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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学习者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崔 晗*，李梦茵 

沈阳化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摘要】本研究基于自我调控学习理论，探讨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学习者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以某理工

大学 523 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学习者对

混合式教学的偏好、自我效能感和动机调控对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的偏好

与英语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投入上显著优于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动机调控

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重要变量。本研究揭示了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自我效能感、动机调控对英语学习投入影响的

内在机制，并从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动机调控策略应用、优化混合式教学环境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混合式

教学环境下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投入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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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earners' engage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based on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in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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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explor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ers' 
engage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within a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targets 523 non-English majors a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study analyzes learners’ preferences for blended instruction, self-efficacy, and motivation 
regulation to evaluate their impact on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ers' preferences for blended instruction and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Students with high self-efficacy 
exhibit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engage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compared to those with low self-efficacy. Additionally, 
motivation regulation i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affecting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which self-efficacy and motivation regulation impact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in a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 It also offers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self-efficacy, strengthening motiva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optimizing blended teaching environments. The goal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learners' engage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within this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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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线上线下融合的混

合式教学成为外语教学的新趋势[1-2]。这种教学模式整

合了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优势，为学生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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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学习资源、更灵活的学习方式以及更多样化

的互动机会[3]。然而，混合式教学环境在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对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4]。学习

投入作为衡量学习质量的关键指标，与学习者的学业

成就紧密相关[5]。在混合式教学环境中，了解学生的学

习投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教学效果、提升学

生的英语学习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混合式教

学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基

于自我调控学习理论探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相关因素

对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为提高混合式英语教学

效果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2 文献综述 
自我调控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能主动调节元认

知、动机和行为以实现学习目标[6-7]。自我效能感指个

体对自身完成任务能力的判断和信念[9]。动机调控是自

我调控学习的重要部分，通过规划、监控和调整学习活

动来维持和增强学习动机[10]。 
国内外学者对英语学习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

念内涵、影响因素及与学习过程各要素的关系上[11-12]。

研究发现，动机、焦虑、教师教学方法等因素会影响学

生的英语学习投入。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传统教学环

境，对混合式教学环境下英语学习投入的研究相对较

少，且缺乏从自我调控学习理论视角的深入探讨[1]。因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偏好与英语学习投

入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2）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投入

上是否存在差异？ 
（3）动机调控对大学生英语学习投入是否具有预

测作用？ 
（4）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偏好、自我效能感、

动机调控与英语学习投入之间的路径关系有何特点？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取沈阳化工大学参与混合式英语课程学习的 523

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及大二本科生及研一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这些学生来自 21 个不同专业，涵盖了文科、理

科、工科等多个学科领域，保证了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

性。 
3.2 研究工具 
（1）问卷调查：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动机调控

量表、英语学习投入量表和混合式教学环境量表收集

数据。自我效能感量表改编自 Pintrich&DeGroot（1993）
[13]编制的学习动机策略问卷中的自我效能感部分，包

含 6 个项目，采用五点 Likert 量表计分，从“1=完全

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动机调控量表涵盖兴趣调

控、元认知控制、自我奖励、情感控制、成就目标唤起

5 个维度，共 28 个项目，例如在兴趣调控维度有“我

会寻找有趣的英语学习资源，让学习更有意思”、元认

知控制维度包含“我会提前规划英语学习的时间和进

度”等问题。英语学习投入量表包括认知投入、情感投

入、行为投入 3 个维度，共 30 个项目，像认知投入维

度会询问“我会主动思考英语学习中的问题”；情感投

入维度有“我喜欢上英语课”；行为投入维度则涉及“我

会按时完成英语作业”等内容。混合式教学环境量表包

含讲授、自主、协作 3 个维度，共 3 个项目，例如“我

喜欢教师通过线上线下讲授和微视频传授知识的教学

方式（讲授维度）”“我喜欢通过自主学习线上资源来

巩固知识（自主维度）”“我喜欢在教师组织下，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协作完成学习任务（协作维度）”，均采

用五点 Likert 量表计。这些量表均经过严格的信效度

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半结构式访谈：对 32 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感受、自

我效能感和动机调控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提高学习投

入的建议等方面展开。 
（3）结构方程模型：运用 AMOS 软件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偏好、自我效

能感、动机调控与英语学习投入之间的内在机制和路

径关系。 
3.3 研究工具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问卷星”平台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共发放

问卷 612 份，回收有效问卷 5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5%。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向学生明确说明问卷的目

的和填写要求，确保学生认真填写。对回收的有效问卷

进行整理和编码，运用 SPSS 20.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

关性分析和差异分析，用 AMOS 26.0 构建结构方程模

型，探究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数

据的正态性、方差齐性等进行检验，确保分析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

境、自我效能感、动机调控和英语学习投入的均值均高

于 3.00，表明学生对这些方面的态度较为积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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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作式混合式教学环境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明显高

于讲授式和自主式。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的偏好与

英语学习投入及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其中协作式教

学环境与学习投入相关性最高，对情感投入影响最大。 
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环境、自我效能感、动机调控和

英语学习投入呈现出积极态度，这一结果与当前教育

领域对混合式教学的推广和应用趋势相契合[14]。学生

在协作式教学环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可能是因为协作式学习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互动交流机

会，满足了他们的社交和合作需求。在协作过程中，学

生通过与同伴讨论、合作完成任务，不仅能深化对知识

的理解，还能提升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这些体验使得

学生更愿意投入其中。 
混合式教学环境偏好与英语学习投入各维度显著

正相关，且协作式教学环境与学习投入相关性最高，对

情感投入影响最大。这表明，营造以协作互动为特点的

教学环境，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投入。当

学生在协作中感受到被尊重、被认可，且能够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时，他们会对英语学习产生更积极的情感体

验，进而提升学习投入度。 
4.2 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学生的学习投入差异 
将学生按照自我效能感得分高低分为两组，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

在英语学习投入上显著高于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情

感投入差异最为明显。 

表 1  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投入差异 

 
*p < 0.001 

高自我效能感学生在英语学习投入上显著高于低

自我效能感学生，且情感投入差异最为突出，这与已有

研究结果一致（Bandura，1997；Schunk，1991）[8-9]。

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选择，高自我

效能感的学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英语，面对困难时

更具信心和毅力，愿意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从而更容易

在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增强情感投入。例如，

在英语演讲任务中，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愿意主动

报名参加，认真准备演讲稿，积极练习发音和表达技巧，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成就感，进一

步提升了对英语学习的热情；而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

可能因害怕表现不佳而回避此类任务，错过提升能力

和增强自信的机会，导致情感投入不足。 
4.3 动机调控对英语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 
以动机调控的五个维度为自变量，英语学习投入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动机调

控是影响和预测英语学习投入的重要变量，成就目标

唤起、兴趣调控、情感控制、自我奖励和元认知控制对

学习投入均有良好解释力，其中成就目标唤起预测力

最强。动机调控对英语学习投入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成

就目标唤起在动机调控各维度中预测力最强。这说明

明确的学习目标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促使他们

更积极地投入英语学习。当学生将英语学习与未来职

业发展、个人兴趣等目标紧密联系时，会产生更强的学

习意愿和内在驱动力，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比如，立

志从事外贸工作的学生，会为了提升职场竞争力，积极

学习商务英语知识，主动寻找相关学习资源和实践机

会。 

表 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汇总（n = 523） 

 
*p < 0.001 

兴趣调控和情感控制对学习投入也有重要影响。

保持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主动、

更持久地投入，而良好的情感控制能力有助于学生在

面对学习困难和挫折时，保持积极的学习心态，避免因

负面情绪而降低学习投入。然而，元认知控制虽使用频

率较高，但预测力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学生虽

有规划和监控学习的意识，但缺乏有效的执行能力和

自律性，导致元认知控制策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10]。 
4.4 变量间的路径分析 
运用 AMOS 26.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模

型的卡方自由度比值（χ²/df）为 2.675，RMSEA = 0.057，
SRMR = 0.033，GFI = 0.935，AGFI = 0.913，CFI、NFI、
IFI、RFI 分别为 0.968、0.950、0.968、0.940。上述判

别模型拟合指数表明，潜在变量结构方程模型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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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模型是可识别的。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通过

混合式教学环境和动机调控间接影响英语学习投入；

混合式教学环境对学习投入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动机

调控对学习投入有直接影响。 
自我效能感通过混合式教学环境和动机调控间接

影响英语学习投入，这揭示了自我效能感在学习投入

过程中的复杂作用机制。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倾向于

选择更具挑战性和互动性的协作式教学环境，在这种

环境中，他们能更好地发挥自身能力，通过与他人协作

互动，进一步激发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习投入。例如，

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在协作式学习小组中，积极承担

任务，主动与同伴交流，从协作中获得的积极反馈又增

强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形成良性循环。 
混合式教学环境对学习投入有直接和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体现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习积极性；间接影响则通过

动机调控实现，合适的教学环境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进而提升学习投入。如线上学习平台提供的个性化学

习资源，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探索兴

趣，增强学习动机，使学生更投入地学习英语。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动机调控对学习投入有直接影响，再次证明了动

机在学习过程中的核心作用（Wolters，2003）[10]。学生

通过运用各种动机调控策略，如设定目标、自我奖励、

调节情绪等，能够维持和增强学习动力，保持较高的学

习投入水平。这提示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掌握有

效的动机调控策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首先，学习者混合式教学的偏好与其英语学习投

入显著正相关，情感投入受教学环境类型影响最大。协

作式教学环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促进学习者的情感投入，进而提高英语学习投入。 
其次，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学习者在英语学习

投入上存在显著差异。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学习者的

学习行为和态度，对英语学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高自

我效能感的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学习投入更

高。 
第三，动机调控是影响学习者英语学习投入的重

要变量，激发内在兴趣和满足实际需求可促进学习投

入。成就目标唤起、兴趣调控、情感控制等动机调控策

略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教师和学生都应给

予动机调控策略足够的重视。 
第四，自我效能感通过混合式教学环境和动机调

控间接影响学习投入，后两者直接影响学习投入。混合

式教学环境和动机调控在自我效能感与英语学习投入

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优化教学环境和加强动

机调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 
5.2 教学建议 
研究结果对混合式外语教学语境下的教学实践有

以下启示： 
（1）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

教师要适时为学生提供正向反馈，对学生在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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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付出与取得的进步予以认可和激励，以此强化学

生的自信心。举例来说，当学生完成一项英语任务后，

教师应细致地指出学生表现出色的地方以及取得的进

步，同时给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和专业指导。教师还需精

心设计适配的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依据学生的实际

水平和能力状况，设计难度适中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学习任务，使学生在成功完成任务时能真切感受到成

就感，进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此外，运用多元化的评价

模式，全面考量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成果以及付出的

努力，规避单纯依靠考试进行评价的方式，防止给学生

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教师应引导学生确立切实可行

的学习目标，协助学生将宏大的目标拆解为一个个具

体的小目标，让学生逐步朝着目标前进，在持续达成目

标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我效能感。并且，教师要密切留

意学生的英语学习状态，及时察觉并疏解学生诸如焦

虑、倦怠等负面情绪，积极营造活跃、积极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能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里开展英语学习。 
（2）加强动机调控策略应用。教师要增强学生对

动机调控重要性的认识，通过课堂讲解、案例分析等方

式，提高学生的动机调控意识。提供相关培训和指导，

针对不同的动机调控策略，如兴趣调控、元认知控制等，

设计专门的培训活动，使学生掌握一定动机调控策略。

学生应学会监控和调节学习状态，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状态，当发现学习

动力不足时，及时运用所学的动机调控策略进行调整。 
（3）优化混合式教学环境。教师应增加教学中的

协作、互动和沟通环节，设计更多的小组合作任务和互

动活动，让学生在协作学习中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

学活动，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果。

学生要积极与教师沟通，及时反馈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获取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积极参与课堂

互动和小组合作，充分利用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提高学

习者的学习投入，进而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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