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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傳統 Gardner 的社會心理觀點的在語言學習動機研究領域主導地位，使

得長久以來其他動機理論和觀點較少受到重視，也使得較富有教育使用價值

的理論較少應用在語言學習動機的研究的領域。儘管學者呼籲我們應注意此

一現象，回應此一呼籲的實證研究的能見度還是不高。因此第二語(L2)學習動

機的研究傳統上其教育上的應用價值受到各方的質疑。相關研究的結果似乎

對於實際外語(foreign language)教室的應用上沒有太大的貢獻，也不太能滿足

第一線的老師和教室學習外語的學生的實際需要。學者多呼籲語言學習動機

研究應涵蓋富有教育應用價值的理論和方法，俾使研究結果能應用在實際教

育用途。一些學者因此已採納或整合一些與教育較為相關的理論來研究語言

學習動機(如  Crooks & Schmit, 1991; Dornyei, 1990, 1994; Oxford, 1994; 
Tremblay, Goldberg, & Gardner, 1995)。其中以教育心理學領域中以認知觀點來

解釋動機的理論漸漸受到 L2 學者的重視與討論。這種認知觀點強調學生學習

動機是一個由學生對於自己本身的認知和對其所處的教育環境的解讀所交互

作用的心理歷程。 Bandura 所提出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理論是一個被教

育領域廣泛應用的理論(請參考 Schunk, 1985, 1990; Schunk & Rice, 1993; 
Schunk & Swartz, 1991; Pajares, 1996a; Shell, Murphy, & Bruning, 1989; Shih & 
Alexander, 2000)。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的提昇能提高學習動機(Schunk, 
1985)。而高度的自我效能則可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增強恆心，和勇於面

對挑戰(Schwartz & Gredler, 1998)。另一方面，幫助學生設立合適的學習目標

被視為是一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慾望和自我效能的良方(Bandura, 1986; Bandura 
& Schunk, 1981; Schunk, 1983). 完成目標的成就感提高自我效能，進而刺激學

生項下一個更高的目標邁進──如此一來動機成就之間便行成一良性的循環。

這也就是為什麼在 L2 領域 Oxford and Shearin (1994) 指出老師應幫助學生建

立適當的學習目標以便讓學生感受到其自我效能。基於以上理由，本研究計

畫試圖回應近年來學者所提出的呼籲--「語言學習動機的研究結果須具備教育

應用價值」，並嘗試圖彌補傳統語言學習動機研究結果應用有限和紙上談兵的



缺點，具體示範如何將動機理論應用於英語課室的實際運作。縮小理論與實

踐間的鴻溝。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研究如何將 self-efficacy 和 goal-setting 
理論應用在實際英語課以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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