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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ed for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ctivities is crucial and can be referred to as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presenc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make individuals 
more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something, whereas a lack of learning motivation makes the 
learning process difficult. Learning motiv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Furthermore, learning motivation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 of third-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Gaoya Cultural Academy to learn 
Chinese an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Chinese.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s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Data collection technique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ird-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Gaoya Cultural Academy to 
learn Chinese is stronger than external motivation, although some students have less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motivation of third-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Gaoya Cultural Academy to learn Chinese 
is school-related factors (teachers), which are one of the external fac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Chinese. 

Keywords: Bina Mulia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High School Students;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ing Motivation 

  

引言 

汉语是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之一。可以证明一点这件事儿，汉语是国际的语言，现在

可以发现，在印度尼西亚有许多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作为必修课，因为如今，汉语在任

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但在许多学习汉语的学生中，发现到不少的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遇到了困难、而且

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也是不高的，这当然与动机有关。据 Marjono（2015），在汉语教

学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学生不会读写汉字，原因就是学生对汉语不太

感兴趣，无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 

Samsudin 在 Mutmainnah（2021）指出动机是从外部影响或鼓励一个人或一个作组

的过程，以便他们想做已确定的一些事情。Suprihatin（2015）指出动机是为一个人

的能力，可以提高执行一项活动的意志水平。意愿来自个体自身内部（内部动机）和

个体外部（外部动机）。一个人的动机有多强将决定他在学习、工作、或其他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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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行为质量。据 Sumantri（2015），学习是一种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力量，它鼓

励一个人实现某种预定目标。 

如果学生对学习汉语有很大的动机，他们在汉语教育中的成就和成功也会很高，

反之，如学生对学习汉语的动机低，他们学习汉语的成绩也会很低。除了需要学习动

机以外，还有几个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就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学习动机分为两种，就是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是一个人的学习活动是

由于与这些学习活动无关的冲动（是使他想达到某种特定的愿望或目标）的一种动机。

例如，学生因为想的奥承诺的奖品而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这意味着他可能害怕如

他没有达到好成绩，会受到惩罚。内部动机是一种个体自身的动机或愿望，例如有一

个人由于他有一个爱好，他非常喜欢弹钢琴，就没有必要去提醒或鼓励他去弹钢琴，

因为他基本是喜欢谈钢琴的。 

综上所以，可以得出学习动机的含义结论，就是学习动机是一个人存在的学习某

种东西的一种冲动愿望。学习动机是分为两种，内部动机（来自个体自身的动机）和

外部动机（由个体外部引起的动机）。学习动机还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因此，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在教学-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学生

自身也必须产生学习动机，如学生的学习动机高、那么学习的过程也有效运行。因此，

笔者进行这项研究是想知道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哪些和想知道影响他

们学习汉语的动机有哪些因素。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学生，MIA 班共有 24 名、IS 1 班共有

22名、IS 2 班共有 23 名、所以研究对象共有 69名学生。本研究地点是在于高雅文化

学院。本研究使用了几种研究方法，如： 

笔者使用文献法、问卷和访谈收集数据。 

a. 文献综述法：搜索、整理及研读有关研究中国、东南亚、印尼、春节文化的论文、 

期刊，书籍等有关文献，将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持和借鉴方法。 

b. 问卷法：笔者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然后对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 

c. 访谈法：笔者从每个班随机抽出几个同学进行访谈。 

 

研究结果及探讨 

本研究题目是“学习汉语的动机分析——以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为例”，研究结

果是通过分发调查问卷（以 Google Form 形式）和通过 WhatsApp和 Zoom 进行访谈获

得的。问卷调查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在高雅文化学院高中（SMA Bina Mulia）使用

Google Form 进 行 的 。 本 调 查 问 卷 的 链 接 是 ：

https://bit.ly/MotivasiBelajarMandarin。 

问卷调查共有 54 个题分成 5 个部分：对汉语的看法共有 6 个题、学习汉语的态度

与方式共有 27 个题（关于内部动机有 15 个题、关于外部动机有 12 个题）、影响学生

学习汉语的动机因素共有 21 个题（关于内部因素共有 9 个题、关于外部因素共有 12

个题）。研究对象共有 69 名学生，收回 64 名学生填写了问卷，采访 11 名学生（采访

了 IS 1班的 3名学生、IS 2班的 3名学生、MIA班的 4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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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表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变量 分类 人数 比率（%） 

1 班 

MIA 20 31.3% 

IS 1 22 34.4% 

IS 2 22 34.4% 

2 性别 
男 35 54.7% 

女 29 45.3% 

3 
学习汉语

时间 

从小/幼儿园 41 64.1% 

从小学 13 20.3% 

从中学 3 4.7% 

从高中 7  10.9% 

没学过 - - 

 

通过研究对象调查问卷统计，MIA 班共有 20 名学生、IS 1 班共有 22 名学生、与

IS 2 班共有 22名学生，收回研究对象的测试共有 64名学生，参与此次调查的男学生

是有 35 位，占 54.7%，女学生有 29 位，占 45.3%。从幼儿园开始学习汉语的学生们是

有 41个人，占 64.1%、从小学开始学习的学生有 13位，占 20.3%、从中学开始的学生

有 3 位，占 4.7%、从高中开始学习的学生有 7 位，占 10.9%。这意味着所有填写问卷

的学生，无论是初学者或是已学习过的学生，都已具备了汉语的基础知识。学过汉语

的学生们有的是因为在他们搬到高雅文化学院时才学习汉、有的是从小习惯了跟家人

说汉语、有的是通过中国电视剧学习汉语。 

 

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结果 

您对汉语的看法是如何？ 
表 2.（学生对汉语的看法）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汉语是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 34.4% 57.8% 7.8% - 

2 汉语是难学习的语言 32.8% 57.8% 9.4% - 

3 汉语是非常独特的语言 46.9% 48.4% 4.7% - 

4 汉语是一种挑战 40.6% 51.6% 4.7% 3.1% 

5 汉语是使大脑敏锐的语言 42.2% 48.4% 9.4% - 

6 汉语对未来的工作很重要 53.1% 42.2% 4.7% - 

 

    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汉语是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

就是他们认为现在的汉语已开始赶上了英语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不同意的学

生们认为，汉语不是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而是他们认为英语就是最广泛使用的国

际语言。 

第 2 的问题是关于“汉语是难学习的语言”，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汉语是难学习的

语言，就是因为学生们认为汉字太难读写与笔画多难记，发音也挺难学会的，不同意

的学生们认为他们是学过了汉语，不觉得汉语很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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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的问题是关于“汉语是非常独特的语言”，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汉语是非常独

特的语言（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他们认为汉语有多种写法、有很多词汇、大部分的

字母都有不同的意思、还有在汉字上的笔画让汉语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的发音方式

也是原因之一，不同意的学生们认为汉语不是独特的语言就是因为汉语是日常生活中

经常遇到的语言，经常听到的一种语言。 

第 4 的问题是关于“汉语是一种挑战”，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汉语是一种挑战因为

汉语很难学会的语言的原因成为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对学习汉语有兴趣的学生来说

是可以让他们对学习汉语更有兴趣更有挑战，因此他们想更了解汉语，不同意的学生

们认为汉语有许多的困难成为了学生有一种很大的负担、不是一种挑战。 

第 5 的问题是关于“汉语是使大脑敏锐的语言”，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汉语能使大

脑敏锐的语言因为学生们认为难读写的汉字可以锻炼大脑能力，因为笔画多，可以使

汉语看起来像图画一样，不同意的学生们认为学习一门新语言当然可以带来了好处，

例如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的是，像汉

语这样是使用了复杂字符系统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语言更能够使大脑敏锐。 

第 6 的问题是关于“汉语对未来的工作很重要”，大多数学生们非常同意汉语在

现在和未来的工作世界中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工作需要汉语的作为一个领域，不

同意的学生们认为比较多的工作是需要英语的，而不是汉语。这可以称为学生建立学

习汉语的动机的开始。如学生对现在的汉语有积极的看法，那么学生自然会对学习汉

语及其文化有兴趣，而且还有更多的支持， 

 

您学习汉语的态度和方法是如何？ 
内部动机 

表 3.（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我不喜欢学习外语 1.6% 4.7% 43.8% 50% 

 

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生喜欢或对学习外语有兴趣，

这是可以使学生的内部产生一种称为学习外语的动机的第一步。因为如学生不喜欢学

习外语，他们自然不会喜欢学习汉语的，也无学习汉语的动机。即使他们喜欢学习外

语，学生也不一定会喜欢学习汉语。大多数学生对学习外语有兴趣，但有一些学生其

实只是对学习英语有兴趣，不喜欢学习汉语，这些学生认为汉语是难学的语言。 

   
表 4.（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2 虽然汉语不是学校的必须课，我也会

学习汉语 
15.6% 45.3% 34.4% 4.7% 

3 我对学习和掌握汉语有兴趣 29.7% 46.9% 17.2% 6.3% 

4 我对认识中国文化有兴趣 23.4% 59.4% 14.1% 3.1% 

5 我对在课余时间学习汉语有兴趣（例

如：课外活动、比赛） 
10.9% 32.8% 43.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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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表 4可以得知，大多数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不仅在校期间

学习汉语，而且在校外也有学习汉语的兴趣，例如看电视剧、听中文歌、补习或与别

人讲汉语。不同意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学校的汉语必须课学习汉语，不想在校外

学习汉语， 

第 5 的问题是关于“我对在课余时间学习汉语有兴趣”，尽管他们学习汉语有

动机，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生不同意他们对在课余时间学习汉语不太有兴趣，这是因

为学生们更喜欢独立学习汉语，在课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生们是因为他们想再提高他

们的汉语能力，例如自愿去报名参加中文补习、报名参加比赛或参加课外活动

（ekstrakuliker）。 

 
  表 5.（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6 我在汉语课上主动和朋友或老师说

汉语 
15.6% 62.5% 20.3% 1.6% 

7 我经常报名参加汉语比赛（例如：

唱歌比赛、诗歌、演讲、辩论等） 
- 10.9% 32.8% 56.3% 

8 我经常报名参加包含中国文化的比

赛（例如：中国传统舞蹈、中国传

统乐器、武术等） 

1.6% 7.8% 45.3% 45.3%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因为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学习汉语的

动机，在汉语课上学生们有自己的主动和朋友或教师使用汉语交谈，这是因为学生们

的汉语教师让学生们可以习惯在汉语课上时总是使用汉语相互交谈。即使学生们有学

习汉语的动机，在汉语课上会主动的讲汉语。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生对报名参加与

汉语有关的比赛（唱歌、诗歌、演讲、辩论等）或报名参加包含中国文化的比赛（中

国传统舞蹈、中国传统乐趣、武术等）不太感兴趣，原因就是因为（不想报名参加比

赛的）学生们认为他们的汉语能力还是很差的，也觉得他们没有技能，所以他们没有

很大的自信去报名参加比赛。 

 
 表 6.（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9 除了在课堂上，我也在寻找社交朋

友（线上）用汉语交谈 
3.1% 17.2% 45.3% 34.4% 

 

第 9 的问题是关于“除了在课堂上，我也在寻找社交朋友（线上）用汉语交

谈”，有 3.1%学生选择非常同意、45.3%学生选择不同意。选择“非常同意”的学生

认为他们的汉语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自信（因为怕不懂别人说的话、不知道该怎么交

谈，心中无数）、有的对寻找社交朋友没兴趣，有的找了社交朋友，但找到的是讲英

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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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10 我认真听老师解释的材料 18.8% 67.2% 14.1% - 

11 如果我不太了解老师讲解的材料，

我会积极地提问并通过书籍找到答

案 

9.4% 60.9% 26.6% 3.1% 

12 我认真记下老师解释的材料 12.5% 50% 29.7% 7.8% 

13 我在家里复习汉语课资料 4.7% 32.8% 53.1% 9.4% 

 

根据上面的表7，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

生们学习汉语是有心的，他们会主动认真听教师解释的材料，有些不认真听教师解释

的学生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英语而不是汉语，也有些学生对学习汉语完全没兴趣，所

以他们没有真正认真听教师解释。如果他们对教师解释的材料有不太了解的地方，他

们会积极地提问教师或是主动自己在书籍上找到答案，他们甚至会记下教师解释的材

料，那些都间接表明学生们是有学习汉语的动机，通过听教师的讲解，敢于把他们不

理解的地方找出答案。但从上面的表，也可以看出有些学生在家里复习汉语课资料，

也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在家里没复习汉语课资料。没复习汉语课资料的学生，他们是

认真听教师讲解而不做笔记的学生。 

 
  表 8.（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14 我会主动做作业或练习 15.6% 64.1% 15.6% 4.7% 

15 我总是按时提交老师给的作业或练

习 
35.9% 46.9% 15.6% 1.6%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不仅有学习汉

语的动机，他们也有很大的主动性，不必等待教师或其他人的命令来做作业，学生

也有自己的责任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提交作业外部动机。 

 
  表 9.（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外部动机）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16 朋友鼓励我努力学习汉语 9.4% 53.1% 31.3% 6.3% 

17 老师鼓励我努力学习汉语 43.8% 46.9% 9.4% - 

18 我父母或家人都鼓励我学习汉语 29.7% 42.2% 26.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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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汉语不仅需要有自我激励（内部动机），而且学习汉语还需要来自外部激励

（外部动机）。那么根据上面的表可以得知，学生们认同外部动机的存在，例如来自

朋友、教师或家人的鼓励，以鼓励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百分比就是教师鼓励学生们

努力学习汉语。这意味着，学生们的汉语教师在培养学生学习汉语的外部动机方面起

着最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学习汉语的动机不仅是来自自我鼓励，但还是来自于其他

人的支持（别人的鼓励）。不认同的学生们认为别人对他们的鼓励是不太重要的，他

们更关注与相信他们自己的动机（不太重视别人的鼓励）。 

 
表 10.（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外部动机）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9 通过学习汉语，我父母会为我感

到骄傲 
20.3% 51.6% 20.3% 7.8% 

20 如果我得到父母的礼物，我会更

加兴奋 
21.9% 32.8% 18.8% 26.6%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同意，通过学

习汉语，他们的父母会为他们感到骄傲。但是有些人不同意这一题，不是因为他们的

父母不感到骄傲，不是因为父母不同意孩子学习汉语，而是他们的父母其实不是一件

大不了的事情，不真正关心他们的孩子学习或不学习汉语（学习汉语是一般的事情），

不会强迫他们的孩子学习汉语。比较多的学生同意如果他们得到高分后，然后得到父

母的礼物，他们会更加兴奋地学习汉语，但也有些学生觉得如果父母送不送给他们礼

物，他们也不会更加兴奋的。 

 
  表 11.（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外部动机）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21 如果我得到高分，我会被多人夸奖 4.7% 39.1% 39.1% 17.2% 

22 如果我没得到高分，我将受到惩罚

（来自老师或父母） 
- 6.3% 40.6% 53.1% 

23 当我发现我的汉语成绩不够高时，

我会鼓励自己更努力学习 
20.3% 51.6% 28.1% - 

24 当我发现我的汉语成绩不够高时，

我失去了学习动机 
6.3% 10.9% 60.9% 21.9%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有些学生得到高分时，他们会得到别人的夸奖，他们也

认为得到了夸奖后，他们会更加兴奋，更有学习动机，也可以得知大多数学生，如果

他们得到高分，他们不会被多人夸奖。尽管学生们没得到任何人的表扬，但他们还觉

得这是很正常的，并没有降低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大多数学生非常同意，如果他们

没得到高分，他们不会被教师或家人受到惩罚，他们的汉语教师却鼓励学生更加热情

地学习汉语，但受到惩罚的学生认为为孩子在学校或补习上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父母仍

然得到不理想的成绩而感到愤怒，有学生认为身体或心理上的惩罚使孩子精神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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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外部动机）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25 我在有考试的时候才学习 18.8% 43.8% 29.7% 7.8% 

26 我只在父母要求下才学习汉语 1.6% 9.4% 54.7% 34.4% 

27 看到朋友们完成任务或作业我才做

任务或作业 
4.7% 7.8% 59.4% 28.1%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事实证明，学生们是在有考试时才学习，就是为了考

试能通过高分，也可以看出有不少的学生不只是在考试时才准备学习。大多数学生不

需要等待父母的要求让他们学习才要学习，这可以表明学生们是有很大的主动去学习

汉语，也不需要看到朋友做完任务，他们才做任务，但还有些学生是看到朋友们完成

任务才做任务，有的是因为学生想与朋友一起做、有的是因为他们想复制朋友的答案、

或是他们忘记了又必须提交的作业。这些可以说学生学习汉语的内部动机是挺高的，

就是因为学生们在学习或做作业有很大的主动性，不需要等待别人的命令来完成做作

业的。 

 

影响您们学习汉语的因素是有哪些？ 
A. 内部因素 

表 13.（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影响学习动机的身体状态（是否经常

生病） 
10.9% 23.4% 37.5% 28.1% 

2 在汉语课上经常感觉到无聊和不热情 7.8% 28.1% 45.3% 18.8% 

 

上面的表 13 讨论的是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内部因素之一，就是“生理因素”

或是“Physiology Factor”的表。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事实证明，有比较多的

学生选择不同意这一种因素，比较多的学生其实是觉得身体的状态（是否经常生病）

并不真正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学生们的身体状态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到学生的汉语

学习，但也有些学生觉得他们的身体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汉语学习，如学习时身体

不太舒服的话，这应该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且大多数学生在汉语课上不会

感到无聊而感到热情，但也不少的学生认为他们在汉语课时经常感觉到无聊，这应

该跟学校或课堂状态有关的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因素。 

 
表 14.（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3 教材内容难懂 6.3% 57.8% 28.1% 7.8% 

4 经常听不懂老师讲解的内容 6.3% 20.3% 57.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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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表 14，第 3的问题是关于“材料内容难懂”，有 57.8%学生选择同

意、7.8%学生选择非常不同意。第 4 的问题是关于“经常听不懂老师讲解的内容”，

有 6.3%学生选择非常同意、57.8%学生选择不同意。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知，高雅

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认同教材的内容是难懂，就是觉得汉语是难学习

的学生们认为生词太多、课文也难读让他们觉得内容难懂。但是也可以知道，他们

的教师在讲解时，学生们会听懂教师讲解的内容。这可以说是由于材料的内容难理

解，因此教师清楚地解释材料的内容。这可以意味着，教师解释难理解的材料内容，

然后学生们可以通过教师的讲解与现有的材料内容相比理解更多。听不懂的学生就

是因为他们没学过汉语，他们的汉语基础知识还是不多的。 

 
  表 15.（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5 缺乏自信（害怕说错话被嘲笑或欺

负） 
9.4% 20.3% 35.9% 34.4% 

 

根据上面的表 15，第 5 的问题是关于“缺乏自信（害怕说错话被嘲笑或欺

负）”，有 9.4%学生选择非常同意、35.9%学生选择不同意。自信当然是很重要也

是一种需要，尤其是在学习时，因为学习难免犯错误。如一不小心犯了错误，结果

会被别人嘲笑或欺负，他就会自卑，失去了自信（缺乏自信），不敢说话，并觉得

他们的学习动机下降。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出，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生的自信心是很

强的，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缺乏自信，不怕犯错误，也不怕被别人嘲笑。因为学生们

的自信心是很强，所以这不会过多地干扰学生们的学习过程。 

 
表 16.（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6 

我学习汉语学了很长的时间，也尽了

最大的努力，但还是觉得没有什么进

步，汉语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学习的 

10.9% 35.9% 39.1% 14.1% 

7 我对汉语的好奇心是很高 9.4% 59.4% 26.6% 4.7% 

 

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知道，“学生汉语学了很长的时间，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

是学生们还是觉得他们的汉语水平还没有什么进步，他们还觉得汉语是挺难学习的

一种语言”，选择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学生的百分比是更高的，但是选择同意和

非常同意的学生也是很多的。这意味着，几乎达到 50% 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

学生觉得虽然他们很努力学习汉语，但汉语还是很难的，这是因为有些在他们没学

过汉语，自从搬到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他们已学了 3 年汉语，但还觉得汉语是挺难

的。关于这种情况，虽然学生认为汉语是很难学习的语言，但从上面的表上看来，

可以知道大多数的学生对汉语的好奇心是很高的。这意味着，学生还会有很大的动

机去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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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7.（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8 掌握汉语课材料后有安全感 15.6% 57.8% 23.4% 3.1% 

 

对学生的调查中可以得知，大多数学生如果他们掌握了汉语课的材料后会有安全

感。但有些学生他们不觉得有安全感，这就是因为学生对学习汉语完全没有动机，他

们学习后材料就忘掉了，也有的学生只学习准备考试后忘掉了材料。 

 
  表 18.（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内部因素） 

 
问题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9 想要得到老师、朋友或家人的表扬

的愿望非常高，所以我努力学习汉

语 

1.6% 23.4% 46.9% 28.1% 

 

根据上面的表 18，第 9的问题是关于“想得得到老师、朋友或家人的表扬的愿望

非常高”，有 1.6%学生选择非常同意、46.9%学生选择不同意。对学生的调查可以得

知，事实证明，大多数学生想学习汉语，却不需要得到周围人的表扬。这意味着学生

确实希望自己学习汉语的。这种因素是否得到周围人的表扬都无所谓，不影响到学生

们的学习汉语的动机。但也有些学生，他们努力学习是因为他们认为别人对他们的表

扬是重要的，为他们更有学习动机。 

 

外部因素 
  表 19.（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外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0 父母或家人对学习汉语的支持有影

响 
17.2% 56.3% 21.9% 4.7% 

11 父母或家人对学习汉语的关注有影

响 
15.6% 51.6% 26.6% 6.3% 

12 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用汉语交谈，所

以我更有学习汉语的动机 
4.7% 21.9% 45.3% 28.1% 

13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干扰的家庭气

氛（噪音污染或其他干扰的条件） 
4.7% 23.4% 46.9% 25% 

14 有能讲汉语的邻居 9.4% 12.5% 45.3% 32.8% 

 

根据上面的表 19 讨论的是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外部因素之一，对学生的

调查可以得知，大多数学生同意学生们的父母或家人对他们学习汉语的支持和关注是

有影响的，有些学生不同意父母或家人对他们的汉语学习有支持或关注是因为他们的

父母不强迫他们学习汉语，感觉汉语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他们的父母事实证明还

是支持他们想要做的一些活动。有比较多的学生不同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是用汉语交

谈，这意味着学生的家庭环境不是讲汉语的环境，所以学生们没在学院时不会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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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汉语。但也不少的学生的大多数家庭成员都是用汉语交谈的，这可使学生更有学习

汉语的动机。   

 
表 20.（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外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5 老师以独特的方式授课，让我对学

习汉语更有动机 
15.6% 53.1% 28.1% 3.1% 

16 老师经常反应灵敏让我对学习汉语

感兴趣 
23.4% 56.3% 18.8% 1.6% 

17 老师给的作业或任务太多了（作业

或任务有多少是有影响的） 
20.3% 68.8% 6.3% 4.7% 

18 课堂状态（安静或吵的课堂状态会

有影响） 
23.4% 42.2% 12.5% 21.9% 

19 在学习过程使用的设施（课堂里的

状态、课堂设施、校舍等有影响） 
34.4% 53.1% 9.4% 3.1%  

 

上面的表 20 讨论的是影响学生学习汉语动机的外部因素之一，对学生的调查可以

看出，大多数学生认同教师以独特的方式授课，让学生们对学习汉语更有动机。因为

教师以独特的方式授课，所以学生们在汉语课上不会很容易感到困、累、不热情。不

同意的学生是认为也可以得知，但也有些学生认为虽然他们的汉语教师以独特的方式

授课，但因为他们对学习汉语没兴趣，所以他们还觉得使用如何方式都不能更加他们

的汉语学习动机。 

除了教师因素可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汉语的动机，课堂的状态也可以影响到他们

的学习。 
 

表 21.（影响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外部因素） 

 

 

问题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20 在我身边有多能说汉语的朋友，所

以我对学习汉语更有兴趣 
14.1% 56.3% 25% 4.7% 

21 有序、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让学

习汉语的动机更足 
25% 54.7% 17.2% 3.1% 

 

上面的表 21 讨论了环境因素，这就是影响学习汉语的动机的外部因素之一。对学

生的调查可以看出，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觉得在他们的身边有多能

说汉语的朋友，所以这可以以学生们对学习汉语更有兴趣，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汉

语的动机。然后大多数学生的环境是有序、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这让学习汉语的

动机会更足。不同意的学生们，有的认为哪里都可以学习，周围的环境因素并没有真

正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有的觉得即使学习环舒适，也没有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

有的认为如果从 内部没有深化汉语的愿望，那么外部因素也难以支撑，一切回归各自

的心愿，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学习汉语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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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动机的存在是有很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在

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动机的存在，一开始学习一些东西时一定会很难专注的，难学会

的，并感到有一种很大的负担。从上述的动机调查研究分析与采访的结果来看，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1. 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大多数学生的内部动机是强于外部动机。他们对学习

汉语有兴趣、也想掌握汉语、大多数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讲外语，尤其是讲汉语，

因为他们认为能讲汉语是特别酷的。 

2. 对学习汉语没兴趣的学生，原因就是因为汉语是挺难学习的语言，特别是读写文

字。但通过教师的支持下，学生们坚持并保持学习汉语的动机。 

3. 影响高雅文化学院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动机大多数就是学校环境的因

素（外部因素），学生们的内部因素并没有真正影响（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

汉语学习。学生们都觉得影响他们的汉语学最大的学校因素就是他们的汉语教师，

他们认为他们的汉语教师的作用对于培养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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