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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
与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某高校新一轮教改为背景

施 惠 平,张 小 华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基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江苏省某高校新一轮教改模式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

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及其在人口学上的差异,探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影响大学英语教

师职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期丰富大学英语教师的相关研究成果,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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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教师职业认同(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就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

领域受到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美国教育学家 Varghese及其同事曾指出,要想理解语言教学与学

习,首先需要去理解教师;而要想全面理解教师,首先需要理解教师所感知的和外界所赋予的职业

认同[１].教师职业认同作为教师“内在自我”[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教师个体对教师这一职业

的整体看法[３],它不仅影响着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发展[４],而且影响教师应对教育改革的决心

以及将革新真正地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的意愿[５].
近年来,教师自我效能感作为教学之魂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动机逐渐受到越来越多教育研

究者的关注[６],且研究发现教学效能感越强的教师,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越支持并对改革的成果

越有信心[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教师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开始得到教育研究

者的重视.孙利在对３４４位中小学教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其职业认同

各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８].此外,基于对３４７位中学英语教师的问卷调查,唐进也表示教师的

职业认同对教师自我效能感有积极的正向作用[４].基于文献检索,笔者发现目前针对二者相关性

的实证研究对象多为中小学教师,而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关注不够.在持续深化的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背景下,面对教改所引发的一系列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模式的改变和教材的更新,大学英语教

师更容易出现职业认同危机和自我效能感低下等问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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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选取江苏某高校大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该校为了满足社会和

学生发展的多元化需求,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实施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教改秉持“各取所需,个
性发展,强化能力,突出应用”的理念,在全校范围内对大学英语实行读写、听说、翻译３个模块的分

层次教学.本文将在此教改背景下展开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研究,并对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了解在新一轮教改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的内心状况,以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受试

本研究以江苏省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随机发放４０份调查问卷,回收３８份,有
效问卷３７份,有效率约为９７．３％.收回的有效问卷中:男教师６人,其中讲师５人、副教授１人;女
教师３１人,其中讲师２３人、副教授８人;受试教师年龄集中在３０~４９岁,占总数的８６．４％;教龄

集中在１１年以上的人员占９１．９％;教师接受培训的频率主要分布在很少和一般之间,占总数

的８９．２％.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主要用来探究该校大学英语教师在新教

学模式下的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工具采用问卷调查法.问

卷由３部分组成:个人基本信息、教师职业认同量表、教师自我效能感量表.教师职业认同量表由

唐进编制的“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量表”(CETPII)改编而成[３].量表包含１８个项目,分为４个

因子:职业行为倾向、教育改革认同、职业环境认同以及科研投入认同.改编后总量表的a系数为

０．９１７,量表中各因子的a系数均在０．８００至０．９００之间,说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教

师自我效能感量表改编自 MaxPraver的“大学语言教师效能信念量表”[１０].量表共包含２７个项

目,由４个因子组成:学生投入效能、教学策略效能、课堂管理效能以及应对改革效能.总量表重测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７３,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０．７８４至０．９５０之间.两量表均采用李克

特５点计分法,所获数据运用SPSS２．０进行分析.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半开放式访谈的方式对新教学模式下影响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和自我效

能感的因素进行探究.访谈内容由１２个半开放式问题组成,涉及３部分内容,即受试教师对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的看法、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因素.

三、结果与讨论

(一)教师职业认同现状的定量分析

１ 教师职业认同的总体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该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如表１所示,教
师的总体职业认同感及其各因子的均值都在中值３以上.在４个认同因子中,教师对教育改革和

职业行为倾向的认同度较高,平均值分别为４．２６和４．１５,其次为科研投入认同(M＝３．５９),而对职

业环境的认同度最低(M＝３．３７).
表１　新教改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感

教师职业认同 职业行为倾向 教育改革认同 职业环境认同 科研投入认同

平均值 ３．９０ ４．１５ ４．２６ ３．３７ ３．５９
标准差 ０．５７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９０ ０．７５

　　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２):教师职业环境认同度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受试教师普遍认为

学校没有为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M＝３．２２),并且对学校提供的工作条件的



满意度也相对较低(M＝３．２４),由此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度下降.导致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将在下文的定性分析结果中进一步探讨.
表２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环境认同维度分析

题目 内容 平均值

１２ 大学英语教师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３．７６
１３ 学校整体氛围为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３．２２
１４ 将来即使有其他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我也不会考虑离开大学英语教师岗位 ３．２７
１５ 我对学校提供的工作条件基本满意 ３．２４

　　２ 教师职业认同的个体差异分析

表３结果表明:在个体因素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只在性别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p＜０．０５),女
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M＝４．００３)显著高于男教师(M＝３．４１５).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在其他的人口学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随着教师年

龄和教龄的增长呈持续下降趋势.拥有６~１０年教龄的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最高,平均

值为４．４０７,远高于其他３个教龄组的教师.其他３组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虽然随着教龄的增长呈

现持续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平均值保持在３．７７１至３．９７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０．０５).
该结果与Day描述的教师职业生涯阶段特征基本一致[１１]:教龄相对短的教师还保持着初入教师职

业的热情,职业认同度较高;而随着教学年限的增长,教师的教学热情逐渐下降,对该职业的认同度

也逐渐降低.
表３　教师职业认同的个体差异分析

N 平均值 方差 Sig．

性别
男 ６ ３．４１５ ０．９５８
女 ３１ ４．００３ ０．４２３

０．０１３

年龄

３０~３９ １７ ４．０００ ０．４８６
４０~４９ １５ ３．８５４ ０．７２７

５０岁以上 ５ ３．７５６ ０．２２２
０．６４０

教龄

６~１０ ３ ４．４０７ ０．３９１
１１~１５ １３ ３．９７５ ０．４５１
１６~２０ １２ ３．８１３ ０．７７５

２０年以上 ９ ３．７７１ ０．３９７

０．３５５

　　(二)教师自我效能感现状的定量分析

１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总体现状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在新教学模式下,该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属于中等

偏上水平,如表４所示,教师总体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值均大于中值３.其中,在４个效能

因子中,受试教师所感知的课堂管理效能感和教学策略效能感较高,平均值分别为４．０６和３．９１;而
学生投入效能感次之(M＝３．７８),应对改革的效能感最低(M＝３．５９).

表４　新教改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

教师自我效能感 学生投入效能 教学策略效能 课堂管理效能 应对改革效能

平均值 ３．８７ ３．７８ ３．９１ ４．０６ ３．５９
标准差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８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试教师在课堂管理效能(M＝４．０６)与教学策略效能(M＝３．９１)两个维度上

的效能感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受试教师的教龄都在６年以上,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其课堂管理经验相

对丰富,并且已学习并积累了一些有效的教学策略.而受试教师应对改革的效能感较低(M ＝
３．５９)的原因主要是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所引发的教学模式和课程内容的改变,削弱了教师原有的效



能感,使其不得不对新的教学任务下自己的职业能力进行重新评估.而面对新的课程,又缺乏相应

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教师的自信心会削弱,自我效能感也会下降.该现象在问卷调查的数据中也

得到了证实,多数受试教师在问卷调查中表示有时会因为要讲授新课程而感到紧张.

２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由表５数据结果可知:教师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教龄变量上均呈现显著差异(显著性分别为

０．００９与０．００４),女教师的自我效能感(M＝３．９５６)显著高于男教师(M＝３．４５０).另外,在教龄变量

上,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总体上随着教龄的增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具体说来,具有６~１０年

教龄和２０年以上教龄的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最高(平均值分别为４．３８０与４．１１９),其次是

具有１１~１５年教龄的大学英语教师(M＝３．９３２),而具有１６~２０年教龄的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效

能感最低(M＝３．５０１).
表５　教师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N 平均值 方差 Sig．

性别
男 ６ ３．４５０ １．２０３
女 ３１ ３．９５６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９

教龄

６~１０ ３ ４．３８０ ０．１９０
１１~１５ １３ ３．９３２ ０．４３９
１６~２０ １２ ３．５０１ ０．８４２

２０年以上 ９ ４．１１９ ０．３２５

０．０４４

　　进一步分析发现: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教龄变量上出现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是教龄相对较短

的教师对教学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更容易接受;而具有２０多年教龄的教师由于拥有丰富的教学

经验,在新教改模式下他们仍能保持着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但对处于中间两个教龄阶段的教师来

说,他们除了要完成学校的各项教学任务外,还承担着较重的家庭压力,如孩子的学业和老人的赡

养等问题,都将分散这些教师的精力.
(三)教师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６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自我效能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０．８０６,p＜０．０１);在教师职业认同的４个维度中,除了科研投入认同外,其他３个维度均与教

师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科研投入认同只与教师的教学策略效能维度之间有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R＝０．３４３,p＜０．０５).
表６　教师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教师职业认同 职业行为倾向 教育改革认同 职业环境认同 科研投入认同

教师自我效能感 ０．８０６∗∗ ０．８０６∗∗ ０．７６６∗∗ ０．５６９∗∗ ０．３０７
学生投入效能 ０．７７６∗∗ ０．７６８∗∗ ０．７３０∗∗ ０．５７０∗∗ ０．２８４
教学策略效能 ０．８０７∗∗ ０．７８７∗∗ ０．８０４∗∗ ０．５４３∗∗ ０．３４３∗

课堂管理效能 ０．７８０∗∗ ０．７９８∗∗ ０．７６５∗∗ ０．５０１∗∗ ０．３１７
应对改革效能 ０．５６９∗∗ ０．６３４∗∗ ０．５３１∗∗ ０．４０４∗ ０．１００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由表７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F＝２８．００７,p＜０．０１),并且对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变化有６９．２％的解释率.另外,虽然相关性

研究显示职业认同的４个维度都与教师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回归分析发现,
只有职业行为倾向和教育改革认同两个维度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有独立显著的影响(显著性

分别为０．０１３与０．０３１).



表７　教师职业认同对自我效能感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Sig． △R２ F

教师自我效能感 职业行为倾向 ０．４６４ ０．０１３ ０．６９２ ２８．００７∗∗∗

教育改革认同 ０．２７５ ０．１２２
职业环境认同 ０．２３６ ０．０３１

　　(四)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在问卷调查之后,笔者又选取了３名受试对象进行访谈.访谈对象的选取以新教改背景下的

分模块教学为依据,分别选取了读写、翻译和听说３个模块的各一位教师.受试教师的基本情况如

表８所示.
表８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教龄 职称 所教方向

教师 A 女 ４５ ２２ 副教授 大学英语读写１
教师B 男 ４３ ２０ 讲师 中级口笔译

教师C 女 ３８ １５ 讲师 大学英语听说２

　　通过整理分析访谈所得数据,笔者发现:
其一,在新一轮的教改背景下,模块分层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同时学生对该

教学模式也给予了积极的反馈;
其二,新课程教学虽然增大了教师备课的压力,但同时也增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正如

教师C在访谈中所说:“新课程教学使教师间的合作交流变得更加紧密.通过教师们对一系列问

题的交流探讨,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
其三,在新一轮的教改背景下,影响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有以下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１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积极因素

(１)关键人物的影响

３位教师初到学校时,都被安排有经验的教师指导,师徒之间相互听课,就教学问题进行深入

交流和探讨,师傅的耐心指导使当时作为新手的教师受益颇多.例如:教师 A在访谈中说,师傅的

教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对她产生“一生受用的影响”.
(２)和谐互助的同事关系和工作氛围

同事关系与工作氛围会对教师的职业认同产生重大的影响.教师 C在访谈中说到:“来到这

个学校之后,看到同事对教学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整个工作氛围很融洽,所以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岗

位,珍惜这份职业.”
(３)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每当提到教师这个职业,就不由自主地

想到“桃李满天下”,这就是教师职业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已经在拥有２２年教龄的 A 教师身上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她就教过的学生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侃侃而谈时,笔者能感受到她那种为

师的自豪感与满足感.

２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消极因素

(１)不令人满意的工资待遇

工资待遇对教师职业认同的阻碍作用在男教师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这可能与男女性别角色

的社会化有关.男教师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教师普遍不高的工资,
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２)“一刀切”的科研要求与职称评价标准

学校对不同专业“一刀切”的科研要求与职称评价标准,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了科研与职称晋



升压力,也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认同.这也正是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多数教师认为学校没有为大学

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提供良好便利条件的深层次原因.受试教师所在的学校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理
工科专业是本校的优势学科,其科研产出量大.而英语专业的核心期刊较少,重点课题项目有限,
由于存在“僧多粥少”的现状,大多数英语教师的课题难以申报成功;加之平时超负荷的教学工作,
科研产出就更少.但学校在科研要求和职称评审方面却采取“一刀切”的评价标准,这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大学英语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削弱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其四,在新一轮的教改背景下,影响大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有以下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１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因素

(１)学生的积极反馈

由访谈数据发现,学生对教师教学的积极反馈是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３位受试

教师在访谈中都多次提到,当学生对他们的教学给予积极肯定的反馈时,他们内心会受到极大的鼓

舞,相应的自我效能感也会随之提高.
(２)教师的直接经验

班杜拉曾指出,个体的直接经验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主要信息来源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对
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影响最大[１２].通过本次访谈,笔者发现教师自身的直接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影

响在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３)教师合作共同体

教师合作共同体,主要指在新教学模式下,教师们根据不同的教学模块建立起互动交流群(QQ
群)来开展各类教学研讨活动.在合作共同体中,教师们集体备课、分享资料、交流心得,就新课程

出现的问题及时探讨,极大地促进了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教师C在访谈中说:“在同一个教学

小组中,老教师比较有经验,而新教师理念比较新,这样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４)学校相关政策

学校是否支持改革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也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该校针对本

次教改,出台了“大学英语教师海外培训计划”,即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期间,每年派出１５位大学英语

教师出国培训,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教师C已经在２０１４年暑假期间参加

了此次培训,她在访谈中谈到,此次培训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培训开拓了教师们的眼界,更新了

知识储备,提升了思维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新课程教学改革的信心.

２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消极因素

主要是缺乏与新课程配套的教学资源.虽然学校和院系对本次教改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
缺乏与新课程相配套的教学资源.在新教学模式下,正如担任中级口笔译的教师B在访谈中所说:
“这门课程只有一本教材,没有相应的教辅书,这对老师备课和上课都是极大的挑战.”面对新课程

教学,教师的备课内容增加,备课压力增大,再加上现有的教学资源不足,需要教师投入更大的精力

搜集与教学相关的素材,这无形中又加重了教师的教学压力.教师在新课程的教学中只能摸索着

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四、结论与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基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新一轮教改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的总体职业认同感位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教师

对教育改革的认同度最高,对职业行为倾向和科研投入认同度次之,而对职业环境的认同度最低.
第二,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只在性别上呈现显著差异.

此外,关键人物、和谐互助的同事关系和工作氛围以及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职业认同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而令人不满意的工资待遇与“一刀切”的科研要求以及职称评价标准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有

消极的影响.
第三,在新一轮教改背景下,该校大学英语教师的总体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４个

可感知的维度中,教师的课堂管理效能感最高,教学策略效能感和学生投入效能感次之,而应对改

革的效能感最低.
第四,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大学英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教龄上都呈现显

著差异.此外,学生的积极反馈、教师的直接经验、教师合作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学校相关政策是提

高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而缺乏与新课程相配套的教学资源则阻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第五,回归分析发现,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师的职业

认同对教师自我效能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二)局限性

本研究主要基于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的背景,被试仅限于江苏省某高校,样本数量偏

少,研究成果的推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了解教改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仍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教改背景下的大

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动态变化过程的历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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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dopting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s,thepresentstudyinvestigatesthe
statusquoofcollegeEnglish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andselfＧefficacyaswellastheirdifferences
intermsofdemographicfactors,exploresthecorrelationbetweenthesetwovariables,andanalyzes
thepositiveandnegativefactors．Thisstudyalsointendstoenrichtherelevantresearchfindingsof
collegeEnglishteachersandpromote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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