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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基础教育中教与学的心理研究》以基础教育中教师的教学心理与学
生的学习心理为主线，并进一步探讨了高效率教与学的机制。教师高效的教学策略、主动的反思能力
、积极的教学效能感和良好的心理资本等心理特征影响其高效率教学行为，而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
高效的学习策略、积极的学业情绪状态与良好的学习适应性等心理特征则是高效率学习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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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 教学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因素有很多，教育研究者及心理
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了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因素。 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教师教学
效能感的因素主要有外部环境因素和教师主观因素两个方面。 影响教学效能感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
括社会文化背景、学校特点、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等。在学校因素对教师教学效能
感的影响方面，辛涛等人（1994）的研究中表明，工作发展的条件和学校的客观条件对一般教育效能
感具有明显影响；工作发展的条件、学校风气和师生关系则对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具有明显的影响
。究其原因，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否科学，对教师的教学效能感的高低起着很大的作用，而教师之间的
教育观念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后可能会形成学校内部的带有倾向性的教育观念，从而对教师个人的
教学效能感造成影响。如果这种倾向性的教育观念是科学的，例如将学生看做独立的生命体，了解学
生的发展存在个别差异的事实等，就会对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和教学效果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当这种
教育观念是不科学的、消极的，例如认为学生的能力是稳定不变的，教师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力微弱等
，则将对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教学效果起促退作用。李广乾（2005）研究了校长人格、自我效能感和
领导作风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校长社交性、领导作风与教师一般和个人效能感均显
著相关，并对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有显著预测作用；校长自我效能感对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有显著影
响。这意味着除了学校社会心理环境之外，学校领导的个体特征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效能感。黄喜珊
等人（2005）研究了社会支持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PTE）
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的三个方面均具有显著相关，也就是说，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教师的
个人教学效能感就越高；而一般教学效能感与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都不存在相关。社会支持之所以影
响教师教学效能感，来源于教师人际关系体系的构建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教师之间若表现出和
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助于教学经验的相互交流，促使教师在同伴互助反思中获得专业化成长
，提高教学效能感，而且因为积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构建，使教师能够体验到对学校、集体的归属
感，得到其他教师的友爱、鼓励、心理支持，促进教师形成更高的教学情感投入，产生更高的教学效
能感。同时，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及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也可以促进教师教学效能感
的提高。 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键则是教师的个体因素。在教师的人口统计学背景中，教龄对教学
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现有研究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国良等人在1995年的研究中发现：
教龄因素对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教龄的增加，一般教学效能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而个人教学效能感则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在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学者指出，一般教育效能感
之所以随教龄增加而下降可能是由于师范教育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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