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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义镭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定向动机流是二语学习者为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和愿景而在特定时段涌现出的动机激增现象，是学习

者个体、环境和时间等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涵盖认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多维的概念。定向动机流理

论实现了动机心理学主流理论在二语动机研究中的融合与发展，同时保证了二语动机在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

可研究性。后续还需大量实证研究对该理论进行验证和完善，使定向动机流的发生机制以及动机流与二语自我

导向的关系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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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语动机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历经社会

心理、认知情境、过程取向和社会动态阶段，目前最

具影响力的二语动机理论是Ｄｒｎｙｅｉ的二语动机

自我系统理论［１２］。尽管Ｄｒｎｙｅｉ一直强调二语动

机自我系统的动态和多维属性，但多数研究者仍采

用分离变量和线性因果关系研究范式，将该系统中

的由理想二语自我和应该二语自我组成的二语自

我导向处理为去语境化的静态概念，因而在时间维

度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鉴于此，学界需要一种凸

显时间敏感性的理论来重新审视二语动机，这时动

态系统理论便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结合二语学

习愿景这一源自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的重要概

念，Ｄｒｎｙｅｉ等学者提出了定向动机流理论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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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向动机流理论概述

（一）理论基础

１．动态系统理论。定向动机流理论以动态系

统理论为基础，后者是应用语言学的前沿理论，动

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四点［６７］。其一，

动态系统的核心特征是系统随时间推移持续变化。

其二，动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彼此关联，互相影响。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使系统自发生成有序结

构，称为“自组织”。其三，通过自组织，系统易进入

吸态，即暂时的动态平衡状态。但此时系统内部仍

存在可变因素，变异幅度过大则可能导致系统突破

当前的吸态。其四，动态系统对初始条件敏感，初

始条件的细微改变可诱发系统整体行为的极大改

变，这就是蝴蝶效应。其体现的是动态系统发展的

非线性特征，无法做出精确预测。

２．二语学习愿景。定向动机流理论衍生自二

语学习愿景研究［８］，而二语学习愿景又是二语动机

自我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使二语自我导向

在传统目的论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理表象维度。

愿景是个体对尚不存在的事物产生的具有鲜明意

象性的心理表征，在动机心理学中特指个体对渴望

实现的目标及如何趋近该目标的一种想象［９］。神

经生物学研究表明，人脑处理实际感知的刺激和想

象的刺激基于大致相同的神经机制，产生基本一致

的神经映射［１０］。因此，愿景具有较强的感官体验

性和心理现实性，是加入了“想象实际”的富有个人

意义的目标状态［１１］。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愿景

好似一个功能强大的“广角镜头”，聚焦于实现学习

目标、收获学习成果的全过程［１２］４，学习者借此看

清未来的努力方向，产生持续性的学习行为和自我

调节行为。定向动机流的“定向”二字部分含义就

是以愿景为导向。

（二）理论简介

定向动机流是二语学习者为实现既定的目标

和愿景而在特定时段涌现出的动机激增现象［５］，其

强度超过常规动机水平。定向动机流是高等级的

动机超结构［１３］，是动机倾向和行为的结合体，行为

维度的纳入是定向动机流区别于其他动机概念的

重要特征。综合现有研究，定向动机流的构成要素

可归纳如下［３５］：

１．生成参数。定向动机流的启动需要二语学

习者个体、学习环境和时间等因素协调一致并形成

合力，很多时候还需特定的触发性刺激，如一次与

英语本族语者的邂逅。触发性刺激原本只是个体

自身或所处环境的细微变化，但却能引发蝴蝶效

应，使个体改变原有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因执著于

目标执行过程而将其他事情暂时搁置。

２．目标和愿景定向性。定向动机流最显著的

特征是个体行为指向预先设定的学习目标，但目标

仅是一种抽象的认知元素，必须和愿景结合才能带

来动机力的放大。愿景作为想象出的有关学习目

标及其实现过程的“有形意象”，可产生“最高阶动

机力”［１２］９，帮助学习者克服动机水平日常波动带

来的影响，并为实现目标做好策略上的准备。正是

这种可视化的目标使二语学习者的动机系统进入

并保持在高水平吸态。此外，定向动机流虽可由外

部因素激发，但学习者置身其中却是其完全自主的

决定，体现的是愿景的内化。学习者只有对行为过

程有较强的控制感，认为自己有能力驾驭朝既定目

标和愿景迈进的一系列活动，才会持续付出努力。

３．凸显的促进性结构。定向动机流一旦启动，

二语学习者便置身于流体之中，持续受动机力驱使

而自发采取一系列行动。在行动过程中，需要设立

若干子目标，将既定的学习目标分解为操作性较强

的分步任务，并作为衡量学习者是否取得进步的标

准，这便是促进性结构的第一个要素。子目标的达

成和对进步的确认可提供正向反馈，促使学习者继

续努力。促进性结构的第二个要素是形成新的行

为惯例，如每天记忆５０个单词或阅读英文小说２０

页。这种行为惯例无需意志力的控制，因为学习者

已进入动机自引导状态，它既是将二语动机系统维

持在高水平吸态的重要因素，又是此时动机系统外

显的典型行为模式。

４．积极的情感状态。处在定向动机流之中的

二语学习者能感知自己正朝既定的学习目标和愿

景迈进，从而产生满足感和愉悦感，这就是积极心

理学所述的“自我实现的幸福”。这种愉悦感并非

来自学习任务本身，任务执行过程在旁人眼中可能

会很枯燥，比如每天记忆５０个单词本身并无多少

乐趣可言，但由于记忆单词有助于既定学习目标的

实现，因此处于定向动机流之中的学习者会乐此不

疲。因定向动机流而生的积极情感状态会投射到

任务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成为个人情绪的调节

器，防止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行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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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此它也是将二语动机系统维持在高水平吸态

的重要因素。

二、对定向动机流理论的评价

（一）进步之处

１．定向动机流理论实现了动机心理学主流理

论在二语动机研究中的融合和发展。定向动机流

理论的核心要素在心流理论、目标设定理论、自我

决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中均有所体现。

心流体验是个体在完成既定任务过程中表现

出的全情忘我的状态，此时个体会忽略时间和外在

因素对自身的影响［１４］，这与定向动机流理论所述

的超常规的动机水平类似。但心流体验仅涉及单

个任务的执行过程，而定向动机流涉及的过程则相

对较长，可视为通过高度结构化的动机行为实现的

对一次性心流体验在时间上的延伸。心流体验使

学习者感到充实和愉悦，但愉悦感多来自任务本身

的趣味；而处于定向动机流之中的学习者则因意识

到自己正日益接近既定的目标和愿景而感到满足

与愉悦。二语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每项学习

任务都充满乐趣，相当一部分任务可能较为枯燥，

因此与心流理论相比，定向动机流理论更具实践

意义。

定向动机流的目标定向性与目标设定理论的

思想一致，即目标决定行为［１５］。但定向动机流强

调目标与愿景相结合，以实现动机力的放大，这就

在目标所体现的认知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理表

象维度，这无疑是对目标设定理论的拓展。定向动

机流保持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系列子目标，对应目

标设定理论中的最近目标［１５］，它们不仅是学习者

需要完成的分步任务，而且可标记学习者所取得的

进步，有助于学习者累积成功感并继续付出努力。

此外，定向动机流与目标设定理论的一致性还体现

在，学习者在行动过程中产生的愉悦感源于趋近既

定目标的满足而非任务本身的趣味。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任何有意义的活动参与必

须是自我决定、自我调节、独立自主的，但外部动机

在社会环境提供心理支持的条件下可被学习者逐

步内化［１６］，这在定向动机流理论中也有体现。尽

管定向动机流的启动需要外部刺激，但其得以维持

的条件是二语学习者对既定的目标和愿景及学习

行为具有完全自主的意识。与自我决定理论一样，

定向动机流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定向动机流的维持需要二语学习者对学习行

为有较强的控制感，这与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概

念———知觉行为控制具有一致性［１７］。知觉行为控

制反映的是个体基于自身经验对预期阻碍的判断，

当个体认为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较多、预期的阻

碍较少时，会倾向于认为既定目标是可实现的，执

行过程是可掌控的。这种控制感越强，行动意图就

会越大，产生的动机力也就越大。

定向动机流理论实现了上述四种动机心理学

主流理论在二语动机研究中的融合，并实现了二语

动机研究与动机心理学研究的对接。但定向动机

流涵盖认知、心理、情感和行为四个维度，并与特定

的时间和环境相联系。在此之前，尚无主流动机理

论将与目标相关的认知心理和随时间发展的行为

过程结合起来考察动机力最大化的实现问题，因此

可认为，定向动机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上

述四种理论的超越。

２．定向动机流理论增强了动态系统理论视域

下二语动机的可研究性，并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

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特定学习情

境中个体的二语学习动机。随着研究的深入，二语

动机因时间推移和环境改变而产生变异的特性逐

渐受到重视。为了揭示二语动机的动态特征，

Ｄｒｎｙｅｉ和Ｏｔｔó提出了二语动机过程模型，依据

学习者的行动过程将动机分为行动前阶段、行动中

阶段和行动后阶段［１８］。尽管该模型考虑到了动机

的时间维度，但其流程图所展现的动机的线性发展

特征未能在众多学习者自述的动机变化过程中反

映出来，无法准确阐释真实情境中的二语动机现

象［１９］。即便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将二语动机研

究带入社会动态阶段，但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研究

范式在实证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研究者依然倾向

于使用基于大样本的截面研究设计和相关分析、回

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线性统计手段，而忽视了

动机固有的动态特征和时间变异。

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研究者需要将时间维

度纳入研究当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正视二语动机的高度复杂性和变化发展的非线性

特征。虽然这样做增强了研究的生态效度，但却降

低了二语动机本身的可研究性。为解决此问题，

Ｄｒｎｙｅｉ建议以动态系统理论为框架的二语动机

研究聚焦于受强吸引子支配的现象，即动机系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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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的吸态，并探讨导致系统进入吸态的典型

吸引子及此时系统表现出的典型动态结果模

式［２０］。定向动机流正是受个体、环境、时间等因素

构成的强吸引子支配的动机现象。此时学习者动

机系统进入吸态，动机流所释放的具有自驱性的强

大动机力可帮助个体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和潜在的情绪波动。因此，个体二语学习动机

的变化轨迹和结果模式就在一段时间内具备了较

强的可预测性，也就保证了它的可研究性。

目前，以动态系统理论为框架的二语动机研究

主要考察的是不同时间跨度下学习者动机水平的

变异情况［２１２３］，但动机的变异性中蕴含着一定程

度的稳定性。定向动机流就是二语动机在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的暂时稳定的状态。由于定向动机流

具有涌现性特征，所以动机流在产生的初始阶段甚

至是发展阶段较难准确识别，只有当流体消散时其

全过程才能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研究者需采用回

溯质性建模法来进行研究［２０］。研究者应首先识别

二语学习者动机系统处于高水平吸态的现象，然后

通过回溯访谈找出典型的吸引子，最后分析吸引子

如何使动机系统进入并保持在吸态以及此时学习

者外显的行为模式。如此一来，无论从研究内容还

是研究方法看，定向动机流研究都将成为对现有二

语动机动态性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不足之处

目前，Ｄｒｎｙｅｉ等国外学者对定向动机流的研

究还停留在理论建构阶段，国内仅常海潮［２４］系统

介绍过该理论。作为新理论，定向动机流理论尚有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定向动机流

是个体、环境、时间等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些

因素具体指什么，协同作用是如何产生的，目前未

见详细论述。换言之，定向动机流的发生机制有待

进一步阐明。其二，Ｈｅｎｒｙ等人的研究证明，定向

动机流理论对目的语环境下的二语动机激增现象

有较强的解释力［１３］，但该理论在非目的语环境中

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学界尚不清楚在非目的语

环境中定向动机流的强度、持久性和核心要素是否

与目前该理论所描述的情况一致。其三，定向动机

流与同样包含愿景成分的二语自我导向之间的关

系尚不明朗。Ｈｅｎｒｙ等人认为，当学习者处于定向

动机流之中时，理想二语自我会持续被激活，但从

他们对三名学习瑞典语的新移民进行的访谈来看，

三人对理想二语自我描述不清［１３］，很难说她们的

定向动机流指向的就是理想二语自我，有可能她们

尚未形成成熟的理想二语自我，因此定向动机流指

向的也许只是未来一段时间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

此外，二语自我导向还包括应该二语自我，它在定

向动机流中又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尚待后

续实证研究去探索。

三、结语

定向动机流是二语学习者为实现既定的学习

目标和愿景而在特定时段涌现出的动机激增现象，

它以可视化的目标为导向，具有促使目标得以实现

的动机超结构，通过投射到行为链各个环节的积极

情感状态帮助学习者对抗日常学习中可能出现的

负面情绪，持续产生自驱性的动机倾向和行为。从

动态系统理论角度看，定向动机流的出现代表着二

语动机系统处于高水平吸态，是一个具备可研究性

的概念；从动机心理学角度看，定向动机流理论实

现了心流理论、目标设定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计

划行为理论在二语动机研究中的融合与发展。作

为一个新生概念，目前与定向动机流相关的研究基

本集中于理论建构，后续需要更多实证研究对理论

进行验证和完善，尤其需要进一步探明定向动机流

的发生机制以及动机流与二语自我导向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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