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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efficacy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teachers’ belief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s: 400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382 effective subjects) from three normal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ere inves-
tigated by means of teaching efficacy scale,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and teacher belief 
scale. Results: 1) The gender and grade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eachers’ belief and teaching efficacy scale. 2)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negatively predict teachers’ be-
liefs, while teaching efficac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eachers’ beliefs. 3)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has a mask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efficacy on teachers’ beliefs; that is,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teaching efficacy on teachers' beliefs will be enhanced after the variabl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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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师范生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其教师信念的影响。方法：采用教学效能感

量表、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教师信念量表，对北京市三所师范类大学400名师范生进行调查(有效被试382
人)。结果：1) 师范生的性别和年级在教师职业认同、教师信念以及教学效能感量表上的得分有显著差

异；2) 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可负向预测教师信念，而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有正向预测作用；3) 教
师职业认同在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即加入教师职业认同变量后，师范生的教

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会增强。 
 

关键词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教师信念，师范生，遮掩效应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文献综述 

“十二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指出，要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师培养质量。师范生作为预备

教师正是国家培养的目标群体。师范生的培养更应注重提升教育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特质和心理素

养，以便让师范生在未来可以更好更快地适应教师这一岗位。因此，提高师范生的教师信念对其从事教

师行业有重要的意义。吕国光(2004)对教师群体的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

念有显著影响。近些年来，在职教师的流失率越来越高(Hong, 2010)。对师范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受调查

的师范生中，仅有一半的学生喜欢并认为自己适合教师这个职业，有约 13%的师范生并不喜欢且认为自

己不适合教师这个职业(程巍，王在勇，王瑶，2008)。本研究对本科师范生进行调查，了解师范生的教学

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其教师信念的影响。 
教师信念是信念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教师信念是处于教师个体信念系统中的某一个层次；教师信念

是以“中心–边缘”的方式组织，越靠近中心的教师信念越难改变；中心的教师信念发生改变会导致整

个教师信念的变化；有些教师信念能意识到，且能用语言有效表达，而有些则不能(林一钢，2008)。吕国

光(2004)提出教师信念是指教师在教学情境与教学历程中，对教学工作、教师角色、课程、学生、学习等

诸多因素所持有信以为真的观点，其范围涵盖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与生活经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

统。教师信念包括了学生管理、课程与教学管理、教学与评价和学生学习四个维度。 
教学效能感的概念理论上来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概念。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

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种行为的期望(辛涛，申继亮，林崇德，1995)。Ashton 和 Webb (1982)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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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能感是一个多维度结构，可以把教师教学效能感分为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

(俞国良，辛涛，申继亮，1995)。一般教育效能感是指教师对影响学生发展的教育的认知和判断，个人教

学效能感是指教师认为具有完成教学活动能力的教学行为的主观认识、判断与评价(杨苏圆，柳军，2019)。 
教师职业认同是身份认同中的一部分，身份认同是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与描述，通过对自我身份的

认同，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归属感和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认

同感不仅对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刘屹，2009)。教师职业认

同是个体对与教学有关的活动、知识、信念和态度的表达(Volkmann & Anderson, 1998)。内在价值认同，

指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喜欢，认为有价值，能产生满足的积极情感，有主动的心理投入以维持

教师职业的愿望。外在价值认同，指个体因为伴随职业的外部强化(如工作环境、条件及社会地位等)而表

现出趋近职业的要求。意志行为认同，指个体持续进行职前准备和不改变职业选择的意志行为倾向(赵宏

玉，兰彦婷，张晓辉，张燕，2012)。 
本研究探讨师范生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其教师信念的影响，并预测教师职业认同在教学效

能感和教师信念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见图 1。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ing efficacy,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eachers’ belief 
图 1.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的关系 
 

基于此，本研究做出假设：1) 教学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教师信念；2) 教师职业认同可以正向预测教

师信念；3) 教师职业认同在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起中介作用。 

2. 研究结果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北京三所师范类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师范生 400 人，获得有效问卷 382 份，其中男

女生人数分别是 151 和 231 人，大一年级到大四年级的人数分别是 67、196、45 和 74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学效能感问卷》 
Moran 等人(2001)编制的《教学效能感问卷》，该量表共计 39 个项目分为两个维度的。其中一般教

育效能感包括 24，27，31，36，38 题，全部为反向计分；个人教学效能感包括 1~23，25~26，28~30，
32~35，37，39 题，其中反向计分题目为 35 题。问卷打分方式为六点量表，信度为 0.93，各维度信度系

数为 0.87、0.85，一般教育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教学效能感总分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58、0.83、0.77 
(闫俊斌，2012)。 

2.2.2.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赵宏玉等人在 2012 年编制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该量表共计 15 个项目分为三个维度，其中内

在价值认同包括 1，4，7，10，12，14，15 题，外在价值认同包括 2，5，8 题，意志行为认同包括 3，6，
9，11，13 题。问卷打分方式为六点量表，问卷信度系数为 0.91，各维度的系数 0.90、0.97、0.82，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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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教师职业认同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70、0.59、0.74、0.85 (赵
宏玉，兰彦婷，张晓辉，张燕，2012)。 

2.2.3. 《教师信念量表》 
吕国光 2004 年编制的《教师信念量表》，该量表共计 38 个项目，分为四个维度。其中学生管理维

度是 1~12 题，其中反向计分题目为 1，3，7，8，9，11，12；课程与教学计划维度是 13~20 题，其中反

向计分题目为 14，15，16，18；教学与评价是 21~32 题，其中反向计分题目为 25，28，30，31，32；学

生学习是 33~38 题，其中反向计分题目为 33，34，35，36，37，38。问卷打分方式为六点量表，信度系

数为 0.94，分半信度为 0.92，各维度系数分别为 0.82、0.82、0.88、0.71，学生管理、课程与教学计划、

教学与评价、学生学习、教师信念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77、0.69、0.76、0.79、0.92 吕国光(2004)。 

2.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回收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多因素方法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4.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效能感、教师信念的描述性统计 

教学效能感总分的均值为 4.54，标准差为 0.34；教师职业认同总分的均值为 4.139，标准差为 0.468。
教学信念总分的均值为 3.726，标准差为 0.639。 

2.5. 师范生人口学变量在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得分上的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关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和年级。 

2.5.1. 师范生的人口学变量在教学效能感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和年级在一般教育效能感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ps < 0.05)。具体表现为，女生的一般教育效能感

显著高于男生(M 女 = 13.24，SD 女 = 4.347；M 男 = 11.74，SD 男 = 3.251，t(380) = −3.619，p < 0.001，Cohen’s 
d = 0.41)；大二年级的一般教育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M 大一 = 12.37，SD 大一 = 3.485；M 大二 = 13.46，
SD 大二 = 4.394；M 大三 = 11.24，SD 大三 = 3.419；M 大四 = 11.58，SD 大四 = 3.197；F(3,378) = 6.672，p < 0.001，
η2 = 0.05)。 

2.5.2. 师范生的人口学变量在教师职业认同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在内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和教师职业认同总分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ps < .05)，年级在外

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和教师职业认同总分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的内在价值认

同、意志行为认同和教师职业认同总分显著高于女生(M 内在男 = 30.19，SD 内在男 = 2.888；M 内在女 = 29.15，
SD 内在女 = 4.124；t(380) = 2.709，p = 0.007，Cohen’s d = 0.31；M 意志男 = 20.80，SD 意志男 = 2.805；M 意志女 = 
19.85，SD 意志女 = 3.849；t(380) = 2.62，p = 0.009，Cohen’s d = 0.3；M 总男 = 63.39，SD 总男 = 5.876；M 总女 = 
61.24，SD 总女 = 8.929；t(380) = 2.615，p = 0.009，Cohen’s d = 0.3)，大一和大四年级师范生的外在价值认

同、意志行为认同和教师职业认同总分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年级((M 大一外在 = 12.9，SD 大一外在 = 1.416；M 大

二外在 = 11.96，SD 大二外在 = 2.281；M 大四外在 = 12.59，SD 大四外在 = 1.901；F(3,378) = 4.009，p  = 0.008，η2 = 0.031；
M 大一意志 = 21.27，SD 大一意志 = 2.756；M 大二意志 = 19.59，SD 大二意志 = 3.832；M 大四意志 = 20.68，SD 大四意志 = 2.591；
F(3,378) = 4.942，p = 0.002，η2 = 0.038；M 大一总 = 63.88，SD 大一总 = 5.65；M 大二总 = 60.94，SD 大二总 = 8.708；
M 大四总 = 63.23，SD 大四总 = 5.849；F(3,378) = 3.131，p = 0.026，η2 = 0.024)。 

2.5.3. 师范生的人口学变量在教师信念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和年级在学生管理、课程与教学计划、教学与评价、学生学习和教师信念总分上的得分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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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s < 0.05)。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学生管理、课程和教学计划、教学与评价、学生学习以及教师信念总分

显著高于男生(M 管理女 = 47.1，SD 管理女 = 8.929；M 管理男 = 41.06，SD 管理男 = 5.816；t(380) = −7.348，p<0.001，
Cohen’s d = 0.84；M 课程女 = 32.37，SD 课程女 = 5.999；M 课程男 = 29.56，SD 课程男 = 4.923；t(380) = −4.799，p<0.001，
Cohen’s d = 0.54；M 教学女 = 50.33，SD 教学女 = 7.718；M 教学男 = 46.4，SD 教学男 = 6.552；t(380) = −5.166，p < 0.001，
Cohen’s d = 0.58；M 学习女 = 17.9，SD 学习女 = 6.28；M 学习男 = 15.17，SD 学习男 = 4.864；t(380) = −4.542，p < 0.001，
Cohen’s d = 0.51；M 总女 = 147.7，SD 总女 = 25.59；M 总男 = 132.18，SD 总男 = 18.593；t(380) = −6.426，p < 0.001，
Cohen’s d = 0.73)；大二年级师范生的学生管理、课程与教学计划、教学与评价、学生学习以及教师信念总

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M 大一管理 = 42.37，SD 大一管理 = 7.451；M 大二管理 = 47.44，SD 大二管理 = 9.125；M 大三管理 = 41.78，
SD 大三管理 = 6.263；M 大四管理 = 41.38，SD 大四管理 = 5.335；F(3,378) = 16.126，p < 0.001，η2 = 0.113；M 大一课程 = 29.58，
SD 大一课程 = 5.117；M 大二课程 = 33.06，SD 大二课程 = 6.124；M 大三课程 = 29.42，SD 大三课程 = 4.003；M 大四课程 = 29.12，
SD 大四课程 = 4.649；F(3,378) = 14.591，p < 0.001，η2 = 0.104；M 大一教学 = 47.28，SD 大一教学 = 6.228；M 大二教学 = 51.04，
SD 大二教学 = 7.836；M 大三教学 = 45.84，SD 大三教学 = 7.385；M 大四教学 = 45.92，SD 大四教学 = 5.823；F(3,378) = 13.928，
p < 0.001，η2 = 0.1；M 大一学习 = 15.25，SD 大一学习 = 4.784；M 大二学习 = 18.72，SD 大二学习 = 6.164；M 大三学习 = 14.98，
SD 大三学习 = 5.778；M 大四学习 = 14.34，SD 大四学习 = 4.436；F(3,378) = 15.77，p < 0.001，η2 = 0.111；M 大一总 = 134.49，
SD 大一总 = 20.333；M 大二总 = 150.26，SD 大二总 = 26.011；M 大三总 = 132.02，SD 大三总 = 18.867；M 大四总 = 130.76，
SD 大四总 = 16.007；F(3,378) = 20.109，p < 0.001，η2 = 0.138)。 

2.6. 教学效能感和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念的相关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教学效能感和教师职业认同、教师信念都有明显的正相关，r 效职 = 0.322，p 效职< 0.01；
r 效信 = 0.343，p 效信 < 0.01；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有明显的负相关，r 职信 = −0.232，p 职信<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of teaching efficacy,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eachers’ belief 
表 1.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的相关 

 M(SD) 1 2 3 

1 教学效能感 177.68 (13.26) 1   

2 教师职业认同 62.09 (7.927) 0.322** 1  

3 教师信念 141.57 (24.273) 0.343** -0.232** 1 

注：**表示 p < 0.01。 

2.7.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念的回归分析 

教师信念作为因变量，第一层将教学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第二层再加入教师职业认同这个自变量。

结果显示：放入教学效能感时，回归方程显著，R² = 0.104，adjusted R² = 0.102，F(1,380) = 44.103，p < 0.001；
放入教师职业认同时，回归方程仍显著，R² = 0.237，adjusted R² = 0.233，F(2,379) = 58.906，p < 0.001。
具体看每个自变量的影响：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预测显著，β = 0.456，t(380) = 9.541，p < 0.001；教

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念的预测显著，β = −0.388，t(380) = −8.133，p < 0.001，见表 2。这表明教学效能感

能够正向预测教师信念；教师职业认同能够负向预测教师信念。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eachers' belief in teaching efficacy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2.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念的回归分析 

 β t p R² 调整后 R² F p 

教学效能感 0.456 9.541 <0.001 0.104 0.102 44.103 <0.001 

教师职业认同 −0.388 −8.133 <0.001 0.237 0.233 58.90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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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遮掩效应分析 

采用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的方法，第一步，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回归；第二步，教师职业认同对

教师信念的回归；第三步，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信念的回归。以教学效能感为自变量(x)，
教师职业认同为遮掩变量(w)，教师信念为因变量(y)。 
 
Table 3. The masking effec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examined in turn 
表 3. 教师职业认同的遮掩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322x SE = 0.089, t = 6.641*** 

第二步 w = 0.343x SE = 0.259, t = 7.118*** 

第三步 y = 0.456x 
−0.388w 

SE = 0.087, t = 9.541*** 
SE = 0.146, t = -8.133*** 

SE 表示标准误，***表示 p < 0.001。 
 
如表 3 所示，其数学模型可由上述的回归方程描述。由于依次检验都是显著的，且一正一负，所以

教师职业认同是遮掩效应，即遮掩效应是指间接效应 ab 与直接效应 c’的方向相反，即一正一负(温忠麟，

叶宝娟，2014)，见图 2。 
 

 
Figure 2. The influence of the sense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n teachers’ beliefs: the masking effect of teachers’ profes-
sional identity 
图 2. 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遮掩效应分析 

3. 讨论 

3.1. 人口学变量在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上结果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性别而言，女生在教学效能感及其一般教育效能感维度得分和教师信念及其各

个维度得分上好于男生，而男生在教师职业认同及其内在价值认同和意志行为认同维度得分上高于女生。

根据前人研究(葛明贵，1999)，男生一般倾向于使用实用分析和现实的策略，思维灵活，具有严密逻辑和

注重现实的倾向；而女生则注重理想和价值尺度具有指向，未来和跳跃式的思维特点。男生面对教师这

个职业有更理性地思考，既然选择了师范专业，就足以表明他们认同教师这个职业。女生在学生管理、

课程与教学计划、教学与评价和学生学习等方面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他们选择了师范专业的教师

信念会更强(张志萍，2019)。再者，女生的教学效能感高于男生，女生更相信自己的教学能力，这可能是

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教师这个职业被社会所公认是更适宜女性的，认为女性更具有耐心、细心和母性

的宽容等，使得女性在教学上自信心更强(郭媛，2007)，因此更易选择教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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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级变量来看，大二年级师范生的一般教育效能感和教师信念及其各维度均高于其他年级，这

与其他研究大二年级师范生的一般教育效能感与其他年级无显著差异和教师信念会落入低谷的结果相反

(孔真真，2011；张晓辉，赵宏玉，2016)，原因可能是，随着大一一年知识的学习，尽管会磨灭一些热情，

但同时也在增长教师技能，教师职业知识的增加使师范生相信自己可以胜任教师工作。大一和大四年级

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显著高于大二师范生。大一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对教师职业怀有热情和期

待，表现出积极认同的态度(胡洪羽，张寒梅，王雨晨，2019)。到了大二年级，经过一年的学习，很多学

生产生迷茫彷徨的情绪，不少学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怀疑(刘程，2011)。大四年级随着知识学习的内

容逐步丰富，学生们对于教师职业这个概念也得到了更深一步的理解。通过教育实习，每位师范生开始

走进班级，与一线教师进行交流，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老师的酸甜苦辣，会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职业，

也更加认同自己的教师身份(胡苗锋，2012)。 

3.2. 教学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信念三者之间的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学效能感和教师信念呈显著正相关，师范生在高等教育学校在个人教学效能感

或是在一般教育效能感都树立了正向的价值取向(Hofman, 1988)，从一般教育效能感来看，师范生经过训

练后能很好地掌握课堂教学进程，把控教学节奏；可以认真的备课和编写教案等，且在个人教学效能感

维度中，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面对的事情的变得多样化，这些原因都会使其教师信念呈上升

趋势，因此，教学效能感和教师信念呈显著正相关。 
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呈显著负相关，师范生的自我效能感低、非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冲击、教

师职业薪资待遇低(李兵，张丽芳，林海明，李政，2019)，这些可能是让师范生不认同教师这一职业的原

因，但是作为师范生在经历了四年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学习，师范生相信自己可以胜任教师这一职业，故

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呈显著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在教学效能感与教师信念之间存在“遮掩效应”。遮掩效

应会增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总效应，也就是说，控制遮掩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力会变大，

具体到本研究中，随着教师职业认同这一遮掩变量的加入，使得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作用变大，因

此教师职业认同在师范生的教学效能感和教师信念之间存在遮掩效应。 

4. 对策与建议 

4.1. 鼓励男生进入教师行列 

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教师职业被社会所公认是更适宜女性，女性更具有耐心、细心和母性的宽容

等(Hofman, 1988)，特征使得女性是教师行业的主力军。我们应该增强对于男教师的认可，鼓励更多的男

性报考师范专业。 

4.2. 严把师范教育入学关 

目前，部分师范生受到家庭条件的制约、父母的劝说和社会导向的影响等原因，并非自愿报考师范专

业，其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程度不高，导致其教师职业认同程度也不高，对于教师行业的情感和工作热情也

不高。因此，可以在师范生入学时做到严把关口，提高师范生生源质量(胡洪羽，张寒梅，王雨晨，2019)。 

4.3. 提高教师待遇，营造尊师重教风尚 

为了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在进入本科时选择师范专业，需进一步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曾丽红，2010)，研

究表明，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的工作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胡潘，陈贵琳，刘莹，亓洪胜，2019)，故

政府应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帮助解决教师实际问题，来增加教师的教师职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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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从北京的特殊情况来看，可以用提供落户、保障住房等方式。 

4.4. 完善师范生培养和评价机制 

目前，师范类高校在教师的培养以及培训机制不完善、对于教师的评价机制也不完善，导致教师的

自我效能感较低(岳格妮，李静莹，车乒，2019)，同样，师范生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预测因子是师范生在

教师教育过程中对教师职业的准备程度(Schepens, Aelterman, & Vlerick, 2009)。师范生相较于教师而言，

有更少的实际授课机会，校内对师范生的培养更多在理论上，缺少实践过程，所以给师范生提供去学校

实践的机会，会增加师范生的教学效能感。同样，社会上给予教师正确、客观、公正的评价，认可教师

的劳动成果等不仅能够增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同样能够增加预备教师即师范生的教学效能感。 
Steenekamp 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从其他实习教师的经验中学习，能够使他们产生更加积极的教

师职业认同，所以，在师范生进行实习过程中，进行实习教师经验交流活动能够加强其教师职业认同。

Shirrell 等人(2019)发现，教师对于专业发展的参与比实践更能够预测教师信念，所以教师参与课程开发

等过程中，能够加强教师的信念。在师范生的教学上，可以增加对其课程开发的训练，为后续成为教师

进行课程开发与完善上打下基础。 

4.5. 增强对师范生自身素质培养 

教师的学习经历、教师本身拥有的知识和教师自身人格等都是影响教师信念的因素，故教师对于自

身能力的评估以及自我意识的培养能够影响教师的教学信念(王迎霜，蔡文莹，2019)，而对于知识的积累

和自身人格的培养，是在一点一滴中形成的，在对于师范生培养阶段，应加强对于师范生自身素质的培

养。首先，要注重师范生的专业知识的提升；其次，要提高师范生自尊、自信、自律和自强的自我意识

的培养；最后，锻炼师范生应对课堂突发状况的能力。由此，来提高师范生的教师信念。 

5. 结论 

1) 师范生的性别和年级的人口学变量在教学效能感中的一般教育效能感、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信念

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 
2) 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呈正向预测，教师职业认同可负向预测教师信念； 
3) 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在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即教师职业认同这一遮

掩变量的加入，会增大师范生教学效能感对教师信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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