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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Numerous studies indicate mos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experience 

certain level of anxiety and usually they experience anxiety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H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from University Teknologi 

MARA (Sarawak).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Horwitz, Hor-

witz and Cope (1986) was used in this study. SPSS 25.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cores. The result revealed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experienced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ajority of them experience a 

moderate level of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 main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speaking anxiety was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t was followed by test anxiety and fear of nega-

tive evaluation.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Anxiety; Beginner Learners; non-Chinese  

Learners 

 

引言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Liu， Fang & Wu, 2023; Song, 

Zhang & Yan, 2023）。为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提升国家和社会

的语言服务能力，纷纷鼓励国民学习汉语。马来西亚，作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一，也积极推广汉语教学工作。不论国立或私立大学均设

立汉语班，而每年参与汉语班的人数不断增长。然而，有研究指出（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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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g & Norseha, 2020），汉语学习者的表现与参与汉语班的人数

不成正比，尤其表现在“说”这一技能上。“听、说、读、写”四大

技能当中，“说”这一技能在社会服务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Risna, 

Laelah & Arini, 2023）。然而，汉语和马来语分属不同语系，其语

音系统也大不相同，所以对马来西亚非华裔而言，语音是最难掌握的

语言要素。 

外语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而情感领域是外语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付洪军、郑桂玲，2011）。

外语学习者的情感因素主要有态度、动机、焦虑、自信心等，其中最

为突出的就是焦虑。Horwitz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焦虑对外语学习的

影响相当普遍，焦虑作为外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情感变量，常常与一

些消极的情感因素如不安、灰心、自我否定、忧虑和紧张相联系（吕

红艳，2010），而焦虑突出地表现在外语 “说” 这一方面。学习者

要用目的语来表达所见、所闻、所想，首先要有一定的语言材料输入，

经过大脑加工后再输出。学生对目的语的基础知识和能力都直接影响

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于语言学习焦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

究大多数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焦虑为主，对于汉语学习焦虑研

究，仅搜获两篇相关的研究成果（Ting, Yeo & Chin, 2016; Ting & 

Sunarti, 2022），而针对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研究还是不足，也

仅搜获一篇（Ting & Jacquenline， 2018）。为此，本文将透过定量

研究法来调查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程度，并找出导致口语焦虑的

因素。本文研究问题如下： 

（1）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是否存在？ 

（2）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程度如何？ 

（3）哪些因素导致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 

语言焦虑是“一种产生于外语学习过程和课堂外语学习相联系的

有关自我知觉、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的综合体”（Horwitz, Horwitz 

& Cope, 1986）。Horwitz 等人将学习者所表现的外语学习焦虑行为

归纳为三个要素，即包括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测试焦虑（ test anxiety）和负评价焦虑（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Horwitz 等人对语言焦虑的界定可看出外语焦虑是有

别于其他语言焦虑的，是由于语言课堂的独特性而产生的。 

Horwitz等人通过学生的自我报告、客观实验以及一系列相关测量

方法的分析整理，设计出一份用以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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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外语学习焦虑量表，即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王银泉、万玉

书，2001）。量表共有 33 个问题，以 Likert 等级量表为选项。对外

汉语教学作为世界外语教学的其中一个分支，也积极借鉴国外外语焦

虑的研究方法，对对外汉语学习者的汉语焦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

究。 

钱旭菁（1999）是对外汉语界研究汉语课堂焦虑最早的一位学者。

钱氏采用 Horwitz 等人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课堂焦虑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被试者的汉语学习焦虑普遍存在。其研究发现留学生学

习汉语时的焦虑主要与国别和自我评价有关。此外，钱氏还对留学生

的个体因素差异如：年龄、性别、学习动机、学习时间等进行定量分

析。结果发现这些个体因素除了国别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余的个体

因素所表现的焦虑差异并不显著。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许多学

者陆续以对外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对其汉语学习焦虑进行调查研

究。不仅如此，也有部分学者针对语言学习技能（听、说、读、写）

的学习焦虑进行研究。以下是针对国内外学者对汉语口语焦虑所做的

相关研究： 

 
表 1. 汉语口语焦虑相关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

方法 

研究

对象 
研究工具 研究结果 

庄媛 

(2012) 

问 卷

调 查

法 、

访谈 

日 韩

留 学

生 

1. 外语课堂焦虑量

表（FLCAS） 

1.日韩学生汉语口语焦虑确实

存在。 

2.学生不同个体因素（如：性

别、学习年限、目标设定、自

我评价和性格）与口语焦虑相

联系, 焦虑表现也有所不同。 

张 雯

(2013) 

问 卷

调 查

法、个

人 访

谈 

泰 国

学生 

1.汉语课堂焦虑量

表 

2.汉语口语焦虑量

表 

3.汉语学习焦虑原

因调查问卷 

1.泰国学生的汉语口语焦虑存

在。 

2.汉语课堂焦虑低于口语焦

虑，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 

3.学习内容及材料、师生交流

是导致泰国学生汉语口语焦虑

的原因。 

郝 秋 兰 问 卷 预 科 1.汉语学习焦虑量 1.预科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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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调 查

法、课

堂 观

摩、访

谈 

留 学

生 

表，由 48 到考察汉

语听力、口语和阅读

焦虑的客观题组成 

2.焦虑成因量表 

感为中等水平焦虑。 

2. 身处不同课堂环境学生的

焦虑值有差异，不同英语水平

与汉语学习焦虑则没有明显的

差异。 

3. 在学习汉语时产生的焦虑

的原因，包括学习环境、汉语

自身的特点、自我评价、教材

翻译、教师的纠错方式、学生

英语水平、文化差异和学习习

惯。 

贾 亚 妮

(2015) 

问 卷

调 查

法 

韩 国

留 学

生 

1.汉语口语焦虑感

调查问卷 

1. 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口语焦

虑感基本存在。 

孙 一 丹

(2016) 

问 卷

调 查

法 、

访谈 

留 学

生 

1.汉语课堂焦虑量

表 

2.汉语口语焦虑量

表 

1.留学生的初级口语课堂焦虑

是存在的。 

2.女性的口语课堂焦虑水平比

男性高；高龄组的口语焦虑高

于低龄组；有明确学习期望的

留学生的口语焦虑低于无明确

学习期望的留学生。 

李 红 艳

(2016) 

问 卷

调 查

法 

短 期

来 华

留 学

生 

1.外语课堂焦虑感

量表 (FLCAS) 

1.短期来华留学生汉语口语课

堂焦虑处于低水平状态。 

2.比利时学生的焦虑感最强，

韩国学生的焦虑感则最低。 

3.女生的焦虑感比男学生的焦

虑感强。 

马 昂

(2016) 

问 卷

调 查

法 、

访谈 

印 尼

留 学

生 

1.汉语口语课堂焦

虑量表 

2.口语焦虑原因量

表 

1. 印尼留学生的焦虑主要表

现在负评价焦虑、师生交流焦

虑和课堂提问。 

2.学生的焦虑感和个体因素没

有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3.印尼留学生的口语焦虑和成

绩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4.留学生口语课堂焦虑感的主

要原因是由汉语自身特点和学

习者对自身的负评价焦虑所引

起的。 

刘 茜

(2017) 

问 卷

调 查

法 

中 亚

初 中

级 留

1.汉语口语焦虑量

表 

1.中亚初中级留学生汉语口语

焦虑程度比其他国家留学生的

焦虑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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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2. 初级汉语水平的中亚留学

生口语焦虑值高于中级汉语水

平的中亚留学生。 

3.“口语学习总体担心”和“害

怕说汉语”是导致初级水平留

学生产生口语焦虑的主要原

因。 

4.性别、动机与焦虑之间并没

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性格、兴

趣与焦虑之间则存在名著相关

性。 

罗 丽

(2017) 

问 卷

调 查

法、个

人 访

谈 

塔 吉

克 斯

坦 汉

语 初

学者 

1.汉语学习焦虑量

表 

2.汉语口语焦虑量

表 

3.焦虑原因量表 

 

1.塔吉克斯坦汉语初学者存在

中等口语焦虑。 

2．“对语言形式的准备与否”、

“口语表达信心”影响着学生

的口语焦虑程度。 

3.学生产生焦虑的原因是“个

人学习方法、课堂学习环境和

课堂竞争”。 

4. 课堂教学活动与口语焦虑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归纳上述关于汉语口语焦虑研究可发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口语

焦虑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口语焦虑确

实存在，且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焦虑。汉语口语焦虑的研究并无发现

针对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以马来西

亚非华裔为主，探讨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 
 

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来自砂拉越玛拉工艺大学，选修《基础华语（一）》

的非华裔生。本次调查发放了 100份问卷，女生 82人，男生 18人，

年龄介于 19-25 岁之间，分别是工商管理系、会计系、科学系和行政

管理系的学生（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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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华裔生个人背景分布情况 

 

 

 

 

 

 

 

 

 

 

 

调查工具 

本文为定量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以赫维兹等人（Horwitz, et al., 

1986）所设计的《外语学习焦虑量表》，简称 FLCAS（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 量表曾多次被研究者用以研究

外语学习焦虑，故其可信度在研究外语学习焦虑是相当高的。FLCAS

量表由 33个问题组成。由于本文研究以汉语口语焦虑为主，因此，我

们将 18 个有关口语焦虑的问题抽选出来，并将原文中的 “外语” 这

一词汇改为“汉语”。问卷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情况作答。 

 

数据搜集与处理 

问卷发放于学期末，研究对象于课后对问卷进行做答，收回 100 分有

效答卷。在被试者填写问卷前给予清楚的指示，并声明该问卷与课堂

成绩无关。问卷收集工作结束后，利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及探讨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口语焦虑整体情况 

本文按照 Ting 等人（2016、2022）对汉语学习焦虑水平进行的分类，

将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学习焦虑水平划为高度焦虑，中度焦虑和低度

焦虑。高度焦虑的均值介于 3.67-5.00，中度焦虑的均值介于

2.34-3.66，低度焦虑的均值则介于 1.00-2.33。调查结果显示，非华

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值处于中度焦虑层（Mean=3.26，SD=0.406）。这

一结果说明，马来西亚非华裔在学习汉语时普遍存在口语焦虑,其焦虑

 
Gender Major 

男 女 工商管理系 会计系 科学系 行政管理系 

Number of Par-

ticipants 
18 82 47 30 11 12 

Percentage 18 82 47 3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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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处于中度焦虑。 

 

表 3.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总情况 

 

Sample Minimum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100 2.22 4.22 3.26 .406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口语焦虑整体情况 

本研究试着从学习焦虑的三大要素即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

prehension）， 测试焦虑（ Test anxiety）和负评价焦虑（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对初级阶段非华裔的汉语口语焦虑原因进行调

查。非华裔生的负评价焦虑值是三个焦虑因素中均值最高的

（Mean=3.61, SD=0.466），然后是交际焦虑（Mean=3.36, SD=0.675）,

测试焦虑值最低的是测试焦虑（Mean=3.28, SD=0.618）。 

 

 

表 4.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遍布情况 

 

 Mean Standad Deviation Level 

负评价焦虑 3.61 0.466 1 

交际焦虑 3.36 0.675 2 

测试焦虑 3.28 0.618 3 

 

 

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中负评价焦虑值是三大焦虑要素中最高的

（Mean=3.61, SD=0.466）。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负评价焦虑因子

中，以“我总觉得其他学生的汉语说得比我好（Mean=3.76，SD=0.726）”

这个因子的均值最高。学生一般上喜欢与他人比较。当他们发现其他

同学的能力比自己强或者其他同学的表现优于自己的时候，心理上就

会认为自己不如其他人，进而引发焦虑情绪。周海燕（2007）在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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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提到，在外语学习中，竞争是无可避免的，学生惯性地在课堂学

习中与其他学习者进行竞争，因而产生超越其他学习者的欲望。然而，

当学习者发现其他学习者的能力优于自己的时候，便会在自己的学习

中产生厌恶的情绪，进而产生焦虑。此外，比起“当汉语老师问及一

些我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时，我会感到紧张（ Mean=3.76， 

SD=0.726）”，非华裔生更赞成“自愿回答问题（Mean=2.74， SD=0.705）”，

并愿意接受“汉语老师纠正的每一个错误（Mean=2.34， SD=0.768）”。 

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的交际焦虑值也很高（Mean=3.36, 

SD=0.675）。这表明初级汉语阶段的非华裔生在用汉语交际或交流时

比较容易产生焦虑。其焦虑尤其表现在“当我在汉语课上没有准备，

就得开始说汉语时，我会倍感惊慌失措（Mean=3.74， SD=0.949）”。

换言之，非华裔生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汉语比较不容易产生口语焦虑。

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交流需要对该语言的知识、文化有一定程度

的掌握。这样才不会在使用目的语进行交流时产生口语焦虑。由于非

华裔生的汉语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汉语

会感到焦虑。 

此外，非华裔生在听不懂的情况下也较容易产生口语焦虑（Item 2 

& item 8）。Horwitz (1987) 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的学习者在学习外语

时之所以产生焦虑，是因为学习者认为他们必须明白、了解及认识所

有和目的语有关的知识。由此可见，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产生源

于个人对语言须趋于完美的学习态度。然而，过于追求完美的态度导

致非华裔生在使用汉语交际的过程中产生口语焦虑，进而影响表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虽然存在，但非华裔生

表示“当我和华人用汉语交谈时，我不会感到紧张（Mean=3.54, 

SD=1.086）”。 

测试焦虑两个因子的均值也都很高，分别是“当老师块叫到我时，

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跳声（Mean=3.34， SD=0.755）”和“当我上汉

语课时，知道自己即将被老师叫到时，我会发抖（Mean=3.23, 

SD=0.776）”。这两个因子说明当非华裔生在进行汉语口语测试时，

会产生焦虑，也说明汉语初级阶段的非华裔学生较为重视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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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因子分析结果（N=100） 

 

No 

Item 

Item of Speaking anxiety SD D N A SA Mean STDEV 

1 上汉语课时，我总是没把握说汉语 2 17 47 28 6 3.19 0.861 

2 当我在汉语课上没听懂汉语老师

说什么时，我会感到害怕。 
0 21 20 49 10 3.48 0.937 

3 当我在汉语课上没有准备，就得开

始说汉语时，我会倍感惊慌失措 
3 6 25 46 20 3.74 0.949 

4 当我和华人用汉语交谈时，我不会

感到紧张 
4 16 20 42 18 3.54 1.086 

5 在汉语课上说汉语，我很有自信。 4 16 40 31 9 3.25 0.967 

6 在同学面前说汉语，我觉得非常不

自在。 
3 13 60 22 2 3.07 0.742 

7 当我在汉语课上说汉语时，我会感

到紧张和困惑。 
0 15 41 41 3 3.32 0.763 

8 当我听不懂汉语老师所说的每一

个字时，我会紧张。 
0 19 23 46 12 3.51 0.937 

9 当我不了解老师所订正的汉语时， 

我会感到烦恼。 
3 17 39 34 7 3.25 0.925 

10 学汉语太多的文法需要学校，几乎

压得我喘不过气。 
0 9 61 26 4 3.25 0.672 

11 当我在汉语课上自愿回答问题，我

会觉得困窘不安。 
4 29 56 11 0 2.74 0.705 

12 上汉语课时，我从不担心犯错。 4 35 22 32 7 3.03 1.058 

13 我总觉得其他学生的汉语说得比

我好。 
0 2 35 48 15 3.76 0.726 

14 我害怕其他同学会在我说汉语的

时候嘲笑我。 
6 26 25 26 7 3.02 1.024 

15 我很害怕汉语老师纠正我的每一

个错误。 
12 48 34 6 0 2.34 0.768 

16 当汉语老师问及一些我没有事先

准备好的问题时，我会感到紧张 
1 2 29 56 12 3.76 0.726 

17 当我上汉语课时，知道自己即将被

老师叫到时，我会发抖 

2 12 50 33 3 3.23 0.776 

18 当老师块叫到我时，我仿佛听到自

己的心跳声 

1 9 50 35 5 3.34 0.755 

 

*SD= Strongly Disagree; D= Disagree; N= Neutral; A= Agree; SA= 
Strongly Agree, STDEV= Standard Deviation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马来西亚初级阶段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普遍存在。

虽然其口语焦虑程度处于中度焦虑层，但口语焦虑的存在与产生原因

是不容忽视的。Philips（1992）的研究指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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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都应该关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因为它不仅影响着学生

的学习成绩，也影响着学生的语言学习态度。语言教师应比其他教师

对学生的情绪更敏感，也更有责任想办法将课堂焦虑感降至最低，以

帮助学生有效且高效地学习语言。本文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非华裔生在

与母语者进行交际时的焦虑感较低，因此教师不妨多提供一些机会让

非华裔生使用汉语与母语者（华裔）进行真实交际。这种方式不仅可

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创造

一个宽松的语言学习环境，有助于降低学生的情景焦虑，使学生快乐

且轻松地学习汉语，以达到高效的汉语学习效果。 

通过对马来西亚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的调查研究，使各国的

对外汉语教学者了解非华裔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经受的焦虑情况及焦

虑产生原因。然而，以上调查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此调查仅选取

一所大学汉语初级阶段的非华裔生作为调查对象、对被试者的其他变

量（性别、专业、年龄等）相关性问题及应对方式的探讨不够深入。

因此，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期于后续研究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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