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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听课、采访的途径对高校部分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进行调查分析。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青年教师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热衷于课堂教学，对自己的课堂教学尽职尽责，在教学内容熟练程

度、选择教学媒体和能有效掌控实践教学环节等选项方面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而他们的弱项是对学生的

学习与生活的了解程度、对学生疑问的认知程度、教学理念的先进性、应用启发式教学程度、教学案例

分析能力、组织教学课堂讨论能力、课后作业反馈等。对课堂教学听取结果表明，担任同一门课程教学

任务5轮以上，参加过各类教学技能大赛，与学生互动能力及驾驭课堂秩序能力较强教师的课堂教学效

果都比较顺畅。对青年教师的采访表明，多数教师对自己教学活动是有信心的，认为经过自己的努力能

够完成好自己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反映出具有较强的教学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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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lectures, interviews, the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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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teachers had good professionalism, were keen on classroom teaching,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classroom teaching. They were popular among students in terms of their proficiency in 
teaching content, proper selection of teaching media,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And their weaknesses were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the lev-
el of awareness of student questions,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eaching concepts, the level of appli-
cation of heuristic teaching, the ability to analyze teaching cases,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teaching 
classroom discussions, and feedback on homework. The results of listening to classroom teaching 
showed that teachers who had served the same course for more than 5 rounds of teaching task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teaching skill competitions, and had a strong 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stu-
dents and control classroom order had relatively smooth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s. Interviews 
with young teachers indicated that most teachers were confident in their ow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believed that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they could complete the teaching tasks they undertake, 
reflecting a strong sense of teaching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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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教师是一类十分独特而关键的群体，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大学教师的思想信仰、价

值倾向以及工作效率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和倾向，进而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变革的成败。随

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大量学有所成的青年博士、硕士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中，学历高、年轻化成

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一大特点[1]。高校青年教师在学历结构、知识更新、新型教学技能的掌控与应用等方

面有自己的较大优势，但他们在教学能力发展上不平衡，表现在驾驭教学内容、因材施教、脱稿讲课、

教学创新、反思以及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都比较欠缺[2]。受社会大环境、政策导向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sense of teaching efficacy)有较大差异，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关注[3]。而教师教学

效能感是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重要预测变量[4]。因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通过影响教师行为而影响学生

的自我效能及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而学生自我效能与学习能力及成绩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5]。影

响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效能感的主要因素既有包括传统文化、社会舆论等的社会因素，又有学校管理制度、

校园人际关系等特征等的学校因素，以及教师自身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等引起的个人因素[6]。研究

表明，教育效能感随着教学时间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而个人教学效能感则随教龄的增加而上升的倾向

[7]。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来探讨学生对体现青年教师价值观、个人教学素养、课堂教学表现能力、教学理

念及教学环节掌控能力等影响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表现力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访

谈，力求摸清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状态，为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高校教学质量提供资料依托。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问卷的编制主要参照 Gibson [8]编制的《教师效能量表》、Ashton [9]等编制的《个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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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量表》及《国家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指南(试用版)》[10]，从青年教师敬业精神及个人教学素养、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表现能力、青年教师教学理念及教学环节掌控能力等 3 个方面共设计 68 个问题。被调

查对象是高校部分大学四年级学生。调查方式是进入教室，通过访谈对符合要求并愿意接受调查的同学

发放调查问卷，现场答卷、现场收卷。共发放 34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336 份，回收率为 98.8%。用

SPSS18.0 进行了数据分析。采用 Cronbach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问卷总体一致性 α系数为 0.843，说明

问卷信度较高。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测问卷的效度，求得 KMO 值为 0.845，经主成份分析提取出 4
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大于 61.3%，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 对青年教师的采访 

访谈对象是 45 岁以下一线任课青年教师。选择在各类教师技能大赛中获奖的教师或历年学生教学质

量评估中得分较高的优秀的青年教师，以及在历年学生教学质量评估中得分中等和得分较低的“困难户”。

根据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拟定访谈提纲。为了减少干扰，尽量采用封闭式访谈。共采访 18 名教师。

被采访的教师基本情况是，72%的教师具有博士学历，68%的教师毕业于非师范专业，都接受过岗前培训，

参加过校方组织的各类教学技能大赛，教龄在 3~15 年之间，多数担任过 1~2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并担任

过班主任。 

2.3. 听取青年教师课 

听课教师的选择也包括教学效果好的、一般的和较差的 3 类青年教师。课程类型包括专业基础课、

选修课、公共基础课、公开课及通识课。结合学校教学督查进班听课。共听取 21 名青年教师的课。听课

重点督查任课老师有没有详细编写的教学教案、对教学内容的熟练程度、是否能够脱稿授课、课堂教学

内容是否与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吻合，各种教学技能的应用程度、与学生互动情况及对课堂教学秩序的

驾驭程度、教学效能感的表现能力。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教师个人教学素养的调查与分析 

良好的个人教学素养是教师拥有健康向上的教学效能感的基础，也是学生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最直

观的印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青年教师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对选项“热衷于课堂教学”、“教学尽

职尽责精神”和“对教学的投入程度”的学生评价优良值达 94.0%、90.0%和 71.6%。这是我们期待的，

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在调查中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青年教师的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84.8%)、科学问题的

敏锐观察和洞察力(53.3%)、搜索教学信息能力(72.2%)和教材分析能力(77.9%)。 
精湛的教师语言可以使枯燥乏味的教学概念变为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打开学生思

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教师的富有激情的非语言感染力，可以产生强大的震撼力，可以点燃学生

心灵之火，充分调动学生不同感官的能动性，使教学效果大增。在本次调查中这两项分值的优良值分别

达到 81.1%和 78.9%，比较理想。在本次调查中弱项是对学生的认识程度、对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了解程度

和能将自己研究成果用到教学中，其分值别为 42.5%、34.5%和 39.3%。这可能是青年教师教学经验不足，

课堂上对学生理解程度的管控力度不足引起的。 

3.2. 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表现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教师对自己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的能力的主观判断与他们的教学效果之间密切相关[11]。而
教师的教学效果是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能力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也成为学生实现人生美好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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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在调查中，青年教师强项是 PPT 图文并茂程度(92.5%)、与学生互动能力(81.5%)、能动手操作、

亲自示范(81.9%)、有丰富合理的知识结构(89.4%)、与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89.6%)、能发现学生中存在

问题(84.6%)、有效解决课堂教学难题(87%)和情感教学应用程度(84.5%)等。而相对弱项是课后及时总结，

进行教学反思(54.8%)、对学生疑问的认知程度(66.4%)、应用启发式教学程度(56.3%)、教学案例分析能

力(60%)、组织教学课堂讨论能力(52.3%)、对教学评价的使用程度(44.7%)、课后作业反馈(54.8%)和组织

教学课堂讨论能力(56.3%)等。有些项目调查结果出现有些相互矛盾的问题，可能是同学们对问题的理解

有偏差或有些同学回答问题不很认真造成的。 

3.3. 对青年教师教学理念及教学环节掌控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教师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是衡量课堂教学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教师的教学理念包括教学观、学生

观、课程观和评价观 4 个指标，具体反映在他们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12]。在本次调查中，青年教师的

“教学理念的先进性”、“教学内容创新性”、“对教学目标的理解”、“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教

学重点突出”项优良率都不是很高，分别为 71.6%、60.1%、73.2%、79.1%和 67.4%。相比之下，调查项

“对教学大纲的实施程度”、“对教学内容熟练程度”、“选择教学媒体恰当”和“能有效掌控实践教

学环节”的优良率都比较高，分别为 83.6%、73.6%、69.7%和 79.0%。大四学生修完本专业多数课程，

与任课老师接触比较多，并即将毕业离校，回答问题顾虑相对较少，但他们对教师教学理念、教学大纲

等相关教育教学专业知识的认知比较肤浅，回答问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为克服这些缺陷，本项研究采

用了对任课老师的听课、采访来弥补学生反映问题片面的缺陷性。 

3.4. 听取青年教师授课与分析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影响教师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课堂教学管理[8]、学生的成绩[9]、学生

的学习动机[13]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那么，平常学生口碑好的和一般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表现是有何区别

的呢？听课观察发现，哪些教学效果比较突出的教师都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担任同一门课程教学任

务 5 轮以上，对该门专业课教学内容比较熟悉；其次是，都具有详尽的教学教案，对教学内容消化吸收

比较透彻；其三是，参加过各类教学技能大赛，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教学技能训练；其四是，个人语言表

达能力较强，尤其教师语应用比较自如，把抽象空洞的教学知识点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或

引用的比喻恰如其分，生动形象，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其五是，与学生互动能力及驾驭课堂秩序能力

较强；其六是，责任性较强，在课程教学内容及学生学习上投入的较多。相比之下，哪些教学效果差的

教师，首先是对教学内容不熟练，在课堂上不能够完全脱稿，不能与学生有效互动，不能有效掌控课堂

教学秩序。其次是，逻辑思维混乱，层次不清，教学重点、难点处理不当；其三是，缺乏课堂教学激情，

声音低沉、缺乏节奏感，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教学上；其四是，对教学培养目标、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缺乏研究，不能因材施教，教学应变能力较差。 

3.5. 采访青年教师与对其教学效能感的分析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影响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的能力的主观判断[14]，而这种教师职

业的心理特质在他们的言行中表露的明明白白。本项目组对相关教师进行走访发现，多数教师对自己教

学活动是有信心的，认为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完成好自己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在谈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时认为，对学生学习动机了解不够深入，有些学生学习不够主动，配合不够；自己对教学内容

了解不够透彻，有些教学内容用通俗易懂的、便于学生理解的方式从不同侧面表达，突破教学难点的能

力不够；对很多教学技能的把握不够灵活，在课堂上应变能力较差；科研、教学、家庭压力比较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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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也有些教师认为，教学是软实力，科研才是硬实力，评职称、评奖主

要靠科研，没有必要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 
强烈地感受到，具有良好教学效能感的教师是自信的，敢于在别人面前谈论个人在教学中存在的缺

陷与问题，恰恰是这种心理特质使得这些教师更容易发现自身上存在的问题，并在交流过程中吸取营养，

提升自身的内在能量和教学效能感。而那些在教学上被动的教师，对问题的分析是消极的，不是从自身

查找原因，而是把问题的根源推卸到外界，总是埋怨学校教学政策环境不好，学生学习不努力等。为提

升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开展各类教学技能培训与督查促进固然很重要，但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才是问

题的根本，只要他们主动的寻求和进取，外界影响力才能产生效应，才能开花结果。 

4. 讨论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基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Bandura 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而衍生出的教

师职业心理特征术语。教师教学效能感即可以解读为教师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对学生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

知觉和信念，可分为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其中，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能够给

予学生以积极改变的能力的评价，即相信自己具有教好学生的技能技巧的信念；而一般教育效能感则是

教师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是教师关于教育对学生发展影响的看法[6]。教学效能感作为职业特殊心理特征，

在教师职业活动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辛涛等[14] [15]的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学

历相对较高，科研、教学积极性很高，认为目前的教学工作有利于自己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感觉校

园风气健康、学生的学风浓厚，自认为与学生关系良好，善于控制学生课堂行为，受学生尊重的教师具

有更强的个人教学效能信念，他们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好任何学生。本项研究结

果也表明，具有较高教育效能感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是阳光的，给学生更多的是正能量，更有利

于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在分析影响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形成因素时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乔金玲[3]将影响教师教育

效能感因素归纳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其中客观因素包括：由办学理念、专业导向引起的社会

因素，由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引起的校园因素、由生源素质及师生关系构成的学生因素；而主观因素包

括：教师教学行为、教师基本功(专业素质)水平以及性格特点、心理素质等关联的个人个性特点、教师对

教学效果的归因、自我评价及教师教学情感的体验等。吴岩[16]则分析大学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因素时认

为，重科研、轻教学的大学评价体系使许多教师对大学教学工作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在教学上投入更多

精力，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一般教学效能感；多样性的、变动性的大学教学环境，更强的大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多渠道的知识来源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使得传统教师的权威性大大被折扣，随之而来的是

教师的茫然、无助与自我效能感的降低。 
习近平强调：“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

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自身完成具体教学任务所具有的能力

的自信程度，直接影响教师是否愿意投身教学改革，教师在教学上的努力程度与支持性，进而影响教师

的教学质量与生活质量。教师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积极的教育效能感、课堂教学的一言一行将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教师自我效能感并非一成不变，并在不同职业

发展阶段表现也不同。我们应该为青年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积极调动青年教师

的教学效能感，让他们在各自的课堂教学上释放更大的正能量，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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