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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调查研究
——以桑植县 X 乡村小学为例

刘海波  唐红波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怀化

摘  要｜本文选择桑植县 X 乡村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 Excel2007 表格进行数据统计和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进行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抽象的自我效能感与教师具体的教学经历、经验结合起来，预期

达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1）了解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整体状况；（2）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乡村小

学教师自我效能感；（3）根据影响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小学教师自我

效能感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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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频繁倡导要切实提高乡村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并且公平的基础教育，

乡村小学教师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在促进乡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上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自我效能感

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因此，乡村小学教师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究竟

如何，能否切实在教学当中充分发挥积极性，成为了笔者关注的一个话题，因此对于他们的调查研究

也由此萌生。

1  调查研究

1.1  调查对象

为了了解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现状，探究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成因，由于笔者之前在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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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X 乡村小学有过一期的教育实习经历，故在实习期间（2020 年 3 月 9 日—2020 年 7 月 4 日）采用分

层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影响桑植县 X 乡村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为乡村小

学学教师现场发放问卷进行填写形式。

1.2  调查设计思路

1.2.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了俞国良等人（1995）年编制的《教学效能感量表》，该量表共有 27 个题目，分为两

个维度。1-10 题为一般教学效能感量表，11-27 题为个人教学效能量表。［1］两个分量表合起来就是总量表，

构成了因变量，可以作为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测量工具。计分采用 linket5 点计分法，计分方式如下：完全

不赞同计 1 分，以此类推，不太赞同，有点赞同，赞同，非常赞同分别计 2、3、4、5 分。其中一般教

学效能感维度上的 10 个题目和 12、15、18、20、22、27 采用反向计分法，教师得分越高代表教师的自

我效能感越高。［2］

1.2.2  统计分析法

本调查报告数据采用 Excel2007 进行录入，采用了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对所有收集到的资料

和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结果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对于本次调查对象的性别、

学历、教龄、年龄、职称、工作年限、年级变量、薪酬等情况均用计数资料的构成比描述，计量

资料主要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的检验形式，计数检验资料则主要采用数值卡方差的检验形式进行

分析。（p=0.05）［3，4］

1.3  质量控制

（1）本次研究采用的问卷保证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在与研究对象进行交谈时，统一运用指导语，解说其研究意义、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和方

法及其有益之处，用具有中性而没有任何暗示的形式详细地说明每一个研究项目所要求和想表达

的内容。

（3）双人共同核对，对回收到的问卷进行调查，录入资料后再一次做检查。在录入数据库时应先

建立备份以便核对，如果发现数据有误及时查询原始材料进行更正。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桑植县 X 乡村小学教师，总共调查了这所乡村小学 78 名教师，并且回收了 78

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 75 份，有效率为 96.15%，表 1 为此次调查的教师基本

情况。



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调查研究
——以桑植县 X 乡村小学为例

2021 年 5 月
第 3 卷第 2 期 ·31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302050

表 1  教师基本资料（n=75） 

Table 1  Basic teacher information (n=75)

被试特征 具体内容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22 29.33%
女 53 70.67%

年龄

20—29 岁 23 30.67%
30—39 岁 20 26.67%

39—49 19 25.33%
50 岁及以上 13 17.34%

工作年限（年）

1—5 年 22 29.33%
6—10 年 11 14.67%

11—15 年 24 32.00%
16—20 年 8 10.67%
20 年以上 10 13.33%

职称

小学二级以下 40 53.33%
小学二级 22 29.33%
小学一级 11 14.67%
小学高级 2 2.67%

学历

中专 4 53.33%
大专 34 45.33%
本科 36 48.00%

硕士研究生 1 1.33%

主要任教年级

一年级 13 17.33%
二年级 11 14.67%
三年级 12 16.00%
四年级 14 18.67%
五年级 12 16.00%
六年级 13 17.33%

职业态度

非常不喜欢 14 18.67%
不喜欢 23 30.67%

喜欢 20 26.67%
非常喜欢 18 24.00%

是否有编制
有 50 66.67%

没有 25 33.33%

薪酬

2000 元以下 0 0.00%
2000—3000 25 33.33%
3000—4000 41 54.67%
4000—5000 7 9.33%
5000 以上 2 26.67%

2.2  教师效能感与不同因素差异分析

为考察教师教学效能感在不同背景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教学效能感在教师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学历、主要任教年级、职业态度、编制、薪酬

方面的差异进行检验，以探究这些因素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5］

2.2.1  性别与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比较不同性别间的差异，由表 2 中信息可知，所得出的 p 值为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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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推断出性别对于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该结果与俞国良、辛涛等（1995）

的研究结果其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不受性别因素影响保持一致。（p<0.05）［6］

表 2   性别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2  Effect of gender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n=75)

性别 n x±s t p
男 22 72.50±5.25

0.35 0.06
女 53 72.04±5.11

2.2.2  不同年龄与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四组以上变量的差异，在年龄层面，经单因素分析，由表 3 结果

可知，p 值为 0.00，由此可以推断不同年龄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p<0.05）。

表 3  不同年龄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ages and teachers (n=75)

年龄 n x±s F p
20—29 岁 23 72.61±5.16

0.29 0.00*30—39 岁 20 71.10±5.49
40—49 岁 19 72.68±5.63

50 岁及以上 13 71.62±3.88

注：*p<0.05。

2.2.3  工作年限与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随着教师工作年限的增长，教师的教学经验也在随之增加。教龄越长的教师对教学应拥有更多的自

信，能够从教学活动中获得更多地满足感。本次调查结果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4 所示，p 值为 0.00，

并且通过比较均值可得具有 20 年以上教龄地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余四组教师，这表明工作年

限是影响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因素。这一结果与俞国良（1995）等学者早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认为“教

龄因素对教师教学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p<0.05）［7］

表 4  工作年限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4  Effect of working life and efficiency of teachers (n=75)

工作年限 n x±s F p
1—5 年 22 71.50±5.25

0.01 0.00*

6—10 年 11 72.09±4.39
11—15 年 24 72.50±5.07
16—20 年 8 71.50±4.81
20 年以上 10 72.17±5.12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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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职称
如表 5 所示，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p=0.00，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样本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在

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此次调查对象中，大多数教师还处于未定级与初

级职称阶段，职称因素能成为影响教师教学过程的因素。（p<0.05）［8］

表 5  职称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5  Impact of professional title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iciency (n=75)

职称 n x±s F p
小学二级以下 40 71.83±5.40

-0.90 0.00*小学二级 22 73.00±3.86
小学一级 11 71.10±6.60
小学高级 2 73.50±6.36

注：*p<0.05。

2.2.5  不同学历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在考察不同学历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结果如表 6 所示，p=0.30，这一结

论与辛涛等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其认为教师教学效能感不受性别、学历等因素的影响。（p<0.05）［9］

表 6  学历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6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iciency (n=75)

学历 n x±s F p
中专 4 74.25±4.64

0.84 0.30
大专 34 71.26±5.47
本科 36 71.64±5.40

硕士研究生 1 65.00±0.00

注：*p<0.05。

2.2.6  主要任教年级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表 7 中的数值可知 p=-1.78，主要任教年级的不同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自我

效能感。（p<0.05）［10］

表 7  主要任教年级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n=75）
Table 7  Impact of major teaching grade and teachers (n=75)

年级 n x±s F p
一年级 13 71.46±6.36

10.827 -1.78

二年级 11 71.73±2.36
三年级 12 70.92±6.32
四年级 14 74.00±3.21
五年级 12 70.92±6.32
六年级 13 74.38±2.99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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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职业态度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由表 8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p=0.00，可知职业态度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影响。（p<0.05）

表 8  职业态度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n=75）

Tabl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ttitude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n=75)

职业态度 n x±s F p
非常不喜欢 14 71.50±6.11

0.82 0.00*不喜欢 23 71.43±5.13
喜欢 20 72.70±5.48

非常喜欢 18 70.33±5.21

注：*p<0.05。

2.2.8  编制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对编制特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p 值达到 0.01 的显著水平（如表 9 所示），表示有编制教师

的教学效能感要显著高于无编制的教师。有编制的教师相对来说工作比较有保障，容易对教师职业产生

较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教师职业带给其效能感也较高。（p<0.05）［10］

表 9  编制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n=75）

Table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paration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iciency (n=75)

有无编制 n x±s t p
有编制 50 72.32±5.08

0.01 0.00*

无编制 25 71.88±5.29

注：*p<0.05。

2.2.9  薪酬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10 知 p=-1.37，则可知薪酬与教师教学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影响。（p<0.05）

表 10  薪酬与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n=75）

Table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nsation and teacher teaching efficiency (n=75)

薪酬 n x±s F p
2000 元以下 0 0

0.00 -1.37*

2000-3000 元 25 72.72±5.09
3000-4000 元 41 71.75±5.26
4000-5000 元 7 69.71±7.04
5000 元以上 2 70.50±7.78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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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建议

由本次调查结果可知性别和学历因素对于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年龄、工作年限、

职称、主要任教年级、职业态度、编制以及薪酬因素都会对教师自我效能感产生相关的影响。近年年国家大

力倡导要提升乡村教育质量，而教师自我效能感因素又影响着乡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为了有效提升我

国乡村的教育质量，我们可以从提高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因素入手，本章也将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3.1  关注年级差异

由调查分析结果可知，乡村小学教师处于低年级的环境中教学自我效能感普遍不高，为此要加强对

于低年级环境工作中的教师积极引导与帮助，帮助较低年级乡村小学教师在工作中各方面困难，如教授

班级管理的一些办法，传递一些课堂教学策略以及如何吸引学生听课兴趣的一些方法等。对于较高年级

乡村小学教师在教学管理，教学风格等方面多加予以积极肯定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乡村小

学教师继续保持较高强度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其较低效能感状态。［12］

3.2  加强对于新手教师的帮助

从调查分析结果可知，工作年限的增长与个人年龄的增加都会对乡村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产生一定的影

响，并且工作年限越长，自我效能感也就越高，年龄越大，自我效能感也相应提高。因此，在教学中，应对

于一些新手教师给予帮助，学校应努力给新手教师营造一种对于他们的信任、理解、成长的环境氛围。［13］

从而让教师能够在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拥有更为理想的职业态度，从而更好地为教学工作所服务。

3.3  适当提高乡村教师工资水平

从调查分析结果可知，该 X 乡村大部分小学教师工资收入微薄，大部分教师也因此教学积极性并不

高，在教学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合理的报酬也是影响教师教学效能的最主因素，政府、

学校对此也应适当提升教师工资收入，对教师更多地给予经济上的福利，应建立合理的工作竞争环境，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奖励优秀的教师，进行科学公正地评价，包括适当的提高教师底薪水平，多方面的对

其进行发放工资收入，多给予其经济上的福利待遇，从而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使其更好地投入到教育

教学工作当中，在教学过程中形成较强的自我效能感。［13］

4  结语

乡村小学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必然也需要国家和全社会对于其的重点

关注，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属于教师精神方面的财富，对于教学效果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乡村教师也

需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切实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乡村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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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Self-efficacy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 Takes X Village Primary School in Sang Zhi County as an example 

Liu Haibo Tang Hongbo

Huai Hua College,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s, Huai Hu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eachers of X Rural Primary Schoo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mbines data 
statistics from Excel2007 form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23.0, and combines abstract self-efficacy 
with teachers’ specific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self-effectivenes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2) Explores 
what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teachers; (3) Influences the self-efficiency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Key words: Sang Zhi count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elf-effic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