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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教师自主理论为框架，结合开放大学的办学特点，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127名来自于省市级开

放大学的英语教师的自主能力。基于调查结果，探讨被调查者在教师自主能力6个维度的表现，并针对

目前存在的教师自主能力方面的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升开放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的建设，从

而有利于开放大学的转型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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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acher autonom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universiti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given to 127 English teachers from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open 
universities. These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the six dimensions of teacher autonomy was dis-
cu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ting in the autonomy of 
English teachers in open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ers in 
open universities and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ope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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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2012 年，在教育部的批准下，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云南

开放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先后成立。紧随其后，其他一些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也逐步改建成国家开放大学

分部，并先后更名为各省级开放大学。新型开放大学提出的核心理念、教育技术、教学模式、发展形势

不仅为开放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也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1]。2016 年，教育

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中指出开放大学要“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适应教学变革需

要。围绕课程建设和学生自主学习，加快建成一支适应开放教育特点、擅长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专兼职

结合教师队伍。”[2]在当前信息化教学改革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提升自我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适应开放大

学的转型升级发展，值得每一位开放大学教师深思。 
教师自主作为一种能力，被认为是有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学习者自主的重要前提[3]。

自主教学能力不仅体现教师主体的参与(即教师自主)，而且包括具体的教学行为(即教学自主) [4]。教师

自主包括教师的行为能力、教师的发展能力以及教师的行为和发展[5]。而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自主教学能

力是建构在自主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基础上的教学能力，是教师主体对自身的教学行为和专业持续发展

行使自觉、主动选择的权力[4]。与国外大量研究相比，我国外语界对教师自主的研究刚起步，目前国内

外语类期刊关于教师自主的综述类和理论探讨类文章并不多，且多为普通高校外语教师的自主教学能力

研究，如安琦在总结国外学者对教师自主教学不同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对某省属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访

谈提出教师自主教学的概念。安琦认为自主教学包括：应对各种限制的灵活应变的教学能力，具有最大

限度发挥个人潜能的职业发展雄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6]。高吉利和李秀萍则认为教师自

主是指教师对教学环境、教学情境以及包括课程、课堂和课程目标等的教学过程的创建、控制、支配、

决断、评判、反思的权利与能力，并根据我国外语教师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国内自主性外语学习环境下

教师自主能力应该涵盖的内容[3]。司炳月在构建自主教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调查，

探究了信息化技术支持下的大学英语教师自主教学能力现状[4]。而郭桂杭和牛颖针对商务英语教师自主

能力现状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7]。教师自主研究对于教师自身的发展以及学生自主能力提高

都具有重要意义[6]。然而目前，对成人教育领域外语教师的自主能力研究几乎为零。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开放大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开放大学英语教

师自主能力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促进开放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建

设适应开放大学发展需求的英语教师队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于各省级开放大学及市县级教学点的英语教师，共计 127 名(男性 32 名，女性 9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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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博士研究生 2 名，硕士研究生 44 名，本科学历 81 名，教授 5 人，副教授 50 人，讲师 61 人，助

教 11 人，涵盖了四川、江苏、广东、湖北等 16 个省市的开放大学，基本能较全面完整地反映开放大学

英语教师自主教学能力现状。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收集数据。由于国外学者对教师自主的涵义描述各有不同，高吉

利和李秀萍结合国内外语教学实际，提出了国内自主性外语学习环境下教师自主能力应涵盖的 6 方面的

内容[3]。本研究借鉴高吉利提出的教师自主能力的 6 方面内容，结合开放大学教师应具备的能力特点，

设计了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自主能力调查问卷。该问卷共包含两部分，28 个问题。第一部分为教师基本情

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职称、所属开大的级别等；第二部分为对开放大学教师自主现状的

调查，是问卷调查的主要部分，共涉及 6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参与调查的教师需在 5 个数值

中根据与自己实际情况相符的程度来选择。从低到高 1 至 5 分，选项为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
一般(3 分)、同意(4 分)、完全同意(5 分) 5 个选项，分值越高，符合程度越高。这 6 个维度包括制定教学

大纲、教学计划和调整教学内容的能力，调整教学模式、整合资源与开发、建设课程资源的能力，促进

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自主监控与反思教学过程的能力、科研自主的能力和应对外部制约条件的能力。 

2.3. 数据分析 

本问卷以链接的形式发给研究对象，共发放 150 份问卷，回收 127 份，有效问卷 127 份，有效率为

84.6%。问卷调查的数据通过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有效填写的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共有 127 人，其中男性占 25.2%，女性占 74.8%。从年龄

分布看，30 至 50 岁的中青年教师占主体(比例为 77.16%)。本次被调查的主体为市级开大的英语教师(占
比 59.84%)，省级开大只占了 21.26%。从学历层次来看，63.78%的教师为本科毕业，而拥有硕士以上学

历的只有 34.65%，只占了三分之一，说明开放大学省市级的英语教师总体学历层次不高，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职称方面，副教授和讲师的比例分别占 39.37%和 48.03%，教授只占 3.94%，反映出省市级开放大

学的职称评定要求对于英语教师来说有一定难度(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s 
表 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题项 样本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32 25.2% 

女 95 74.8% 

年龄 

30 岁及以下 3 2.36% 

31~40 42 33.07% 

41~50 56 44.09% 

50 岁以上 26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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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2 1.57% 

硕士研究生 44 34.65% 

本科 81 63.78% 

职称 

教授 5 3.94% 

副教授 50 39.37% 

讲师 61 48.03% 

助教 11 8.66% 

所属单位 

省级开大 27 21.26% 

市级开大或电大 76 59.84% 

县级分校及教学点 24 18.9% 

 
同时，被调查的开放大学英语教师绝大多数均是英语专业毕业，有 7 名教师是教育或教育相关专业

毕业，3 名教师是金融学或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一名教师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还有一名教师是物

理学毕业。不难看出，省市县级开大的英语教师有一小部分完全由于工作需要才从事英语教师工作，并

非科班出身。 

3.2. 调查结果分析 

3.2.1. 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调整教学内容的能力 
从表 2 可以看出，大部分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基本能够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实施方案和自主确定并

调整教学内容，比例占了大约 50%以上。另外，绝大多数英语教师可以把握和内化课程教学大纲，安排

教学进度，并制定教学计划。总体而言，在这方面，开放大学英语教师教学计划性强，并能根据社会实

际需求调整教学内容。 
 

Table 2. Teachers’ ability to formulate syllabus, teaching plan and adjust teaching content 
表 2. 教师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调整教学内容的能力 

类别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8. 对于省开课您能制订教学大纲和教学实施方案。 58.26% 3.56 0.793 

9. 您能把握和内化课程教学大纲，安排学期教学进度，并

制订学期教学计划。 
72.44% 3.80 0.694 

10. 您能根据考试要求及社会人才需求，自主确定、调整

课程教学内容。 
58.27% 3.56 0.832 

3.2.2. 调整教学模式、整合资源以及开发、建设课程资源的能力 
通过表 3 我们可以看出 60%左右的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基本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自主筛选、整合

或补充课程相关资源(均值 3.76)，也能运用信息技术创新课程的线上或线下教学模式(均值 3.73)。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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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开发建设课程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均值 3.51)，且能力参差不齐，差距较大(标准

差 0.795)。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发现，在信息技术及互联网 + 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 127 名老师中只

有 17.32%的老师表示自己对信息技术的运用精通或非常精通，甚至有 4.72%的老师表示不精通。这表明

目前基层开放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亟待提升，因为“开放大学的主要教学方式就是远程教

学，开放大学教师应该掌握现代教育技术[8]”。 
 

Table 3. Ability to adjust the teaching mode, integrate resources, develop and build curriculum resources 
表 3. 调整教学模式、整合资源以及开发、建设课程资源的能力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11. 您能运用信息技术创新课程的线上或线下教学模式。 58.27% 3.73 0.684 

12. 您能运用信息技术开发、建设课程资源。 48.82% 3.51 0.795 

13. 您能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自主筛选、整合或补充课程

相关资源。 
62.99% 3.76 0.695 

3.2.3. 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表 4 表明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方面做得比较好。其中，85%以上的教师能够很

好地利用 QQ 等社交工具建立网络课程群并回复学生的提问(均值分别为 4.19 和 4.22)。另外，74.02%的

老师能够引导学生开展网上学习。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开放大学的教学特点，由于师生相对分离，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教师会充分利用 QQ 等社交工具加强与学生的沟通，通过网络等形式实时答复学

生的学习疑问，引导学生开展网上自主学习。 
 

Table 4. Teachers’ ability to promote learners’ autonomous learning 
表 4. 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14. 您能利用 QQ、微信等社交工具建立网络课程群。 85.04% 4.19 0.698 

15. 您会回复学生在课程群或课程论坛里的提问。 89.76% 4.22 0.616 

16. 您会联系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困难，引导学生开展

课程的网上学习。 
74.02% 3.94 0.721 

3.2.4. 教师自主监控与反思教学过程的能力 
表 5 反映出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能够自主监控与反思教学过程，尤其是反思线上或线下教学方面(均值

4.05)。开放大学的办学特点之一就是学生众多，学生需求不一，这导致教师需要调研学生的需求并根据

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或教学方法(均值 3.91)。目前开放大学的远程开放教学主要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上进

行，教师可以比较方便地调取网上数据观察、监控学生的网上学习(均值 3.83)。 

3.2.5. 教师科研自主的能力 
从表 6 不难看出，84.25%的英语教师能够积极参加专业进修和培训，并且绝大多数都有终身学习、

不断发展自我的意识和愿望(均值 4.28)。英语教师们比较注重其他与教学相关知识的储备与学习，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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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学和信息技术，(均值 3.95)。基本能够把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并运用信息技术辅助自己科

研(均值分别为 3.85 和 3.86)。然而，只有 41.73%的教师每年能撰写一篇以上的科研论文(均值 3.29)。这

表明开放大学英语教师用于科研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身兼数职，除了英语课程教学，

可能还有教学管理、行政方面的工作，任务繁重，很少能静下心来阅读文献做科研。在问卷前部分我们

发现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职称评定有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开放大学“职称评定方面存在的职称评定指标与

工作内容不一致”[9]。老师们科研水平不高，很难在职称上升上一级。 
 

Table 5. Teachers’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monitor and reflect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表 5. 教师自主监控与反思教学过程的能力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17. 您能利用信息技术(如网上数据)等自主观察、监控学生

的网上学习过程。 
67.72% 3.83 0.699 

18. 您能自主反思自己的教学(包括线上、线下教学)。 79.32% 4.05 0.665 

19. 您能自主调研了解学生需求，并相应调整课程教学内

容或教学方法。 
78.44% 3.91 0.750 

 
Table 6. Teachers’ autonom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表 6. 教师科研自主的能力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20. 您能自主地把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 66.17% 3.85 0.807 

21. 您能运用信息技术来辅助自己科研。 67.72% 3.86 0.721 

22. 您能积极参加专业进修和培训。 84.25% 4.13 0.683 

23. 您注重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知识的储备与 
更新。 

75.6% 3.95 0.665 

24. 您有终身学习、不断发展自我的意识和愿望。 87.4% 4.28 0.677 

25. 您每年撰写一篇以上的科研论文。 41.73% 3.29 0.985 

3.2.6. 应对外部制约条件的能力 
表 7 表明开放大学的英语教师还是基本能较好地应对外部制约，81.1%的教师能够选择与其他教师合

作解决问题，72.44%的教师基本能够应对各级教学评估。另外，半数以上英语教师表示除了教学，他们

还负责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均值 3.82)。这充分表明开放大学的教师尤其是基层教师，往往扮演多重角

色。“因为整体上人力资源相对短缺，无论总部、分部还是地方学院、学习中心，身兼多职是开放大学

专职教师的常态，越到基层教师数量越少，教师越需要承担多岗位的工作任务”[9]。 
针对身兼多职的教师，我们在 28 题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问题选项，如表 8 所示，127 名老师，其中

身兼数职的达到了 87 名，占 68.5%。而其中的 66 名老师表示基本能够协调教学和教学管理两方面的工

作，占比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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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bility to cope with external constraints (N = 127) 
表 7. 应对外部制约条件的能力(N = 127) 

 选取“同意”与 
“非常同意”的比例 均值 标准差 

26. 您能选择与其他教师分享教学资料，合作解决问题。 81.1% 4.10 0.688 

27. 您能从容应对各级教学评估和检查。 72.44% 3.84 0.739 

28. 除了教学，您还负责或从事其他管理工作(如教学管

理、教务管理等)。 
68.5% 3.82 1.057 

 
Table 8. Ability to coordinate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N = 87) 
表 8. 协调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能力(N = 87) 

 选取“同意”与“非常同意”的比例 

29. 您能协调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如合理分配教学和教

学管理工作的时间等)。 
75.86%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开放大学英语教师教学计划性强，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教学内容；第二，开放大学英语教

师能够整合各种相关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模式，但是不善于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或开发课程资源；第三，

开放大学英语教师重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够及时与学生沟通；第四，开放大学英语教师主动监控和

反思教学的能力较强；第五，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进修培训自我提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愿望较强，但撰

写科研论文方面明显不足；第六，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能够较好地处理自身与外部制约条件，身兼数职但

能较好地协调教学和管理两方面的工作。 
总而言之，目前，开放大学英语教师的自主能力较好，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这与开放大学的

传统办学特点与办学机制有关。“在实践当中，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师普遍都是多面手，身兼多职，

多学科教学，超负荷运转[10]”，这种多面手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专业化方面存在问题，教师无论在学

科发展还是远程教育教学研究上都难于深入，专业化水平难以得到教育界和社会的认同[9]。为了更好地

促进开放大学英语教师自主能力的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各级开放大学应该为教师提供积极的科研环境，采取各种激励方式鼓励教师做科研，尤其是远程教

学相关的科研。同时，组织教师参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培训，帮助教师掌握科研方法。条件成熟的地方，

可以由省级开放大学的教师牵头、市县级开大教师参加，组成科研团队，以团队带动个人科研。作为教

师，应转变科研观念，从自己的远程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针对解决问题的策略去做教学

研究，提高自己的远程教学能力。 
各级开放大学应该自上而下加大信息技术的培训力度，甚至可以结合开放大学的特点，探索基于网

络的信息技术研修模式。作为教师，应该主动学习交流，掌握必须的信息技术，并将信息技术融入自身

外语教学和资源建设中。 
各级开放大学应进一步优化职称评审方式，结合开放大学自身的办学特点，“既注重学科研究，又

不能唯学科研究，在考评标准上加大远程教学工作的比重”[9]，适当削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科论文的

篇数要求，“形成职业发展与工作紧密结合”[9]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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