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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旨在调查和分析在南京大学学习的一部分美国学生汉语学

习动机减弱的情况。动机减弱分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研究甚少，在汉语教学中还

未见有研究先例。该研究基于对14名美国学生平均每人20~30分钟的专项访

谈，得出一些研究结论并且提供有关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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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ssue of motivation loss in Amer

ican students y.,ho presently study Chinese in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on 

motivation loss is rare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field. Based 

on focused ZO~30 minute interviews with 14 students, we draw some conclu

sions and als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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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和研究的重要方向

动机研究纷繁复杂，没有定论。但动机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为什

么人们决定做某事、他们希望这个活动能保持多久及希望付出多大的努力。
Dornyei(2001: p7~8)提出动机研究遭遇到六大挑战：

(1)有意识和无意识（区别作用于人类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影响）；

(2)认知和情感（在一个总体框架下解释认知和情感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

(3)减少和综合（在更少的理论驱动的结构上绘制一系列潜在的影响）；
(4)平行的多重影响力（说明对人类行为产生多重平行影响的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5)情境（解释个体的相互关系，个体的小环境和更大的社会情境）；

(6)时间（说明时间的历时特性，从时间轴上说明动机的结构）。

他认为在这六大挑战中，对于社会动机的研究和对千动机在时间上的考察是动机研究

中两个特别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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