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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课程思政，对北京某高校雅思英语写作课程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类型及动机强度进行了整
学期追踪。通过课堂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及ＳＰＳＳ数据统计验证，融合课程思政的雅思英语写作课程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 “社会责任”动机，及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当课程融入学生关注的新闻事实时，“社会责任”动机及

学习动机强度提升最为显著。该实证研究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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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了要全面推进高校课

程思政建设的精神。紧随着总书记和教育部传

达的精神，各大高校都纷纷响应号召，开展探

索 “课程思政”的研究。

英语学习动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关于动

机研究的焦点之一。但纵观中外文献，还未有

文章涉及课程思政对于动机的影响。本课题组

从英语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视角，对某高校国际

课程班 （金融、会计、传播）专业学生的英语

学习动机进行了大二秋季学期的追踪，旨在丰

富动机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提升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提供实证研究参照。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英语 “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文章

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宏观方

面，学者们论述了英语类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

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例如黄国文在 《外语课

程思政建设六要素》中，重点回答了课程思政

“是什么”“怎么做”两个问题。徐锦芬在 《高

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中，

阐述了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科属性为引

导、以学校特色为依托”的总体原则。微观方

面，学者们围绕具体英语类学科，论述其实践

方案。如，唐慧利、郑志恒、杨婧分别论述了

课程思政在 “商务英语”“英语报刊选读”“大

学英语”学科的实践，为广大教师们的课程思

政实践提供了借鉴。

关于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两大趋势，一是探索动机内在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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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ｍｂｌａｙ和Ｇａｒｄｎｅｒ的拓展动机理论模式，秦晓
晴、文秋芳在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的

内在结构》中探究了动机因果关系模型，二是

针对不同大学生群体及英语科目进行实证研究，

探究英语学习动机类型、动机如何影响英语学

习者，及用不同技巧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等，如高一虹等探究了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

习动机类型，Ｇ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论述了学习动机如
何影响中国大学生的反馈体验和偏好，Ｈａ
Ｐｈｕｎｇ探讨了利用不同技巧呈现词汇，增加学生
学习动机。英语学习动机相关研究如李炯英、

刘鹏辉所言，概括为８大类别，即综述、理论
研究、应用研究、建模研究、影响因素研究、

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及教学策略关系研究、学

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关系研究以及学习动机本体

研究。其中，外语学习动机本体研究主要从外

语写作、阅读、听力、口语及词汇学习动机

展开。

但中外文献，还未有文章涉及课程思政对

于动机的影响。高一虹教授等对大学生的动机

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大学生的动机具体

包含七种类型，即 “内在兴趣、成绩、情境、

出国、社会责任、个人发展和信息媒介”。周燕

教授等在此基础上对大一新生的学习动机及动

机强度变化趋势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追踪，发现

学生的 “社会责任”有着大一至大二下降，之

后保持不变的趋势。周燕教授指出对于这样的

趋势需要进一步研究。因而，本课题组从英语

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视角，对某高校２０级国际课
程班 （金融、会计、传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

习动机进行整学期追踪，旨在得出课程思政对

研究群体的动机及动机强度的影响，丰富动机

领域的研究。

二、课程思政模式

本课题组融入思政教学的课程为非英语专

业 （金融、会计、传播）国际课程班的英语写

作课程。该课程以培养有爱国情怀，过硬英语

和专业素质的金融、会计、传播领域国际化应

用型人才为专业特色；写作话题涉及全球化、

教育、政府投资、医疗、环保、法律、文化、

老龄化社会等；写作任务以体现个人价值观的

观点类任务为主。教师在授课时以各单元主题

及写作任务为起点，参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九大报告对其详细的阐述等，对学生厚植爱

国情怀，增强其文化自信，引领 “尊重多元文

化、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确价值观。

在实践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模式为 “双线

－五式 －七步”法。双线，即 “线上、线下”

“先隐性、后显性”渗透思政元素；五式，即

“专题嵌入式、隐性渗透式、讨论辨析式、项目

驱动式、画龙点睛式”；七步即 “读、思、辩、

写、寻、讲、评”七个主要教学环节。具体实

施情况如图１所示：
这一模式，中学生所读、所思、所辩、所

写、所寻、所讲均围绕教材内容及教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补充的语料。使学生在阅读、思考、思
辨、辩论、练笔、互评练笔，寻找、讲解文章

及互评过程中内化所学到的知识点，在教师批

阅、点评、讲解、引导中深入理解单元教学中

蕴含的思政内涵。从引导学生自学到讨论、讲

解，从指导学生阅读文章到写作输出、寻找文

章、评价，教师先隐性后显性地达成了思政育

人目标。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某高校２０级国际课程
班 （金融、会计、传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

与动机强度。这三个专业学生处于同一年龄段、

同一英语基础。课题组完成秋季学期前测，用

ＳＰＳＳ对三个专业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了方差分
析，确定无显著差异后，在２１－２２学年秋季学
期随机选择其中两个专业 （会计、传播）为

课程思政实验班，另外一个专业 （金融）为对

照班。

（二）研究方法

１调查问卷。学期初、学期末，及每个教
学单元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班与对照班全体学生

进行动机问卷调查。问卷沿用高一虹等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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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框架，并根据教授学生的特点和预测调

整进行了修订。该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包

括动机类型、动机强度、各范畴的名称、意义解

释、题号及调整问卷后最终的信度值，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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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模式与路径

表
!

　变量及预测信度一览

变量名称 意义解释 问卷中的题号 信度α

动

机

类

型

内在兴趣 对目的语及文化的了解欲望或喜爱程度 ４，８，１４ ８１４

学习成绩 满足成绩、毕业或英语资格证书等的要求 ７，１５，２１ ７９５

学习情境 教材、教师、班级等学习情境因素的影响 ６，１８，２２ ８３９

出国 为出国而学习 ５，１１，２０ ８２８

社会责任 将英语学习视为承担民族责任，促进国家强大的途径 ９，１７，１９，２３ ８０２

个人发展 提高个人竞争力和社会地位 １０，１２，１３ ７０４

信息媒介 以英语为媒介获取信息 ３，１６，２４ ８６５

动机强度 为英语学习付出的实际行为努力 ２５－３２ ９２５

　　２访谈法 （辅以观察法、日志法）。将实验

班及对照班学生分为动机强、中、弱等不同群

体，每个群体中选取一位，对其进行访谈，收集

主观信息。同时对其进行课堂观察、邀请其撰写

日志，进行质性研究的 “三角印证”信息补充。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

思政教学实践前，实验班 （会计班、传播

班）及对照班 （金融班）各动机类型及学习强

度均无显著差异 （表２）。

表
"

　课程思政前实验班与对照班动机情况对比表

动机名程 Ｆ Ｓｉｇ

社会责任 （２，９０）２４９ ７８０

学习情境 （２，９０）１２３９ ２９５

学习成绩 （２，９０）１８９ ８２８

出国 （２，９０）１８０４ １７１

信息媒介 （２，９０）１２４ ８８３

内在兴趣 （２，９０）４４６ ６４２

个人发展 （２，９０）２７８６ ０６７

学习动机强度 （２，９０）４２３ 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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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学期追踪，发现各类型动机中 “社会责

任”动机、 “学习成绩”动机有显著变化，动

机强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表３）。
１各类型学习动机及变化。整学期课程思

政教学后，课题组发现在 “内在兴趣、成绩、

情境、出国、社会责任、个人发展和信息媒介”

这七类学习动机中，学生的 “社会责任” “学

习成绩”动机出现了显著变化，其余类型动机

未出现显著变化 （表４）。
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５），课

堂思政对实验班会计和传播专业学生的 “社会

责任”动机有显著影响。重复对比结果显示，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会计和传播专业学生的 “社会责

任”动机显著高于未进行思政教学时。Ｕｎｉｔ１０
结束时，会计和传播专业学生的 “社会责任”

动机显著高于此前各教学单元。单元Ｕｎｉｔ６结束
时，会计和传播专业学生的 “社会责任”动机显

著高于学期中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的 “社会责任”动

机及其他各教学单元。总体而言，随着课程思

政教学的展开，“社会责任”动机在不断提高。

表
#

　动机变化统计表

单元 动机强度 动机类型

Ｕｎｉｔ１
实验班：显著增强

对照班：无显著变化

社会责任：

实验班显著增强，对照班无显著变化

Ｕｎｉｔ１０
实验班：显著增强

对照班：显著增强

社会责任：

实验班显著增强，对照班无显著变化

学习成绩：

实验班显著增强，对照班显著增强

Ｕｎｉｔ６
实验班：显著增强

对照班：无显著变化

社会责任：

实验班显著增强，对照班无显著变化

表
$

　各类型学习动机变化表

动机类型
是否有

显著变化
显著变化情况 对比对象

社会责任 是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Ｕｎｉｔ６结束时

实验班自身对比：Ｕｎｉｔ１结束时＞未进行思政教学时

对照班自身对比：无显著差异

实验班显著高于对照班，实验班之间无显著差异

实验班自身对比：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Ｕｎｉｔ１、２、３、５结束时

对照班自身对比：无显著差异

实验班显著高于对照班，实验班之间无显著差异

实验班自身对比：Ｕｎｉｔ６结束时＞其他各教学单元结束时

对照班自身对比：无显著差异

实验班显著高于对照班，实验班之间无显著差异

学习成绩 是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实验班自身对比：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此前教学单元

对照班自身对比：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此前教学单元

实验班显著高于对照班，实验班之间无显著差异

　　　　　注：学习语境、出国、信息媒介、内在兴趣、个人发展均无变化。

　　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５），对
照班金融专业学生的 “社会责任”动机无显著变

化。重复对比结果显示，开学初至学期末 “社会

责任”动机呈上升趋势，但均未出现显著变化。

学习初 Ｕｎｉｔ１、学习中 Ｕｎｉｔ１０、及学期末
Ｕｎｉｔ６思政教学结束后，会计和金融以及传播和

金融，在 “社会责任”动机方面，均出现了显

著差异。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融入

思政元素的英语课堂学生与传统英语课堂学生，

在 “社会责任”动机方面有显著差异 Ｕｎｉｔ１，实
验班会计专业学生与实验班传播专业学生的

“社会责任”动机均显著高于对照班金融专业学

·２９· 课程思政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生，但实验班会计专业学生与实验班传播专业学 生的 “社会责任”动机无显著差异 （见表６）。

表
+

　学生 “社会责任”动机的时间差异
,- .#!/

未进行思政

教学时

学期初Ｕｎｉｔ１
结束时

学期中Ｕｎｉｔ１０
结束时

学期末Ｕｎｉｔ６
教学结束时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实验班会计

专业学生
２５５６５ ３５１８４ ３５４０３ ４７９１３ ３６７７４ ３７７４６ ３７５００ ３８７３０

Ｆ
（２９７７，
８９３１０）
１７８０９２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未进行思政教
学时学期中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
此前各单元 （１、２、３、５各
教学单元）学期教学结束时

＞其他各教学单元结束时

实验班传播

专业学生
２６０４８ ５１９５１ ３５８０６ ５４９１９ ３６８５５ ４６９７９ ３７８２３ ４２２０１

Ｆ
（２８１９，
８４５８２）
１６７１９６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未进行思政教
学时学期中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
此前各单元 （１、２、３、５各
教学单元）学期教学结束时

＞其他各教学单元结束时

对照班金融

专业学生
２５２４２ ４７１５０ ２５３２３ ４６４３２ ２５９６８ ３５１６５ ２６２１０ ３３４６１

Ｆ
（１４１７，
４２５０５）
３５７５

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表
0

　学期初
1-23!

、学期中
1-23!%

及学期末
1-230

结束时 “社会责任”动机差异表

实验班会计学生

（ｎ＝３１）
实验班传播学生

（ｎ＝３１）
对照班金融学生

（ｎ＝３１）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２，９０） ＰｏｓｔＨｏｃ（Ｔｕｒｋｅｙ）

学期初 Ｕｎｉｔ１结
束时 “社会责

任”动机

３５４０３ ４７９１３ ３５８０６ ５４９１９ ２５３２３ ４６４３２ ４３９３９
实验班会计学生 ＞对照班金融学
生实验班传播学生 ＞对照班金融
学生

学 期 中 Ｕｎｉｔ１０
结束时 “社会

责任”动机

３６０４８ ４２２１７ ３６８５５ ４６９７９ ２５９６８ ３５１６５ ６５４９０
实验班会计学生 ＞对照班金融学
生实验班传播学生 ＞对照班金融
学生

学期末 Ｕｎｉｔ６结
束时 “社会责

任”动机

３６７７４ ３６０５２ ３７８２３ ４２２０１ ２６２１０ ３３４６１ ９１３５８
实验班会计学生 ＞对照班金融学
生实验班传播学生 ＞对照班金融
学生

ｐ＜００５

　　以上数据证明，课程思政教学在Ｕｎｉｔ１结束
时，对实验班学生的 “社会责任”动机开始有

明显推动作用，这一推进作用一直持续到学

期末。

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７），重
复对比结果显示，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会计、传播、
金融专业学生的学习成绩动机有了显著上升。

总体而言，学习成绩动机从学期初至Ｕｎｉｔ２结束
呈上升趋势，此后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均未达

到显著。在学期中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有了显著上
升，此后缓慢上升至期末。

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 ８），
Ｕｎｉｔ１０教学结束后，会计、传播及金融班学生，

在学习成绩动机方面，未出现显著差异，证明

本课题中融入思政教学的英语课堂未对学生的

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２．动机强度的变化。本课题中课程实际授
课顺序为 “１、２、３、５、１０、４、６”的单元顺
序。整学期课程思政教学后，研究结果显示

（表３），Ｕｎｉｔ１、Ｕｎｉｔ１０及 Ｕｎｉｔ６思政教学结束
后，会计专业和传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强度均出现了显著增长，金融专业学生仅在 Ｕ
ｎｉｔ１０结束后，英语学习动机强度出现了显著增
长。这三个单元结束后，会计和金融以及传播

和金融，在学习动机强度方面，均出现了显著

差异。

·３９·课程思政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表
4

　学生成绩动机的时间差异
,- .#!/

未进行思政

教学时
Ｕｎｉｔ２结束时 Ｕｎｉｔ５结束时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学期教学

结束时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实验班会

计专业学

生

３３２２６６２９９０３３５４５６０２７６３３２１６５９３５５３４０７１５６９８１３４２８４５５９９６
Ｆ（１８０５，
５４１４１）
５２７２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此
前教学单元 （１、
２、３、５各教学单
元）

实验班传

播专业学

生

３３７６３４１９３６３４０８０４０１５１３３７５９４２８５０３４８３１４７８５１３５０４４４６３１５
Ｆ（１３７１，
４１１４３）
３９７７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此
前教学单元 （１、
２、３、５各教学单
元）

对照班金

融专业学

生

３３２２６３４９４３３３４４２３３９４４３３２２６３３９３３３４５１０４６０２８３４７２６４５４０８
Ｆ（１２９１，
３８７２１）
４８５６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此
前教学单元 （１、
２、３、５各教学单
元）

ｐ＜００５

表
5

　
1-23!%

结束时学习成绩动机差异表

实验班会计学生

（ｎ＝３１）
实验班传播学生

（ｎ＝３１）
对照班金融学生

（ｎ＝３１）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
（２，９０）

ＰｏｓｔＨｏｃ（Ｔｕｒｋｅｙ）

Ｕｎｉｔ１０结 束 时
学习成绩动机

３４０７１ ５６９８１ ３４８３１ ４７８５１ ３４５１０ ４６０２８
１７７

（ｐ＝８３８＞００５）
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９），课
堂思政对实验班会计和传播专业的学生英语学

习动机强度有显著影响。重复对比结果显示，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会计专业和传播专业学生的英语
学习动机强度显著高于未进行思政教学时的强

度。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会计和传播专业学生的英语
学习动机强度显著高于Ｕｎｉｔ１结束时的英语学习
动机强度。学期末Ｕｎｉｔ６结束时，会计和传播专
业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显著高于Ｕｎｉｔ１０结束
时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总体而言，随着课程思

政教学的展开，英语学习动机强度在不断提高。

单因素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９），对
照班金融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有显著

变化。重复对比结果显示，开学初至Ｕｎｉｔ５动机
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均未出现显著变化。Ｕｎｉｔ１０
结束时，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显著高于 Ｕ
ｎｉｔ５及此前各单元的学习动机强度。本学期课
程结束时 Ｕｎｉｔ６与学期中 Ｕｎｉｔ１０教学结束时的
动机强度无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英语学习动

机强度呈上升趋势，在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这一趋势

较为明显。

Ｕｎｉｔ１、Ｕｎｉｔ１０及 Ｕｎｉｔ６思政教学结束后，
会计和金融以及传播和金融，在学习动机强度

方面，均出现了显著差异。单因素组间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融入思政元素的英语课堂学生与

传统英语课堂学生，在学习动机强度方面有显

著差异；实验班会计专业学生与实验班传播专

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强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班金融

专业学生。但实验班会计专业学生与实验班传

播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强度无显著差异 （见表

１０）。
综合分析数据，课程思政教学在 Ｕｎｉｔ１结

束时，对实验班学生的学习强度开始有明显推

动作用，这一推进作用一直持续到学期末 Ｕ
ｎｉｔ６结束时。虽然对照班学生在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
时，动机强度有显著增长，但实验班和对照班

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证明除课程思政教学

外，存在其他因素推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强度，

但此时课程思政教学对学习动机强度仍然具有

推进作用。

·４９· 课程思政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表
&

　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强度时间差异表
,- .#!/

未进行思政

教学时

学期初Ｕｎｉｔ１
结束时

学期中Ｕｎｔｉｌ１０
结束时

学期末Ｕｎｉｔ６
教学结束时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实验班会计

专业学生
２８８７１ ９５０５２ ３３８３１ ６１５７１ ３８０６５ ５７４４９ ３９２１９ ４９４５２

Ｆ（１８５０，
５５５１０）
５４０７５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 ＞未进行思政
教学时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Ｕｎｉｔ１、２、
３、５结束时
Ｕｎｉｔ６结束时 ＞其他各教学
单元

实验班传播

专业学生
２７０１６ ９１４４０ ３３５０８ ５６８６４ ３７３７９ ５２６７４ ３８６９４ ４６７２４

Ｆ（１３６３，
４０８８５）
６３６８５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 ＞未进行思政
教学时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Ｕｎｉｔ１、２、
３、５结束时
Ｕｎｉｔ６结束时 ＞其他各教学
单元

对照班金融

专业学生
２８９５２ ９４７０９ ２９０３２ ９３１９１ ３０７６６ ８１６２９ ３１２３５ ７２８５８

Ｆ（１２２３，
３６６９８）
１１８９６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Ｕｎｉｔ１、２、
３、５结束时

ｐ＜００５

表
!%

　学期初
1-23!

、学期中
1-23!%

及学期末
1-230

结束时动机强度差异表

实验班会计学生

（ｎ＝３１）
实验班传播学生

（ｎ＝３１）
对照班金融学生

（ｎ＝３１）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２，９０） ＰｏｓｔＨｏｃ（Ｔｕｒｋｅｙ）

Ｕｎｉｔ１结束时
英语学习动机

强度

３３８３１ ６１５７１ ３３５０８ ５６８６４ ２９０３２ ９３１９１ ４２５９
实验班会计学生＞对照班金融学生
实验班传播学生＞对照班金融学生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
英语学习动机

强度

３８０６５ ５７４４９ ３７３７９ ５２６７４ ３０７６６ ８１６２９ １１８６０
实验班会计学生＞对照班金融学生
实验班传播学生＞对照班金融学生

Ｕｎｉｔ６结束时
英语学习动机

强度

３９５８４ ４７６２２ ３８６９４ ４６７２４ ３１２３５ ７２８５８ ２００２９
实验班会计学生 ＞对照班金融学生实
验班传播学生＞对照班金融学生

ｐ＜００５

（二）访谈结果

通过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动机强、中、弱不

同群体中各选择１位访谈者进行访谈、并通过
课堂观察及邀请其撰写日志的方式对其访谈内

容进行印证，课题组得出学生各类动机变化及

动机强度变化的原因。

关于 “社会责任”动机变化的原因，在访

谈中，实验班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在学期初只认

为学好英语有助于今后就业。Ｕｎｉｔ１结束后，他
们通过学习西方个别国家将疫情爆发嫁祸于中

国的英文报道，意识到学好英语不仅为了个人

发展，同时也为了祖国。他们十分想在国外社

交平台发声，用地道的英文告诉更多外国人，

真正的中国有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有着强大的

力量，有着大国担当。受访者表示这种爱国情

怀一直存在于内心深处，但在Ｕｎｉｔ１教学中被极
大激发。学习 Ｕｎｉｔ１０时，学生通过阅读关于老
年人的英文报道，不仅积累了更多 “老年人”

写作话题语料，也更清晰地认识到现在祖国老

年人的生活状况。实验班受访者均认为现在中

国对于老年人更加关注，不仅社会保障更加坚

实，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均有更加丰富

的生活，由此感到祖国的日益强大，爱国之情

油然而生。实验班受访者均反馈 Ｕｎｉｔ６结束时，
通过学习迎 “冬奥”环保理念相关报道，了解

·５９·课程思政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到祖国具有世界先进环保技术和理念，人民环

保素质与日俱增，爱国情怀再次被激发，希望

多读英文相关报道，积累表达，以便日后出国

深造时，用英文和国外友人沟通，使其更了解

中国，认识到中国的强大。

关于学生英语学习成绩动机，实验班与对

照班受访者对于学习成绩的态度较为相近。学

期初至第２单元结束，学生英语学习劲头十足，
英语学习成绩动机呈增长趋势，此后，由于各

科学习压力增大，学生社团活动、实习等与学

习时间冲突，英语学习成绩动机呈下降趋势；

学生于学期中意识到学期已过半，参加四六级、

国际性考试 （雅思）的意愿愈发强烈，这种紧

迫感甚至使他们甘愿放弃其他科目学习时间，

增大英语学习时间。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英语学习
成绩动机有了显著上升，此后上升趋势一直持

续到期末。访谈者的表述再次印证了调查问卷

收集的数据。

Ｕｎｉｔ１０结束时，对照班和实验班学生的英
语学习动机强度较之前均有显著提升。结合

“社会责任”动机、“学习成绩”动机、“动机

强度”的量化及质性访谈数据，得出 “课程思

政”对 “社会责任”动机及学习动机强度在 Ｕ
ｎｉｔ１０教学中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因此，课程思政对于学生的 “社会责任”

动机、动机强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学习成

绩动机的改变与课程思政教学无直接联系。

（三）研究结果分析

由量化 （表３、４）和质性 （表１１）数据综
合分析，得出 “课程思政”对于学生的 “社会

责任”动机，及学习动机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

当融合的思政元素素材为学生热切关注的当下

新闻实事，思政教学效果尤为显著。

量化数据结果概括如表３、４所示，接受英
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验班在学期初１单元，学
期中１０单元，及学期末６单元的 “社会责任”

动机均有显著增强，对照班的 “社会责任”动

机均无显著变化，且实验班的 “社会责任”动

机均显著高于对照班，而两个实验班相比较，

“社会责任”动机无显著差异，由于前测 （表

２）中实验班和对照班无显著差异，因而此量化
结果证明 “课程思政”对 “社会责任”动机有

显著促进作用。

表
!!

　 “动机显著变化”单元统计表

动机强度 动机类型 单元 融入内容 具体内容 学生主观反馈

实验班显

著增强

对照班无

显著变化

社会责任 Ｕｎｉｔ１ 新闻实事

抗疫相关报道：

１美国把新冠病毒称为 “中国病毒”

诋毁中国

２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支持，如
提供疫苗等

通过学习内容反差极

大的抗疫相关报道，

激发爱国情怀

实验班、

对照班均

显著增强

社会责任 Ｕｎｉｔ１０
记者访谈及新

闻实事

中国老年人生活相关报道：

１中国老年人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
２中国老年人有着丰富精彩的生活

通过阅读中国老年人

生活相关报道，感受

到了祖国的强大，激

发爱国情怀

学习成绩 Ｕｎｉｔ１０

量化数据证明

此动机类型变

化不涉及课程

思政元素

量化数据证明此动机类型变化不涉及

课程思政元素

期末临近，很多学生

参加四六级、雅思考

试的意愿愈发强烈

实验班

显著增强

对照班无

显著变化

社会责任 Ｕｎｉｔ６ 新闻实事

迎 “冬奥”环保理念相关报道：

冬奥赛场基于高科技，充分体现了环

保理念

通过阅读迎 “冬奥”

相关报道，体会到祖

国的先进科技水平及

环保理念，激发爱国

情怀

　　如表３、４所示，实验班学生的学习动机强
度在学期初１单元、学期中１０单元及学期末６

单元均有显著增强，对照班的学习动机强度仅

在学期中１０单元有显著增强，且实验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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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强度在学期初、中、末均显著高于对照班。

由于前测 （表２）中实验班和对照班无显著差
异，因而此量化结果证明 “课程思政”对学习

动机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

学期初１单元、学期中１０单元、学期末６
单元分别融合了“抗疫”“老年人社会保障”“冬

奥绿色理念”的新闻素材 （表１１），这些都是
社会热门话题，在访谈中，课题组了解到学生

感到这三个单元内容十分贴近自己的生活，相

比其他教学单元，这三个单元的补充素材是自

己最热切关注的内容。经检验，这三个单元给

实验班受访者们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个单

元结束时，实验班的 “社会责任”动机及学习

动机强度均有显著性增强；对照班的 “社会责

任”动机整学期无显著变化，学习动机强度仅

在学期中１０单元结束后有显著增强，但与实验
班相比，仍有显著差异。

在访谈中，对照班受访者表示第１０单元自
己想努力学习英语，原因是学期已过半，对

“英语成绩有点着急了”，担心不好好学英语，

期末考核将会不理想，也担心雅思等英语测试

中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因而，对照班在第１０
单元学习动机强度显著增强源于对学习成绩的

担忧。实验班受访者表示学期初１单元、学期
中１０单元及学期末６单元时，自己始终英语学
习劲头十足，希望自己能多读英语文章、多积

累地道表达法，用地道的英语在社交平台发声，

并且希望自己将来出国留学时用地道流利的英

文将祖国的强大、祖国真实的样子，讲给外国

朋友听。同时，实验班受访者认为由于自己计

划考雅思，学期中１０单元开始，更加迫切地提
升英语水平。因而，实验班学生学期初１单元、
学期中１０单元及学期末６单元学习动机强度增
强均受到了思政教学的积极影响；第１０单元学
习动机强度显著增强，也同时源于对学习成绩

的担忧。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课程思政，对北京某高校雅思

英语写作课程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类型及动机

强度进行了整学期追踪，发现融合课堂思政英

语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社会责任”动机，

及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强度。希望该实证研究

为广大英语教学同仁的学生学习动机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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