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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石。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离不开教师持续

学习。然而,如何激发并促进成熟型教师的再学习是教师专业化队伍建设的难点。回顾有关教师学习动机

的已有研究发现,社会建构理论、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成人学习理论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等是解释影

响教师学习动力的主要理论模型。整合这些已有解释模型,基于个体特质、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与教师学习

动力的互动关系建立分析框架,对7名成熟型教师的学习动力进行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了影响成熟型教师学

习动力的因素。研究得出结论:满足不同性别教师的成长需求,在变革和资源支持中增强教师效能感与成就

感,以及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与学习观念,能够提升教师的学习动力;同伴的支持、引领与督促是成熟型教师

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为了学生的成长、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受到学生鼓励与认可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核

心动力;家长期望与家长素质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间接动力;孩子的成长是成熟型教师专业学习的推动力;

职称评审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显性动力;国家教育改革、“可见”的校长领导力、强大的专业平台、优质的教育

资源,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等这些能够调动学习氛围的因素都可以促进成熟型教师的学习。此外,由

社会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带来的“面子”问题和“礼让”文化是制约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隐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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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建设教育强国

的重要基石。建设高质量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需要教师持续不断地进行专业学习。然而,如
何激发并促进成熟型教师进行专业的再学习

是教师专业化队伍建设的难点[1]。根据教师职

业发展周期,成熟型教师往往经历了成长期和

成就期,他们基本掌握了教育教学的基本规

律,能熟练驾驭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熟悉教材、

学生和课堂教学,对教育教学有自己的见解,

并形成了一定的教学风格,在学校乃至一定的

区域范围产生了某些影响力[2]。然而,成熟型

教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他们

有一套自己信奉的教学信念和认知,不大容易

接收外来信息和观点,对自身专业发展的愿望

和要求不高。这种稳定性虽然能够帮助教师

灵活应对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但是也容易使教

师陷入专业学习的停滞状态,导致教师专业下

滑,过早进入职业衰败期[3]。已有研究者发现,
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师,其学习力呈现出群

体差异性特征,入职15年后的教师其学习力会

有所下降[4],出现比较严重的情绪耗竭[5]、工作

倦怠[6]等现象。教师学习动力是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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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要素,教师学习动力不足会直接制约教

师的学习效能与专业发展,而教师的学习效能

又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学习表现及其成效[7]。因

此,如何激发成熟型教师的学习动力,如何助

力成熟型教师迈向卓越,如何发挥成熟型教师

引领示范作用,以及如何推动整体教师队伍高

质量发展等,都是当前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议

题,也是办好高质量教育的必然需要。事实

上,已有文献对成熟型教师特征进行了较多的

描述[8],并尝试提出成熟型教师“二次成长”理

论[9],但促使成熟型教师参与专业学习的缘由

研究目前仍有相当大的空白。如何分析成熟

型教师的学习动力,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成熟型

教师的专业学习,是突破成熟型教师专业二次

成长的着力点,也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两个重要

问题。

已有研究揭示教师的学习动力是生成式

的,会随情境与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受多重因

素影响[10]。这就需要跳出单纯的线性因果关

系思维,从关注一连串因素间的联结及其相互

影响作用的系统性思维来理解。系统动力学

(systemdynamics)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论,能够对一个复杂问题从宏观角度,用简单

且清楚的因果逻辑表达出来,即透过模拟的方

式探讨问题,由不同的情境变量观察某一议题

的系统性因果关系,从而了解问题的变化关

系、达到全面分析的目的[11]。系统动力学分析

的一般步骤有:(1)厘清研究问题的内涵,思考

系统各问题组成的要素;(2)系统描述内部要

素及其要素间产生的原因与影响;(3)根据系

统要素及其变化绘制因果回馈路线图[12]。本

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论,通过爬梳文

献,构建影响教师学习动机的解释模型,探讨

影响中小学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因素及系

统内要素间的相互影响,进而运用 Vensim 软

件绘制影响中小学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因

果回馈路线图,以增进对成熟型教师学习的理

解,为调动成熟型教师持续学习的积极性、更

好地发挥成熟型教师的核心引领作用、提高教

师队伍师资质量提供研究支撑。

一、文献回顾:教师学习动力解释模型

动力与动机常被混用,被认为是一种驱动

人们自然地做某事的能量或持续力,它与动机

密不可分。威廉姆斯(Willams)和伯登(Bur-

den)将动力分为两类:初始动力和持续动力。

初始动力与做某事及决定做某事的原因有关;

持续动 力 指 持 续 或 坚 持 做 某 事 所 付 出 的 努

力[13]。多尼耶(Dörnyei)和乌什达(Ushioda)

进一步将持续动力作了解释,认为是人们愿意

为某项活动维持时间的长度,以及人们为追求

该项活动所投入的努力程度[14]。教师动力指

教师个体对从事教师职业所规定行为和活动

内在兴趣的选择、维持,以及受环境影响愿意

为教 育 教 学 工 作 和 活 动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程

度[15]3,包括职前教师从业动机以及教师职后

维持从事教师职业的动机。教师参与专业学

习的动机是职后专业持续学习的重要因素。

大量的研究指出,教师教学质量是学生学习成

就的重要变量[16]。因此,组织专业活动提高教

师学习质量,是促进学生学习成就的重要途

径。教师学习动力是教师获得专业发展成功

的基本条件。回顾有关教师学习动力的已有

研究发现,社会建构理论、动机理论、自我决定

理论、成人学习理论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等

是解释影响教师学习动力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建构理论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

响因素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知识是人们在相互理

解和解释其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的。人的认

知是在日常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中建构起来

的[17]28-30。因此,社会环境是个人学习和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教师学习的动因源于个体与

社会环境交互的过程中形成对意义的理解、认

知和情感,这些因素推动教师作出学习行为。

维果斯基(Vygotsky)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

认为,教师学习是有情境的,客观事实不能单

独对学习者产生迁移作用,学习者形成合理的

自我意义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而文化

存在于我们的语言、文本,以及学习者的先前

01



经验中[17]42-44。因此,在社会建构理论框架下,

探究影响教师学习动力的因素包括先前经验、

个体的文化背景、对学习的情感和态度、对课

程和教学的理解、学习情境、学习活动、人际关

系、学生学习成就、学校文化、领导者以及政策

支持等。

(二)动机理论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

动机理论(亦称动因理论)属于心理学领

域范畴,指关于动机的产生、机制、动机与需

要、行为和目标之间关系的理论,认为行为产

生与维持是个体内部的主观愿望或意向,是人

们追求某种预期目的的自觉意识,并强调内因

的主导作用。同时,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由需

要产生的,当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并得到满足

时,便会转换为动机。辛克莱(Sinclair)将教师

学习动因分为了内在动机、利他动机和外在动

机,并强调内在和利他动机对于教师满足感和

持久的职业生涯都至关重要[18]。然而,后续研

究发现,教师在入职后会出现教学热情减退、

职业倦怠、离职率上升等现象,这进一步拓展

了影响教师学习的因素范围,增加了人口变量

和对教学理解两大因素,由此形成了六大内部

动因(内在价值的认知与期望、责任、学科知识

需求、教育技术的匮乏、课堂管理的挑战、学生

差异)和四大外部动因(报酬、社会地位、家庭

给予的时间和从教其他福利)[15]6。动因与期

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期望是激励动力的催化

剂,只有当期望在努力后得以实现时,动力才

能被激发。因此,动力影响因素中关注教师的

学习期望和需求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

(三)自我决定理论下教师学习动机的影

响因素

美国学者德西(Deci)和莱恩(Ryan)提出

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是一种积极的、有

着成长倾向的有机体,天生具有学习和发展自

我的欲望,这种主动学习与探究的能力体现了

人类的自主性,并指出人类基本心理需求是自

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19]。其中:自主

需求指自我对活动的主宰体验,它是人类最为

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需求;胜任需求指达到某

一目标所需的能力要求;关系需求指与他人建

立情感联系和归属感的需求。用自我决定理

论来解释影响教师学习动机的关键因素是教

师的学习自主权。教师自主学习受阻和自我

效能不足是教师参与专业学习的主要制约因

素[20]。有研究指出,教师参与自组织学习的效

能要高于教育管理者组织的学习效能,许多教

师不愿意参加管理者组织的学习活动[21]。这

些研究进一步表明,教师参与学习活动的获得

感、效能感、意义感、成就感都是影响教师参与

学习的主要因素。这一方面与教师的胜任力

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教师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

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和体验有密切关系。

基于这一思路,影响教师学习的因素可归结为

个人维度和关系维度。个人维度主要满足自

主需求和胜任需求,如教师知能、信念与态度、

教师自我认知价值、教学效能感、教师元认知能

力、成长需求、自我评价等方面;关系维度体现在

人际互动的情感需求上,如同事的支持、师生关

系、校长领导力等方面[22]。

(四)成人学习理论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

响因素

著名成人学习研究者诺尔斯(Knowles)认

为,成人学习具有自我导向需求,成人的学习

经验可以迁移至其他学习情境中,学习的准备

程度会受解决真实生活或工作问题需求的影

响。他强调知识的即时应用,并认为学习动力

往往是内生的,成人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成

人拥有学习能力,能够运用积累的经验来促进

学习,有主动学习的能力[23]。因此,学校要创

设尊重、接纳、交流互动的学习氛围,吸引教师

逐渐融入其中,同时给予教师自主学习时间,

使学习活动关联教师的经验,聚焦解决实际问

题,强化教师实践能力。这些都有助于调动教

师学习的积极性。也有研究分析了制约教师

学习动力的原因,其中包括:(1)教师的学习无

法与职业需求及个人成长有效结合;(2)教师

学习缺乏系统性、深入性、有效性,碎片化的

学习导致思维停留在表面,缺乏实践转化与

实际应用后的获得感,从而削弱了教师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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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力;(3)教师对自我学习缺乏规划,未能感知

学习成效;(4)教师工作繁忙,缺少学习时间。

“北京市教师学习现状与策略”调查问卷结果

显示,超八成教师认为“工作太忙”导致没有时

间学习[24]。

(五)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对教师学习动力

的影响因素

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中,对教师学习动力

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主要从教师知识、教

师认知和信念、课堂时间、教学、对学生学习影

响、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师专业共同体等方面

来探讨教师学习。在学校环境方面,最近研究

指出,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是学校社会文

化、教育政策以及管理者要求的结果[25]。缺乏

资金、学校支持、持续专业发展资源、不合理的

教学和学习期望、糟糕的行政管理、缺乏专业

人士的引领、缺乏信任等,这些都是影响教师

学习的制约因素。教师求知欲被满足、学习成

为教师习惯、有充足的学习时间、有保障的学

习经费和资源等都是教师学习动力的来源。

在学习活动方面,已有研究指出,教师更愿意

参与小型的、具有针对性且内容丰富的活动,

在活动中能够相互合作、彼此信任,这样的活

动被教师认为是最有效的[26]。也有研究指出,

当前大部分教师学习活动关注到了教师学习

的“量”,如参加的次数、学习的时间等,但学习

的“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7]。那么,怎样的

学习活动是有效的呢? 有研究指出,教师参与

的活动要与学习活动有关联性和可持续性。

集体学习需要考虑群体学习需求的差异性,要

基于群体共同的需求和挑战来构建学习共同

体。如果教师能够与教学专家合作,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并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快乐,那么教

师学习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强[28]。也有研究指

出,缺乏经验的教师更渴望学习、渴望成功、渴

望加入专业发展社群,他们希望在社群中与更

优秀的成熟型教师相对照找出差距,从而带动

自身的学习。同事间的关系、任务自主性、校

长领导力、工作量和工作节奏等,这都是影响

教师学习动力的因素[29]。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合社会建构理论、动

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成人学习理论和教师

专业发展理论来分析解释影响成熟型教师学

习动力的因素。同时,本研究也从影响教师学

习动力的3个维度,即教师个体层面、社会关系

层面、社会环境层面来系统分析影响教师学习

的动因。具体而言:教师个体层面着重于教师

个体的学习特质,包括教师的人口变量、先前

经验、学习态度与情感、教育专业素养、职业认

同、学习效能感、成就感、对教学与教师工作的

理解、成长需求与发展规划、元认知能力等因

素;社会关系层面指人际互动对教师学习的影

响,包括同事关系、学习社群协作、师生关系、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教师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等因素;社会环境层面包括家校位置、家庭与

社区背景、学习活动、学校支持、校长领导力、

学校文化、组织制度、工资待遇、政策支持、工

作时间和工作节奏等因素。围绕教师学习动

力的3个维度,本研究构建了成熟型教师学习

动力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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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成熟型教师是指教龄在20年

以上的高级教师,具备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

平和能力得到本校教师认可,口碑好且未担任

行政职务的教师群体。参与本研究的教师来

自浙江省不同地区、不同中小学学校。采用网

络电话方式对成熟型教师进行个别访谈,每位

受访者用时不少于1小时,经过连续访谈,到第

7位教师时信息达到饱和,确定了受访对象。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职称 所在学校区域 编号

王老师 女 47 28 本科 高级 市区 W-W-11-26
符老师 女 50 29 本科 高级 县区 F-W-11-26
许老师 男 45 21 本科 高级 县区 X-M-11-27
严老师 男 46 24 本科 高级 乡镇 Y-M-11-27
杨老师 女 44 27 本科 高级 乡镇 Y-W-11-27
缪老师 女 48 25 本科 高级 乡镇 M-W-11-28
张老师 男 40 20 本科 高级 县区 Z-M-11-29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围绕“教师个体对学习动力的认识与理

解”“教师社会关系对学习动力的影响”“社会

环境对学习动力的影响”这3个方面对受访者

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每位受访者访谈时

间约为1~1.5小时。同时,征得受访者同意,
现场录音。访谈资料分析程序:首先转录访谈

数据,形成文字稿,阅读后归类编码,形成次文

本以理解教师学习动力;再归纳文本为三大面

向及次级类别,用次文本验证因果回馈环路。
两位研究者编码,用一致性系数确保信度,计
算公式为Pao=A/n。其中:Pao表示所求的百

分比一致性系数,A表示2个编码者在某个类

别上所达到的一致性数目,n表示2个编码者

在某个类别上所要分析的资料单元总量。在

所有项目上,两名编码者得到的百分比一致性

系数都达到了90%以上。

三、研究结果

(一)教师个体特质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

力的影响

通过梳理文献,分析访谈材料,得出影响

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

别、教师身份的认知、学习的理解、教师学习信

念、对教学和教师工作的理解、效能感、成就

感、成长需求与发展规划、元认知能力、先前经

验,以及各要素与教师个体认知相互关联的

程度。

首先,研究发现:在对教师工作的认识方

面,将教师工作视为一项事业的动力比看成是

一项职业的学习动力要强,且男教师更倾向于

职业而女教师更倾向于事业;在对学习的理解

方面,有两种观念,即自我主动地学习(学习是

习惯、日常行为、兴趣爱好、问题解决途径和自

我完善的路径)和被动学习(为了适应时代变

迁、课程教学改革、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教学技

术手段推陈出新等变革不得不学习),但不管

是自我主动的习惯或兴趣爱好,还是被动地为

了适应要求而学习,成熟型教师都会主动应

对,站稳自己的教育教学岗位,在学习内容与

成效方面会高于其他教师。研究还发现,教师

学习的信念与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理解有

密 切 关 系。成 熟 型 教 师 认 为 所 培 养 的 对

象———学生———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人。因

此,培养的人首先是懂生活、爱生活的人,即在

他或她的真实世界中要会生活。有教师说:
“(要让学生)学习插花、学习种植、学习茶艺、
学习摄影等内容,丰富学生体验,在生活中渗

透学科实践。”(F-W-11-26)另外,教师还提出

全方位发展学生,培养富有灵性的、充满活力

且具有艺术情趣的创造性人。教师也会为此,
通过广泛涉猎知识信息、改变教学方式等途径

来提高自己。有教师说:“我学习的内容比较

杂,哲学、心理学的书籍也会看,还会琢磨用幽

默艺术的表达方式化解枯燥的(课堂)气氛,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Y-M-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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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还发现,效能感与成就感是促

进教师学习的重要动力,当其匮乏时会成为阻

碍教师学习的变量之一。教师体验到的效能

感与成就感越强,学习动力越高;反之,动力越

低。有教师说:“如果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拿到

奖项,自己就会有成就感,后续愿意再去琢磨

(教法)。”(W-W-11-26)
最后,研究进一步发现,成长需求与规划

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动力,同时其不足也是制

约成熟教师学习的重要因素。当成长需求得

到满足、目标得以实现时,教师体验到了获得

感与成就感,这会推动教师向名师和专家型教

师学习;当成长需求难以实现、没有新的规划

和目标刺激时,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就会相对

稳定,教师也就容易得过且过停止专业学习。
因此,成长需求不足会制约成熟型教师的专业

学习,教师会表现出自我满足、自我局限的状

态。例如:“习惯了自己熟悉的舒适区,不愿接

触外面世界,工作都能应付,没什么难事,没必

要学习。”(M-W-11-29)“看不到教学的成长性,
看不到 自 己 提 升 的 空 间,付 出 与 产 出 不 成 比

例,失去了学习的动力。”(Y-M-11-27)
综合以上分析,教师个体层面所包含的次

级因素与教师学习动力形成了多个因果循环

或次循环。本研究勾勒出个体特质对成熟型

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果关系回馈路线图。
具体如图2所示。在变革和资源支持中,有关

主体如果能关注不同性别教师的成长需求,通
过增强教师效能感与成就感,以及转变教师教

学理念与学习理念等方式,那么就能提升教师

的学习动力;反之,就会削弱成熟型教师的专

业学习动力,进而影响学生学业成就。

图2 个体特质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果关系回馈路线

  (二)社会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

影响

与成熟型教师教育教学工作有关的社会

人际关系主要有同伴关系、学生关系、家长关

系及家人关系。这4类关系是影响教师学习的

主要动力,呈现出积极的正向反馈。
首先,同伴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

影响很大。同伴的支持、认可、引领与督促是

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主要因素。有教师这

样表达:“一个伙伴考了很多证,和我讲,去试

试,于是自己也学习,考出了(证),也很有成就

感。”(F-W-11-27)“日常好友会问问最近关注

什么问题,看了什么书,感觉不学习不行,他们

会督促我学习。”(Y-K-11-26)“我会琢磨为什么

同事带的班级成绩会比我的(班成绩)好,和他

交流,会发现一些方法,这帮助我反思自己,提

升自己的教学能力。”(X-M-11-27)由此可以看

出,教师学习不仅需要自己的努力与探究,还
需要有优秀同伴的陪同、激发、鼓励与监督。

其次,学生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

影响非常大。为了学生的成长、受到学生的鼓

励和认可、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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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需求等因素,都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

核心动力。成熟型教师都一致认为教育要对

学生生命成长负责,要对学生未来健康生活负

责,因此,为学生前程负责是成熟型教师学习

的动力。“现在的学生知识面比较广,思维活

跃,教师 也 需 要 了 解 很 多 信 息,才 能 回 应 他

们。”(W-C-11-26)“钻研教学、提高课堂效果、
让学生 学 得 不 要 太 累,这 成 为 我 的 目 标。因

此,我会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科学地又

有艺术性地开展教学。”(Y-M-11-27)
再次,家长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也

有影响。家长的期望往往成为教师学习的动

力。如果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高,就会更愿意与

教师一同努力培养孩子、支持孩子学习,那么

这无疑会增强教师学习动力;反之,如果家长

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对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不予

积极配合甚至无理取闹,那么这无疑会降低教

师的学习动力。“家长对孩子期望高,会经常

向老师打听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其实无形会给

我们带来压力。”(W-W-11-26)“有些农村家长

不重视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家长的做法不能促

进我学习,与家长沟通也不畅。”(Y-M-11-27)
最后,家庭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也

有影响。教师在陪伴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无论是与自己孩子对话,还是受养育孩子的启

发,都成为教师专业学习的重要源头。“在伴

随孩子 的 成 长 过 程 中,为 了 能 与 孩 子 共 同 成

长,我会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看孩子看的

书籍,学习心理学,理解不同阶段孩子的行为表

现及其心理需求,关注孩子的兴趣等。总之,让

自己能够成为孩子的伙伴。”(Y-M-11-28)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勾勒出了人际关系

对成熟型教师专业学习动机的影响因果关系

回馈路线图。具体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清

晰看出:同事间的支持、认可、引领与督促是成

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为了学生的成

长,得到了学生的鼓励、认可,与学生建立了良

好的师生关系,以及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是成熟

型教师学习的核心动力;家长期望与家长素质

是成熟型教师学习的间接动力;更好地帮助自

己孩子成长是成熟型教师专业学习的助推器。

图3 社会关系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果关系回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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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环境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

影响

社会环境是指除个体特质之外的其他因

素。与成熟型教师互动最为直接的社会环境

就是学校社会环境。学校社会环境指教师和

学生在校学习和活动的状况。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物质环境,如校舍布局、设施设备、活动

室、校园环境等;二是组织文化环境,如教风、
学风、办学文化、学校制度、校长领导力、工作

节奏等。经文献梳理和与数据分析发现:工作

量、工作环境、学校文化、教育改革、考评制度、
学习活动、学习方式、校长领导力、学校的资源

平台等因素都是影响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

主要环境因素;因社会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导

致的“面子”问题和“礼让”文化是制约成熟型

教师学习动力的隐性因素。
工作量主要从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两个

维度进行观察。成熟型教师普遍谈及工作期

间很忙,基本没有时间、精力学习。其原因是

“白天全部在应对日常工作,除上课之外,还要

批改作业、备课、辅导学生以及参与一些非教

学事务,有时白天连喝水时间都没有,下班后

还需把工作拿回家做。”(W-W-11-26)其中,乡
村教师学习时间不足的问题越发明显。由于

乡村优质生源流失,留在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其

学习能力较弱、学习动力不足、缺乏家庭支持,
乡村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辅

导、照顾和管理这些学生。“因为学校是寄宿

制,我周一到周五都要在学校,白天带班,晚上

值班,平日里还要处理学生日常生活问题,辅

导学生学习,留给自己学习时间不多。”(M-W-
11-28)

另外,“可见”的校长领导力、积极的教风

和学风、优质的教师发展资源、可展示的专业

平台、有效的支持教师学习举措等都能较好地

促进成熟型教师学习。“学校会派教师外出学

习,也组织教师内部学习,学习氛围总体都很

上进、积极,大家干劲十足。”(W-W-11-26)“有

强大的团队支撑和展示平台是教师发展的动

力。”(X-M-11-27)“学校积极鼓励教师深造,考

上研究生会有奖励,毕业后回校任教还会再奖

励。”(F-W-1-1-26)

此外,“面子”观念和“礼让”文化也会制约

教师学习。成熟型教师往往因工作经验丰富、
对学校管理制度熟悉、有较高的资历等,常常

担任“师傅”指导新入职的“徒弟”。学校或教

育部门组织的各类评比活动本身是一项学习

活动,能够获得很多专家的指导,可以让教师

更多了解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是吸取新技术、
新知识的重要机会,然而很多成熟型教师很少

参加。原因是“中年了,在学校教学中口碑还

可以,讲台站得比较稳了,参加各类比赛、评比

活动,万一没拿奖,会感 到 没‘面 子’。”(X-M-
11-27)与“面子”观念连在一起的“礼让”文化就

成了成熟型教师不参与评比活动的托词,以锻

炼年轻教师为名,推掉学习机会。其实,维护

“面子”是中国人际互动交往不平衡模式所产

生的一种特定表达[30]。成熟型教师在经过多

年努力,得到了同行的赞许与认可后,这种美

好、舒适、被赞誉的状态不愿被打破,人际互动

关系处于平衡的状态,如果打破了原有平衡关

系则会让成熟型教师感到没“面子”。同时,
“长幼有序”的“礼仪”文化正好为维护平衡提

供了借口。
每轮教育改革都体现为课堂教学的改革。

每次改革必然会倒逼教师更新学习理念、调整

课程内容、转变教学方式等。成熟型教师为了

适应改革、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无论是自主学

习还是被动学习,都会抱有开放的心态去学习

新知识、理解教育改革意义、积极改进课堂教

学方式,从而培养时代所需的学生。教育改革

是推动成熟型教师学习的重要动力。
职称评审是推动成熟型教师学习的重要

契机。在评职称的三五年间,大部分的成熟型

教师会根据职称评审要求和考核指标努力学

习,力争达到职称要求。只有个别教师经努力

后发现难以达到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要求,才会

放弃职称评定。成功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教师,
其获得感、效能感都会大大提升,向名师发展

的意愿更强烈,而职称难以晋升的教师则选择

逃避放弃。
成人学习具有自导性。因此,当学习活动

与教师学习需求匹配时,学习动机会很强烈;
反之,学习动机则会较低。那么,怎样的学习

61



活动是成熟教师所需要的呢? 成熟型教师认

为有效且亟须的教师学习活动有两类:一类是

与教育教学工作有关的,可操作、能落地、能实

践、能应用,有具体学习任务,针对性强的活

动;另一类是为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而开展

的学习活动。成熟型教师普遍指出网络学习

存在低效的问题,提出线下学习,并认为持续

的线下辅导效果更好。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勾勒出学校社会环

境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果关系回

馈路线图。具体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

出:学校社会环境作用于教师个体,既能推动

教师学习,也能削弱教师的学习动力;“可见”
的校长领导力、强大的专业平台、优质的教育

资源等能够为成熟型教师提供满足其学习的

资源和条件;有针对性、高质量的学习活动能

够调动成熟型教师的积极性,反之,则会降低

教师的学习动力;教育改革作用于学校社会环

境,进而作用于教师,会促进教师学习;职称评

审制度作为教师工作的指向标,是教师学习的

关键推力;成熟型教师因工作量大、工作时间

长、非教学工作任务多、工作节奏快等问题没

时间和没精力学习。

图4 学校社会环境对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果关系回馈路线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研究从社会建构理论、动机理论、自我

决定理论、成人学习理论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理

论对教师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

与阐释,构建了影响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的分

析框架,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论,对7名成

熟教师进行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了影响成熟型

教师学习动力的因果关系,继而使用 Vensim-
PLE软件绘制出影响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各

因素间的关系图。研究发现:男女教师对工作

的认识存在差异,成长需求也不同;教师若拥

有积极的效能感与成就感,会促进其积极自主

学习;持有终身学习理念的教师更能主动适应

变革,主动学习。因此,关注个体不同性别教

师的成长需求,在变革和资源支持中增强教师

效能感与成就感,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与学习

理念,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学习动力。
已有研究多从同伴关系和学生关系来论

证与教师学习的关系,而本研究不仅再次验证

了教师同伴与师生关系对教师学习有重要的

影响,还发现了家校互动中家长期望和素质是

影响教师学习的两个变量,而教师自己孩子的

成长也是教师学习的一个重要变量。学校社

会环境对教师个体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即既能

增强也能消减教师的学习动力。教育改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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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用于学校社会环境,作用于教师,进而促

进教师学习。学校的考评制度作为教师工作

的指向标,是教师学习的关键推力。调查也显

示,教师因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非教学任务

多、工作节奏快等没时间、没精力学习。另外,
成熟型教师受“面子”观念和“礼让”文化影响,
出现逃避学习、放弃参与竞争的问题。为此,
作为组织教师学习的管理者,除了提供适宜教

师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还要多倾听成熟型教师

的心声,及时纾解教师的顾虑,以增强教师持

续学习动力。
本研究受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限,仅选

取了某些成熟型教师的自述,尝试从系统论的

视角探寻影响成熟型教师学习的动力因素,并
以叙事的方式解释了其影响方式。对大样本

的影响结构,本研究未进行验证。另外,本研

究也未从宏观政策层面分析其对成熟型教师

专业学习与成长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用大样

本数据模型探讨成熟型教师学习动力机制,并
关注成熟型教师学习的困境与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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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intheLearningMotivationofProficientTeachers:
FromthePerspectiveofSystemDynamics

SUNCaixia1,JINYule2
(1.SchoolofEducation,HuzhouUniversity,Huzhou313000,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Abstract:Ahigh-qualityprofessionalteacherforceisanimportantcornerstoneforbuildingastrong
countryineducation,whichareinseparablefromthecontinuouslearningofteachers.However,howto
stimulateandpromotethere-learningofproficientteachersisadifficultpointintheconstructionof
professionalteacherforce.Socialconstructiontheory,motivationtheory,self-determinationtheory,a-
dultlearningtheory,and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eoryarethemaintheoreticalmodelsto
explaintheinfluencingfactorsofteacherlearningmotivation.Integratingthesemodels,basedonthe
analysisframeworkof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s,socialrelations,socialenviron-
mentandteacherslearningmotivation,thisstudyconductedin-depthinterviewsonthelearningmoti-
vationof7proficientteachers,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factorsinfluencingthelearningmotivation.
Itwasfoundthattakingcareofthegrowthneedsofteachersofdifferentgenders,enhancingteachers
senseofefficacyandachievementthroughreformandresourcesupport,andtransformingteachers
teachingandlearningconceptscanimproveteacherslearningmotivation;Peersupport,guidanceand
supervisionareimportantfactorsinthelearningmotivationoftheseteachers;“Forthegrowthof
students”,meetingtheirlearningneeds,receivingencouragementandrecognitionfromstudentsare
thecoremotivationsofproficientteacherslearning;Studentparentsexpectationandqualityarethe
indirectdrivingforceoflearning;Growthoftheirownchildrenisthethrustoftheirprofessional
learning;Evaluationofprofessionaltitlesisthedominantdrivingforceoflearning;Educationalre-
form,“visible”leadershipofprincipals,powerfulprofessionalplatform,high-qualityeducationalre-
sources,andtargetedlearningactivitiescanmobilizethelearningatmosphereofteachersandpromote
theirlearning.Inaddition,the“face”issueandthe“comity”culturecausedbytheinteractionbetween
thesocialenvironmentandindividualsarethecovertfactorsthatarerestrictingthelearningmotiva-
tionofproficientteachers.
Keywords:proficientteachers;learningmotivation;teacherforcedevelopment;astrongcountryined-
ucation;system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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