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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应用程序的英语学习对学生学习心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内地和香港大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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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工具，许多学校开始通过手机应

用程序（App）或者一些社交软件的小程序给学生发布学习信息以及安排学习任务。本文旨在探索手机 App 程序

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心理影响。本研究通过了混合研究的方式，调查了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大学生有关于

通过手机 App 学习英语的心理情况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手机 App 进行英语学习显著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自信心，同时减轻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焦虑。这一发现与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一致，即积极的情感状态

促进了语言习得。此外，手机 App 的自主学习模式和即时反馈功能为学习者提供了积极的学习体验，有助于培养

成长性心态。本研究可以为英语教学，尤其是通过手机等电子设备学习提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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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information age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Many schools have begun to use mobile apps or mini program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distribute learning information and assign learning tasks to their student bod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mobile app program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Through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he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obile app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learning through mobile devices can chang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cluding changes in learning motivation, confidence, and mindse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learning through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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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末，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及情绪研究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针对学习动机、学习风

格、学习策略和学习信念等不同维度展开，以探讨语言

学习者的个体学习差异及其效能。随着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移动辅助语言学习（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MALL）横空出世，这是一种移动技术与语言

学习相结合的产物，强调发挥移动技术在语言学习中

的作用，旨在打破课堂学习的藩篱，方便学习者随时随

地完成语言学习任务（Chinnery, 2006）。 
信息时代的到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特别

是信息技术产物的出现，极大改善和便利了人们的生

活。同时，通信技术和无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移动

学习的优势更加突出，促进了它的教育潜力。在“互联

网+教育”的发展驱动下，学习者可以通过手机学习软

件获得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学习体验。其中，手机作为

现代化移动学习终端之一，在移动学习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学习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pp）
轻松地实现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手机学习软件，不仅能

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心所欲地使用，还能提供趣

味性强、形式多样的海量资源。此外，它们还可以为用

户提供更多课外知识，拓展视野。与传统课堂教育相比，

手机学习软件具有更多优势，用户能自主选择感兴趣

的学习内容，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上无聊、枯燥的课程。

例如，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电子词典类软件解放了双

手，查询更便捷、高效；演讲类软件则为用户提供了更

广阔的平台，不拘泥于单纯地学习知识点。手机软件给

学习者学习英语提供了更多便利，为英语学习创造了

更多活力与色彩。 
为了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一些 App 开发者也设

计了以学习作为主要形式的手机学习 App，以此来满

足学生在不同学习领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大学

生是手机 App 使用的高频率群体，他们对于新鲜事物

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同时有更多的弹性和自由的时间

使用手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呈现主动使用手机 App
学习的态势。因此，手机 App 应用于学习领域的研究

也逐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

移动设备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应用，大多数研究集中

在技术的辅助作用和学习者使用现状，而针对学习者

心理状态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

白，系统探讨了手机 App 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自

信心和焦虑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就现有文献而言，

较多关注手机 App 本身的辅助作用、学习者使用手机

App 的现状，或者利用手机 App 平台构建课堂教学新

模式，而对学习者使用手机 App 产生的心理影响等相

关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基于过往语言学习者的研究

背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即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

相结合的形式，探究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以下简称内

地、香港）两地大学生使用手机 App 进行 EFL 学习的

现状，从使用情况及个人感受层面挖掘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心理影响，从而更好地促进学校及其它教育团体

使用手机 App 等智能工具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 
2 理论背景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1983）提出，学习者的

情感状态（如动机、焦虑和自信）对语言习得有显著影

响（Krashen & Terrell, 1983）。然而，目前较少研究结

合这一理论探讨移动学习环境中学习者的心理状态变

化。因此，本研究基于该假说，从学习动机、焦虑、自

信心等维度，深入分析手机 App 对英语学习心理的影

响。 
2.1 动机 
英语学习动机一直是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的一个重

要研究方向。Gardner（1985）在他研究的经典模式中

提出，动机包括学习语言的愿望、语言学习的态度以及

动机强度三个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开始关注英语学习动机，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

和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姚玉凤，2007）。语言学习者

动机 （Language learner motivation） （Ellis, 2008）是

学生用来学习目标语言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或愿望的精

神能量。有学者指出，语言学习者动机既是帮助学习者

实现成功学习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学习的成功经验也

可以提升学习者动机（Ellis & Shintani, 2013）。从实证

研究角度来看，英语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者学习英语

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学习者坚持学习的动力来

源（姚玉凤，2007）。过去许多研究发现，英语学习动

机与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有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性别、

年龄、学习经历、家庭背景等（徐善青，2001）。 
此外，有研究者将英语学习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

外在动机（Shaikholeslami & Khayyer, 2006）。曾有学

者提出人的各种动机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如蚕

丝一样相互交错在一起，当人的各种需要通过一件事

情可以得到满足时，个体在这件事情上的动机就表现

得特别强烈。内在动机源于学习者的兴趣、好奇心和自

我发展需求，而外在动机则受到考试、升学或职业发展

的驱动（Areepattamannil et al., 2011）。研究表明，内

在动机较高的学习者通常能取得更优异的学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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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显了激发学习兴趣的重要性。外在动机是指学习

者出于考试、升学、职业发展等外在因素而学习英语。

高洁（2016）在《外部动机与在线学习投入的关系：自

我决定理论的视角》中研究发现，自主性较高的外部学

习动机可以有效促进在线学习投入。总的来说， 英语

学习动机是学习者坚持语言学习的关键驱动力，同时

显著影响学习成效和学习持久性。 
2.2 信心 
语言学习的自信心是一个广泛研究的话题。许多

研究表明，学生的自信心在学习语言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Krashen（1982）在探讨学习信心和学习能力

时提出，当学习者在进行第二语言学习时，学习动机和

信心等方面都会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产生显而易见的

影响。在一项探索了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信心和英

语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Chang et al., 2016），
发现学生的英语学习信心与其英语学习成就密切相关。

同样，Sun 和 Wang（2020）研究了学生的英语学习信

心，并发现学生的英语学习信心与其英语成绩呈正相

关。国内李小平和郭江澜（2005）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考察了学习信心中的三种成分与学习行为的关系。结

果表明，影响学习行为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认知，而是意

向和情感。所以要使学生真正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学习

行为的积极的学习态度，就需要让他们产生对学习的

愉悦体验和强烈的投入意愿。近年的研究表明，电子设

备的使用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例如，冯宝鑫等

（2021）发现，通过移动学习平台的持续‘打卡’活动，

学习者的语言自信心与坚持天数呈正相关，表明技术

支持对信心提升的积极作用。 
2.3 焦虑 
焦虑是语言学习中的普遍问题，许多研究都探讨

了语言学习者的焦虑情况以及其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Arnold（1999）指出焦虑是指一个人由于实际或想象中

的挫折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的情绪状态。国内学者认

为焦虑是指主体或因无法达到预设目标或因无法克服

障碍威胁，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或导致失败感和

内疚感增加，从而形成的不安紧张、带有恐惧感的情绪

状态（王银泉 & 万玉书，2001）。也有学者认为焦虑

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交汇了紧张、恐惧、不安、担

心、焦虑等情感（贾冠杰，2010）。 
过去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焦虑可以对语言学习

的流利度、准确度和自信心产生负面影响（Horwitz, 
Horwitz & Cope, 1986； MacIntyre & Gardner, 1989）。

Horwitz 等人（1986）研究表明，焦虑会对语言学习者

的情感、策略使用和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在课

堂讨论和语言输出中表现显著。类似地，MacIntyre 和

Gardner（1989）发现，焦虑对学习者的流利度和发音

准确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并阻碍了学习者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和使用学习策略。近年来，语言学习的焦虑仍然

是研究的重点之一。根据 Horwitz 等（1986）的研究，

外语学习焦虑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交际焦虑、考试焦

虑和负评价焦虑。Arnold（1999）提出语言焦虑是指在

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安、害怕犯错的心理状

态，它与焦虑、自我怀疑、紧张等消极情绪有关，焦虑

可能是阻碍外语学习的情感变量中最普遍的因素。例

如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和语言学习焦虑之间存在密

切联系，这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张

婧，2021），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降低学生的焦虑情绪，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

其次，电子产品运用，如手机等对学生产生英语学习的

焦虑也有影响。 
2.4 心态 
心态是一种核心信念，反映了学习者对能力本质

及其在特定领域中成功作用的理解（Molden & Dweck, 
2006）。心态分为两种核心态度，“固定”和“成长”
（Molden & Dweck, 2006）。Lou 和 Noels（2016）提

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语言心态，主要是调查人们对语言

学习的信念。语言心态（Dweck, 2006）由三个主要元

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一般智能信念，分为固定或是递

增的信念，类似于一般智力信念的概念。第二个要素是

第二语言能力，将学习语言的能力分为固定或是努力

可塑两种。第三个要素是与年龄敏感性和语言学习有

关的信念，指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能力是否受年龄影响。

在这个模型下，Lou 和 Noels（2016）发现语言心态与

语言相关的行为（例如，继续学习目标语言的意图）和

态度（例如，对失败的恐惧）有关。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关注语言心态对二语学习的影响。有多项实

证研究表明，学生的语言心态与其英语语言水平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即心态积极的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表现

更好（Lou & Noels， 2019）。总体来说，语言心态对

二语学习具有重要影响。积极的语言心态可以促进学

习者的语言学习，而负面的语言心态则可能会阻碍学

习者的语言学习进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该研究第一步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

研究招募到了 274 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大学生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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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第二步则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进行定

性研究。研究人员继续在上述提及的两地招募 20 名大

学生参与研究，其中 10 名来自内地，10 名来自香港。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式，旨在探究手机 App 程

序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心态、自信心以及焦虑

等问题的影响。定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大样

本为基础收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使用手机

App 学习英语的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心态、自信心以及

焦虑水平。定性研究则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随机选取

借助手机 App 进行 EFL 学习的大学生，探究他们的学

习经验、感受以及对手机 App 程序的评价，从而了解

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最后，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果相

结合，得出综合结论，以探究手机 App 程序对于中国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心态、自信心以及焦虑等问题的

影响，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措施。 
3.3 问卷资料 
3.3.1 语言心态 
“语言学习心态量表”（MLLS; Lou, 2014; Cai et al., 

2024）用于测量大学生的学习心态。该量表包含 18 个

项目，分为“固定性心态”和“成长性心态”两个领域。所

有项目都采用六点式的李克特量表（1 = 强烈不同意；

6 = 强烈同意）。该量表被翻译为中文版进行使用，且

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表现良好（α = 0.87）。 
3.3.2 焦虑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 Horwitz et al., 1986）

用于评估大学生学习英语时的焦虑水平。该量表是一

份自报告的 5 点 Likert 量表，共有 33 个项目。FLCAS
在多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张婧，2021）。
本研究将“外语”改为“英语”进行相关的测量。在本研究

中，FLCAS 的内部一致性较高（α= 0.93）。 
3.3.3 动机 
“态度/动机测试”（AMTB; Gardner, 2004）用于测

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原始工具包括 12个子量表，

共计 104 个项目。在考量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

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子量表和项目的筛选，最终，参与

者被要求在一个 5 分 Likert 量表上评估他们对 32 个项

目的态度和动机。该工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高

（α = 0.92）。 
3.3.4 语言自信心 
英语语言信心量表（ELCS；Clément et al., 2003）

用于测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信心水平。参与者被要求

在一个 6 点 Likert 量表上评估他们的自信程度，从 1

（强烈不同意）到 6（强烈同意）。该量表被翻译成中

文后进行使用，同时再次翻译成英文进行多轮比对。在

本研究中，ELCS 的内部一致性很高（α= 0.93）。 
3.4 数据分析 
定量研究的数据分析由 SPSS22.0 版进行。采用相

关分析（Pearson 双尾检验）来确定主要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进行 T 检验以确定各区是否区分了心态、信心、

动机和焦虑的水平。最后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以研究

心态的预测变量。定性研究的结果则是由两名研究人

员会分别独立对访谈资料内容进行编码，提取出有意

义的观点，第三名研究员则对前二者有争议或冲突的

编码进行整理审阅，并与前两名研究人员展开讨论，直

到意见统一，以确保内容的关联度，整理出符合研究目

的和主题的框架。 
3.4.1 定量研究结果 
（1）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 1 显示了 241 名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其

中 127 人来自内地，114 人来自中国香港。大多数参与

者（80.9%）是女性。所有参与者的年龄从 17 岁到 35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22.45（SD=2.99）岁。 

（2）两地大学生的差异 
如表 2 所示，内地的学生表现出的焦虑水平明显

高于香港的学生（P<0.05）。此外，大陆和香港的学生

在成长性心态方面也有显著差异（P<0.05）。在动机和

信心方面，两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 
（3）主要因素之间的关联 
表 3 显示了焦虑、信心、动机和心态之间的相关

关系。固定性心态和成长性心态都与焦虑呈显著正相

关（p<0.01），而固定性心态与信心呈显著负相关

（p<0.01），固定性心态与动机呈显著负相关（p<0.01）。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性心态和信心之间没有明显的关

联（P>0.05）。 
3.4.2 定性研究结果 
（1）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大多数被采访的大学生认

为，手机 App 作为一种学习工具，满足了很多二语学习

者的实际需求，如提高学习成绩、满足留学或就业需求

等，从而增强了学习者的成绩动机和个人发展动机。此

外，有一些学生也提出手机 App 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元

的学习模式让学习者能够快速进入学习情境，并提高学

习者的内在兴趣动机。学习者能够自主选择学习进度和

感兴趣的内容以强化自身的弱项，并在任务驱动中获得

即时的成就感，有效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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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与者特质 

特质 N/Mean %/SD 

地区   

大陆 127 52.7 

香港 114 47.3 

年龄 22.45 2.99 

性别   

男性 46 19.1 

女性 195 80.9 

表 2  两地大学生主要变量对比 

 大陆地区学生 香港地区学生 Test statistic 

 （n=127） （n=114）    

 Mean SD Mean SD t p-value 

焦虑 104.88 22.83 97.62 26.95 2.26 .025 * 

动机 110.18 17.1 112.62 15.52 -1.16 .249  

自信 19.35 6.76 20.11 5.10 -.98 .330  

语言心态 52.39 12.08 49.82 13.43 1.57 .118  

固定性心态 27.58 8.21 27.23 7.40 .351 .726  

成长性心态 24.81 8.28 22.59 7.88 2.129 .034 * 

Note： *p<.05. 

表 3  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1. 焦虑 1     

2. 动机 -.130* 1    

3. 自信 -.490** -.045 1   

4. 固定性心态 .304** -.213** .029 1  

5. 成长性心态 .203** -.055 -.372** .277** 1 

Note： *p<.05. **p<.01.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学习者倾向于通过手机 App

实现文化融合的需求，但这并不能成为学习者的主流

选择。虽然 App 具备工具性和融合性动机，但还需要

更多的动机源，例如学习者自身的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从而达到借助 App 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因此，手机

App 只能作为学习英语的辅助工具，需要结合个人内

在的动机源才能真正促使学习者使用 App 学习英语。 
（2）大学生英语学习焦虑 
大学生英语学习焦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根

据研究，大部分香港和内地的大学生认为使用手机

App 学习英语可以减少他们的焦虑和抵触情绪。使用

App 学习可以根据自己的步调自由支配英语学习时间，

没有同伴和老师给予的压力，这种个性化和自主学习

的方式有效降低了英语学习焦虑的程度。然而，仍有少

部分内地学生认为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使用 App，学

习英语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考核和实际应用，因此教

学方式不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焦虑。 
在交际方面，使用手机 App 可以减少大学生的焦

虑感。通过手机 App 进行英语学习，可以根据自身步

调发展，减少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从而减少与同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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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交流，降低语言交际的焦虑感。对于考试考核的

焦虑感，内地学生认为无论是 App 学习还是课堂学习

都不会对焦虑性产生影响。而对于香港的大学生来说，

焦虑问题主要看个人的心理因素，例如个人的心理韧

性和个人目标，并不会因为学习方式以及来源的更换

而改变。 
本研究还发现，两地大学生都共同面临害怕听到

负面评价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提问以及同辈

同学之间的互相评比会增加学生的压力。使用手机

App 进行英语学习，能让大部分学生自行安排学习，且

不用在意他人的评价，降低学习的焦虑感。从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手机 App 在英语学习中可以减少大学生的

焦虑和抵触情绪，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体验。 
（3）大学生英语学习自信 
根据研究主要发现，大部分内地和香港的学生对

借助手机 App 进行英语学习给予了正向的肯定。他们

认为，用手机 App 学习英语可以增强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效率。同时，手机 App 中个性化定制的内容可以

给予学习者及时且细致的反馈，有助于大学生更高效

地学习英语。例如，来自香港的大学生认为，手机 App
可以让他们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度可以由个人掌

握，并且保证持续学习。而内地的学生则指出手机 App
中的游戏化奖励机制和成就系统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

学习信心。 
其次，手机 App 学习英语的功能可以帮助学生反

复学习和巩固，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学习自

信。香港的大学生提出 App 有助于反复练习，方便课

后查缺补漏以及课前获得知识，是有效的辅助工具。而

内地的学生则认为，手机 App 可以及时查看学习结果，

获得满足感，且 App 的正反馈功能也有很大的助力，

可以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缺乏自信等问题。 
（4）大学生英语学习心态 
近年来，大学生英语学习心态备受研究者关注。本

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国内地的大学生还是香港的大学

生，年龄并不是影响个人是否能够完成或达到英语学

习目标的因素。然而，他们普遍认为年龄会影响个人是

否去使用手机 App 进行学习任务。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程度和对 MALL 的接受程度会影响学习者对手机 App
的使用。年龄较大的学生可能不熟悉或不擅长使用手

机 App，因此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学习模式。 
另一方面，两地学生普遍认为智能对于英语学习

的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有参与采访的学生认

为语言天赋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具有良好的语言天赋，

能够更快地学习并掌握语言技能。然而，个体的智能水

平可能对不同人使用手机 App 的状态产生影响。 
最后，努力程度在采访中被认为是影响学习结果

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使用手机 App 还是传统学习模式，

一个人的努力程度对于学习结果都会有影响。内地的

学生在采访中提出，短期的努力可能并未产生显然的

学习效果，但坚持努力学习，会促进学习结果的正向发

展。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比较了内地和香港两地 EFL 学习者的

语言心态差异，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大学生 L2 学习领域

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表明，香港大学生的成长性

心态显著低于内地大学生，这可能与香港以考试驱动

为主的教学环境有关，学生更倾向于发展固定性心态，

将英语学习视为短期目标导向的任务（Molden & 
Dweck, 2006）。相对而言，内地学生由于教学媒介主

要以汉语为主，更可能将英语学习视为长期发展的工

具，从而表现出较高的成长性心态。此外，尽管英语是

香港的官方语言之一，但两地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均

表现出中度到高度的焦虑水平。这种现象可以通过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1983）解释，即焦虑作为一

种情感过滤器，可能阻碍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而这种焦

虑可能源于同辈压力和对负面评价的恐惧（Martin et al., 
2021）。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学生较高的成长性心态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了学习焦虑，这与 Lou
和 Noels（2019）的研究一致，表明成长性心态不仅促

进学习成效，还能减轻情感障碍的影响。总体来看，手

机 App 的自主学习特性虽未完全消除焦虑，但其灵活

性为学习者提供了更适应个体需求的学习环境。 
此外，香港大学生的这种课堂焦虑也因香港的公

开考试而加剧，因为英语在几个环节中扮演着更重要

的角色，如演讲和小组讨论（Mak & Tang, 2011）。根

据以前的研究也可以发现，焦虑代表了 L2 的一个重要

障碍（Altunel, 2019）。焦虑的来源通常来自于对负面

评价的恐惧、交流的忧虑和测试的焦虑（Sadeghi， 
Sadighi & Bagheri, 2020）。统计结果分析也显示了心态

和焦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即

那些拥有较高固定性心态的人强调他们的能力表现，

并通常表现出不良的学习模式（Lou & Noels, 2016）。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和香港的大学生在成长性心态方

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结果可能归因于社会、文化

和教育的多样性（Lo, 2021）。令人惊讶的是，信心并

没有明显影响成长性心态，这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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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Lou & Noels, 2018; 2019）。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

在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的东亚社会（如中国、日本和韩

国），成长性心态被嵌入勤奋而不是智力信仰（Lou & 
Noels, 2019）。 

5 应用和建议 
英语 App 作为学习英语的重要工具，顺应了全球

化和资讯化时代的发展，为学习型社会构筑了良好的

学习平台，同时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在当

前高等教育英语教学改革中，手机英语 App 指明了方

向并提供了新的教学手段。研究表明，当前大学生普遍

使用英语 App 学习英语，并取得了不同层面的影响效

果，但也暴露出信息化时代人机学习模式对学习者的

心理影响等深层次问题。本文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议和

启示。 
首先，从学习者层面来看，学习者在使用手机 App

学习前，需要明确自己的学习动机和需求，制定合理的

计划，明确工具使用的场所及适用范围，例如需使用

App 程序的学习内容。同时，学生应当关注在使用移动

应用程序后出现的个人心理变化，如体察自我学习动

机和焦虑状态，并摆正个人的认知，挖掘优势，正确认

识自己的不足，必要时可以向专业人士反应和求助。学

生在使用手机 App 学习英语时，应明确学习目标并制

定合理计划，充分利用 App 的个性化功能和多样化资

源，优化碎片化学习时间。同时，学生需关注自身情感

状态变化，及时调整学习方法以减轻焦虑、增强自信心。

此外，学生还可以组建学习小组，制定小组目标和学习

计划，通过互相监督和合作达到学习的可控性，提升学

习效率和效果。 
其次，在教学者层面，教师可以通过个性化定制、

资源整合以及对学生进行学业和心理上的指导和帮助

等方式，有效促进教学。具体来说，学校可以与 App 开

放商合作，定制个性化的学习平台，特别是对于语言类

学校更需要小语种的教学平台和程序应用。同时，教师

应充分利用英语学习 App 中的教学资源，与课堂教学

相结合，优化教学效果。同时，应通过 App 监测学生

学习状态，尤其是焦虑情绪的变化，为学生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心理支持和学业指导。对于学生来说，使用手机

App 可能导致其他不利的影响，因此学校以及教师需

要合理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 App 的资源，并且发挥

这些课外资源的作用。具体来说，学校应与 App 开发

者合作，根据学生需求优化 App 功能，例如提供学习

数据分析和心理状态监测功能。此外，教师可通过整合

App 中的学习内容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

焦虑和建立自信。 
从 App 的开发商来看也有许多层面可以进行改进。

目前，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需求推动了手机 App 市场

的发展，然而当前市场上英语学习 App 类型较多，功

能常常具有一致性，因此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对于 App
开发商来说，首先需要积极和学校以及教师联系，了解

学校的英语教育模式，并且邀请更多的专家老师参与

到 App 的研发过程中，设计制作更多吸引学生，贴近

学校教学内容的 App，在设计上也可以运用多模式，可

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并且增强学习效果。 
同时，开发商应进一步关注学生需求和心理状态，

优化 App 设计。例如，通过学习需求分析和动态难度

调整机制，为学生提供适应性学习内容，同时通过监测

功能缓解学习焦虑，增强学生自信。其次，开发商可以

帮助学生获得学习成绩上的满意感和应用上的挑战感，

同时也可以在心理健康方面监测学生焦虑等情况，从

而智能化推送适当的学习材料以降低心理负担，提高

自信。除此之外，开发更多有趣和丰富的资源给学生进

行选择，并且可以加入测试模式，鼓励学习者做一些自

我认知和预期学习目标的测试，积极调整学习主题和

模式，辅助学习者即时掌握自身的学习状况。 
6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样本规模有限，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覆盖

范围，尤其是纳入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学生。此外，

建议对特定手机 App 的功能和使用效果进行细化分析，

以更深入地探讨其对学习心理的具体影响。其次，本研

究没有对某种特定的手机英语学习 App 进行调查了解，

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较为宏观，且不同学生由于使用的

App 存在差异性，在心理感觉以及成果方面都会存在

差异性。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特定的手机 App 进行

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实验法和纵向研究，探索 App 在

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长期心理和学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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