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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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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动机是学习成就的重要构成，但叙述其内涵时往往基于研究型高校视角。为了解应用型高校日语专业

学生的学习动机构成，基于某应用型高校 254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确认了学习动机存在 6 个维度，

分别是：文化娱乐动机、出国交流动机、社会家庭责任动机、证书考研动机、学习情境动机、易学动机共 6 个维度。

研究结果为应用型高校日语学生学习动机的针对性提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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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but	 its	connotation	is	often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Japanese	major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54	students	 in	a	certain	applied	universit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confirm	that	there	are	six	dimension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namely: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motivation,	overseas	exchange	motivation,	social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motivation,	certificat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motivation,	 learning	situational	motivation,	and	easy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argeted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Japanese	student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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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学习动机作为学习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受到教

育研究者的关注。学习动机是启动第二语言和外语学习的主

要动力，是完成长期的、繁重的学习任务的驱动力，驱使学

习者向既定目标不断努力 [1]。Gardner 和 Lambert（1972）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学习动机分为“工具型动机”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工具型动机”指通过第二语言达到目标，

侧重学习一门语言的实际价值和好处；“融合型动机”指

学习者希望自己能融合第二语言文化中，表现出对该语言

下文化和居民的真诚的个人兴趣。Deci 和 Ryan（1985）从

教育心理学角度出发，将学习动机分为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内在动机

指学习者内心深处深切想要学习的渴望，在内在动机的驱使

下，学习者会充满自信且愉悦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外在动

机指来自外部的压力及期望，如为获得外部的奖励及他人的

认同而学习，来自外语学习者以外的父母、教师或其他人 [2]。

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学习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

变量。针对中国 30 所大学的系统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英

语学习动机类型有 7 种：“内在兴趣动机”“成绩动机”“出

国动机”“学习情境动机”“社会责任动机”“个人发展动

机”“信息媒介动机”。其中，英语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

等动机显著高于非英语专业 [3,4]。此外，关于英语学习动机

的一系列的动态跟踪调查中证实了专业对动机类型差异有

显著影响 [5,6]。

中国的日语学习动机的早期实证研究考察了清华大学

日语专业与非日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除两者共通的“对异文化异语言憧憬动机”外，

“强迫型动机”为专业学生特有，“日语语言志向动机”和

“成就型动机”为非专业学生特有 [7]。针对北京三所大学的

二外日语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对比研究显示“娱乐型”“信息

考试型”等 8 种学习动机为二外日语学生的主要学习动机，

从动机类型和强度的关系看，信息考试型等 3 种动机对强度

影响较大 [8]。近年来对多语种的学习动机因子分析 [9] 及日

语学习动机调控策略 [10] 也受到关注。

造成外语学习动机差异的原因通常包括社会因素、家

庭因素、个体因素等 [11]。针对英语学习者设计的成熟量表

的研究中，多将“为中国富强尽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不

辜负父母期望”3 个题项归纳为“社会责任动机”。近年来，

有研究探讨了英语学习动机中父母 / 家庭的影响 [12]，因此有

必要验证在当下的日语学习者群体中，父母 / 家庭因素是否

被认为属于传统的“社会责任动机”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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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英语长期以来的国际地位使其成为最

广泛的国际化用语 [13]。因此，在诸多针对英语学习者的研

究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一描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英语

全球化视角。而日语作为单一语言国家日本的官方语言，日

语学习者在此动机上的归因强度理应弱于英语学习者。

2 研究设计

2.1 调查对象
论文以该校大二、大三的日语专业本科及高职学生为

调查对象，采用了全面调查的方法，调查实施时间为 2023

年 8~9 月。通过问卷星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255 份，清除了

回答前后矛盾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率 99.6%

（见表 1）。

2.2 测量工具
论文依据成熟的学习动机问卷，结合该校学生学习特

点设置了问卷问题。问卷分为：①个人情况 20 题，除基本

人口信息外，还询问了日语学习经历、大学前的语言学习经

历、志愿专业选择等情况。为调查影响社会家庭责任动机的

因素，询问了班级 / 社团干部、党员身份。②学习动机 39 题。

回答采用从“完全不符合”（1 分）到“完全符合”（5 分）

的李克特五级量表。

因子提取需要总解释方差大于等于 60%，且各因子题项

大于等于 3 项。为满足此前提条件，对学习动机部分删除 11

题。删减后两部分的信度略微下降，说明问卷回答相似性降低。

删减后两部分的 KMO 值提高，说明删减题项后的问卷变量

间的相关性变强。以下为基于问卷删减后的分析结果。

3 分析结果

为了解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分类，对问卷数

据进行了因子提取。表 2 显示学习动机共存在 6 个成分，共

提取出原有指标 63.082% 的信息。

对 39 道关于学习动机的题项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

因子分析后，根据题项描述将 6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娱

乐动机”“出国交流动机”“社会家庭责任动机”“证书考

研动机”“学习情境动机”“易学动机”。所有变量共同度

都高于 0.4，说明提取的公因子反映了原变量 40% 以上的信

息。各题项在因子上的载荷量见表 3。

表 1 性别、年级、身份、青年大学习情况（n=254）

                           男 女 总计

年级

2022 级应用日语 12（44.4%） 15（55.6%） 27（10.6%）

2021 级应用日语 13（38.2%） 21（61.8%） 34（13.4%）

2022 级日语 29（38.7%） 46（61.3%） 75（29.5%）

2021 级日语 27（38.0%） 44（62.0%） 71（28.0%）

2023 级专升本 11（23.4%） 36（76.6%） 47（18.5%）

总计 92（36.2%） 162（63.8%） 254（100%）

身份
社团 / 班级干部 32（34.8%） 46（28.4%） 78（30.7%）

积极分子 / 党员 13（14.1%） 49（30.2%） 62（24.4%）

青年

大学习

经常完成 74（80.4%） 144（88.9%） 218（85.8%）

有时完成 16（17.4%） 9（5.6%） 25（9.8%）

偶尔完成 1（1.1%） 5（3.1%） 6（2.4%）

从不完成 1（1.1%） 4（2.5%） 5（2.0%）

表 2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n=254）

成分
学习动机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5.224 18.657 18.657

2 3.601 12.862 31.518

3 2.759 9.855 41.374

4 2.239 7.995 49.369

5 2.233 7.974 57.343

6 1.607 5.739 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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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分析结果显示，该校日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存在“文

化娱乐动机”“出国交流动机”“社会家庭责任动机”“证

书考研动机”“学习情境动机”“易学动机”共 6 个维度。

其中“更好地为中国的富强尽力”（平均值 3.45，载

荷系数 0.837）、“为了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平均值 3.52，

载荷系数 0.745）、“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平均值 3.45，

载荷系数 0.723）构成了该校日语专业学生的“社会家庭责

任动机”的内涵，而先行研究中此三项的载荷系数往往低于

0.7[3]。反映了该校日语专业学生整体较高的社会与家庭责任

感，有较强的责任担当意愿，在感情上认同青年应该为中国

的富强尽力，用日语传播中国声音。此外，学生所感受的家

庭正向环境会诱发外部动机的生成，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

习。学者指出“社会与家庭责任动机”与动机强度有显著的

相关性，可以成为外语教学工作的有力抓手，在教学中应通

过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带动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 [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

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

问题。高等教育应鼓励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前途和

民族命运之中，肩负起民富国强、美好生活的社会责任 [14]。

此外，论文确认了该校日语专业学生群体中存在“易

学动机”，这是有别于英语专业的日语专业特有的动机。在

该校日语专业学生群体中，“易学动机”的内涵包括“学日

语是因为不擅长英语”（平均值 2.99，载荷系数 0.741）、

“学日语是因为中国人学日语容易”（平均值 3.18，载荷系

数 0.631）、“我不喜欢语言学习”（平均值 2.91，载荷系

数 0.595）。因此在实践中，应避免使学生将日语成就归因

于中国人对日语学习的先天优势，并鼓励日语专业学生重视

英语学习及培养对语言学习的热情。

论文局限性在于调查对象没有涉及英语专业，因此未

能进行“社会与家庭责任动机”各维度的横向比较。且未纳

入全部日语专业学生，未能进行纵向比较。今后研究将在完

善调查对象的基础上，实施学习动机的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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