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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
在线教学接受行为研究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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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线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接受行为,必然影响未来高等教育领域在线教学可持续推进的步伐。研

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的背景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校教师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开展在

线教学的接受行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在线教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对教师的持续使

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社群影响显著正向预测教师在线教学感知有用性;(2)教师教学创新意识

在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使用态度与持续使用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相对于低教学创新组而言,在感

知有用性预测使用态度和预测持续使用行为、使用态度预测持续使用行为和感知易用性预测使用态度等方

面,高教学创新组教师的预测效果更为显著。该研究结果对后续有效促进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行为具有重要

意义。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教师在线教学行为的认识,为高校信息化教学资源和平台建设以及教师培训管理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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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2020年春季,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各
级各类学校在防疫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认真贯

彻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

教”的指示精神,积极组织教师利用网络平台

及在线课程开展了在线教学。由此,在线教学

从边缘化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主流教学方式,同
时也促使更多教育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线学

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高校里的所有一线授课教师均会使用在线

教学,因此该时期是全面开展高校教师在线教

学接受行为研究的最佳时期。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影

29



响因素研究主要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
gyAcceptanceModel,TAM)探讨在线教学主

观规范与使用态度对使用行为的影响[1-2]。他

们发现教师在线教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和社会影响会直接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向,
个体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感知易用性具有

显著影响[3]。有研究者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
教师接受信息化技术行为进行分析,发现教师

感知有用性对其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响;且感

知有用性对教师技术使用态度的预测能力最

强,感知易用性对使用者行为意向也会产生正

向影响,但效应量较小[4]。也有研究结果与此

不同,如研究者在“学堂在线”平台对已经开设

了在线课程教学的139名高校教师进行在线教

学行为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感知易用性对行

为意向不产生直接影响[5]。
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接受新技术应用行为

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模式转变过程,会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6]。有研究表明:传播媒介的技

术复杂性、系统的稳定性与兼容性影响教师感

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水平[7];教师所处的教

学环境中,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对在线教学使

用态度的影响与个体感知有用性正相关[8];个
体对某项技能的自我效能感对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具有正向影响[9]。但也有研究发现,
个体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易用性不具

有显著相关性,社群影响和感知易用性对行为

意向不产生直接影响[5]。此外,还有研究者发

现,性别会调节社群对持续使用行为意向的影

响;年龄会调节感知有用性对持续使用行为意

向的影响;教学创新意识会显著预测教师ICT
应用的创新教学行为[10]。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技术接受模型的相

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对于内部因素已逐步

形成统一认识,但是关于外部因素对接受行为

的影响,还存在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为实

证调查的对象使用在线教学的经历不同,有些

实证研究的数据中有近30%的教师并没有在

线教学经验[3]。虽然Davis在提出TAM 模型

时,并未强调该技术必须是用户已经使用过或

体验过,但用户对技术的基本体验是准确反映

用户对技术的接受度的必要前提。另外,以往

对于TAM模型内部要素的研究主要关注直接

效应,较少涉及因素间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因
此很难全面反映各因素的影响方式与途径。
本研究在TAM 模型基础上,提出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既探究TAM 模型中各因素对行

为意向的直接效应,又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核心因素与个体特质对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行

为意愿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全面解释高校教师

在线教学行为的影响机制。

二、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模型以TAM 模型为基础,首先探

讨外部因素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直

接效应,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使用态度

和持续使用行为的直接效应以及使用态度对

持续使用行为的直接效应。另外,为深入探究

在线应用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是否会通过

使用态度影响持续使用行为及教师个人的教

学创新是否会调节该中介过程,本研究构架了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模型直接效应假设 HA
即假设高校教师在线教学各因素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具体包含 HA1—HA9。HA1:
资源优质性与感知有用性显著正相关;H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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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影响与感知有用性显著正相关;HA3:传
播媒介与感知有用性显著正相关;HA4:信息

化教学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有用性显著正相关;

HA5:传播 媒 介 与 感 知 易 用 性 显 著 正 相 关;

HA6:信息化教学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易用性显

著正相关;HA7: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态度正相

关;HA8感知易用性与使用态度正相关;HA9:
使用态度与持续使用行为意向正相关。

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 HB
即假设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通过

使用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持续使用行为,而且

该过程会受到教学创新意识的调节。HB1:教
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有用性与持续使用意向之

间起调节作用,即:与低水平创新意识相比,具
有高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的教师的感知有用性

对持续使用意向影响更大;HB2:教学创新意识

在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态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即:与低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相比,具有高水平

教学创新意识的教师的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

度影响更大;HB3:教学创新意识在使用态度与

持续使用意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与低水平

教学创新意识相比,具有高水平教学创新意识

的教师的使用态度对持续使用意向影响更大;

HB4: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易用性与持续使用

意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与低水平创新意识

相比,具有高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的教师的感知

易用性对持续使用意向影响更大;HB5:教学创

新意识在感知易用性与使用态度之间起调节

作用,即:与低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相比,具有高

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的教师的感知易用性对使

用态度影响更大;HB6:教学创新意识在使用态

度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与低

水平教学创新意识相比,具有高水平教学创新

意识的教师的使用态度对持续使用意向影响

更大。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1.研究对象

鉴于疫情原因,研究团队仅利用各类高校

教师会议群、在线组织培训群等途径,采用线

上问卷调查法进行调研。研究共回收问卷518
份,剔除疫情前与本学期均未开展在线教学的

教师的问卷,以及填写问卷时长低于专家试测

所规定的最低时间(200秒)的无效问卷,最终

获得有效问卷484份,有效率为93.44%。调查

对象来自于19个省、4个直辖市和3个自治区

的101所高校。其中:男性181人,女性303
人;年龄低于30岁者47人,31~40岁者241
人,41~50岁者157人,50岁以上者39人;教
龄在10年以下者188人,11~20年者209人,

21年以上者87人;助教48人,讲师217人,副
教授179人,教授40人。

2.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包含调节变量在内的个人特征信息,具
体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在线教学经验、课程

类型等;第二部分为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行

为测试,共包含3个量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测试题目参考了各省市高校在线教学现状

调查问卷题目。量表测试题目均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法,用1至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为保证

调查工具的有效性,数据收集之前选择20名具

有在线教学经验的高校教师进行了试测,并让

其通过远程视频交流的方式给予反馈,然后根

据反馈意见对编制的量表用词及构成进行了

修改,进而形成最终量表。
(1)“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行为问卷”。

该问卷借鉴 Davis(1989)与 Venkatesh(2012)
等人基于TAM 开发的“用户接受新技术行为

量表”,重点关注教师在线教学的资源发布与

回收管理、师生互动答疑、学生学习数据分析、
教学反思和个体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对所采

用的技术能够实现目的的程度与技术操作需

要付出 努 力 的 程 度 以 及 技 术 采 用 的 意 向 水

平[1-2],共包含26个项目,如“我使用在线教学

平台发布学习资源”等。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894。
(2)“教育信息化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

卷借 鉴“计 算 机 技 术 自 我 效 能 感(computer
technologyself-efficacy)量表”,共包含8个项

目[9],如“我有能力应对信息化教学过程中的技

术问题”等。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
bachα系数为0.950。

(3)“教 学 创 新 意 识 问 卷”。根 据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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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大学生创新素质行为,编写了“教学创新

意识问卷”[11],共包含5个项目,如“我勇于尝

试使用在线平台的直播系统开展师生互动”
等。其中2个项目的因子负荷标准载荷系数因

低于0.4,将其删除,最终只保留了3道题目,

KMO=0.754,Bartlett球 形 度 检 验 结 果 为

p<0.001,解释总方差71.12%。该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917。

3.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21.0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利用AMOS软件对假设模型的拟合度进行

路径分析,有调节的中介采用 Hayers编制的

Process宏程序中的 Model59(此模型假设中介

效应的路径过程受到调节)进行检验[12],采用

Bootstrap500次样本抽样估计95%置信区间

的方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三、结果分析

(一)在线教学接受行为描述性统计与相

关分析

表1呈现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

阵。统计结果显示,教师在线教学接受度各维

度的水平均大于3.154,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与
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3]。且在线教学感知有用

性、感知易用性、社群影响、优质资源、传播媒

介、教育信息化自我效能感、教学创新意愿、使
用态度及持续使用行为意愿各参数之间均存

在显著正相关。该数据说明高校教师在线教

学接受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尤其是在教师的

教学创新意愿和持续使用意愿两个方面。高

校教师在线教学持续使用行为意愿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
表1 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行为模型各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M±SD CI HQR MP TI SEoIT PU PEoU AtU WtCtUB

CI 3.553±0.776 1

HQR 3.78±0.762 0.595** 1

MP 3.345±0.778 0.441** 0.406** 1

TI 3.806±0.78 0.670** 0.530** 0.396** 1

SEoIT 3.578±0.746 0.568** 0.481** 0.379** 0.646** 1

PU 3.154±0.924 0.648** 0.475** 0.425** 0.576** 0.508** 1

PEoU 3.366±0.85 0.624** 0.511** 0.427** 0.640** 0.655** 0.623** 1

AtU 3.455±0.923 0.620** 0.503** 0.400** 0.660** 0.542** 0.611** 0.546** 1

WtCtUB3.575±0.886 0.708** 0.583** 0.410** 0.780** 0.651** 0.624** 0.631** 0.751** 1

  注:1.CI:社群影响(CommunityImpact);HQR:优质资源(High-QualityResources);MP:传播媒介(MediaPlatform);TI:教学创新

(TeachingInnovation);SEoIT:教育信息化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ofInformatizationTeaching);PU:感知有用性(PerceivedUseful-

ness);PEoU:感知易用性(PerceivedEaseofUse);AtU:使用态度(AttitudetoUse);WtCtUB:持续使用行为意愿(WillingnesstoCon-

tinuetoUseBehavior)。

2.**p<0.01。

  (二)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行为模型分

析与验证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

关系,采用AMOS进行路径分析,最终的直接

效应 模 型 的 相 关 参 数 为:χ2/df =2.825、

GFI=0.866、AGFI=0.841、CFI=0.946、RM-
SEA=0.061,以上数据均处于模型拟合良好评

价标准范围,说明该模型拟合良好[14]。直接效

应模型充分验证了本研究中多个直接假设效

应(HA1-HA9)。除了假设 HA1不成立外,
其余假设均成立。回归路径系数充分说明使

用态度可以较好地正向预测在线教学的持续

使用行为意愿(β=0.742,p<0.001);感知有用

性对 使 用 态 度 的 预 测 效 果(β=0.456,p<
0.001)高于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预测效果

(β=0.279,p<0.001);社群影响对于在线教学

感知有用性的预测效果最高(β=0.452,p<
0.001);信息化教学自我效能感对于在线教学

感知易用性的预测效果(β=0.576,p<0.001)
明显高 于 在 线 教 学 感 知 有 用 性 的 预 测 效 果

(β=0.166,p<0.001)。具体情况见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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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接受度模型各变量关系分析

路径说明 路径系数 p 假设 是否成立

HQR->PU 0.072 0.091 HA1 否

CI->PU 0.452 0 HA2 是

MP->PU 0.133 0 HA3 是

SEoIT->PU 0.166 0 HA4 是

MP->PEoU 0.208 0 HA5 是

SEoIT->PEoU 0.576 0 HA6 是

PU->AtU 0.456 0 HA7 是

PEoU->AtU 0.279 0 HA8 是

AtU->WtCtUB 0.742 0 HA9 是

  (三)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关于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有用性方面的

调节效应见表3所示。“教学创新”放入模型

后,教学创新意识与感知有用性的交互项对持

续使用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7,

t=2.56,p>0.05),表明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

有用性与持续使用行为之间无调节作用。感

知有用性与教学创新意识的交互项对使用态

度的 预 测 作 用 显 著 (β=0.05,t=2.41,

p<0.05),表明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有用性与

使用态度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教学创新意识

与使用态度之间的交互项对持续使用行为的

预测作用显著(β=-0.10,t=3.40,p<0.01),
表明教学创新意识在使用态度与持续使用行

为之间 起 着 调 节 作 用。该 结 果 支 持 了 假 设

HB1—HB3。
教学创新意识与感知易用性的交互项对使

用态 度 的 预 测 作 用 显 著(β=0.06,t=2.59,

p<0.01),表明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易用性与

使用态度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教学创新意识

与感知易用性的交互项对持续使用行为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β=0.02,t=0.77,p>0.05),教
学创新意识与使用态度的交互项对持续使用

行为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β=0.02,t=0.61,

p>0.05),该结果表明教学创新意识在感知易

用性与持续使用行为、使用态度与持续使用行

为之间 不 存 在 调 节 作 用。该 结 果 仅 支 持 了

HB5。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t 95%CI

使用态度

感知有用性

教学创新

感知有用性×教学创新

感知易用性

教学创新

感知易用性×教学创新

0.81 0.65 293.37***

0.76 0.58 214.45***

0.48 -12.32*** [0.39,0.54]

0.43 10.93*** [0.35,0.51]

0.05 2.41* [0.02,0.09]

0.27 6.52*** [0.17,0.35]

0.58 13.72 [0.50,0.66]

0.06 2.59** [0.02,0.09]

持续使用

行为

感知有用性 0.87 0.76 294.96*** 0.23 7.55*** [0.17,0.29]
使用态度 0.37 11.47*** [0.31,0.43]
教学创新 0.20 6.62** [0.14,0.26]
感知有用性×教学创新 -0.07 -2.56 [-0.13,-0.17]
使用态度×教学创新 0.10 3.40** [0.04,0.16]
感知易用性 0.86 0.74 263.57*** 0.14 4.90*** [0.08,0.19]

使用态度 0.44 14.48*** [0.38,0.50]
教学创新 0.22 6.86*** [0.16,0.29]
感知易用性×教学创新 0.02 0.77 [-0.03,0.08]
使用态度×教学创新 0.02 0.61 [-0.04,0.07]

  注:*p<0.05,**p<0.01,***p<0.001。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

  在感知有用性对使用行为影响的路径中,
不同教学创新水平的使用态度的中介作用不

同,具体见表4所示。教学创新水平较低时,使
用态度的中介效应值为0.11;教学创新水平较

高时,使用态度的中介效应值为0.25。同理,
在感知易用性对使用行为影响路径中,教学创

新水平低时,使用态度的中介效应值为0.09;
教学创新水平较高时,使用态度的中介效应值

为0.15。不同的教学创新水平Bootstrap95%
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都不包括0,表明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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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教学创新水平使用态度的中介作用

自变量 中介变量 教学创新 间接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感知有用性 使用态度

M-SD 0.11 0.03 0.06 0.17
M 0.19 0.03 0.14 0.24

M+SD 0.25 0.03 0.18 0.32

感知易用性 使用态度

M-SD 0.09 0.02 0.04 0.14
M 0.12 0.02 0.08 0.16

M+SD 0.15 0.03 0.10 0.20

  注:BootSE、BootLLCI以及BootULCI是指通过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教学创新水平的调

节作用,将教学创新按正负1个标准差分为高

同伴支持组和低同伴支持组,采用简单斜率检

验不同教学创新水平在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

度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如图2所示。当个体

处于低教学创新水平时,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

度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显 著 (βsimple=0.41,

t=9.34,p<0.001);当个体处于高教学创新水

平时,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

明 显 增 强 (βsimple =0.52,t =11.94,

p<0.001)。同理,当个体处于低教学创新水平

时,感知有用性对使用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

著(βsimple=0.27,t=6.08,p<0.001);当个体

处于高教学创新水平时,感知有用性对使用行

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增强(βsimple=0.48,

t=10.33,p<0.001);当个体处于低教学创新

水平时,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正向预测作

用显著(βsimple=0.21,t=4.42,p<0.001);当
个体处于高教学创新水平时,感知有用性对使用

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增强(βsimple=0.33,

t=6.94,p<0.001)。

图2 教学创新对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的调节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TAM 模型基础上,结合现有研

究添加教师个体“教学创新”调节变量,构建了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深入考察信息技术

时代,在线教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

态度、教学创新意识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行为

的共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线教学使用态

度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行为作用最强,其次为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社群影响对在线教

学感知有用性具有较强的正向预测作用;信息

化教学自我效能感对感知易用性的贡献高于

感知有用性。调节的中介效应表明,感知有用

性和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和教学创新对教师

持续使用行为均具有独立预测效应,符合调节

的中介模型。使用态度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易用与教师持续使用行为之间发挥了中介作

用。教学创新调节了感知有用性中介过程的

前半路径与后半路径,调节了感知易用性的前

半路径。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明晰和完善教师

在线教学感知对其在线教学行为的作用机制,
对今后有效促进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行为具有

重要意义。
(一)使用态度和主观规范显著正向预测

高校教师在线教学行为水平

使用态度和主观规范对高校教师在线教

学行为水平的显著正向预测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1)在线教学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和

感知易用性均可显著正向预测在线教学使用

行为,其中使用态度的贡献度最高(0.74),其次

是感 知 有 用 性(0.60),最 后 是 感 知 易 用 性

(0.36)。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5]。说

明教师在线教学行为形成路径受到使用态度

与主观规范的影响,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态度越

积极,其开展在线教学的可能性越大。(2)使
用态度受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其
中感知有用性的影响(0.46)强于感知易用性的

影响(0.28)。该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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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6],但感知易用性影响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

不一致[17]。结果一致,说明教师的在线教学使

用态度完全受在线教学体验过程中的感知有

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影响。当教师感知到在线

教学并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平台技术,而
且能有效提高教学资源管理水平、师生互动质

量、教学效率时,教师对于在线教学的使用态

度就会趋于积极方向。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

能在于,两者调查的对象不同:已有研究的调

查对象均为主动或半主动开展过在线教学的

教师,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中,近60%的教师

之前没有在线教学经验。(3)感知有用性受到

来自社群、传播媒介和信息化教学自我效能感

三方面的影响,其中“社群影响”对感知有用性

的贡献最大,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部分一

致[18],说明教师对于在线教学的感知进入第二

阶段即价值判断阶段,而该阶段教师所在的社

会群体对在线教学价值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教

师对在线教学有用性的价值判断。如果国家、
学校、同事大力推广在线教学,必然会使教师

将在线教学纳入自己职业技能发展的一部分,
并进而推动其实施在线教学行为。此外,本研

究发现资源优质性对感知有用性不存在正向

预测作用。原因可归纳于两个方面:第一,本
次调查对象较为特殊,近一半的教师并非主动

采用在线教学,而是被动且临时要求使用在线

教学,因此对在线教学资源的感知并不深刻,
仅仅通过学院推荐的资源列表寻找适合自己

的课程资源;第二,本次调查对象所承担的课

程类别较多,而当前在线教学平台资源建设的

关注点更多时候是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使大量承担专业方向课的教师在教学资源方

面感觉欠缺。该结果也符合访谈预测结果。
(4)传播媒介和信息化教学自我效能感均对感

知易用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与以往研

究结果一致[19]。该结果说明当前一部分教师

在开展在线教学过程中,还存在技术操作困难

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没有在线教学经历的教

师而言,如何开展直播、如何设计在线教学活

动、如何利用在线平台快速收集作业、批阅与

反馈作业等,都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并进而给

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二)教学创新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教师个体的教学创新在“感知

有用性—使用态度—使用行为”这一中介路径

中具有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感知有用性对使

用态度的影响受到教学创新的调节,感知有用

性对使用行为的影响也受到教学创新的调节。
该结果充分解释了部分信息化教学能力水平

高的教师,在线教学使用态度与使用行为均表

现较好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不同程度在线

教学感知有用性的个体中,高教学创新水平的

教师,在线教学使用态度与使用行为都要优于

低教学创新水平的教师。该结果符合学校教

育信息化建设生态系统相关观点,即教师个体

教学创新意愿是影响教师个体发展的重要因

素[20]。尤其在教师对在线教学已进入价值判

断的阶段,教师个体的教学创新意愿更是不可

忽视的因素。教师在开展在线教学实践的过

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与挫折,而个体的

教学创新意识是支持个体坚持下去的潜在动

力[10]。此外,研究发现个体教学创新在“感知

易用性—使用行为”这一直接路径中的调节作

用不显著。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在信息时代,教
师在线教学的技术易用性已成为个体专业能力

的一部分,个体之间的技术易用性感知差异不

大,所以教学创新对其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各类教师都

积极开展在线教学的背景下,调查了高校教师

在线教学现状与持续使用行为意愿,得出以下

结论:
(1)高校教师已具备基本的在线教学能

力,但在活动设计、资源开发、师生互动等方面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2)社群影响显著正向预测教师在线教学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使用态度对教师持

续使用行为预测具有关键性作用;
(3)教师教学创新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使用态度与持续使用行为之间起着调节

作用。即:相对于低教学创新组而言,在感知

有用性预测使用态度、预测持续使用行为、使
用态度预测持续使用行为和感知易用性预测

使用态度方面,高教学创新组教师的预测效果

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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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在线教学平台建设与技能培训,
提升教师对在线教学有用性的感知

首先,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创建先进的信

息化教学环境,鼓励接受多元化信息化教学平

台,允许教师根据学科性质、资源特点及平台

功能,选择易用、好用的教学平台,从而有效促

进教师的在线教学使用态度和使用行为。其

次,积极开展教师在线教学技能培训。研究表

明,教师在在线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方面普遍

存在困难,且大多数教师认为这些困难是制约

自己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关键所在。因

此,学校在关注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的同时,
还应通过借用外部优质资源和开发校本优质

资源两种不同路径,以逐步的、有计划的、层级

推进的方式,积极开展教师在线教学技能培

训。最后,鼓励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改革。
学校可从教学氛围方面,引导教师积极开展

“云班课+”的混合教学模式,在融合“爱课程”
“超星”等多平台教学资源的基础上,以点带

面,通过在各个学科中培养带头人的方式,鼓
励更多教师逐步开发所授课程的在线学习资

源,让教师在听课、观课与磨课的过程中,体会

线上线下教学的区别与联系,掌握能有效融合线

上线下学习的活动设计策略及师生在线活动设

计策略。
(二)丰富教师在线教学经验,提升教师对

在线教学易用性的感知

调查显示,教师的在线教学使用态度完全

受在线教学体验过程中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

易用性影响。当教师感知到在线教学并不需

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平台技术,而且能有效提

高教学资源管理水平、师生互动质量、教学效

率时,其对于在线教学的使用态度就会趋于积

极。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高校教师对在线教

学“感知易用性”认知水平最低。TAM 模型建

立假设表明,技术的易用性对技术使用态度及

持续性使用意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
学校应面向教师积极开展在线教学相关技术

培训和疑难问题解答活动,尤其是针对在线教

学活动设计和师生互动策略等方面的内容。
学校可聘请校外或相关企业的专家来校开展

有关在线教学设计、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策略培

训;也可让教师走出去学习、观摩,让教师深刻

体会在线教学在设计、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完全

不同于传统教学之处,进而促使教师转变教学

观念。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实施多样化

的教改项目和教学技能交流活动,让专业人员

帮助教师丰富信息化教学实践经验,使教师切

实感受技术对于教学效率与效果提升的有用

性,从而强化其信息化教学意愿,进而提升其

信息化教学能力。
(三)优化教学鼓励政策,增强教师教学创

新意识

第一,学校在大力推进在线教学基础硬件

建设的同时,可通过组建课程教学团队的方

式,在课程资源建设中,让团队中的每一个成

员都围绕某一主题,集中精力开发在线教学视

频、学习任务单、学习活动、测试习题等。团队

成员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勉励,共同

破解在线教学所面临的精力不足与技术不精

的问题,真正做到在线教学以以点带面、以面

促整体的方式推进学校教育的信息化发展。
第二,制定在线教学激励政策,创设良好的群

体环境,增强教师对在线教学的有用性感知,
进而促进其在线教学行为。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教学创新水平的教师在线教学使用态度与

使用行为都要优于低教学创新水平的教师。
教师的教学创新意识来源于教师积极参与在

线教学的内部动机。个体主动性是支持教师

积极规划个人职业生涯与实现教书育人使命

的根基[21]。高校应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

活动及为教师提供更多外出学习交流机会等方

式,有效激发高校教师开展在线教学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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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llegeTeachersAcceptanceofOnlineTeachinginthePost-PandemicEra
———AModeratedMediationModel

WANGHongyan1,2,SUNHongen1,LEIWeina2,SHOUXin3,HU Weiping2
(1.SchoolofEducationScience,WeinanNormalUniversity,Weinan714000,China;

2.CenterforTeacherProfessionalAbilityDevelopment,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3.ResearchCenterofScienceandTechnology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eachersacceptanceofonlineteachingwillinevitablyaffectthepaceofthesustainablead-
vancementofonlineteachinginhighereducation.Inthecontextof“COVID-19”and“classessuspen-
dedbutlearningcontinues”,thestudyaimstoinvestigatecollegeteachersacceptanceofonlineteach-
inginthepost-pandemicerathroughquestionnaires.The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484
CollegeTeachersfrom19provinces,4municipalitiesand3autonomousregionsobtained,including
181maleand303femaleteachers.Theresultsincludethefollowingfindings.First,perceiveduseful-
ness,perceivedeaseofuse,andattitudetowardsusehaveasignificantlypositiveandpredictiveeffect
ontheteachersbehaviorofcontinuoususe.Socialinfluencesignificantlyandpositivelypredictedper-
ceivedusefulnessofonlineteaching.Second,teachersawarenessofteachinginnovationmediatedbe-
tweenperceivedusefulnessandperceivedeaseofuse,betweencontinuousbehaviorofuseandattitude
towardsuse,intheaspectsthattheperceivedusefulnesspredictstheattitudetowardsuseandcontin-
uousbehaviorofuse,theattitudetowardsusepredictsthecontinuousbehaviorofuse,andtheper-
ceivedeaseofusepredictstheattitudetowardsuse,teachersfromhigherteachinginnovationgroup
predictedmoreeffectivelythanthosefromlowerteachinginnovationgroup.Theresultsareofgreat
significancetopromoteeffectivelycollegeteachersbehaviorsofonlineteaching.Theresearchishelp-
fulto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eachersonlineteachingbehavior,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
theconstructionofinformationizedteachingresourcesandplatforminuniversities,andfortheman-
agementofteachertraining.
Keywords:collegeteachers;onlineteaching;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teaching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20-06-25
责任编辑 邓香蓉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