,这些中亚学生无需应对语言和跨文化适应带来的各种问

题。 在避免负面结果方面,中亚学生可能面临成绩不佳、父母失望以及就业困难等问题,但

与在目的国的学习者相比,上述负面结果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亚学习者的重要他人

是指父母、亲人和朋友等。 由于汉语被认为是最难的语言之一,加之周围大多数人不会说

汉语,因此他们面临较低的他人期望。 这些因素有助于降低被试的应该二语自我。

第三,二语学习经验的平均值最高(M
 

=
 

4. 25,
 

SD
 

=
 

0. 65)(见表 1),显示中亚汉语学

习者对二语学习环境、教师、课程、同伴群体等方面比较满意。 偏度和峰度分别为-1. 73 和

5. 17,说明数据呈负偏态分布且峰度偏尖锐。 二语学习经验包括与语言学习环境和相关经

验有关的情境,如教师、课程、同伴群体以及成功经验的影响(Dörnyei,
 

2019),它的平均值

最高可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有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亚地区的汉

语学习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不仅孔子学院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而且一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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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还资助当地建设多媒体教室,改善中文授课环境。 中国政府每年派出大量的汉语教

师和志愿者前往中亚地区进行汉语教学,支持当地的汉语师资资源,为学生们提供更多接

触母语者和目的语文化的机会。 此外,中国政府和高校还捐赠了大量汉语书籍,为中亚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这些举措显著改善了中亚地区的汉语学习环境,并为学生提供

了积极的学习经验。

第四,外语焦虑的平均值最低(M = 2. 76,
 

SD
 

=
 

0. 76)(见表 1),说明被试者在学习和

使用汉语时所产生的外语焦虑相对较小。 偏度和峰度分别为 0. 23 和-0. 26,显示数据呈右

偏态分布。 中亚学习者外语焦虑较小可能包括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亚学习者生活在自

己的母语环境中,使用汉语的机会较少,主要局限于课堂学习,在使用汉语时所引发的负面

情绪相对较少。 此外,由于中亚学习者的父母、亲人和朋友对他们的汉语期望较低,没有给

予过多的压力,使学习者能够更自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减少了外语焦虑的发生。 再次,由

于中亚地区与中国在文化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有助于中亚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汉语

语境,减轻了他们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时的文化障碍和焦虑感。

第五,交际意愿平均值较高(M
 

=
 

3. 98,
 

SD
 

=
 

0. 84)(见表 1),表明被试者具有较强的

交际意愿。 偏度和峰度分别为-1. 36 和 2. 47,数据呈负偏态分布和近正态分布的特征。 这

表明,尽管被试周围身处母语环境,但他们仍然表现出较高的交际意愿,即积极参加各种汉

语交际活动、主动与汉语教师沟通,使用汉语与同学开展对话等。 中亚学习者对汉语交际

的意愿较高可能受经济利益和双边关系日益紧密的驱动。 中国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使中亚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中亚学习者意识到掌握汉语可以为他

们在商务领域获得更多机会和竞争优势,因此他们对汉语交际的意愿较高。 许多中亚学生

希望能够进入中国企业就业,促使他们积极学习和使用汉语,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理想二语自我 230 1 5 4. 21 0. 67 -1. 55 4. 57

应该二语自我 230 1 5 3. 10 0. 99 -0. 25 -0. 58

二语学习经验 230 1 5 4. 25 0. 65 -1. 73 5. 17

外语焦虑 230 1 5 2. 76 0. 76 0. 23 -0. 26

交际意愿 230 1 5 3. 98 0. 84 -1. 36 2. 47

3. 2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的相关性

为回应研究问题二,本文对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虑以

及交际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理想二语自我与应该二语自我显著正相关

( r
 

=
 

0. 32,
 

p
 

<
 

0. 01),表明中亚汉语学习者对未来二语水平的期望和感知到的义务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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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致,意味着那些拥有较高理想二语形象的学习者也更倾向于感知到更大的责任感和压

力。 理想二语自我与二语学习经验显著正相关( r
 

=
 

0. 66,
 

p
 

<
 

0. 01),表明中亚汉语学习

者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理想二语形象与他们的语言学习环境和学习经验有关,意味着那些拥

有较高理想二语形象的学习者往往具有丰富且积极的二语学习经验,对学习环境也较为满

意。 应该二语自我与二语学习经验显著正相关( r
 

=
 

0. 30,
 

p
 

<
 

0. 01),表明中亚汉语学习

者在感知到责任感和压力的同时,他们也具有积极的二语学习经验,对学习环境也较为

满意。
 

外语焦虑与应该二语自我显著正相关( r
 

=
 

0. 28,
 

p
 

<
 

0. 01),而与理想二语自我不显

著相关( r
 

=
 

-0. 03,
 

p
 

=
 

0. 62),应该二语自我关涉学习者对自己应该具备的语言能力责任

感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会导致学习者对自己的表现产生压力和焦虑情绪。 相比之下,理

想二语自我是学习者对自己理想中的语言能力和形象的期望,与焦虑情绪关系不大。 然

而,外语焦虑与学习者的交际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r
 

=
 

-0. 01,
 

p
 

=
 

0. 84),表明外语

焦虑并不会阻碍学习者的交际意愿,原因在于中亚学生使用汉语时的焦虑感太低,还未达

到阻碍交际的程度。
表 2　 各变量的相关性系数

变量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2 3 4 5

理想二语自我 1. 00

应该二语自我 0. 32∗∗ 1. 00

二语学习经验 0. 66∗∗ 0. 30∗∗ 1. 00

外语焦虑 -0. 03 0. 28∗∗ -0. 05 1. 00

交际意愿 0. 41∗∗ 0. 16∗ 0. 52∗∗ -0. 01 1. 00

　 　 ∗p
 

<0. 05.
 

∗∗p
 

<
 

0. 01.

1
 

=理想二语自我,2
 

=
 

应该二语自我,3
 

=
 

二语学习经验,4
 

=
 

外语焦虑,5
 

=
 

交际意愿

此外,交际意愿与理想二语自我( r
 

=
 

0. 41,
 

p
 

<
 

0. 01)、应该二语自我( r
 

=
 

0. 16,
 

p
 

<
 

0. 05)和二语学习经验( r
 

=
 

0. 52,
 

p
 

<
 

0. 01)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果表明二语动机自我系

统(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和二语学习经验)与中亚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意愿

有关。 换言之,学习者对自己未来汉语水平的积极期望、责任感和对学习环境的满意度以

及学习经验与使用汉语的交际意愿有关。

3. 3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相互作用机制

3. 3. 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为回应研究第三个问题,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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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为揭示变量之间的潜在维度或因素,并简化数据以提高理解和解释性,本文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随后,对题项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并限制了显示

绝对值在 0. 30 以下的系数。 其次,在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中,逐一删除因子载荷值低于 0.
40 的题项,以及交叉载荷值大于 0. 40 的题项。 此外,还删除同一因子下题项数量少于两

个的潜在变量。 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五个因子,如表 3 所示。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

现,因子 1 由 6 个题项(Q33、Q34、Q35、Q36、Q37、Q38)组成,它们的载荷值在 0. 64 至 0. 80
之间,属于相当强的载荷范围,表明 6 个题项之间密切相关,测量的是同一结构。 因子 2
中,载荷最高的题项是 Q3、Q8、Q13、Q18 和 Q28,它们的载荷值从 0. 72 到 0. 85 不等。 而

Q4、Q9、Q14、Q19、Q24 和 Q29 对因子 3 有较强的负载,载荷范围从 0. 53 到 0. 82。 此外,对
于因子 4,4 个题项 Q5(0. 50)、Q10(0. 80)、Q15(0. 58)和 Q20(0. 74),对其有较强的负载。
最后,只有 Q2(0. 49)、Q7(0. 62)和 Q12(0. 59)三个题项与因子 5 有关。

表 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F1 F2 F3 F4 F5
Q33 0. 78
Q34 0. 76
Q35 0. 78
Q36 0. 64
Q37 0. 75
Q38 0. 80
Q3 0. 80
Q8 0. 85
Q13 0. 79
Q18 0. 74
Q28 0. 72
Q4 0. 76
Q9 0. 53
Q14 0. 81
Q19 0. 82
Q24 0. 78
Q29 0. 63
Q5 0. 50
Q10 0. 79
Q15 0. 58
Q20 0. 74
Q2 0. 49
Q7 0. 62
Q12 0. 59

　 　 为进一步对模型分析,本文解释数据中大部分方差的因子,包括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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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 发现的五个因子与预期的五个变量(理想二语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

验、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的概念一致。 因子 1(F1)包含六个题项,解释了最高百分比的总

方差(15. 57%)。 该因子代表与汉语交际相关的个人意愿,可标记为“交际意愿”。 因子 2

(F2)包含五个题项,解释了总方差的 13. 42%。 上述题项涉及学习汉语的责任与义务,可

标记为“应该二语自我”。 因子 3(F3)包含六个题项,解释了总方差的 12. 07%。 它涵盖与

语言学习环境和学习经验有关的内容,可标记为“二语学习经验”。 因子 4(F4)包含四个题

项,解释了总方差的 7. 39%。 这些题项包含学习汉语过程中的焦虑和不安等情绪,可标记

为“汉语焦虑”。 因子 5(F5)包含三个题项,解释了总方差的 6. 22%。 它反映了学习者对

自己未来汉语能力的理想形象,可标记为“理想二语自我”。 上述标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每个因子所代表的概念,并进一步探究它们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 4　 特征值和方差解释

特征值 方差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F1 4. 98 15. 57 15. 57

F2 4. 30 13. 42 28. 99

F3 3. 86 12. 07 41. 06

F4 2. 36 7. 39 48. 45

F5 1. 99 6. 22 54. 67

3. 3.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使用 Amos
 

28. 0 对五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简称:CFA)(Byrne,
 

2010)。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一种检验观测

变量(如量表题项)和潜在变量之间关系的有效验证方法(Pallant,
 

2010),是在将理想二语

自我、应该二语自我、二语学习经验、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整合到完整的结构模型之前的必

要步骤(Hair
 

et
 

al. ,
 

2006)。

测量模型的充分拟合程度通过以下指标进行判断:拟合优度指数( the
 

Goodness
 

of
 

Fit
 

Index,
 

简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the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简称:AGFI)、

标准拟合指数(Normed-fit
 

index,
 

简称:NFI)、相对拟合指数(Relative
 

Fit
 

Index,简称 RFI)、

均方根残差(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简称:RMR)。 GFI、AGFI、NFI、RFI 的可接受值为

0. 90 及以上(Byrne
 

et
 

al. ,
 

2006;
 

Tabachnick
 

et
 

al. ,
 

2019)。 RMR 值越小,拟合效果越佳,

通常认为 0. 05 以下为可接受的合理范围。 卡方自由度之比( χ2 / df)也是本研究考察的拟

合指标之一,小于 5 被视为拟合良好(Tabachnick
 

et
 

al. ,
 

2019;
 

Kline,
 

2015)。 表 5 结果显

示,理想二语自我(χ2 / df
 

=
 

0. 51,
 

GFI
 

=
 

0. 99,
 

AGFI
 

=
 

0. 98,
 

NFI
 

= 0. 99,
 

RFI
 

= 0. 98,
 

RMR
 

=
 

0. 01)、应该二语自我(χ2 / df
 

=
 

3. 79,
 

GFI
 

=
 

0. 97,
 

AGFI
 

= 0. 90,
 

NFI
 

= 0. 96,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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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3,
 

RMR
 

=
 

0. 05)、二语学习经验(χ2 / df
 

=
 

4. 26,
 

GFI
 

= 0. 95,AGFI =
 

0. 88,
 

NFI
 

=
 

0. 94,
 

RFI
 

= 0. 90,RMR
 

=
 

0. 03)、外语焦虑( χ2 / df
 

=
 

0. 19,
 

GFI = 0. 99,
 

AGFI
 

=
 

0. 99,
 

NFI
 

= 0. 99,
 

RFI
 

=
 

0. 98,
 

RMR
 

=
 

0. 01)、交际意愿( χ2 / df
 

= 0. 73,
 

GFI
 

=
 

0. 99,
 

AGFI
 

=
 

0. 98,
 

NFI
 

=
 

0. 98,
 

RFI
 

=
 

0. 98,
 

RMR
 

=
 

0. 02)拟合指数均满足要求,表明模型与数据整

体拟合较好。
表 5　 验证性因子结果

χ2 / df GFI AGFI NFI RFI RMR

可接受范围 <5 >0. 9 >0. 9 >0. 9 >0. 9 <0. 05

理想二语自我 0. 51 0. 99 0. 98 0. 99 0. 98 0. 01

应该二语自我 3. 79 0. 97 0. 90 0. 96 0. 93 0. 05

二语学习经验 4. 26 0. 95 0. 88 0. 94 0. 90 0. 03

外语焦虑 0. 19 0. 99 0. 99 0. 99 0. 98 0. 01

交际意愿 0. 73 0. 99 0. 98 0. 98 0. 98 0. 02

3. 3. 3 结构方程模型

为进一步探析二语学习动机对外语焦虑、交际意愿的影响,本文对五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考以下拟合指标:χ2 / df、
 

GFI、IFI、TLI、CFI、RMSEA(见表 6)。

表 6 结果显示,χ2 / df 为 1. 50( <
 

2),表明模型的卡方值相对于自由度的比值较小,意味着

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此外,虽然 GFI 为 0. 89,但是 IFI、TLI 和 CFI 均在 0. 90

以上,表明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最后,Byrne(1998)提出 RMSEA 值越小越好,

而在本研究中,RMSEA 值为 0. 047( <
 

0. 08),表明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由此

可见,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及交际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表现良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

平。 最终模型(如图 2 所示)合理地拟合了数据(即 χ2 / df
 

=
 

1. 50、GFI
 

=
 

0. 89、IFI
 

=
 

0. 95、

TLI
 

=
 

0. 94、CFI
 

=
 

0. 95、RMSEA
 

=
 

0. 047)。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χ2 / df GFI IFI TLI CFI RMSEA

当前模型 1. 50 0. 89 0. 95 0. 94 0. 95 0. 047

可接受范围 <2 >
 

. 80 >
 

. 90 >
 

. 90 >
 

. 90 <0. 08

　 　 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以及交际意愿的关系模型如图 2 所示,除

了理想二语自我—交际意愿路径不显著以外,所有路径至少在 0. 05 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模

型中的各个路径对外语焦虑以及交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了预测外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的二语学习动机因素。 理想二语自我、应该

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具体来说,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很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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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0. 50),这表明学生过多考虑重要他人影响以及因责任心而产生的外部压力可能会

增加他们在使用汉语时的焦虑情绪,而较高的路径系数表明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的影

响强烈。 另一方面,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负向影响( -0. 22),表明当学习者对自己

未来的汉语水平有更高期望时,可以降低其焦虑情绪。 此外,二语学习经验对交际意愿也

有显著影响(0. 60),表明教师、课程以及成功的学习经验会影响学习者在二语交际时的

意愿。

图 2　 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

此外,图 2 显示二语学习经验对理想二语自我产生直接且显著的影响(0. 72),表明学

习者对自己未来二语能力的理想形象很大程度上源自良好的学习环境、任务、教材和成功

的二语学习经验(Csizér
 

et
 

al. ,
 

2009)。 Peng(2015)的研究证实了学习者成功或愉快的语

言学习经验可以增强其理想二语自我。 由此可见,二语学习经验会影响学习者的自我认

知。 在二语学习经验的作用下,具有强烈理想二语自我的中亚学生在汉语学习时具有更高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发现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汤娟娟,2022)。 应该二语自我对理想

二语自我产生直接影响,但影响较弱(0. 19)。 应该二语自我反映了学习者外部施加的压

力或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者的理想二语形象的建构( Csizér
 

et
 

al. ,
 

2009)。 因

此,即使中亚汉语学习者受到外部环境,诸如家庭或者学校的压力,仍然会在二语学习方面

保持良好的形象,从而顺利推进他们的汉语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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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较强的预测力(0. 50),并通过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

焦虑产生间接影响;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有负向影响( -0. 22)。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Papi,
 

2010;
 

Peng,
 

2015)。 该发现表明,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应该二语自

我激发的行为越多,他们的焦虑水平就越高;另一方面,学生的理想二语自我越强大,在使

用汉语时的焦虑程度也就越低(Papi,
 

2010)。 学习者对自己未来理想的二语形象越清晰,

就越能激发其二语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这种积极的自我期许可以抑制外语焦虑的产生,有

助于缓解焦虑情绪。 然而,具有强烈应该二语自我的学习者容易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外部干

扰,进而产生害怕失败的情绪,导致学习者对自己的表现产生压力和焦虑情绪(Gregersen
 

et
 

al. ,
 

2002)。 该发现解释了应该二语自我在二语学习成就中的作用(Papi,
 

2010)。 值得注

意的是,应该二语自我和理想二语自我在影响外语焦虑方面呈现出相反的效应,应该二语

自我对外语焦虑产生正向影响,而通过理想二语自我调节的路径显示负向影响。 前者可能

加剧焦虑,而后者则有助于减轻焦虑。 这表明,提升学习者的理想二语自我意识对于缓解

其外语焦虑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二语学习经验对交际意愿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这与前人研究一致(王兰

兰,2014;Peng,
 

2015)。 二语学习经验是学习者对自己过去的二语学习经验和当前学习环

境(包括教师、教材等)的态度( Dörnyei,2009)。 换言之,中亚汉语学习者对自己的二语学

习经验和学习环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交际意愿。 正如 Başöz(2018)所言,

学习者在二语学习中的负面体验造成了他们的交际焦虑,进而降低了他们主动使用二语进

行交流的意愿;而积极的二语学习经验则能够激发他们的二语交际的意愿。 此外,应该二

语自我对交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汤娟娟;2022)。 应该二语自我

源自外界的期望和压力,如家庭、社会或学校(Csizér
 

et
 

al. ,
 

2009)。 在中亚地区,家长对孩

子的汉语教育期望水平较低,尤其是在本土学习汉语的情况下。 因此,学习者感受到的压

力较小,难以激发他们的交际意愿。

然而,本研究发现,理想二语自我对交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反

(王兰兰,2014;
 

Başöz,
 

2018)。 这一发现表明,虽然理想二语自我代表学习者对未来理想

二语能力的设想和期望,但并不必然与当下的实际交际行为存在直接联系。 正如 Papi

(2010)所言,期望的未来自我不一定会产生动机,除非通过特定的学习渠道被认为是可用

的和可获得的,换言之,实现理想二语自我还需要学习者采取适当的行为策略(Oyserman
 

et
 

al. ,
 

2006)。 因此,虽然理想二语自我能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但要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行

为,还需要其他技能和心理因素的支持。 在中亚背景下,这种结果可能与特定情境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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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首先,中亚地区的被试者主要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对汉语的使用大多局限于课堂学习,

这种有限的语言使用场景,难以助其具体化和丰富理想的二语自我形象。 其次,由于无法

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被试者很难将理想的二语自我形象与实际交际需求

建立直接联系,导致缺乏实际运用的机会,也使得这种期望状态难以转化为主动交际的

动力。

4　 结语

通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调查中亚汉语学习者二语学习动机、外语焦虑、交际意愿现状,

探究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的内部机制,揭示中亚语境下二语学习动机对外语焦虑、交际意愿

的交互影响机制,发现在中亚背景下,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的构成要素对外语焦虑和交际意

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理想二语自我对外语焦虑产生负向影响,应该二语自我对外

语焦虑产生正向影响,而二语学习经验对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因

此,在指导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在课堂增加与汉语文化相关的图片和视频材料,进一

步丰富学生对汉语的形象化认知,进而形成强大的理想二语自我。 为加强学生对理想二语

形象的认知,教师要有意识激发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和动力,减少焦虑情绪的负面影响,如引

导学生设想未来工作和生活中与汉语有关的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汉语交际意愿,教师要尽

可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汉语学习活动,帮助学生积

累二语学习经验。 本研究一方面旨在激发中亚汉语学习者的二语学习动机,降低其焦虑情

绪,并促进他们积极参与汉语交际。 另一方面,为国际中文教学实践提供有效解决路径,推

动“一带一路”国家中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各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中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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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econd
 

language
 

( L2 )
 

learning
 

motivation,
 

L2
 

anxiety,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of
 

230
 

Central
 

Asian
 

Chinese
 

stud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L2
 

learning
 

motivation,
 

L2
 

anxiety,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mong
 

Central
 

Asian
 

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Central
 

Asian
 

Chinese
 

learners
 

had
 

relatively
 

high
 

ideal
 

L2
 

self
 

and
 

L2
 

learning
 

experience
 

levels,
 

but
 

a
 

low
 

ought-to
 

L2
 

self
 

level.
 

The
 

ideal
 

L2
 

self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L2
 

anxiety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The
 

ought-to
 

L2
 

self
 

positively
 

influenced
 

L2
 

anxiety,
 

which
 

was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l
 

L2
 

self.
 

L2
 

learning
 

experience
 

had
 

a
 

significant
 

and
 

direct
 

influence
 

o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This
 

study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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