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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独立研究报告题目： 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以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

中文系三年级为例

作者： 高雪

导师： Dr. Pak Thaldumrong

学位名称：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专业（中文体系）

学年： 二 O一八年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实力日益强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泰国由于历史和地理

的关系，泰国受到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汉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

语言经济学视角看，研究汉语在泰国传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际价值。

文章在 Gardner社会教育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模型，

从各个维度，探讨泰国正大学院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通过文献

梳理，结合个体特征量表、动机模型量表，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对回收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

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分为工具型动机和融

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比融合型的影响程度大。

（2）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学生的自身特性之

间关系是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感知程度有关，家庭月经济

收入差异与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感知程度有关。

关键词：汉语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 泰国学生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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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a Study of Junior

Chinese Major Students at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Author: Xue Gao

Advisor: Dr. Pak Thaldumrong

Degre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Program)

Academic Year: 2018

With China's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engt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ailand,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economy, politics, etc. due to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ason. Chinese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ai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in Thailand.

On the basis of Gardner's social education model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model and addresses the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junior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Panyawip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PI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cale and motivation model scale, the instrument were developed, an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The data we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the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s of the junior

students at PIM are divided into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integr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integrative

motivation, and (2)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erence of ethnic identity (overseas

Chinese/non-overseas Chinese) is related to the perceived degree of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family monthly economic income is related to the

perceived degree of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integrate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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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本章节介绍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议题、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及文章结

构。

1.1背景

1.1.1中国大环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目前已成为最为重要的、充

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下图 1.1所示，2017年中国 GDP迈

上了新台阶，80万亿，增长 6.9%。相当于 2016年排在全球第 14位国家的经济

总量。而且对世界贡献率不断提高，根据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左右（新华网，2017）。

图 1.1 2011-2017年中国 GDP增长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

崛起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从而引发全球“汉

语热”，使汉语言和中国文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令很多国家纷纷开设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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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而各国推广汉语过程中又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态度。

汉语国际的推广与受纳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1.1.2 两国政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推进和中国各项开放政策的支持，来中国留学事业

也快速发展，泰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增幅的平均值超过

20%，不仅大大缓解了来华留学赤字，也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

积蓄人才。

“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中国与东南亚进出口贸易往来，据泰国的海关统计，

如下图 1.2 所示，2016 年泰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658.4 亿美元，增长

2.5%。其中，泰国对中国出口 235.8亿美元，增长 1.2%，占泰国出口总额的 11%；

自中国进口 422.6亿美元，增长 3.3%，占泰国进口总额的 21.6%。泰方贸易逆差

186.8亿美元，增长 6.1%。

图 1.2 2008年-2016年中国同泰国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来源：国家统计局

泰国由于地理位置、签证方便等原因，一直是中国人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日前公布 2017年上半年旅游业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赴泰旅

游的国际游客约为 173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为 1.37 万亿泰铢（约合 275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仍是泰国入境游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国，如图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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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游客来泰国的人数总额

来源：Bloomberg

1.1.3泰国历史文化影响

泰国作为重要的东南亚国家,因历史和地理原因,汉语一直是泰国重要的外语,

受文化、经济、地理、政治等因素影响,汉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文化

实力日益强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从语言经济学视角看，汉语在泰国传播,具有

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实际价值。

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汉语项目负责人助理世玉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

海外汉语教育国际论坛会上发言，“基于和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渊源，在泰国，

民众对于学习汉语都有较高热情，民众虽然学习汉语的目的不同，但是他们都很

愿意来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据统计，2013年泰国共有 1524所院校开设汉

语课程，863056人学习汉语。伴随中泰两国深化合作发展，和泰国准备加入东

盟加三（中、韩、日），我想汉语将成为院校里的必修课。”（中国新闻网，2014）。

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数据显示，泰国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办志愿者合

作项目由 2004年的 73个增加到了 2014年的 1832个。

随着中泰两国政府、民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在泰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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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泰国汉语教育

1.2.1现状

汉语作为泰国的重要语言，在泰国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一项社会技能。对于

泰国学生来说，学校里的汉语教学并不能使他们完全掌握，这样的教育缺口导致

大量汉语教育机构涌入教育行业，但教育机构体制不完善、水平层次不齐。

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泰国人民族群身份是华侨，仍传承中华文化，并且有一

定汉语基础。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泰语中虽有一些客家话的引入，

但也居小数，与泰语并不相通，对于泰国汉语学习者来说有一定困难。

从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有差异，泰国的汉语教育方式，基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引进，具有中国式教育特点。

1.2.2前景

中国与泰国的经济交流频繁，特别是中国大量在泰国建立工厂和企业，泰国

人为了在中国企业工作，汉语成为了一种社会必备技能。汉语教学也成为一项事

业，但由于汉语的复杂程度，泰国本土对外汉语教育人才还十分缺乏。

1.2.3问题

泰国的汉语教育机构，对于汉语的教育专业度有待提升。比如：汉语学习的

教材并不统一，聘请的老师可能并不是汉语教育专业毕业，福利待遇对于来教学

的老师并不满意，薪资不完善，从而导致师资不稳定、学校人才流失，迫于压力

多数汉语教育机构会急于招聘兼职老师来时来填补空缺，兼职老师并不一定要汉

语教育专业毕业，部分招聘的是在泰中国留学生。汉语学习者对中文学习的质量

有所要求，但对中文机构的教育水平却无法测量，这也是信息传播不平衡。

1.3研究动机

据报道在英国，首家以中文为主的双语托儿所日前在伦敦成立。不过，这家

教授中文词汇和歌曲的托儿所价格不菲，每周 10 小时的中文课程每月收费近

1500英镑。据一项针对 1000多名未成年人父母的调查显示，英国的父母最希望

孩子学习中文；超过半数的父母认为，学习中文有助于孩子未来事业的发展，也

能开拓孩子们的视野，接触中国的文化（人民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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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汉语教学集中在大学、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近几年，各国汉语教学普

遍向低龄化、基础教育阶段发展，社会各界支持度、家庭参与度越来越高，汉语

教学正在由过去少数人的兴趣变成学校、家庭广泛参与的事情，年轻一代学习汉

语的人越来越多。

相关调研显示，目前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 8倍。

在美、英、法、泰、韩等众多国家，汉语教学从大学迅速向中小学延伸，从幼儿

园到高中成为汉语教学最重要的“增长极”。

1.4研究目的

通过相关文献及理论分析，为影响动机做理论支撑。

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证实影响动机的影响程度。

1.5研究议题

根据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总结出两个研究议题。

（1）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如何？

（2）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个体特征之间关

系如何？

1.6研究意义

1.6.1理论意义

运用 Gardner（1985）提出的社会教育模型的基础上，从模型的两个维度及

学习者的自身特性来构建模型。丰富泰国学生学习动机的相关理论研究。

1.6.2现实意义

顺应国家“一带一路”形势，符合国家的主旋律，具有现实发展意义，面向

中泰合作来说，对汉语国际教育的传播提供理论依据，深入两岸文化交流。利于

中泰政治层面的友好交流、助力中泰经济迅猛发展、促进中泰文教事业蓬勃发展。

从企业来说，以泰国正大学院中文系大三的泰国学生的研究，为教育机构因

地制宜的教育提供相关研究，提高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从而增加教育机构声望，

来学学生人数，使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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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来说，让学习中文的学生拥有强烈的动机，成功学习中文。

1.7文章结构

第一章：引言。主要是对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研究议题、研究

目的一级研究意义介绍，并对框架做出梳理。

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解析研究课题的概况，使用理论的定义、分类，及

理论发展。

第三章：方法与步骤。课题框架进行深入探讨，对理论和框架的综合分析，

说明本课题研究的框架，提出假设，并对假设实施的研究展开方法讨论。

第四章：研究结果与分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对假

设进行验证。

第五章：总结和建议。对文章进行总结，阐述文章结论，从而提出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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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章节主要是研究课题相关理论文献的梳理，为之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2.1学习动机相关研究

2.1.1动机的概念

动机，移动的一种力量。是人们由于愿望、兴趣、理想所激励表达出来的主

观因素（《新华词典》）。动机英文“motivation”，英语词根词典“mov”源于

拉丁文的“movere”，意思为移动、引起活动。在心理学中，作为名词表示促使

人行为、方向、维持并促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进行的内部动力（Baron，1998；

Murphy &Alexander，2000；Schunk，2000）。在组织行为学中，动机作为动词，

不仅是一种内在驱动力，更是一种人们朝着期望目标前进的过程（Denhardt,

1989）。动机是以内驱力和诱因作为必要条件而存在的，内驱力是推动有机体的

能量，其中包括生理的内驱力和社会的内驱力;诱因是指吸引有机体的行为目标，

即满足有机体需要的目的物。当行为被内驱力激起并指向一定诱因时，就会产生

行为的动机，从而推动一个人进行某种活动（黄景君，2010）。

2.1.2学习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学习动机的关键，学习动机是引起人们进行学习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动

力（黄景君，2010）。学习动机从身体机能来说是人类大脑中的一种映射反应，

是因为学习这件事件在学生的脑海中投射出的需要，是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愿意学

习的想法，对学生学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潘淑，1980）。学习动机表达学习者

的学习意愿和行为，说明学习者是否想要学习，愿意学什么，学习努力程度。学

习动机是指激发、定向和维持学习行为的心理过程。从学生本身的出发，学习动

机是学生学习行为的一种状态，且是一种动力趋向（Pintrich，2000）。Pintrich &

Schunk (2000) 把学习动机分为了两个方面：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学习动机也

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状态存在，这一过程都属于动机，学习动机就是学习者选定一

个目标，并通过持续的努力来达成这一个目标。”这种状态引起学习的活动并维

持学习活动，使学习活动趋向老师所指定的目标的一个心理过程（刘明娟，2009）。

总结来说，学习动机就是能激励并维持学习者向某一个目标而努力的一个动力倾

向。学习动机在而与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学习者学习的重要因素，会

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态度、策略、毅力，影响二语学习的输入量和二语技能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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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最终影响到二语学习的学习效果。所以，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产生二语学习

动机理论。近 50世纪左右，二语学习动机产生，在近几年二语学习动机受到研

究者的重视，以下是国内外学习动机与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综述。

2.1.3学习动机理论

中国有关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最早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从 90年代为研究

分界，大致可以分为萌芽和发展两个阶段，即 20 世纪 80 年 代到 90 年代及初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初中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处于萌芽阶段，这段

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外经典动机理论的引进、翻译和综述。受国外动机

研究的影响，中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也只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剖

析，所有这个时期的研究角度比较单一。此时期的杰出学者主要有：桂诗春、王

初 明、文秋芳等。

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相对活跃起来，许多研究者开

始将理论与外语课堂联系起来，更加注重探讨从中国教育背景下学生动机发展的

实际状况出发，关注外语学习动机与外语教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比如华惠芳指出

证书动机是中国学生的主要动机，并且提出搞好外语教学重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

动机。刘东楼则归纳了外语学习动机的定义、分类，动机的影响因素及动机研究

对外语教学的启示。而秦晓晴分析了其他相关动机理论，如需求理论、期望价值

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对外语学习的意义。至此学校教育与动机研究相结合成为当

时研究的一大热点。 同时更多的研究者也把目光转向个体学习者，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在研究中开始重视情感因素的培养，如探讨动机对成绩的促进作用、其

他个体因素与成绩之间的关系等。文秋芳总结了英语学习者动机、观念、策略的

变化规律与特点。高一虹等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探讨了中国本土情境下学生的英语

学习动机类型、学习动机类型与自我认同变化之间的关系、动机类型与动机强度

的关系以及个人因素对动机类型的影响。

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自 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不再局限

于社会心理学视角，而是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认知建构主义等多种角度

结合起来。研究重点也逐步转向学校教育、学习者个体因素与外语学习动机的有

机结合。这些突破性转变使得外语学习动机研究更具实用性，对于外语教学质量

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研究方法更加多元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拓展，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的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工具也更加先进。上世纪 80年代，我国的外语学习动

机研究以引进外国著作、先进理论为主，其研究方法以翻译法、文献综述法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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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后出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问卷和访谈大量出现；同时各

种数据统计方法也层出不穷，如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因子

分析等等。

静态的共时性研究居多 90 年代以来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已取得巨大进

展，但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动机现状的描述、多种因素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动机内

部结构的探讨、动机模型的建立等等，研究所覆盖的范围虽然相对较广，但其层

次普遍停留在横向的、静态的动机研究上，而缺乏纵向的、动态的、历时性动机

发展变化研究。尽管目前已有一部分学者开始从反方向着手，尝试探索学生外语

学习动机缺失、减退的原因，但这些研究所占比重仍然很少，值得未来研究者去

发现和探索。

研究对象以本科生为主总体看来，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的对象以在校本科

生为主，占到了研究总体的 80%左右。其中理工科学生又占本科生总体的绝大部

分，其次是英语专业学生，而针对中小学生、小语种学习者、网络远程学习者、

成人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对象的多样化。

样本较小由于受到时间、 人力物力等多种条件限制，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

究者多选取小样本 为例，跨校、跨地区的大样本动机研究案例较少。由于样本

较小，受试者的分布范围又相对 有限，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高度 概

括性和代表性，也就是说，这种小样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外语

学习者。这一点应该是未来学习动机研究注意并改进的。学习动机是一个不断变

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它不仅受到学习者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周围诸多

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仍应坚持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

成果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的教育现状，深入开展实证研究，从而更好地促进

外 语教学质量的提高。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蓬勃发展的社会教育模型逐渐被一股认知心理学潮

流取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开展动机研究，其中 Deci 和 Ryan

（1985）的自我决定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认知心理模型；Noels 等学者（1999）

于 20 世纪末将该理论引进二语动机研究中，将二语动机划分为内部动机、外部

动机和无动机三种类型。其中 , 具有内部动机的学习者希望与目的语群体进行

交流，希望与该群体产生认同感，这种社会情感因素会激发语言学习欲望，是最

为自主的一种动机形式。外部动机指要么因为事业或学业需要、要么因为外界压

力而产生的社会情感（如负罪感、羞耻感），或者为达成个人的实际目标而学习

第二语言。无动机指学习者无论内在或外在 , 对二语学习完全没有目的，如果

这种情况令人不悦且长期持续，很可能引发长期焦虑，最终导致情绪消沉、心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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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冷。

二语学习得通用模式主要有 Stern （1983）综合的习得模式、Gardner（1985）

的 社会教育模式，Spolsky（1989）的通用模式、Skehan （1991）的个体差异模

式、Ellis（1994） 的二语习得解释框架。

如表 2.1所示。

表 2.1 二语学习学者及研究

学者 时间 研究内容

Stern 1983 过程与影响因素两部分，由社会环境、学习过程、学习者特征、

学习的语言条件、学习结果等几个部分组成。

Gardner 1985 社会教育模式有四组变量组成：社会环境、个体差异、二语习得

环境和习得结果。

Spolsky 1989 通用模式包括：社会环境、态度、动机、其它个体特征（年龄、

性 格、能力、以前的知识）、学习的机会、学习结果等变量。

Kehan 1991 主要由个体差异、学习策略和学习结果三部分组成。

Ellis 1994 解释框架包括二语习得的三个方面：外在的环境、“黑箱”（学

习者的现有知识、内在机制）、学习者个体因素。

2.2 Gardner社会教育模型

学习动机是二语学习者个体因素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之一。在 20世纪 50年

代末 Gardner （1985）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首次展开对外语学习动机的相关研

究，并最终提出了态度/动机检验量表，即 AMTB （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他们所倡导的经典动 机模式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

和支持，成为之后三四十年动机研究的典范。此后，有关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火

热开展起来。但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Gardner （1985）等人的理论屡遭其他学

者的质疑，研究的焦点 也从单纯社会心理学角度慢慢转向外语学习动机和学校

教育相结合的大方向来，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由此进入一个多元时代。

Gardner（1985）提出的社会教育模型认为，二语动机包括“融入型动机”

（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 （Instrumental Motivation）两种

（Gardner, ，1985）。融合型动机指二语学习者具有积极的态度，希望和目的语

群体交流，甚至希望融入该群体、成为其中一员。工具型动机更注重实用性，指

二语学习者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学习语言。Gardner（2001）认为两类动机中最

值得关注的是融合型动机，因为它是高级阶段动机类型，反映学习者希望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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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群体进行真实交流的积极态度。融合型动机指二语学习者有积极的态度，希望

和语群体交流，甚至希望融入该群体、成为一员。学习者希望自己能融入第二语

言的文化中,表现出一种“对于该种语言下的文化和人民的真诚的个人兴趣。”

（Gardner & Lambert, 1972）这类动机更侧重学习者喜欢语言，主动学习，没有

目的需要。

工具型动机更注重实用性和好处，指二语学习者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去学习

语言（例如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学习者希望通过利用第二语言达到自己的目

标，侧重“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实际价值和好处”（Gardner & Lambert, 1972）。

这类动机更侧重学习者需要语言，被动学习，有一定的目的需要。

Gardner（2001）认为两类动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融合型动机，因为它是高

级阶段动机类型，反映学习者希望与目的语群体进行真实交流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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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与步骤

本章介绍了本课题所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3.1研究对象

因为大学一年级、二年级才开始汉语学习，四年级对汉语了解深入，所以选

择研究对象为大学三年级学生。

正大管理学院中文系三年级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总体样本 N=210 人，

如果按照 95%的置信度水平、允许误差 5%以内的要求确定样本规模：

则样本

3.2研究架构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步：研究背景、找出研究问题、提出研究议题、表明研究目的、确定研

究意义。

第二步：确定学习动机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理论进行梳理总结。

第三步：整理分析文献资料，建立模型，自身特性作为因变量，动机作为自

变量，设计问卷进行数据收集。

第四步：发放问卷，根据所收集的数据，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整理分析，

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方差分析法检验不同特征的学生动机度之

间是否存在差异。

第五步：根据分析结果，找出相应解决办法和意见建议。

3.3研究方法

通过前部分的文献综述为之后的数据分析奠定理论基础，随后进行定量研

究，进行问卷调查的设计及统计分析，进行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解决提出的一、

二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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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架构

3.3.1访谈法

历史文献中缺少关于泰国正大学院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个体特征、学

生人数材料，所以根据需要，对泰国正大学院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进行口头

访谈，可以观察被访者的动作、表情等非言语行为，以此鉴别回答内容的真伪，

研究背景

中国大环境

泰国历史文

化影响

两国政策交

流

研究动机提

案

研究目的及

意义

相关文献义

学习动机相关研究 Gardner社会教育模型 Deci和 Ryan自我决定理论

研究模型的结构

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

总结与建议

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前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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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的心理状态，可获取新的、深层次的信息。从中整理出代表性个体特征，

统计学生人数，来补充个体特征一变量。

1.访谈的途径：面对面座谈

2.访谈提纲：（1）你认为哪些汉语学习动机个体特性？

（2）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一共有多少汉语学习泰国学生？

3.访谈的对象：随机选择的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中文系大三年级学生。

4.预计访谈人数：10-15（人）

表 3.2 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

访谈时间：xx-xx-xx

访谈人：xx

访谈内容：你认为哪些汉语学习动机个体特性？

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一共有多少汉语学习泰

国学生？

访谈结果：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3.3.2定量研究

采用统计、数学或计算技术等方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经验考察。这

种研究的目标是发展及运用与社会现象有关的数学模型、理论或假设。定量研究

中最重要的过程是测量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根本上连结了现象的“经验观察”

与“数学表示”。量化数据包括以统计或百分比等数字形式呈现的各种资料。定

量研究方法一般会经历获得数据、数据预分、数据分析和分析报告四个阶段。定

量研究方法采用统计与线性规划两种分析方法。

3.3.3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范围和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

认识并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对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各种数据及

https://wiki.mbalib.com/wiki/%E4%BF%A1%E6%81%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9%A9%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5%9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C%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88%86%E6%AF%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8%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6%80%A7%E8%A7%84%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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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信度与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在模型的基

础上，结合因子分析的结果对模型进行检验，基于社会教育模型找出影响泰国学

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影响程度如何、影响泰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与泰国学生的自

身特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最后做出分析讨论与解释。

3.4研究模型及假设

学习者的动机是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作为因变量。

学习者的自身特性作为自变量。

分析动机影响程度如何，最后检验影响泰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与泰国学生

的自身特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3.4.1研究模型

表 3.3研究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3.4.2研究假设

为了研究影响泰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影响感知程度如何、影响泰国学生学

习中文的动机与泰国学生的自身特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则基于 Gardner（1985）

提出的社会教育模型认为，二语动机包括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作为因变量。

所以本研究首先是研究学习者个体特征的差异与学习者动机工具型动机是否有

关系。

通过文献法，从中整理出代表性的三个个体特征：

性别

族群身份

（华侨/非华侨）

工具型动机

家庭经济收入

融合型动机

个人特征

动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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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根据刘霜（2012）汉语学习调查研究中被调查的 160名泰国高

中生中，男性有 41名，女性有 119名，泰国女学生对汉语态度要好于泰国男学

生。女性对语言的态度的情感因素比男性更敏感些。

2、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根据张晓（2017）指出来自华侨家族的学

生度和非华侨家族的学生对汉语态度不同。

3、家庭家庭月收入——根据易玉芳（2014），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还需要在

学校外的教育机构补习汉语，汉语补习费用在一部分人当中，反应费用较高，一

部分认为适中，少部分认为可以接受。

因此本研究变量学习者的个人特征中包括性别、族群身份、家庭经济月收入。

基于学习者个体特征的差异与学习者各动机是否有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表 3.4所示：

表 3.4研究假设

编号 内容

1 性别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2 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3 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4 性别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5 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6 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3.5调查问卷量表

本文的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人口统计特征调查部分，正大管理学院学习中文学生个人基本

信息的收集。

根据文献，第二部分的动机从 Gardner（1985）社会教育模型工具型动机、

融合型动机如表 3.5。

本研究主要参考 Gardner （1985）的态度 / 动机测量量表（即 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AMTB）及 Deci 和 Ryan (2002) 的理论模型调整留学生

汉语学习动机量表，如表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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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个体特征量表

序号 维度 分类 来源

1

人口特征

性别
男 陈新梅（2014）

第一论文网（2015）
女

2 族群身份/来自华人家族
是

张晓（2017）
不是

3 家庭每月经济收入（泰铢）

10,000及以下

朱丽芳（2005）

王伟杰（2002）

张晓（2017）

10,001-15,000

15,001-20,000

20,001-25,000

25,001及以上

表 3.6 动机各因子

动机各因子及其变量载荷表

因子 问卷题目举例

工具型动机/外部

动机

我学习中文是为了：以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我学习中文是为了：以后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它对我的个人发展很重要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希望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

（中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合型动机/内部

动机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借助中文体验新鲜事物，让我很有满足感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掌握一个语法难

点）让我很有满足感

我学习中文是为了：认识更多中国人，融入中国人的群体

我学习中文是因为：自己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很兴奋

3.6问卷检测

实际发放前，问卷发给了三位专家查看，提出的建议如表 3.7所示：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search.html?q=%E9%99%88%E6%96%B0%E6%A2%85&author=%E9%99%88%E6%96%B0%E6%A2%85
http://gb.oversea.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99%93&scode=
http://gb.oversea.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c%b1%e4%b8%bd%e8%8a%b3&scode=
http://gb.oversea.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4%bc%9f%e6%9d%b0&scode=
http://gb.oversea.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M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99%93&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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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专家建议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建议 原因

何** 男 40 博士 删去第二部分问题十三，

修改问卷泰语翻译。

问题十三的代表性不强，问卷

泰语翻译不准确。

鲁** 男 24 硕士 个人特征第二个问项答

案，把是华侨/不是华侨改

成是/不是

问卷答案过于复杂

胡** 女 23 硕士 第二部分的问项九和问项

十做出区别

担心泰国学生填写问卷不能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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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章主要是对数据收集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学习中文的泰国学生样本

特征信息进行描述统，并运用定量的方法来检验计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提案

和研究的目的。

4.1问卷收集情况

本次研究调查对象为泰国正大学院的中文系学生，共发放问卷 190份，有效

收回问卷 190份。

表 4.1 问卷收集情况

实际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有效问卷 百分比

190 190 190 100%

4.2样本特征描述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描述性分析的频数分析样本个人特征（性别、族群、家庭

每月收入）进行分析，以频数、百分比等方式来分析分布情况，从而判断代表程

度。表 4.2统计量量表主要讨论个人特征的评价数、中位数、众数、标准差等统

计量。

统计量

性别 族群身份（华人/非华人） 家庭月收入（泰铢）

个案数 有效 190 190 190
缺失 0 0 0

平均值 1.44 1.26 3.67
平均值标准误差 .036 .032 .104

中位数 1.00 1.00 4.00
众数 1 1 5

标准差 .497 .439 1.432
方差 .247 .192 2.052

最小值 1 1 1
最大值 2 2 5
总和 273 239 698

表 4.2统计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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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逐一根据样本的基本个人信息进行分析如下：

表 4.3性别量表

性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女 107 56.3 56.3 56.3
男 83 43.7 43.7 100.0

总计 190 100.0 100.0

从表 4.3 看出在性别比例，女性比例比男性比例稍高一些，女学生比例占

56.3%，频率为 83。男性占 43.7%，频率为 107。

表 4.4族群量表

族群身份（华人/非华人）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是 141 74.2 74.2 74.2
不是 49 25.8 25.8 100.0
总计 190 100.0 100.0

从表 4.4 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来自华人家族，占 74.2%，频率为 141。少部

分不是来自华人家族的学生占 25.8%，频率为 49。

表 4.5家庭月收入量表

家庭月收入（泰铢）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10,000及以下 22 11.6 11.6 11.6
10,001~15,000 25 13.2 13.2 24.7
15,001~ 20,000 28 14.7 14.7 39.5
20,001~ 25,000 33 17.4 17.4 56.8
25,000及以上 82 43.2 43.2 100.0

总计 190 100.0 100.0

从 4.5量表可看出学生家庭月收入在 25,000泰铢以上占比在 5项中最大，占

43.2%，频率为 82。剩下四项，10,000泰铢及以下占比 11.6%，频率为 22。

10,001~15,000 泰铢百分比 13.2%，频率为 25。15,001~ 20,000 泰铢百分比

14.7%，频率为 28。20,001~ 25,000泰铢百分比 17.4%，频率为 33。但 25,000泰

铢以下累计比重 56.8%，比 25,000泰铢以上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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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描述性分析结果

问卷调查第二部分以五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表现形式来测量学习者

的学习动机类型，量表分表从 1到 5表示程度的不同：1=很不同意，2=比较不同

意，3= 一般，4=比较同意，5=很同意，表示学习者对动机类型的不同观点程度。

在实证分析中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究数据分布趋势，从均值、标准差、

最大值及最小值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

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如何。

表 4.6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分析结果

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

问项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以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很不同意 5 2.63

不同意 1 0.53

一般 22 11.58

同意 45 23.68

很同意 117 61.58

以后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很不同意 4 2.11

不同意 2 1.05

一般 26 13.68

同意 42 22.11

很同意 116 61.05

它对你的个人发展很重要

很不同意 1 0.53

不同意 2 1.05

一般 18 9.47

满同意 47 24.74

很同意 122 64.21

希望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很不同意 3 1.58

不同意 4 2.11

一般 17 8.95

同意 43 22.63

很同意 123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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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分析结果

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文是中国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不同意 4 2.11

不同意 10 5.26

一般 24 12.63

同意 59 31.05

很同意 93 48.95

借助中文体验新鲜事物，让你很有满足感

很不同意 3 1.58

不同意 5 2.63

一般 39 20.53

同意 51 26.84

很同意 92 48.42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掌握一个语法难点）

让你很有满足感

很不同意 5 2.63

不同意 4 2.11

一般 38 20

同意 54 28.42

很同意 89 46.84

认识更多中国人，融入中国人的群体

很不同意 3 1.58

不同意 7 3.68

一般 37 19.47

同意 53 27.89

很同意 90 47.37

能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很兴奋

很不同意 2 1.05

不同意 9 4.74

一般 38 20

同意 48 25.26

很同意 93 48.95

合计 190 100

从表 4.6中所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掌握一个语法难点）让你

很有满足感来看，样本中“很同意”相对较多，比例为 46.8%。样本中选择“很

同意”的比例为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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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很兴奋来看，样本中“很同意”相对较多，

比例为 48.9%。

表 4.7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描述统计

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以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190 1 5 4.41 .908
以后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190 1 5 4.39 .912
它对你的个人发展很重要 190 1 5 4.51 .754
希望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190 1 5 4.47 .865
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中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190 1 5 4.19 .991

借助中文体验新鲜事物，让你很

有满足感
190 1 5 4.18 .954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

掌握一个语法难点）让你很有满

足感

190 1 5 4.15 .986

认识更多中国人，融入中国人的

群体
190 1 5 4.16 .968

能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

很兴奋
190 1 5 4.16 .976

有效个案数（成列） 190

从表 4.7可看出均值＞标准偏差，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不高，可以进一步进

行后续分析。

表 4.8个人特征描述分析结果

个人特征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你的性别。 190 1 2 1.437 0.497 1

你是否来自华人家族。 190 1 2 1.258 0.439 1

你的家庭每月经济收入

大约为。（泰铢）
190 1 5 3.674 1.4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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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 4.8可以看出个人特征最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你的家庭每月经

济收入大约为（泰铢）。这个问项的平均值为 3.674，标准差 1.432，中位数为 4。

表 4.9工具型动机描述分析结果

工具型动机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以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190 1 5 4.411 0.908 5

以后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190 1 5 4.389 0.912 5

它对你的个人发展很重要 190 1 5 4.511 0.754 5

希望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190 1 5 4.468 0.865 5

表 4.9 工具型动机最小值为 1，最大值 5，平均值的均值为 4.44，标准差对

于它对你的个人发展很重要这项问项标准差与其他三项标准差差值较大。说明这

项问项对于工具型动机的影响程度与其他三项不同。

表 4.10融合型动机描述分析结果

融合型动机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

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 1 5 4.195 0.991 4

借助中文体验新鲜事物，让你很有满足感 190 1 5 4.179 0.954 4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掌握一个

语法难点）让你很有满足感
190 1 5 4.147 0.986 4

认识更多中国人，融入中国人的群体 190 1 5 4.158 0.968 4

能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很兴奋 190 1 5 4.163 0.976 4

表 4.10工具型动机最小值为 1，最大值 5，标准差五项标准差差值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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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及可靠性，是指使用同一指标或测量的工具重复测量同一

事物，得到相同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尤其是态度量

表题）的回答可靠准确性；

第一：首先分析α系数，如果此值高于 0.8，则说明信度高；如果此值介于

0.7~0.8之间；则说明信度较好;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明信度可接受;如果此

值小于 0.6；说明信度不佳；

第二：如果 CITC值低于 0.3；可考虑将该项进行删除；

第三：如果“项已删除的α系数”值明显高于α系数，此时可考虑对将该项

进行删除后重新分析；

第四：对分析进行总结。

表 4.11案例处理汇总

个案处理摘要

个案数 %
个案 有效 190 100.0

排除 a 0 .0
总计 190 100.0

a. 基于过程中所有变量的成列删除。

表 4.12 可靠性统计表

可靠性统计

Cronbach's Alpha 项数

.849 12

从上表 4.12 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849，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

质量高。针对“项已删除的α系数”，分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值并没有明显

的提升，因而说明题项全部均应该保留，进一步说明研究数据信度水平高。针对

“CITC值”，由于你的性别。对应的 CITC值小于 0.2，说明它与其余题项的关

系较弱，可以考虑进行删除处理。你是否来自华人家族。对应的 CITC 值介于

0.2~0.3之间，说明此项与其余分析项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此项可以进行修正

或者删除处理。你的家庭每月经济收入大约为……（泰铢）。对应的 CITC值介

于 0.2~0.3之间，说明此项与其余分析项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此项可以进行修

正或者删除处理。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8，删除题项后信度系

数值并不会明显提高，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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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是衡量综合评价体系能否准确反映评价目的和要

求。是指测量工具能否测量出测量量的正确程度。

效度越高，即表示测量结果与越能够显示测量量所测量的特征。效度越低，

即表示测量量的的特征显示低。

KMO的度量标准：（1）KMO值＞0.9 ，非常合适因子分析

（2）0.9＝KMO值＜0.8，很适合因子分析

（3）0.8＝KMO值＜0.7，适合因子分析

（4）0.7＝KMO值＜0.6，勉强适合因子分析

（5）0.6＝KMO值＜0.5，不太适合因子分析

KMO值＜0.5，不适合因子分析

BartlettP值：0.9＝BartlettP值≤0.01，适合因子分析

KMO的统计量是取 0在 1之间。所有变量间，简单关系数平方和远大于偏

相关系数的平方和时：

（1）KMO值接近 1，KMO值越接近 1，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变量越适

合做因子分析。

（2）KMO值接近 0，KMO值越接近 0，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越不适合做

因子分析。

表 4.13 KMO和 Bartlent的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863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360.266

DF 66
SIG .000

从上表 4.13可知，KMO是 0.863，接近 1，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变量越

适合做因子分析，且因子分析效果较好。SIG 值小于 0.05，数据成球形分布，

BartlettP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指定的显著水平，表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阵，

原有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 4.14 总方差解释量表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5.422 45.187 45.187 5.422 45.187 4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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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总方差解释量表

2 1.704 14.198 59.385 1.704 14.198 59.385
3 1.222 10.180 69.565 1.222 10.180 69.565
4 .906 7.553 77.117

5 .741 6.172 83.290

6 .525 4.372 87.662

7 .374 3.114 90.776

8 .323 2.692 93.468

9 .253 2.105 95.573

10 .232 1.935 97.508

11 .168 1.397 98.905

12 .131 1.095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在表 4.14 方差的解释表中，总共给出了 12个因子，这 12个因子值由大到

小排列，初始特征根（Initial Eigenvalues）大于 1，并且累计百分比达到 69.6%，

成分 1、2、3的特征值大于 1，合计能解释 69.6%的方差，因此可以提取 1 到 3

作为主要成分，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余成分包含的信息较少，可将其舍去。

融合型动机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平均值均值为 4.17,5项问项标准差差

值不大，中位数为 4。

4.6假设检验

4.6.1独立 T检验和方差检验

独立 T检验(性别/族群身份-学习动机类型)和方差检验（家庭经济收入-学习

动机类型）来检验研究假设，检验不同个人特征的学生与两个学习动机是否有关。

表 4.15独立 T检验工具型动机与性别（男/女）显著性表

独立样本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双

尾）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工具

型动

机

不假定等方

差
943 146.511 0.347 0.42045 0.44573 -.46044 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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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表示性别与工具型动机显著性 0.347，性别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

知程度无关。

表 4.16表示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方面对工具型动机显著性 0.081，

族群身份的差异方面对工具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无关。由此说明来自华人家族的泰

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实用性选择与族群身份无关。

表 4.17 方差工具型动机与家庭月平均收入显著性表

ANOVA
工具型动机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316.086 4 79.021 11.120 0.000
组内 1314.630 185 7.106

总计 1630.716 189

表 4.17表示家庭月经济对工具型动机有影响。显著性 0.000，显著性 0.000

小于 0.05，表明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有关。

独立样本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差

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工

具

型

动

机

不假定等方差

1.769 79.103 0.081 0.88464 0.50017 -.11090 1.88019

表 4.16 独立 T检验工具型动机与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显著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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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独立 T检验融合型动机与性别（男/女）显著性表

独立样本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差

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融合型

动机

不假定

等方差 1.943
147.06

2
0.054 1.25999 0.64853 -.02165 2.54164

表 4.18表示性别对融合型动机显著性 0.054，性别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

知程度无关。

表 4.19独立 T检验融合型动机与族群（华侨/非华侨）显著性表

独立样本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差

值

标准误差

差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融合型

动机

不假

定等

方差

2.111 81.322 0.038 1.51976 0.71991 0.08744 2.95207

从表 4.19 表示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方面对融合型动机显著性

0.038，表明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机有关。族群身份的

差异方面对融合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有关。从问卷分析来看，大部分样本为“是”，

比例是 74.2%，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华侨家族。由此说明来自华人家庭的泰国学

生，更愿意主动学习汉语，学习意愿更强烈。

表 4.20 方差融合型动机与家庭月平均收入显著性表

ANOVA
融合型动机与家庭月平均收入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509.586 4 127.397 7.847 0.000
组内 3003.677 185 16.236

总计 3513.263 189

表 4.20表示家庭月经济对融合型动机有影响。显著 0.000，显著性 0.00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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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5，表明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学习动机有关。

4.6.2均值分析

根据实证，深入研究与动机有关的学生个人特征影响强弱程度。

表 4.21家庭月收入与工具型动机交叉表

家庭月收入与工具型动机

总计

平均

值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家

庭

月

收

入

10000及以

下
0 1 3 18 0 0 0 0 22 2.88

10001-1500
0

1 0 7 8 9 0 0 0 25 2.92

15001-2000
0

0 1 2 5 14 6 0 0 28 3.392

20001-2500
0

0 0 0 1 2 7 23 0 33 1.56

25000以上 0 0 0 1 1 2 11 67 82 4.86

总计 1 2 12 33 26 15 34 67 190

表 4.21所示，因为 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非常同意，所以平均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所以家庭月收入中 25000泰铢以

上与工具型动机相关性最大，20001-25000最弱。

表 4.22族群身份与融合型动机交叉表

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与融合型动机

总计

平均

值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族群

身份

华

侨
2 1 1 2 15 15 25 17 63 141 4.25

非

华

侨

0 0 2 4 7 4 12 5 15 49 3.96

总

计
2 1 3 6 22 19 37 22 78 190

表 4.22所示，因为 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非常同意，所以平均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所以是否华人家族中，是来自华

人家族与融合型动机相关性最大，不是来自华人家族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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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家庭月收入与融合型动机交叉表

家庭月收入与融合型动机

总计

平均

值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家

庭

月

收

入

10000及以下 0 0 0 0 1 0 5 4 12 22 4.59

10001-15000 1 0 0 4 6 5 2 3 4 25 3.52

15001-20000 0 1 1 1 2 4 9 4 6 28 3.92

20001-25000 0 0 0 0 7 4 8 4 10 33 4.09

25000以上 1 0 2 1 6 6 13 7 46 82 4.39

总计 2 1 3 6 22 19 37 22 78 190

表 4.23所示，因为 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非常同意，所以平均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所以家庭月收入中 10000泰铢及

以下与融合型动机相关性最大，10001-15000泰铢最弱。

综上所述，6个假设是否成立如下表所示：

表 4.24 假设成立结果表

编号 内容 显著性 是否成立

1 性别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347 不成立

2 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081 不成立

3 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000 成立

4 性别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054 不成立

5 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038 成立

6 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0.000 成立

表 4.24所示，假设成立的有假设 3、5、6这 3个，剩下的 1、2、4不成立。

（1）假设 1：假设性别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根据相关性的检

验，显著性 0.347，（sig=0.000），因此假设不成立。

（2）假设 2：假设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

关。根据相关性的检验，显著性 0.081，（sig=0.000），因此假设不成立。

（3）假设 3：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有关。根据相关

性的检验，显著性 0.00，（sig=0.000），因此假设成立。

（4）假设 4：性别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根据相关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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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 0.054，（sig=0.000），因此假设不成立。

（5）假设 5：族群身份（华侨/非华侨）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

显著性 0.035，（sig=0.000），因此假设成立。

（6）假设 6：家庭经济月收入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有关。根据相关

性的检验，显著性 0.00，（sig=0.000），因此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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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与结论

5.1分析总结

本文提出两个议题:

（1）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各个动机的程度如何？

（2）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个体特征之间关

系如何？

通过文献研究，基于 Gardner（1985）社会教育模型的理论基础，以正大管

理学院学习中文的学习中文的泰国大三学生为例进行实证数据分析研究，进一步

达到研究目的，从而使研究意义具有一定价值。

5.1.1各动机影响程度

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影响程度，如下表所示：

表 5.1动机影响程度

N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排名

工具型动机 190 4.44 1 5 1

融合型动机 190 4.17 1 5 2

由上表可知工具型动机比融合型的影响程度大，由此说明泰国学生汉语学习

目的更侧重汉语的实际价值和好处。

5.1.2个人特征与各动机关系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ANOVA）和独立 T检验对 6个假设进行检验后，经整理分

析得到 3个假设成立，家庭收入与两个动机因子都有关，收入族群身份与融合型

动机有关。如表 4.24所示，可总结学生个人特征与学习动机的关系如下：

（1）性别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无关。

（2）性别的差异与融合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无关。

（3）族群身份的差异方面对工具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无关。由此说明来自华

人家族的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实用性选择与族群身份无关。

（4）族群身份的差异方面对融合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有关。由此说明来自华

人家族的泰国学生学习汉语不单是他们在华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与其发展前途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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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族群身份的差异方面对融合型动机的感知程度有关。从问卷分析来看，

大部分样本为“是”，比例是 74.2%，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华侨家族。由此说明

来自华人家庭的泰国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汉语，学习意愿更强烈。

（6）家庭月经济收入的差异与工具型动机的感知和融合型动机的感知程度

均有关系。表明不同的家庭经济月收入在学习动机感知上有差异。

由此可知，泰国部分男性与女性对于学习动机没有显著差异，进而推断全球

化时代下，男性与女性都面临很大工作压力下，就业是一大难题，这样的情况下，

情理之中男性和女性受试者将学业与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泰国的男女性就

业并无显著差别。

族群身份的融合动机有关，进而推断因泰国人文地理与中国更为贴近，双方

的贸易往来更加方便频繁，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贸易繁盛、政策扶持，

中泰两国之间交往更为密切，对泰国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意味着将来有更好的就

业前景。

家庭月收入与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有关，进而推断家庭收入对动机因子

影响较大。

笔者深入研究与动机有关的学生个人特征影响强弱程度，如表 4.21、表 4.22、

表 4.23所示，可总结结果：

（1）家庭月收入中 25000泰铢以上与工具型动机相关性最大，20001-25000

最弱。

（2）家庭月收入中 10000 泰铢及以下与融合型动机相关性最大，

10001-15000泰铢最弱。

（3）来自华人家族与融合型动机相关性最大，不是来自华人家族最弱。

由此说明学生个人特征与动机因子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月收入处

于高阶层的学生对汉语学习兴趣不足，自主学习性不强。家庭月处于低阶层的学

生对学习兴趣的浓厚点更深。来自华人家族的学生与合型动机相关性最大，进而

推测，家庭中的语言环境间接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影响。

上述结果从理论意义来说，解决了提出的议题，达到研究目的。在现实意义

了解一部分泰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因子程度，及学生个人特征对学习汉语动机

的差异。此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汉语效率、调动学习积极性。同时对于中国

国际汉语教育来说，提供相关实证文献资料，助于深化“汉语热”。对企业来说，

推动汉语教育机构企业的营销的新局面，因此在汉语教育机构营销策划活动中,

市场细分和市场目标应着重在家庭月经济收入的差异和族群身份的差异，使研究

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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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研究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动机因子的影响程度及工具型动机与融合型动机和个人特

征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研究结果分析，提高汉语教育机构教育质量和市场推广。

汉语教育机构在汉语教育营销策划活动中，市场细分和市场目标提出建议。

5.2.1顺应中国国家局势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是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管总”倡议宁。泰国作为重要的东南亚国之一，与中国的

对外交流合作、商业贸易往来，语言作为交流媒介，汉语教育机构踏上国家的顺

风车，顺应中国国家局势，也是具有未来性实时性的（宁赋魁，2017）。

5.2.2锁定学习者的市场目标

市场招生计划和布局过程当中对消费者的认知是教育机构的命脉，从第四章

均值分析，泰国学生家庭月收入在 25,000泰铢学习汉语更注重汉语的实际价值

和好处，此类人群资金充足，侧重于学习汉语的实际价值和好处。来自华人家族

的学习者对于学汉语的动机在更多出自于对汉语言文化的个人兴趣。家庭月收入

在 10,000 泰铢以下的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应该更注意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点。在汉

语教育机构中划分市场目标，再制定因地制宜的个性化的汉语教育。

5.2.3教育机构的市场推广

从第四章的独立 T检验和方差分析，工具型动机的影响程度更大，市场营销

际从学习汉语的价值和好处来提升教育质量，增加品牌的曝光率，顾客的信任，

从而获得更多的学员。建议为线下线上相互配合来进行推广，扩大影响力：

一、线上推广

在网络时代下，线上推广是一种快速的传播方式。线上推广我们从地域、渠

道、方式来分析：

（1）地域推广

以泰国区域来实行区域性的推广，从第四章独立 T检验分析，是否来自华侨

家族和融合动机有显著性，均值分析针来自华侨家族的相关性大，则对市场目标

应该制定因地制宜的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计划来进行区域性的推广推广方式，提

高汉语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

（2）渠道推广

从第四章的方差检验，家庭月收入与学习动机有显著性，均值分析 25,000

泰铢以上的与工具型动机相关性大，此类客户的家庭条件尚可、更注重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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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价值，这样的用户针对此类消费者我们制定个性化的推广方来推广：通过

线上的商务会展直播、企业访谈，专题制作及推广的渠道来吸引此类客源。10,000

泰铢以下与融合型动机相关性大，此类客户家庭条件欠缺，又比较注重个人兴趣。

此类客户我们网络广告投放、软文发布、频道/栏目冠名的渠道吸引。

（3）推广方式

从线上的商务会展直播、企业访谈，专题制作及推广的渠道推广渠道来看，

可作为试用一个星期免费之后付费的方式来吸引客户购买汉语教育产品。网络广

告投放、软文发布、频道/栏目冠名的渠道对于客户来说是免费的方式，对于汉

语教育机构来说可以增快信息流传播，吸引更多客源。

二、线下推广

对于线上推广来说是成本极底，但线下推广是一个很好建立信任的通道。从

第四章的对泰国学生的实体分析和第五章锁定学习者市场目标。客户可以来线下

的实体店试听体验，可以提升客户对汉语教育机构的课程质量认可和了解，对实

体店的参观可以提升教育机构的品牌实力信任和成单率，销售也在提升。线下活

动可以促进消费者的积极性，加快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以上针对汉语教育机构提出的建议与意见，希望能提升汉语教育的教育质

量，吸引更多人来学习汉语，推进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

5.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

（1）由于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是特殊、复杂的，语言学习涉及心理学、

语言学、教育学、以及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影响，影响因素范围太广，无法全

部纳入本研究中，因此本文经过访谈，从学习者性别、家庭月收入、族群三个具

有代表性的个人特征来研究，针对研究人群是部分性的，并不能代表整个泰国汉

语学习者情况，但本文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大范围研究。

（2）此研究采用调查收集问卷方式来收集数据，被调查者对问卷的理解程

度，填写问卷的认真程度，对问卷的真实性会造成一定影响，从而造成对研究结

果的影响。

（3）本研究大量参考相关文献和研究，经过优化和修正提炼而成，但是由

于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相关研究不足，因此借鉴其他相关类型的文献资料，是

否适于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仍有待考察。

衷心希望希望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更深层次上的思考。为中国汉语国际教育提供有益指导。同时也希望提出的相关

建议能对汉语教育机构相关企业有切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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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泰国学生汉语学习

动机问卷

你好！

本研究是为了调查正大管理学院大学部中文系三年级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动

机，作为研究者完成硕士课程部分的要求。问卷不记名并对您的回答绝对保密，

您的热心参与将有助于本次研究的顺利完成，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给予帮助。

��㿰��������������ᜀ䂸㿰�鮀䃎������������� ����㿰䃎��䃎������㿰�㿰���ᰀ��������䃎��������
㿰����䂸㿰�����㿰� 䂸����3 鮀�����将�ᰀ������顺ᜀ㿰������鮀����������㿰䂸����ᰀ���湁�� ��㿰��������
�䂸� �鮀ѥ������䃎��䃎��㿰�������㿰����䂸㿰����ѧ���䃎�� �� ���� ���鮀���������ѥ����㿰������
将�����䃎�ѥ������ю������䃎�ѥ������������㿰��ѥ�䃎�䂸� ��������

������ᜀэ�������㿰ᜀэ�鮀��������䃎�ѥ������㿰������鮀�����������ю��� ���㿰
��������鮀ю��㿰���ᜀ�ѥ�䃎

----------------------------------------------------------------------------------------

一、个人特征 (�ю����� ����岠̢ 踰 Ԯ辰Ԯ̢댐덐⠰岠��踰)

请你根据个人特征，在下列问项下打“√”。
�㿰ᜀэ��鮀ѥ��㿰���䃎���� “√”� ����� ���ю������䃎�ѥ��

1）你的性别。(�����䃎�ѥ��)

□女 (���䃎) □男 (将��)

2）你是否来自华人家族。(�㿰���㿰����䃎�ѥ�����将���鮀������将ѥ�㿰����ѥ)

□是 (�将ѥ) □不是 (��ѥ�将ѥ)

3）你的家庭每月经济收入大约为。（泰铢）
(㿰���� ��㿰���㿰�����䃎�ѥ���������ѥ������䂸㿰���э (���))

□10,000及以下 (� �����ѥ� 10,000)

□10,001~15,000 (10,001-15,000)

□15,001~20,000 (15,001-20,000)



41

□20,001~25,000 (20,001-25,000)

□25,000以上 (�����ѥ� 25,000)

二、动机调查 (�ɻ�ś��� (��ถามดาามر

请你根据个真实情况，在下列问项后面打“√”。量表从 1-5分别表示:
1=很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很同意

�㿰ᜀэ�����ю������������㿰�䃎 ѧ���鮀ѥ��㿰���䃎����“√”����ѥ�䃎�ю������䃎�ѥ��㿰���ѥ�䃎1 ��䃎 5 :
1=��ѥ����� �����ѥ�䃎���䃎 2=�ѥ��� ��䃎��ѥ����� ��� 3=����� ���䂸�����䃎 4=�ѥ��� ��䃎����� ��� 5=����� ���

��ѥ�䃎���䃎

序号 问项 1 2 3 4 5

你学习中文是为了：(4-12题) �ѥ���㿰���ᰀ��������㿰�� ��ю����� �� 4-12�

4 以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鮀���㿰���䃎������������� ���������

5 以后能拿到更高的工资 (鮀���㿰�㿰���ѥ�� ��䃎���鮀�䃎������ ���������

6 它对你的个人发展很重要

(ᰀ������������鮀ю����� �����湁������䃎��䃎�ѥ���

7 希望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䃎�ѥ��ѥ����鮀���㿰����ᰀ�������� ���ѥ�䃎��ѥ�䃎���ѥ��

8 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ю��� ��� ������湁�顺㿰㿰�����������将�� ����䃎将����� (ᰀ�������� ���䂸� ��䃎��

䂸㿰����鮀ю������䃎��湁�顺㿰㿰����))

9 借助中文体验新鲜事物，让你很有满足感 (�ѥ��ᰀ�������ю��� ��� �

䂸㿰�鮀���㿰э����ѥ� �ю��� ��ѥ��㿰� �鮀 �����������)

10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超越自我（如掌握一个语法难点）让你很有满足

感 (���㿰������㿰�㿰���㿰� ��ю��� ��� ����将������䃎 (�将ѥ��㿰���㿰� �� ��������㿰э�) �ю�

�� ��ѥ��㿰� �鮀 �����������)

11 认识更多中国人，融入中国人的群体

(�� �㿰� ���������������� 鮀���㿰��� ��鮀�䃎������������ �)

12 能听懂 / 说一门外语的时候会很兴奋

(������� ����������ᰀ����ѥ�䃎䂸㿰������ ��ю��� �㿰� �鮀 �������� ������



42

致 谢

衷心感谢导师何荣良教授对本人的精心指导，本篇论文从选题、结构、行文

和修改的整个过程都给与耐心指导，在写作过程中，何教授认真、严谨，且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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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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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注明引用内容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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