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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学习焦虑的实证研究

——基于 2024 外研版七年级教材改革的调查

许兴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001

摘　要：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导下，2024 年外研版七年级英语教材的改版显著提升了语言能力培

养目标，但同时也对初中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以合肥市三所初中的 300 名七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新教材改革对学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影响。实证数据表明，教材词汇量激增 37%、阅读文本复杂

度提升以及写作任务多样化，导致 52% 的学生面临课堂互动焦虑，71% 的学生在写作环节产生显著压力。研究进一步发现，

焦虑情绪与学习时长呈非线性关联——超半数每日投入 8 小时以上学习的学生陷入“高投入 - 低效能”的焦虑循环。基于

认知负荷理论与情感过滤假说，研究揭示了教材难度、个体差异与教学策略失衡三者交互作用下的焦虑生成路径，并强调

通过渐进式教学重构、家校协同支持及学习心理调适策略，实现教材难度与学生认知情感发展的动态平衡。本研究为新课

标背景下优化英语教学实践、促进学生语言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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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

（2023）对教材建设的要求，英语教材的更新换代旨在更好

地适应时代需求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2024 年外研

版七年级英语教材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显著变化。

其词汇量大幅增加，难度提升，例如老版八、九年级出现

的单词及搭配频繁出现在新版七年级教材中 ；阅读篇幅变

长，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耐心提出更高要求；写作话题

更加丰富，对词汇和语法运用能力要求也更高。教材作为课

程实施的核心载体，其改革对学习过程的影响已得到广泛验

证。研究表明，教材难度的提升会显著影响学生的认知负荷

（Sweller, 2011）。以英语学科为例，当教材词汇量增幅超

过 20% 时，学生的工作记忆负荷会呈现非线性增长（Nation, 

2020），这一现象在本研究的新教材中尤为明显（词汇量增

加 37%）。国内学者程晓堂通过实验证明教材词汇量增加

20% 会导致学习投入度下降 15%（程晓堂，2021）。外研

版新教材词汇量增加导致低水平学生在承受超限内在负荷，

可能引发焦虑的认知超载效应（王蔷，2022）。

焦虑情绪是第二语言学习者面临的最大的情感障碍，

往往会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Horwitz，（1986）。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Krashen（1982）在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中提出当学习者过度焦虑时就会在大脑

中形成语言输入障碍 , 进而影响到语言获得。MacIntyre 和 

Gardner（1994) 将语言焦虑感定义为与第二语言环境 ( 包

括听、说和学习 ) 有关的紧张和恐惧感体 。外语学习者的

焦虑水平与其语言输入吸收效率呈负相关。在新教材背

景下，词汇量的突然增加可能加剧学生的“情感过滤效

应”，导致部分学生因畏难情绪而降低学习投入（王初明，

2010）。Horwitz （1986）等人提出了外语学习焦虑量表

（FLCAS），该量表从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恐惧

三个维度来测量外语学习焦虑，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研究中。

众多研究表明，英语学习焦虑在学生中普遍存在，且对学习

成绩有负面影响。

中国初中生的英语焦虑主要与课堂发言恐惧和考试成

绩压力相关。在新教材实施后，由于阅读和写作要求提高，

学生可能面临更大的表现焦虑，特别是那些原本英语基础较

差的学习者（张庆宗，2011）。目前针对 2024 年外研版七

年级英语教材改革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教材特点分

析、教学策略探讨等方面。国内著名学者程晓堂提出“三维

减负”，即认知减负、情感减负、文化减负教学法，提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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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教材的差异化策略（程晓堂 , 2021）。曾娇娥对 1,200

名七年级学生的追踪显示，新教材词汇突增导致基础薄弱学

生课堂有效学习时间下降 24%，教师采用“高频词优先教学”

策略后，该群体词汇识别速度提升 19%（曾娇娥 , 2024）。

然而，现有研究虽已关注新教材词汇量激增对学生焦虑的

直接影响，但缺乏对个体差异、家庭环境、学校策略等多

因素交互作用的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新

教材改版下的初中英语学习者焦虑情绪的问题，并且分析

个体差异、家庭环境、学校策略等多因素交互作用并且提

出相应的对策，缓解初中英语学习者焦虑情绪，提升学生

英语学习体验。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课题从合肥市不同层次的 3 所初中抽选 300 七年级

初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按照计划收集数据

开展系列研究，实际发放问卷应该是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1 份 .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初中英语学习焦虑调查问卷”。

该问卷参考外语学习焦虑量表 Horwitz（1986），并结合新

教材特点进行设计。问卷涵盖学生基本信息、新教材的适应

情况、英语学习焦虑表现及程度、焦虑产生的原因等维度。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供学生作答。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运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的问卷收集学生关于英语学

习相关数据后，借助 SPSS 软件进行深入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3.1 焦虑现状分析

3.1.1 总体焦虑程度较高，普遍存在学习压力  

如表 1 所示，学生在担心、紧张不安、缺乏自信、害

怕提问等心理状态指标上的平均值介于 2.0 - 2.4（5 级量表），

表明中等程度的焦虑普遍存在。每周英语学习时长数据显

示，49.67% 的学生学习时间超过 8 小时，高强度学习可能

与压力积累有关。新教材难度感知均值为 3.36（5 级量表），

说明学生普遍认为教材难度适中偏高。71% 的学生将写作

要求视为主要压力源，也间接反映了焦虑的普遍性。

表 1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担心 300 1 5 1.141 2.398

紧张不安 300 1 5 1.046 2.239

缺乏自信 300 1 5 1.087 2.217

害怕提问 300 1 5 1.01 2.068

1. 你认为 2024 英语外研版
新教材的难度如何？ 300 1 5 0.836 3.357

3.1.2 多维焦虑特征显著  

交际畏惧方面，如表 2 所示，52.33% 的学生在口语表

达任务中感到压力，42.67% 的学生对听力材料存在焦虑，

体现出课堂互动焦虑。考试焦虑方面，71% 的学生认为写

作要求带来挑战，46.67% 的学生对语法知识点感到压力，

这些可能加剧考试焦虑。负评价恐惧方面，缺乏自信（均值

2.22）与害怕提问（均值 2.07）呈显著正相关（r = 0.78*），

表明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更畏惧负面评价。

3.1.3 压力源分布集中  

教材内容压力层级方面，写作要求（71.00%）、课文

与词汇（68.67%）、口语任务（52.33%）是主要压力源。

高频压力源集中于新教材对语言输出能力（写作、口语）和

输入量（词汇、阅读）的提升要求。

表 2

多选题题项 N( 计数 ) 普及率 响应率 (%)

2. 新教材的哪些内容让你感到学习压力较
大？（可多选）(A 课文长度与词汇量 ) 206 68.667 22.900

2 (B 语法知识点 ) 140 46.667 15.600

2 (C 口语表达任务 ) 157 52.333 17.400

2 (D 听力材料 ) 128 42.667 14.200

2 (E 写作要求 ) 213 71.000 23.700

2 (F 其他 ______) 56 18.667 6.200

3.2 焦虑成因分析

3.2.1 教材因素

新教材词汇量激增 37%，远超 Nation（2020）研究的

20% 阈值，导致学生工作记忆负荷非线性增长。内容前移

现象突出，原八、九年级知识点下放至七年级，基础薄弱的

学生难以适应，直呼“单词好多都没见过”。此外，全英文

教学环境与阅读篇幅延长等教材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剧学生

的适应困难，这与 Sweller 认知负荷理论相符。

3.2.2 学生个体差异 

学生学习时长两极化明显，如表 3 所示，49.67% 的学

生每周学习超 8 小时，12.67% 的学生不足 3 小时，反映出

学生基础差异较大。部分学生采用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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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强调的语言运用能力要求不符，从而产生策略性焦

虑。自信心相关变量（缺乏自信、害怕提问）强相关（r = 

0.78*），表明学生自我调节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焦虑。

表 3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每周英语学习时长（含课堂、作业、
课外学习）:

1 38 12.667% 12.667%

2 28 9.333% 22.000%

3 85 28.333% 50.333%

4 149 49.667% 100.000%

3.2.3 教师教学因素

学生需求与教学供给存在差距。如表 4 所示，87% 的

学生渴望学习方法指导，但教师教学方法较为传统；72%

的学生希望增加趣味活动，然而支持分层作业的学生仅占

24.67%。同时，教学反馈机制不足，仅 52% 的学生能获得

鼓励表扬，且教师反馈的及时性对缓解学生焦虑至关重要

（张庆宗，2011）。在英语教学里，教师教学方面存在问题，

学生需求和教学供给没对上。而且教师需要及时对学生提供

反馈。

表 4

多选题题项 N( 计数 ) 普及率 响应率 (%)

3. 你希望老师采用哪些方式帮助缓解英语学
习焦虑？（可多选）(A 增加趣味活动 ) 217 72.333 26.700

3 (B 分层布置作业 ) 74 24.667 9.100

3 (C 多鼓励表扬 ) 156 52.000 19.200

3 (D 提供更多学习方法指导 ) 261 87.000 32.100

3 (E 其他 ______) 104 34.667 12.800

3.2.4 家庭因素

许多家长存在辅导能力缺失的问题，称“看不懂教材”。

同时，家长的成绩焦虑会传导给孩子，“孩子成绩不好就

着急”。家庭英语环境差异较大，家长英语水平影响对孩

子的支持力度，且与孩子的焦虑程度呈负相关（程晓堂，

2021）。为解决英语学习中家庭相关问题，学校可开设家长

辅导方法工作坊，并分享实用学习资源；引导家长理性看待

成绩，关注孩子学习过程，多给予鼓励；建议家长在家庭中

开展日常英语互动，并联合社区为英语资源匮乏的家庭提供

志愿者帮扶。

4. 讨论

教育改革呈现出双刃剑效应。缓解新课标新教材背景

下的初中英语学习焦虑，绝非单一措施可达成。关键在于识

别焦虑产生的多层次、交互性根源，教材层面通过渐进式重

构与资源支持降低认知门槛；学生层面通过分层支持与心理

赋能提升适应力与信心；教师层面通过专业发展与教学转型

提供精准有效的指导与支持；家庭层面通过科学协同与减压

环境构建理解包容的后盾。唯有“教材 - 教学 - 学生 - 家庭”

四维联动，方能有效化解焦虑。

4.1 调节教学策略

在新教材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适应过程，

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 Dewaele（2022）。教材的突然变化会

显著增加学生的语言焦虑，但教师的适应性教学策略能有效

降低这种影响。教学策略在缓解学生学习焦虑、提升学习效

果方面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学校开发校本资源，如编制

词汇手册和阅读阶梯材料，紧密结合新教材，帮助学生理解

和掌握知识，有效缓解 71% 学生面临的写作压力。建立心

理干预机制同样重要。定期开展焦虑水平筛查，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措施。针对自信缺失群体（相关系数 r = 0.78）建

立英语学习互助小组，让学生在交流支持中克服心理障碍，

增强自信心，营造积极学习氛围。教师专业发展也是提升教

学质量的关键。组织教材深度研读工作坊，帮助教师深入理

解新教材，把握教学重难点。针对 87% 学生对学习方法指

导的迫切需求，教师通过学习交流提升教学能力，为学生提

供有效学习方法指导，引导学生掌握科学学习策略，提高学

习效率。另外，按照词汇使用频率实施词汇分级教学法（王

蔷，2022）。这种渐进式教学能让学生逐步吸收新增词汇，

缓解认知超载压力，助力词汇学习。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

分层任务，基础组着重高频词识别，帮助基础薄弱学生夯实

基础；进阶组强化语篇分析，满足高水平学生学习需求，实

现因材施教。在评价体系方面，形成性评价改革不可或缺。

建立“过程性成长档案”，记录学生学习进步，增强自信心，

减少高焦虑群体对终结性评价的恐惧，与分层教学相呼应，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2 加强家校协同

家庭教育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家校协同是缓

解学生学习焦虑的有效途径。开设 “新教材家长课堂”，

能帮助家长了解新教材特点和教学要求，掌握正确辅导方

法。设计亲子共学任务，如亲子英语阅读、英语对话练习等，

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营造良好家庭英语学习环境，有效

降低学生的听力焦虑。利用焦虑量表动态监测系统，实现学

习情绪可视化跟踪，便于学校和家庭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绪

变化。学校和家长共享数据，沟通协作，共同制定适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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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案，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全方位关注学生学习和成

长，与 “教材 - 教学 - 心理” 三位一体的缓解体系相呼应，

为学生发展保驾护航。

5. 结论

本研究围绕 2022 年版英语课程标准指导下 2024 年外研

版七年级英语教材改革对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展开调查，选

取合肥市 3 所初中 300 名七年级学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

明，新教材词汇量大幅增加、阅读难度提升、写作任务丰富，

导致学生焦虑明显加剧。焦虑由教材难度提升、学生基础差

异、传统教学方法及家庭辅导不足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在

教学上采用渐进式、差异化教学，增加趣味活动；心理上建

立筛查机制，加强方法指导；家校合作方面开设家长课堂，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样本仅

选取了合肥部分初中，未来研究可扩大地域范围，涵盖农村

学校等更多类型学校，增强结论普适性；本次采用横截面数

据，未能追踪焦虑的纵向演变，后续可开展追踪研究，动态

观察学生在整个教材适应周期中的情绪变化。随着技术发

展，还可探索利用 AI 情感识别等技术进行课堂焦虑的实时

监测与精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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