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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首先调查部分中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现状以及教师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与教师自我效能感

的相关性，进而考察自我效能感不同的教师，学生对其教学实践的反馈以及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形成过程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 一般情况下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教师对自身和工作的认同感也相对较高，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对自身的

专业发展比较有信心;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是内因和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内部原因除教师的个体差异以外，还包括教师

对教学本质的理解、教师知识、归因方式等; 外部原因主要有学校的环境、同事关系、教师评估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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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FL Teachers' Self-efficacy
— With a Special Ｒeference to EFL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and Effect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Shao Si-yuan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me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its correlation with
teachers' demographic variables．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students' response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four teachers with diffe-
rent self-efficacy，and key factors that have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efficacy．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 ( 1) In
general，teachers with higher self-efficacy tend to have higher expectation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teaching，stronger self-awareness
and more confidence in self-development; ( 2) Teacher self-efficacy i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ernal factors mainly includ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eaching，teacher knowledge，attribution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whil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school atmosphere，the relationship with colleagues，teacher evaluation sys-
tem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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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对自身能否影响学生

发展的一种自我信念，它同时也反映出教师的主

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外语教育领域，对外语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和探

究的问题。

1 研究背景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往研究表明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并能够预测

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它体现在具体的教

学操作过程中，包括教师的教学组织、师生关系、课
堂氛围以及教师对偶发事件的处理等 ( Ban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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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8，Tschannen-Moran et al． 1998: 202 －248) 。
但是，绝大多数对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集中在教

育心理学领域( Tschannen-Moran et al． 1998: 202 －
248，2007: 944 － 956; Guo et al． 2011: 961 － 968) ，

在外语教学领域中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此外，关于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定义及内涵在国内

外学术界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并且相当一部分

研究主要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以理论探讨为

主，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和主观性，缺乏实证

研究。在本研究中，课堂环境下的教师自我效能

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教师在课堂环境下对

自己能否有效地完成语言教学任务、能否成功地

实现教学目标、促使学生语言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的主观判断、知觉、信心和信念。它隐藏在一系列

的教学事件中，在教师内心的自我调节中起着主

导作用，并且不断地发生变化。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探讨以下问题: ( 1 ) 目前中学英语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如何，哪些因素与教师自

我效能感相关; ( 2) 自我效能感不同的教师，学生

反馈的情况如何; ( 3 ) 哪些因素在教师自我效能

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 2 研究对象

为了便于数据的收集，笔者选取来自江苏省

和上海市的共 164 位中学英语教师。笔者从中选

取江苏省某地两所学校的 4 位教师( 参见表1 ) 作

为个案研究对象。另一部分对象是 4 位个案研究

教师的学生，共计 211 名。

表1 个案研究对象的背景信息

观察对象 年龄 学校 教龄( 年) 学历

教师 A 46 普通公立中学 25 本科

教师 B 27 普通公立中学 2 本科

教师 C 34 重点中学 10 本科

教师 D 36 重点中学 11 本科

2．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中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问卷》

是在 Tschannen-Moran( 2001: 789) 的《教师效能感

量表》( TSES) 、朱华华( 2006: 25) 设计的《英语教

学效能感调查问卷》及盛迪韵 ( 2009: 38 ) 设计的

《中学英语新任教师专业知识建构效能感问卷》

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最终形成的问卷共 6 个分量

表，40 个 题 项，采 用 李 克 特 5 级 量 表 计 分，从

“无”到“很充分”，分别对应 1 到 5 分。Alpha 信

度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的总体内在信度为． 924，

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此外，学生问卷目的是从学生的角度了解教

师教学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对教师和英语学习的

态度等，共 21 个题项，内在信度为 ． 90。本研究

还对 4 位个案研究的教师进行深度访谈，主要了

解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建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看待

不同的效能信息源。课堂观察提纲主要依据研究

目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内容而设计。主要

观测点包括: ( 1 ) 课堂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活动

类型; ( 2) 师生交流; ( 3) 学生参与; ( 4 ) 课堂氛围

以及教师的情感态度。
2． 4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教师问卷发放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共发放问

卷 72 份，回收问卷 68 份，有效问卷 64 份。第二

次问卷发放的对象是参加上海某高校培训班的教

师，这些教师均来自上海市和江苏省。此次共发

放问卷 90 份，回收问卷 88 份，有效问卷 85 份。
此外，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在江苏省其

它地区的英语教师发放问卷 20 份，回收问卷 20
份，有效问卷为 15 份。学生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

是 4 位个案研究教师任课班级的学生，共发放问

卷 227 份，共回收 211 份有效问卷。此外，笔者共

观察 4 名教师共计 40 节课，听课过程中，笔者对

每节课进行录音，课后进行整理和归纳，作为教师

自我效能感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调查结果的验证

和补充。访谈采用面谈和电话访谈等形式，时间

一般是 30 － 40 分钟，访谈地点不固定。

3 结果与讨论
3． 1 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现状

笔者通过 SPSS13． 0 对教师自我效能感问卷结

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 6 个维度中的各个题

项的频次、百分比、均值和标准差①，在此基础上推

断出中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倾向和特点。
整体上看，教师在教学策略与技巧、课堂组织

与管理、学生参与、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教
材处理以及师生交流互动这 6 个维度上的自我效

能感处在中等水平，平均值约在 3 至 4． 5 之间。在

自我效能感的 6 个维度中，平均值由高至低依次

为课堂组织与管理 ( 3． 894 ) 、师生交流 ( 3． 879) 、
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的培养 ( 3． 835 ) 、教学策略

与技巧( 3． 782) 、教材的处理( 3． 735) 以及学生参

与( 3． 548) 。由此可见，教师在学生参与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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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能感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学生参与程度是

评价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实际上体

现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

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在课堂上的组织和

引导，具体表现在教师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在交际活动中体

验、使用并能够掌握语言，等等。可见，中学英语

教师在该方面的能力以及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调查结果还显示，如何结合实际教学需求灵

活、合理地使用教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补充和删

减，拓展教材的内容，也是不少中学英语教师面临

的困难之一。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分析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对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教师自我

效能感在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师范教育和出国经

历上不存在差异，p 值分别为 0． 566、0． 108、0． 268、
0． 181 和 0． 187( p ＞0． 05) 。也就是说，性别、年龄、
学校性质、是否接受过师范教育以及是否在英语国

家学习过这些因素均不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 而教

师的教龄、学历和职称会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产生

影响，它们的 p 值分别是 0． 019、0． 018 和 0． 018
( p ＜0． 05) ，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3． 2 个案研究

笔者在 164 名受试教师中选取 4 名教师，根

据其问卷得分发现教师 A 和教师 B 的得分属于

164 名受试者中 25% 的高分范围之内，均属于高

自我效能感教师组。教师 C 和教师 D 的得分属

于 164 名受试者中 25% 的低分范围之内，属于低

自我效能感教师组。
3． 21 学生问卷

一些研究者把自我效能感看成教师行为的

“预示器”，认为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通常能够更

有效地计划和组织教学，能够使用更有效的教学策

略，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在遇到

困难时，能够积极地应对( Tschannen-Moran et al．
1998，2001) 。那么，学生是否认可教师的教学行

为以及对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的反馈如何?

笔者假设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在教学中更能

够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喜爱。为验证该假设，笔者

根据学生问卷的主要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 ( 包

括学生对英语课的喜爱程度、对课堂教学的反馈

以及参与程度等) 进行比较和分析。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他们对于教师教学

行为的反馈是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之一。尽管从

学生的角度看待教师或教学事件可能带有学生个

体的主观性，但是作为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方，

他们的态度和感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表2

可见，在学生对英语课的喜爱程度以及通过英语

课是否提高学习英语的信心方面，自我效能感较

低的教师 D 与其他 3 位教师相比得到的学生评

价低一些。在学习资源的使用、教学活动的组织

以及评价手段这 3 方面( 题项 3、4、5 ) ，自我效能

感较高的教师 B 的平均值均低于教师自我效能

感较低的教师 C． 通过课堂观察，我们发现教师 B
在教学中对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依赖性相对较

高，其设计的教学活动基本上均在教学参考书提

供的教学建议中。访谈中，笔者也发现教师 B 作

为一名新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关注教学任务

的完成情况而不是学生掌握的程度。笔者推测这

与教师 B 教学经验尚浅( 教龄为 2 年) 、自身学科

教学知识体系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教师 B 在如

何将教的知识转化成学生可理解的学的知识以及

如何重新组织、调整以及呈现知识方面的能力显

得比较缺乏。整体上看，在学生对教师策略与技

巧的反馈中，4 位教师在以下题项上的差异比较

明显，它们分别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评价手段、鼓
励学生在课上用英语交流以及教师对待失误和错

误的态度。在课堂 组 织 和 管 理 方 面 ( 题 项 11、
12) ，学生们的反馈普遍较好，这说明 4 位教师在

课堂上均有着较好的掌控能力以及应变能力，差

异并不特别显著。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参与方

面，笔者考察以下 5 方面，它们分别是教师是否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指令和要求是否清晰，学

生在活动中的参与状况，参与的热情度以及是否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总体上看，教师 A 和教师 C
的学生反馈情况好于教师 B 和教师 D。在教师对

学生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方面如师生沟

通、对学生克服负面情绪的关注以及对学生学习

情况的了解等方面，教师 D 的平均值略低。笔者

发现，由于中学阶段教师与学生之间接触相对较

多，教师普遍能够较好地与学生进行情感上的沟

通和交流。
综合定量研究与课堂观察可以发现，自我效

能感的高低不足以判断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的

自我效能感与其教学行为之间不能简单地等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无法客观评价自己的教

学，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3． 22 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以 Bandura ( 1997 : 193 ) 归纳的 4 种效能信

息源即掌握性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以及

情绪反应和生理状态为基础，笔者结合深度访

谈，探讨 4 位教师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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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见表3。

表2 学生反馈对比

题项 教师 A 教师 B 教师 C 教师 D

1． 我喜欢英语课。 4． 67 4． 13 4． 30 3． 73

2． 通过上这门课，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

趣，并增强了学好这门课的信心。
4． 65 4． 21 4． 40 3． 63

3． 在英语课上，老师经常补充课外知识，向

我们推荐音像、电视、书刊杂志、网络信息

等丰富的课外英语学习资源。
4． 89 3． 82 4． 40 3． 91

4． 课堂上老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 如对话、
小组活动、角色表演、讲故事、游戏等) 。

4． 43 3． 93 4． 28 2． 73

5． 老师 鼓 励 我 们 自 我 评 价 /同 学 间 相 互

评价。
4． 67 3． 73 4． 24 3． 21

6． 教学中老师会向我们介绍一些英语学习

方法。
4． 85 4． 26 4． 42 3． 75

7． 英语课上，老师鼓励我们用英语和同学

交流。
4． 60 3． 80 4． 42 3． 15

8． 老师对我们在课堂上所犯的失误和错误

很宽容。
4． 56 4． 10 4． 16 3． 16

9． 当我 进 步 时，总 能 得 到 老 师 的 表 扬 和

鼓励。
4． 76 4． 58 4． 38 4． 08

10． 老师在英语课上经常使用多媒体、网络

等信息技术。
4． 80 3． 95 4． 68 4． 05

11． 老师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多数情况下能

够较好地掌控课堂。
4． 63 4． 36 4． 46 4． 00

12． 老师能够巧妙地化解课堂上某些尴尬

局面。
4． 70 4． 28 4． 44 3． 91

13． 老师在英语课上总是鼓励我们主动提

出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
4． 89 4． 21 4． 78 3． 83

14． 英语课上，我能听懂老师的指令和课堂

活动的要求。
4． 67 4． 13 4． 44 4． 20

15． 英语课上同学们积极踊跃，气氛很热烈。 4． 43 3． 95 3． 98 4． 05

16． 和同学一起完成课堂活动让我感受到

学习英语的乐趣。
4． 56 4． 30 4． 34 3． 78

17． 我喜欢并积极参加各种课堂活动( 如对

话、小组活动、角色表演、讲故事、游戏等) 。
4． 43 4． 02 4． 34 3． 31

18． 老师善于与我们沟通，尊 重 我 们 的 感

受，课堂气氛较好。
4． 76 4． 47 4． 38 3． 93

19． 老师帮助我们克服紧张、焦虑、羞怯、不
自信的心理。

4． 72 4． 06 4． 28 3． 76

20． 在英语课上，老师引导我们关注英语使

用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
4． 76 4． 00 4． 34 3． 73

21． 老师经常主动了解我们学习上的困难，

并给予及时的帮助。
4． 67 4． 34 4． 52 3． 81

表3 教师对自我效能感信息源的描述

效能信息源 教师 A 教师 B 教师 C 教师 D

掌握性经验

学生在课堂上

的反 应 ( 学 生

主 动 提 问 题、
学生的肢体语

言等)

教学任务的

完成和学生

的成绩

英 语 水

平，特 别

是口语

自己作为语

言学习者的

学习经验

替代性经验
阅读专业书籍

和教学观摩

教 学 观 摩、
网络视频

教 学 观

摩、听 报

告

教学观摩

言语劝说

学生的评价和

其 他 教 师 的

反馈

学 校、同 事

的评价

学 生、家

长和学 校

方 面 的

评价

学校方面的

评价

情绪反应和

生理状态
完全融入教学

有时会有焦

虑，担 心 自

己无法完成

教学任务

容易产 生

挫败感

因突发事件

而手忙脚乱

表3 主要抽取 4 位教师在对自我效能感信息

源的描述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笔者发现

教师 A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对自己工作的认同和

热爱。访谈中，她多次提及“热爱这份工作”“从

不后悔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在课堂上就觉得自

己年轻充满活力”等。“热爱”“不后悔”“喜欢”

这些词语反复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师 A
是一位热爱教学、尽职尽责的优秀教师，她在工作

中获得满足感，感受到自己价值。教师 B 与教师

A 处在相同的教学环境当中，她也同样表现出对

教学工作充满热情，她“很希望并且有信心成为

一名优秀的教师，但目前在教学中也存在不少困

惑”。笔者推测造成该教师自我效能感较高但教

学效果不理想的内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 教学

经验不足。新手教师往往满怀热情走进教学岗

位，但教学经验不足、缺乏学科教学知识往往导致

他们对教学的理解不够深入。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教学经验和教学意识的产

物，并且受到教学实践的影响，因此新手教师容易

盲目地过高估计自己的教学能力。( 2 ) 对语言和

教与学的观念和认识的深度不够。在教师 B 的

观念里，是否完成教学任务是检验教学是否成功

的一个重要标准; 课堂活动及时间的安排也因此

变得非常机械，缺乏灵活性，整个教学氛围比较沉

闷。( 3) 更在意自己的感受而非学生的感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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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师 B 的交谈中，她较少提到学生的状况，这

表明她对教学主体的关注不够。造成这样状况的

原因在于新手教师还处在教师发展过程中的“生

存”阶段，因此更关注自己的感受，更在意教学过

程中的流畅感，对课堂有一种操控倾向。
比较而言，在与教师 C 和教师 D 的访谈过程

中，他们的表述里经常会出现“压力大”“很累”
“心情烦躁”“应付”“被动”等表述。这些均表明

教师 C 和教师 D 不同程度地产生职业倦怠 ( job
burnout) 。对教师这样一份高强度、高压力的职

业而言，职业倦怠容易造成教师动机不强、缺乏工

作信心和热情等问题。造成教师 C 和教师 D 自

我效能感较低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内在

原因包括: ( 1 ) 教学经历。Bandura 认为，直接性

经验 是 最 具 有 影 响 力 的 效 能 信 息 源 ( Bandura
1997: 202) 。由直接经验建立的效能感也最真实，

这其中，成功经验是帮助个体提高效能感水平的

最有效因素。笔者发现，教师 C 和教师 D 均提到

自己过去不成功的教学经历; ( 2 ) 归因方式。归

因是指个体对影响和决定自己行为和活动成败的

原因的看法( 李昆 俞理明 2008: 1) 。对行为结果

的不同归因会直接影响随后的行为倾向和方式;

( 3) 对自己的专业素质缺乏信心。
访谈中笔者还发现，除教师的内在影响因素，

一些外在影响因素，如学校环境、同事关系和学校

的评估方式等也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产生一定影

响，这 与 国 外 一 些 研 究 的 结 论 相 同 ( Guo et al．
2011: 967) 。此外，学校的评估方式，如以升学率或

考试成绩等为标准评价教师的教学，也可能会影响

教师个体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自我认识，从而会对教

师自我效能感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

4 结束语
通过对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我们必

须意识到在师资培养过程中，单纯传授有关外语

教学的知识，如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技巧是不

够的，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应该是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考虑的第一要素，教师的教学决策和行为要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除加强教师在这方面的

教学意识，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还要帮助教

师逐渐形成审视和反思性的自我评估与自我发展

的职业素质。只有当教师把自己对教学的理解和

解读与具体的教学环境相结合时，才能做到真正

意义上的以学生为中心。此外，教师自我效能感

的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它是很多内因和外因共同

作用的结果。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其各自的成因

和经历，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个体独特

的自我效能感。

注释

①由于篇幅，此处各项的频次、百分比、均值和标准差的

具体数值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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