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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X大学为例

于 波1,骆 玉 凤2

(西南大学1.教师教育学院;2.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职前教师教学能力是准教师为顺利从事教学活动、达到教学目标所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其中包括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等。研究依据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3个维度设

计了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问卷调查。通过SPSS17.0对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X大学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

养的基本情况。分析发现,影响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因素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职前教师学习品质。

根据目前教学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根据学生需求设置教师教学能力训练课程;基于中

小学教学现场进行教学能力训练;强化职前教师自我导向的学习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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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师教育是准教师为获得中小学任教的资格与能力,在高等教育机构所接受的必不可少

的教育。职前教师教育的内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教育阶段上,是职前培养;教育对象上,是
中小学准教师;教育形式上,是由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正规化教育[1]。职前教师教育质量关系着我

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水平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而职前教师教学能力是保障教学有效性的重要基

础,关系着学生的学习与准教师的个人成长。另外,职前教师教学能力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
教学能力训练是职前教师成为合格教师的重要学习内容,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教师教学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受高等师范院校对职前教师专业培养质量的影响。因此,高校的职前教师教育一直

是提高我国教师专业能力与素质的关键环节。

X大学开设职前教师教学能力训练课程至今已有6年。本研究旨在通过对X大学职前教师的

问卷调查,了解X大学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现状,探究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由
此获得一些有益的培养经验。

一、研究背景

职前教师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对准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教学能力是教师为达到教学目标、
顺利从事教学活动所表现的综合素质与能力[2]。职前教师教学能力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准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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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反思等环节,对应着课前、课中、课后3个阶段,因此教学能力可分为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

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教学设计能力要求职前教师对课程标准、教材、学习者特征等有一

定的了解,并能依据这些要素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能力要求教师能结合教学内容、学生情况合

理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有效组织课堂教学并调控课堂教学节奏等;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要求教师

能结合教学现状,使用恰当的方式对教学过程及教学结果进行评价与反思。

X大学为培养职前教师教学能力主要开设了“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口语能力训练”“书写能力

训练”“音乐基础能力训练”“美术基础能力训练”“心理教育能力训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共
计7门课程。其中,“口语能力训练”“书写能力训练”“音乐基础能力训练”“美术基础能力训练”属
于单项训练课程,“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心理教育能力训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属于综合训

练课程,单项能力训练是综合能力训练的基础。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随机抽取4个班级,采取无记名的方法。调查共发放196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80份,有效率为91.84%。其中:男生25名(占13.9%),女生155名

(占86.1%);大三年级的学生116名(占64.4%),大四年级的学生64名(占35.6%)。调查涉及的

学科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术、特殊教育、学前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二)研究工具

数据收集所采用的问卷是课题研究团队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从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3个一

级维度(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以及14个二级维度,自编了本次调查

研究的“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现状”问卷。
(三)问卷信效度

研究通过运用SPSS17.0对问卷等级进行了信度分析。从可靠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整个问

卷一致性系数α为0.888,其中,教学设计能力为0.828,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各为

0.781。一份信度理想的量表,其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至少要在0.800以上,并且量表α系数值

愈高,其信度也愈高,测量误差值也愈小[3]。该问卷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α 大于0.800,由此可见,
本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

问卷是在参考了已有的教师教学能力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4],经过课题研究团队多次讨论

和分析编制而成。问卷涵盖教学能力的3个主要方面,即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

与反思能力,能够较好地反映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四)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回收后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编码,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和T检验等相关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基本情况

研究是通过封闭式问卷与半开放式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查。封闭式问卷主要用于了解职

前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和收集相关信息;半开放式问卷主要用于了解课程的设置情况。本研究对

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考察职前教师教

学能力的总体水平。在对X大学的职前教师教学能力水平进行分析之前需要说明一点:教学实施

能力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主要以实践性知识为基础,因此在问卷中将两种能力合并在一起调查

分析。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在问卷题中共有12道等级选项题。选

项题主要是通过客观的回答并结合职前教师实际的能力等级进行评定,以检验职前教师真实的教

学水平。在问卷编制时规定:等级选项题中得分为3分时,表示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只达到一般水



平;得分为4分时,表示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已达到良好水平。因此,本研究规定:若所得平均分在3.
6以下,表示职前教师教学能力还有待提高;若所得平均分在3.6以上,表示职前教师已具备良好的

教学能力;若所得平均分达到4分以上,表示职前教师教学能力水平达到较高层次。
(一)教学设计能力现状分析

教学设计能力是以对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来设计总体的教学进程、教学方法和

教学组织形式的能力。简而言之,教学设计能力就是教师在上课前对教学过程中的各要素进行最

佳优化组合的能力,具体包括教学目标设计能力、教学内容设计能力、课堂教学方法或手段设计能

力、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设计能力等。教学设计能力要求职前教师对课程标准、教材、学习者特征

等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够依据这些内容进行教学设计。
表1 教学设计能力调查结果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教学

设计

能力

(1)我能完整地表述教学目标 180 4.08 0.747 0.056
(2)备课时我能将教材的前后章联系起来 180 3.90 0.859 0.064
(3)我关注不同教学媒体的使用 180 3.79 0.863 0.064
(4)我能针对学生的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180 3.71 0.894 0.067
(5)我能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180 4.09 0.857 0.064
(6)我能规范地设计教学板书 180 3.73 0.838 0.062

  从表1可以看出,职前教师在教学目标表述与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平
均值分别为4.08和4.09),以下依次为组织教材内容的能力(平均值为3.90)、运用教学媒体的能力

(平均值为3.79)、规范的板书能力(平均值为3.73)、结合学习者的特征设计教学课件的能力(平均

值为3.71)。以上调查结果都达到了良好的水平,说明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水平整体上已具备

基本要求,能够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设计。问卷调查显示,

55.6%的职前教师能够对教学目标进行准确表述;82.2%的职前教师会分析本课的内容、地位、作
用、结构和重难点;88.9%的职前教师表示进行教学设计时,既会了解学生原有基础及发展水平,又
会了解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82.2%的职前教师会分析教学方法对教学内容的适用性。总体

来看,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状况较好,理论与实践的学习都能达到相应要求。
(二)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现状分析

教学实施能力要求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教学媒体并能较好地运用,并凭借课堂教

学实践经验来调控课堂教学节奏。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是教师结合教学现状,使用恰当的方式对

教学过程及教学结果进行评价与反思。属于实践性知识的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离不开

相关的实践经验。
表2 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调查结果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教学实

施能力

和教学

评价与

反思能

力

(7)我能清晰的讲课 180 3.93 0.784 0.058
(8)我的课堂导入能引发学生兴趣 180 3.84 0.754 0.056
(9)在教学讲解中我能启发学生的思维 180 3.50 0.736 0.055
(10)我能针对教学重点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 180 3.57 0.813 0.061
(11)对于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错误,我能及时进行纠正 180 3.86 0.761 0.057
(12)我会在课后立即进行教学反思 180 3.77 0.910 0.068

  从表2可以看出,职前教师在清晰的讲课能力(平均值为3.93)、学生兴趣的调动能力(平均值

为3.84)、课堂调控能力(平均值为3.86)、课后反思能力(平均值为3.77)等方面都达到了教学良好

的水平。但与教学设计能力相比较,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还有待提升,尤其是课堂

教学对学生思维的启发能力(平均值为3.50)和教学重点的突破能力(平均值为3.57),还有很大的

差距。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学评价及反思能力属于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不是单靠课堂的讲授与课堂



的观察就能够掌握,需要职前教师亲身的体验与学习。总体来看,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状况较好,然
而也存在着不足。比如:课堂教学能力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升,启发学生思维和突破教学重难点的

能力还需加强,职前教师课堂教学的各项能力发展还不平衡等。
(三)教学能力训练课程的开设情况

X大学为培养职前教师教学能力主要开设了7门课程,这当中,普遍认为对职前教师工作最有

帮助的两门课程是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占调查人数的85.6%)和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占调查人

数的49.4%)。除此之外,还有心理教育能力训练(占调查人数的32.8%)。由于职前教师共来自

16个院系,在接受综合性的职前教师教学能力训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单项的学科专业学习,因此

存在课程内容重复的问题。认为重复课程较多的是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占调查人数的32.0%)、心
理教育能力训练(占调查人数的30.3%)、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占调查人数的15.7%)。这些课

程中,职前教师认为有效的课程是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占调查人数的52.2%)、心理教育能力训练

(占调查人数的31.1%)。另外,职前教师认为学习起来较为有压力的课程是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

练(占调查人数的34.4%)和课堂教学综合训练(占调查人数的28.9%),较为轻松的课程是音乐基

础能力训练(占调查人数的42.2%)和美术基础能力训练(占调查人数的40.0%)。调查发现,教学

能力训练课程的开设对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有显著帮助,得到了职前教师的普遍认可。然而,
由于课程设置之始,未充分考虑不同学院的课程设置以及职前教师的切实需要,此次调查也显现出了

一些问题。
在问卷中设置的开放式问题———“对于这些课程有哪些建议”———为课程的调整提供了参考性

意见。职前教师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课时较短,作为

选修课不容易选上,影响学分的获得时间,课程有重复;(2)教学注重理论,缺少实践性内容,教学方

法单一,联系教学实际和中小学教育现状不紧密;(3)讲授课程的教师专业水平有限、能力不足,教
师本身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未能结合职前教师所需进行有效教学;(4)课程教学不能结合相应的

等级考试,建议书写与口语的教学应该增加等级考试的应试技巧训练,还可以增加如果获得相应等

级考试可免修该课程等规定。

三、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职前教师教学能力需要通过多种途径的训练才能获得,对于还是学生的职前教师来说,其教学

能力的获得来源主要是课程学习、教学实(见)习、自学、同学间的交流等,当然还可以借助其他渠

道,比如家庭、社区、学生会、班级等。通过以上调查结果的分析,结合X大学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培

养的基本情况以及训练课程开设的情况,研究发现,影响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课程设

置、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职前教师的学习品质。
(一)课程设置

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综合[5]。课程设置则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所开设的教学科目,
包括安排教学的内容(学科、活动等)、进程、时限,也包括大纲和教材。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依赖于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的改革、课程实施的有效性。教师教育课程是向未来教师传授教育教

学知识、培养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方式,是教师教育活动中影响教师素质提高最为直接、最为稳定

的基本因素。从图1来看,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形成来源主要集中在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见)习两个

方面,而与同学交流等其他来源对教学能力形成的影响较小。不同能力形成来源的侧重点存在差

异。比如:教学设计能力主要来源是课程学习,对学生的了解能力主要来源于教学实(见)习,等等。
课程学习与教学实(见)习对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形成影响相对较大,而课程学习又受课程设置、实
施、评价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高校作为培养职前教师的课程设置者,应根据学科特点、学生基础、
资源现状等情况进行优化设计。



图1 职前教师教学能力形成来源

根据问卷调查发现,X大学的职前教师教学能力训练的课程设置有其优势与不足,其中课堂教

学综合训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和心理教育能力训练对学生的教学能力培养有明显帮助。然

而,整个课程设置也存在一些问题:课程学习时间较短,还没有实现课程目标,课程就结束了;学校

开设的课程与学院开设的课程有重复,导致学习时间与资源的浪费;课程学习没有将理论与实践有

效结合,教育教学实践机会少;教师教学能力训练课程作为必选课,课程资源有限,教育实习与见习

的学习时间较短,影响学习的实效性。
(二)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为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而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作

用的途径。高等院校担负着培养未来教育人才的重任,这要求高校的教师应以培养人才为主要职

责。作为培养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高校教师,其采用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职前教师教学的态度、
方法以及能力的形成。对于职前教师而言,教学能力训练课程的最大不足就在于缺少相应的实践

训练,高校教师的教学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实情。因此,高校教师教学方法应既符合各个训练课程

的特点,又应根据职前教师的学习需求与阶段特点适时改变,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根据对高校教师教学方法的调查显示,职前教师认为高校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注重理

论、缺少实践,导致职前教师对能力训练课程感到枯燥、乏味,教学效果不佳;其次是高校教师的教

学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职前教师在学习中常处在被动的状态;最后是课堂教学

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相脱节,高校教师未能恰当运用符合现状的教学方法,导致职前教师不能有

效地获得实用性的教学知识与能力。
(三)职前教师的学习品质

除了外在的因素(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环境等),职前教师作为学习的主体,其本身的学习

方式、态度、习惯等品质对教学能力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职前教师的内在动力是学习的原动

力,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职前教师的学习方式、态度、习惯等品质是影响教学能力获得的重

要因素,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其中自学能力对职前教师尤为重要。
从图1中发现,自学是职前教师获得教学能力较为重要的来源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媒体的选

择与使用、语言表达、板书等能力的形成主要是靠自学获得。自学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是在没有接

受教育与指导的情况下,学习主体自己获得知识与能力的方式。自学能力是获得教学能力的必备

前提,只有具备了自学能力,才能使主体逐渐形成教学能力。

四、建 议

根据X大学职前教师教学能力训练课程设置的现状调查,以及对目前研究成果的总结,概括

出几点建议,希望能对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提供一些参考。



(一)根据学生需求设置教师教学能力训练课程

课程设置对职前教师的课程学习有直接的作用,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时限和

进程中。X大学的职前教师课程分为四大部分,即公共课、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和实践。专业

技能课是为职前教师提供走向教学岗位执教所必须具备的实践性知识,是为培养职前教师教学能

力而专门开设的。调查显示,课堂教学综合训练、教育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和心理教育能力训练等综

合训练课程对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与反思能力的形成作用明显,而
音乐基础能力训练、美术基础能力训练、口语能力训练、书写能力训练等单项训练课程对职前教师

的教学能力影响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单项训练课程课时过短且学生的基础参差不

齐造成的。
教学能力训练课程的设置可根据职前教师的需求做两方面的调整:一是课程应安排在实习前

并与见习相结合,这样可以使职前教师更加直观地观察教学现场,积累教学相关认知经验,而安排

在实习前学习还可以帮助职前教师在教学能力训练课程后,对教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进行运用与

巩固;二是适当调整课程的课时比例,增加综合训练类课程的课时,而单项训练课程可让职前教师

在已有的基础上选择性学习,如已经取得相应单项训练课程学分或成绩合格的职前教师可以申请

选修其他课程。
(二)基于中小学教学现场进行教学能力训练

美国学者 Kennedy等人认为,“教师学习不仅限于像教师一样思考,更包括像教师一样行

动”[6]。教学能力训练仅仅依靠理论学习是不够的,理论学习缺乏直观感受,容易忘记,教学能力训

练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缺少基础教育实践,职前教师对课堂教学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还有

待提升。为了更好地培养职前教师教学能力,高校教师应积极主动地介入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现

场,对职前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基于中小学教学现场的教学能力训练能够使职前教师直接

获得生动的教学案例,通过与中小学教学的互动来提高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创建高校与中

小学双基地的教学能力训练一体化的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双方建立平等合作、优势互补的关系,
而且使职前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走向互动、对接,实现良性发展,有力地推进教师教育职前培养与

职后培训一体化的建设。在直接进入教学现场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案例教学法[7]。案例

教学法要求高校教师根据教学能力培养的需要,精心选择案例,辅助课程实施,以弥补职前教师实

践经验的不足。
(三)强化职前教师自我导向的学习观念

职前教师的学习高度依赖高校教师的教学,这是职前教师自身教学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

调查结果看,职前教师虽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开展独立、自主学习的程度还不够。高校教师应

认识到,对职前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讲授知识,还要为他们提供形成教学能力的方法

和策略,帮助他们转变学习观念,强化自我导向的学习意识。自我导向的学习应是主动、独立、富有

责任感的,即在学习的过程中能进行自我反思和评价,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

步骤,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8]。
职前教师自我导向的学习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强化:(1)强调剖析自我,在进行教学能力训练课

程前,对自身进行剖析,分析自身教学技能的优势与不足,利用身边的学习资源有针对性地发挥自

己的优势;(2)优化学习方式,教学能力不是单靠高校教师的课堂教学就能获得,职前教师应学会自

主学习,比如提前预习、观看教学视频、阅读相关研究文献以及不断模拟练习等;(3)提高学习能力,
作为未来教育者的职前教师,其自身的学习能力是影响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职前教师应在日常的

学习中,训练教学计划的拟定与实施、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反思等能力,以此形成相应的教学

能力[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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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e-serviceteachersteachingabilityisreflectedonteacherspsychologicalcharacteris-
ticsintheireffortstoachievetheteachinggoalsandsmoothlyengageinteachingactivities.Teachinga-
bilityincludesteachingdesignability,teachingimplementability,teachingevaluationandreflection
ability,etc.Accordingtothedimensionofpre-serviceteachersteachingability,thisresearchdesigns
thecombinationofclosedandopenquestionnaires.AccordingtostatisticscountedbySPSS17.0,it
analyzesthebasicsituationofcultivatingtheteachingabilityofpre-serviceteachers.Thefindingsindi-
catethatthemainfactorsthataffectthemasteryofpre-serviceteachersteachingabilityarecurriculum
setting,teachingmethodsandpre-serviceteacherslearning.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andinflu-
encingfactors,proposalscanbeputforwardasfollows:adjustingthecurriculumoftrainingteachers
teachingabilityaccordingtostudentsneeds;trainingteachersteachingabilitybasedontheon-the-
spotteaching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andintensifythepre-serviceteachersawarenessof
self-directedlearning,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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