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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自我效能（Teacher Self-efficacy）对职前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影

响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还能增强其留职意向和抗挫能力。目前，相关研究多关注教育实践对

职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针对理论课程如何作用于职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探讨尚显不足。

本文通过对 5名职前教师进行深入访谈，详细分析了英语教育理论课程对其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理论课程对职前教师在教学认知、教学技巧、教学策略方面有显著提升，但对于师生

沟通、家校沟通的训练较为欠缺。本研究旨在为教师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实证依据，以

制定符合职前教师需求的教育策略，从而加强其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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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Self-efficacy is crucial for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t not only affect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but also enhances their
retention intention and resilience. At present, releva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on the self-efficac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n how theoretical courses affect the self-efficac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iv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analyze in detail the impact of English education theory
courses on their self-efficac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oretical course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re-service teachers' teaching cognition, teaching skill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training in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and home schoo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rder
to develop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ir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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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自我效能信念在决定教师的教

学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一直是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备受关注

的课题。提升职前教师教学效能感，作为教师教育中的一项

重要任务，事关教师专业发展与整个教师队伍的培养水平。

教师效能信念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是指教师对

自己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并达到预期教学结果的能力的

自我评估[1]。研究发现教师自我效能在教育成败方面具有高

度的影响力，对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2]。

相反，低教师效能感会影响教师的心理健康，进而引发职业

倦怠和职业退出[3]。因此，提升职前教师的教学效能对其进

入教师行业并成功从事教学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框架

（一）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于1977年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指出自我效

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任务中达到理想水平能力的主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16

观评估，它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动机、努力程度以及抗挫力[6]193。

Ashton 和 Webb将这一理论延伸到教师教育领域，提出教学

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教学任务的信心[7]。目前，

自我效能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领域。

（二）自我效能感的来源

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的四个主要来源，即掌握经验、

替代经验、言语说服和生理情绪状态，这些来源在塑造个人

自我效能感预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195。

Palmer在Bandura的自我效能来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

提出了认知掌握经验（Cognitive Mastery Experience）[8]340。

认知掌握经验指教师对教学概念、教学方法及策略等理论知

识的深入理解，应同样被视为提升教师效能的重要来源。当

教师在掌握了有效的教学技巧时，他们会在教学实践中表现

得更加自信，这不仅增强了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还提升了他

们应对教学挑战的能力。Palmer认为，在职前教师培训经历

中，认知掌握经验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8]345。例如，

Khourey-Bowers和Simonis为中学教师提供了一个化学专业

发展项目，旨在提高教师的化学内容知识和教学内容知识，

该项目的结果显示，部分参与者在理解化学概念和教学方法

上的提升显著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理解职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来源，学界普遍建

议增加定性研究的比重[13]。本研究采用了访谈法，以更深入

地了解职前教师在接受教育理论和实践训练中的感受和体

验，从而揭示教育课程对其自我效能感发展的具体影响。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五位来自本科院校英语师范专业

的大四学生（学制4年），均已完成教育理论学习，并参与

教育实习。

（三）资料收集

数据主要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访谈提纲包括三个部

分：一、受访者的自我效能感（如：你对自己进入教育实习

和完成教学任务有多大信心）二、教育理论课程对其自我效

能感影响（如：教育理论课程的哪些内容让你对自己有效地

准备/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充满信心）三、受访者关于改进教

育理论课程的建议。在确定五位参与研究的职前教师后，研

究人员与她们取得联系，并在访谈前向参与者说明了研究目

的和程序，同时告知她们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研究。参与者

在访谈开始前填写了知情同意书，为保护隐私，每位参与者

均以编号标识。访谈均通过在线视频形式进行，所有访谈内

容均被录音并逐字转录，访谈时间为30-60 分钟。本研究采

用Braun和Clark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旨在从数

据中识别出一致且显著的主题，分析程序遵循其六阶段主题

分析框架。

三、研究发现

（一）提升教学认知

理论课程在提升教师的认知水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大多数职前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特

点的理解较为欠缺，理论课程恰好弥补了这一认知差距。受

访者A提出：“在理论课程中，我了解了学习动机、学习方

法这些概念，这促使我思考，教师的责任是什么，为什么要

当老师。对我的综合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此外，受访者

C还谈及教师职业道德能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影响力，

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分析教学内容

与学生实际情况的联系，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教育理论课

程强调的教师职业道德能够使我在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

密切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适时调整相应的教学方

法如何根据学情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

理论课程所提供的教育理论和技术知识，能够帮助职前

教师更好地评估和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同时，理论课程增

进了职前教师对教师角色和责任的思考与理解，进一步帮助

提高职前教师的综合能力，这不仅增强了个人的教学效能，

也为其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优化教学设计

教育理论知识帮助职前教师了解如何设计学习活动以

及合理安排教学过程。如受访者B提到，教育理论课程提供

了教学活动的思路框架，使她在教学设计中更有信心：“教

育理论课程确实为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教学基础知

识，这些知识在应对实习中的挑战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教

育理论课程所涵盖的知识为我提供了进行教学活动的框架”。

受访者D提到教育理论课程对教学设计和方法创新的帮助，

教师通过学习教育理论，能更好地设定教学目标并选择合适

的教学方法，使其在教学设计中更加有把握和自信：“教育

理论课程强调的理论知识帮助我在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的设定以及教学方法的创设。基础

教育英语主要教学方法为我的教学设计指明了方向，搭建好

了框架。” 此外，受访者E表示她通过微格课程，系统地掌

握了导入、讲解、演示、板书等课堂教学基本技能操作要领

与应用策略，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我们在上微

格课的时候确实是有讲到，比如说导入这个方面。导入是最

能够吸引学生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展现，

也可以用复习前课的内容的方式来展现，或者是视频、图片、

板书、画简笔画。”理论课程的学习不仅增强了实习教师的

教学技能，也极大提升了他们对教师角色的认识。这种教育

模式有效地桥接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为实习教师的职业生

涯起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

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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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富教学策略

在当前的教师教育领域，对于多样化教学方法的掌握已

成为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议题。理论课程在培养教

师灵活运用教学策略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受访者C所述：

“理论知识有助于我理解不同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心理

等等。我认为通过学习了解不同的基础教育英语教学方法，

可以更全面的掌握英语教学的不同思路，提升教学技能。”

受访者D表示在教学方法课上学到了多种教学方法，例

如，“小组竞赛，这是对课堂非常有帮助的。”“在讲解词

汇的时候构词法、造句法、情境法这些也都是比较好的方式

来让学生学习新词。”此外，受访者E提到了教学策略的选

择和应用可以让她有信心能够更有效地传授知识，提高学生

的理解能力：“还有学习教学法方面，比如情景教学法、任

务型教学法等等，就是把这些方式用在上课的过程中，吸引

学生，让学生更好理解你所教授的内容。”

这些结果表明，通过学习有效的教学策略，职前教师可

以更好地应对教学挑战。同时职前教师还通过选择和应用有

效的教学策略，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和学习效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助于提高教师的

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好地应对教学挑战，提高教学质量。

（四）缺乏沟通训练

在教师工作中，与学生、家长间的沟通交往是重要环节。

职前教师在教育实习中需要处理班级事务、与学生互动、与

学生家长交流等。其中受访者A提到这些人际需求要求教师

具备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和沟通技巧，来应对各种挑战和情境：

“在跟学生相处方面，我会运用理论知识去应对相关挑战。

实习包括看管班级纪律，处理班级事务，与学生交往沟通，

以及应对学生家长，特别是有的学生状况比较有挑战。这些

工作都需要运用到心理学知识。” 然而对于师生沟通和家

校沟通，不少职前教师表示担忧，因为教育理论课程中没有

过多涉及沟通技巧，这使得实习阶段的教师在与家长沟通交

流时感到挑战重重：“我觉得老师和家长或者说整个家庭的

沟通应该如何进行，如何把握和家长沟通的尺度，这部分（在

理论课程中）没有过多涉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接触到。也

没有人教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状况。而且在实习中这种沟通

的机会也比较少，主要还是学校的指导老师在做沟通。”缺

乏相关指导和实践经验可能会影响职前教师的自信心和效

能感。此外，在实习中，进行家校沟通的机会可能相对较少，

这也限制了教师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和自我提升。

四、讨论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理论课程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性。

其中，教学理论对教学认知的提升，微格课程对教师技能与

策略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教学认知的提升，使得教师能够

更好地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从而增强他们的教师效能

感。同时，微格课程作为一种认知自我模拟的教学方式，通

过模拟和反复练习的过程，允许教师在安全的环境中试错和

调整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效能感。这些发现

与Pamler的研究相呼应，该研究指出教学方法课程能够显著

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8]354。同样，Zeki Arsal的研究也证实

了微格课程能明显提高职前教师的教学自我效能感，进一步

支持了微格课程在教师职前教育中的应用价值。班杜拉提出

教学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是掌握教学方法的先决条件。教

师知识是最常被讨论的效能感信息来源之一，与教师的效能

感水平密切相关。教师知识的增长可促进教师效能信念的发

展。因此，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充分理解是掌握成功教学经验

的关键。本研究探讨了教育理论课程对职前英语教师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教学认知涵盖了教师对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解以

及应用多样化教学策略来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的能力，教师

的认知水平和对学生认知发展的了解对其教师效能有显著

影响。教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阶段有着深

刻的了解，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

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效能感。通过学习教案设计、熟练掌握教

学技能，以此为实习工作打好基础，可以提高职前教师对自

己教学能力的认知和信心，从而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五、结语

本研究为高校在设计教师教育课程方面提供参考。目前，

部分高校教师对师范生的实践具体需求了解不足，从而导致

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脱节，实践训练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

部分师范生甚至产生“理论无用”的错误观念。因此，学校

在课程中应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一个实际的解

决方案是提供“综合”的方法和内容课程，优先考虑未来英

语教师的具体需求，同时也应为职前教师提供更广泛的实践

教学机会，并辅以及时的反馈，以丰富其教学和班级管理的

成功体验，进而提高教师效能感，进而支持其职业生涯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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