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学号：26520141154539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来华土耳其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调查研究
         

A study on the Chinese learning situation

and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from Turkey
         

YILDIRIM MERVE（李研心）
         

指导教师：洪镔    
         

专业名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答辩日期：2016年7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

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

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

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

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

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

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

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

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汉语的作用也必然会越

来越大，如今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母语学习

不同，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中，动机属于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它是影响第二语

言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动机研究来看，影响学习的动机有多种

，如马斯洛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Trambley和Gardner的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

机，以及他们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扩展动机理论等等。不同的动机发挥不同

的动力作用，单纯动机支配下的学习难以延续，存在着巨大的学习障碍。结合多种

动机能获得比单一动机更为理想的效果。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的土耳其人的汉语学习动机因

素。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学习汉语的土耳其人学习动

机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是说明了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对象概况和对调查问卷的样

本进行基本分析；第二部分对学习汉语的土耳其人学习动机的调查结果分析。先对

学习汉语的土耳其人的学习动机作总体分析，再从学习情况和学习动机、学习方式

与学习动机两方面来分析影响、形成学习动机的因素；第三部分得出如何激发学习

汉语的土耳其人的学习动机的有效方法。针对学习汉语的土耳其人大部分抱有的是

工具型动机这一特殊性质，将激发学习动机的对策分为活动、环境、教学三个方面

。活动方面就是要增加学习者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利用各种的活动吸引、鼓励

学习者参与、使用、表达；环境方面就是改善课堂以及外部的语言环境，形成汉语

学习的良好氛围；教学方面就是要在硬件上跟上步伐，编写更适合学习汉语的土耳

其人使用的教材，采用多媒体等新媒体手段进行全方位、全感官的教学。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动机；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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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as

improved a lot. Nowadays more and more Turkish people choose to settle down

in China and to learn Chinese. However, it is quite different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comparing to learning the tongu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most

popular theory in the world,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could affect the study

motive when it comes to the language learning. For example,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of Maslow, or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Trambley

and Gardner,and the developed ideas based on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a

learner who obtain multiple motives is more likely to do better than one with only

one motiv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ay to study the motive of

which the Turkish people learn Chinese. The writer has sent out questionnaires to

the Turkish learners to collect the answers. Then with the help of the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s, the writer managed to analysis the data and make a conclusion.

At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thesis, the writer comes up with some suggestions and

advances to stimulate them to learn Chinese more efficiently. The main idea of

this thesis is to find a new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help the Turkish students learn

Chinese with less obstacles. It suggests that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can participate in more activities and get more curiosity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very good to inspire their learning motive.
         

Keywords: the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motive;Chines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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