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二语习得（SLA）领域的学

者重视和关注语言学习者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二语习得的因素很多，如学习者的经济能力、社会

环境、个人阅历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权势关

系（power relation），权势关系中的地位可以影响二

语学习者对于必要资源的获取。权势关系是不可

避免存在的，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它又是一

个相对的概念，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决定了二语

习得中，处于权势劣势的学习者有可能改变自己的

权势地位，从而争取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争取更

多的学习机会，从而提高二语学习的水平。

一、权势关系
（一）权势关系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家Roger Brown将权势关系及有关

概念首次引入社会语言学研究。Brown等认为，权

势关系是交际双方在社会地位、位置和影响力方面

存在的明显差距，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控制的

能力，权势关系是单向的，是至少两人之间由于在

同一领域不可能都有权势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对等

关系；体力、财富、年龄、性别和社会角色都可能成

为权势的基础[1]。

根据Holtgraves的观点，权势就是人际交往中的

不平等和差异，一方在某方面“超量”，而另一方处

于“欠平衡”[2]156。引起语言交际方面的权势不平衡

的原因很多，包括一个人自身的语言能力、与他人

交际中的社会地位、话题的限制、年龄差距等，比如

谈话者对话题的相关信息占有量、语言素养、语言

的流利程度（外语交际中特别突出），以及所操语言

的社会地位（官方语言、方言等）的差异都会导致权

势关系的产生，差异越大，权势差距也越大。如果

交际双方在这些方面情况相同或大体相似，双方就

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如在Jack London 的长篇小说

《马丁·伊登》（Martin Eden）中的主人公水手马丁·伊

登，因曾受学校教育很少，在与女主人公Ruth的家

人的初次接触中就很少说话，多数时间都是处于被

动的聆听状态[3]81。

以上两种权势关系的观点强调了一个人对另

一个人的支配力，但这种权势观没有考虑到权势关

系的动态性，对于微妙的权势关系缺乏足够的解释

力。

（二）权势关系的动态性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具体场合还是

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掌握权势的人们会不断地重申

和强化自己的权势，而那些没有权力或者权势小的

人们总会争取某些权势，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

基本方面[4]2。权势关系的对立面便是一致性；

Hudson 认为一致性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

离，个人关系或友好的程度——拥有多少共同经

历，多少共同的社会特征（如宗教、性别、年龄、人

种、职业、兴趣、家庭渊源等），有多少意愿与他人

接近等[5]。实际上，当人们在努力改变自己在权势

关系中的劣势的同时，也是在努力建立更多的一致

性，以便为权势关系中另一方所接受。

平等与不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权势关系也是

动态发展的，它由对话的所有参与者共同构建的，

随着语境的不断变化（如语境的参与者是谁，语言

情景如何等），权势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

一个人在家里是父亲，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理应受

到儿子的尊重；但儿子在工作单位可能恰恰是父亲

的顶头上司，那么在工作中父亲应该服从儿子做出

的决定。又如笔者的一个学生，练习钢琴已经很多

年，琴艺精湛；如今专攻音乐理论，笔者与该生谈论

英语学习时，很显然笔者处于优势，而在探讨音乐

相关话题时，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方面，笔者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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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劣势。

也正是这种动态性为在权势关系中处于劣势

的一方提供了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权势地位的

可能。如《马丁·伊登》中的男主角后来疯狂读书，

以弥补与梦中情人Ruth之间文化素质上的差距，竭

力要建立与她有更多的一致——有很多共同话题

——以跟上她的谈话，最终他成功实现了他的目

的，并在语言上颇有一番成就——他最终成了作

家。同样，Norton的试验中几位参与者也为改变自

己的“卑微”的移民地位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英语

学习上取得了明显进步，最后终于为周边的加拿大

人所接受，并由此进一步获得了更多英语学习的机

会[6]49。

一个人对某人某事投入情感（affection）的程度

越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权势因素或接触

因素带来的不足[7] 。例如，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说，可

能不会过多考虑对方的年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

起先某一方可能会处于权势优势地位，但随着双方

接触和感情投入的增多，双方可能就会趋于平等；

传说中灰姑娘的爱情故事就是一生动的例子，又如

东林党魁钱谦益社会地位和声望远远高于出身青

楼的柳如是，但钱对于柳的深厚感情促使他不怕家

族反对、舆论谴责，跨越社会地位的差距，娶了柳为

正室夫人。

二、权势关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影响二语习得的权势关系的类型多种多样，从

目的语的社会地位、性别差异和外语课堂等角度来

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外语课堂中的权势关系

1.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势关系。在第二外语的

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就

二语习得方面，教师在学识上明显占有优势，教师

的语言素养和流利程度一般是高于学生的，当学生

还在毫无把握中摸索着的时候，教师现有的成就对

于学生当前的水平而言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

标，从而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心理压力。教师在权势

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这位教师不善于调动课

堂气氛，此时就极易形成一种局面：学生最终变成

了沉默的聆听者。在第二课堂活动中，也存在同样

的现象，如在很多学校的英语角里，母语是英语的

外国教师周围会围绕很多学生，但能抓住机会又敢

于积极参与交流的学生却明显不多，能够与其争论

的更是少而又少。

2.学生之间的权势关系。在课堂教学中，一些

语言素养好，语言流利，或个性外向的学生可能会

更加主动地抓住每一次锻炼机会，相反那些语言不

流利的学生，个性内敛沉默的学生就可能被动一

些，即使通过课下努力使有关的语言知识丰富一

些，口语表达方面也会稍逊一筹的。

（二）性别差异造成的权势关系

封建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给后人的性别思想

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性别刻板印象在当今的教

育领域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一个存在性

别歧视的社会环境里，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权势

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尤其明显，在外语教学中，男生

在性别刻板印象中处于优势，从而有更多回答问题

的机会，获得的鼓励和提示也更多，而多数情况下

教师对于女孩子们的回答作出的评价要明显少于

给男孩子的评价。在旧时的中国以及现在的一些

落后地区，女性通常由于性别问题而不能接受到学

校教育，更不要说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了。

（三）目的语社会地位造成的权势

所有语言都是为了满足说话者交际的需要，并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不存在一种语

言优越于另一种语言。然而，由于各地经济、社会、

政治、教育等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就会产生这样的

误解和偏见：发达地区的语言好于非发达地区的语

言，从而导致人们学习、模仿发达地区的语言，而鄙

视或嘲笑非发达地区的语言。目的语的社会地位

造成的权势的事例也是俯拾皆是：如Norton的试验

中的参与者们，阻碍她们进入目的语社区的不仅是

她们“低贱”的“移民”身份，还有她们糟糕的英语口

语，使得她们徘徊在目的语社区的边缘，妨碍了她

们重新构造她们的社会身份被目的语社区人们接

受，后来Eva练就了熟练的口语，也因此有机会赢得

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全新的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反

之又为她提供了更多练习英语、接触并融入社会的

机会。

三、权势理论对于语言教学和学习的启示
（一）对于教学者而言，应合理对待权势关系的存在

无论是师生之间还是学生内部，应当适当地允

许权势关系的存在，过强的权势关系极易给学生造

成压力，导致怯学心理；但若学生内部没有任何权

势关系，则无法形成生动活泼、你追我赶的学习局

面；而师生间若无此关系，则教师作为教学者就没

有存在的价值。正如Johnson认为的，不对称性是语

言互动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如果人与人之间根本

不存在不对称性，即根本不存在与交际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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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性，那么多数交流将很少或没有什么必要！”[8]

教学者应适当弱化自己在权势关系中的强势

地位，以缓解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紧张焦虑情

绪。同一批学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性别以及其

他方面的不同也可能造成学生间权势关系，教学者

此时就应正确对待这种关系，利用这种不平衡激励

劣势学生追赶优势学生，同时需要适当策略性地调

整这种关系，尽量抑制占优势地位的学生产生优越

心理，给劣势学生造成自卑甚至是惧怕二语习得的

心理。比如可给前一种学生布置一些挑战性高些

的任务，以抑制其心高气傲的骄躁心理，给明显缺

乏信心的学生以一些他们能够完成的任务，以使他

们在完成任务的成就感中找到信心，提高语言学习

的积极性。公平对待每一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让

学生树立平等的观念，为学生营造一个平等的学习

氛围，包括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努力为学生创造一

个宽松、开放、刺激的学习环境。

（二）对于学习者而言，应尽可能抓住任何一个机

会，积极参与到目的语社区里的语言活动中去

由于多数情况下，语言学习者是无法控制外部

学习环境的，而自然的外部环境又未能为语言学习

者提供一个宽松刺激的学习氛围。所以要学好第

二外语，学习者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努力改变自己

在权势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为自己争取更多学习机

会。

首先，应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学习语言最基

本的一个目的是交流。如此，在和操目的语的他国

人员，尤其是一个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交流时，不

会担心因犯语法语音或其他错误而纠结，才能集中

注意力关注他人的语言本身，从而使自己的语言素

养得到真正的提高。

其次，坚定对自己的信心，树立正确的语言观，

降低由于正、负面受到威胁而产生的焦虑。要意识

到语言也是平等的，每一种语言，无论是所谓的标

准语还是方言俗语，都是某个特定文化的体现。而

语言中一定本国口音也是交际中人们可以对说话

者的身份和文化加以辨别和猜测的依据。因此语

言学习者大可不必担心自己语音中的口音，从而失

去与目的语使用者交流的机会。

再次，要广泛深入地了解本国的文化国情知

识。相比较而言，学习者对本国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一般要多于对目的语国的了解。学会用目的语将

前者表达出来，甚至不妨操练熟练一些，同时培养

爱国情操，这样在外语交际中可以在信息方面占据

优势，并显现出自己的语言个性。有些外语学习者

即使了解再多的本国文化，但常困于表达，所以即

使目的语使用者再有兴趣要去了解，二语学习者也

会因困于表达，而丧失与之交流的机会；也有些学

习者只注重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国情，忽视本国国情

知识的积累，在与外国人交际时，一旦被问及本国

国情常常是言哽语塞，结果，不但不占语言表达优

势，连本该具有的信息优势也失去了。

最后，要全方位地丰富自己，多积累文化国情

知识，这样可以扩大交谈双方的共同语言。世界的

多样性使得世界显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权势关

系不可避免地存在，对于语言教学者而言，应能意

识到这种关系的利弊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语

言学习者而言，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可控制性，只能

从自身做起，多关注自身的发展，克服胆怯心理，积

极抓住每个机会参与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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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英语学习动机。

五、结束语
Dornyei等人的研究基本认为教师是最强的动机

减退因素，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学生因素及社会

背景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影响最大。那是因

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来自于边远民族地区高校，自然

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对于这种特殊性学校只有采取特

殊的措施和策略才能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注释及参考文献：

[1]Oxford, R. 1998: The unraveling tapestry: Teacher and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demotiva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Demotiv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aper presentd at the TESOL’98 Congress, Seattle, WA, March.

[2]Dornye，Z.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Motivation, Harlow: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

[3]胡卫星,蔡金亭,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模型构建[J].外语教学,2010(3).

[4]汤闻励,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研究分析[J].外语教学,2012(1).

[5]张哲,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因素的研究[D].吉林大学,2007.

A Research on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Decline Factors of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inority Areas

YAO Shang-lia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otivation

decline”is a very common and obvious phenomenon. Based on Dornyei’s demoti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some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s references, and discusse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decline factors of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inority area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students.

To further stimulate and maintain students’English learning enthusiasm, this thesis also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motivation declin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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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dynamics of power relation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ower

relation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velations of power rela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learners, helping teachers to underst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ep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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