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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角度论生态语境下的信息化教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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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不同授课教师的信息化使用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引入带来教师反思增加和情绪饱满
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也带来实施障碍和发展焦虑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得出信息化改革还处于初步阶段，应该积极

调整教师生态位，逐步贯穿信息技术应用和保持能量流动才能使教学改革信息化实现动态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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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概述
在学生学习英语的高需求和应用英语的困难双重压力下，大学英语一直处于改革焦点和先驱。继

互联网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分级教学，混合学习的提出和英语教学改革发展，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信息技术为大学英语教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需求。很多理论性知识在互联网上

都可以自学或者通过搜索获得，以往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的生态位显然已不符合现代教育需求，传统

教师主宰课堂的角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教学观逐渐成为信息化教育新理念［１］，而与教师职业

发展相关生态研究明显不足，教师处于何种生态位？是否有重叠？应该如何结合信息技术实施教学？

教师情绪和教师反馈如何？信息化教学改革该如何发展？

本研究拟通过问卷及访谈的方式对华中２所高校的大学英语授课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课后随访，
基于教育生态学从教师角度来探究如下问题：１）信息技术介入对授课教师的影响？失衡表现在哪些方
面？２）信息化教育改革在当前的发展阶段？３）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实施路径？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及工具

研究对象是来自华中２所高校的授课教师，共３２名。考察对象均属农林院校的授课教师，其职称
水平基本一致，均为硕士学历，基本代表了华中地区大学英语授课教师的水平，具备可比性。通过问卷

调查和访谈的方式了解信息化教学老师们有何影响并采集他们的基本诉求，从而进一步促进教学改革。

２．２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表来考察信息技术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生态位影响。问卷设计基

于５个变量即：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比率；教师情绪；教学实践的障碍；教学反思频度，深度；教师发展焦
虑。回收有效问卷３２份，并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完成数据分析。首先了解教师信息技术在教学环境中的使
用比率这一变量。根据信息技术使用比率的差异进行数据分析，将被测教师分为Ａ１、Ａ２两组，设定Ａ１
组使用比率低，Ａ２组使用比率高。分组数据通过ｔ值检验，两组具有显著差异，分组有效，见表１。
２．３　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教学反思方面，均值分别为２．７０１和０．８０２，ｐ＝０．０００，反差最大。表明信息技术的引入，在教学
反思上的影响最大，极大地促进了教学反思的增加。经访谈，信息技术应用使得课堂教学变得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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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师个人的课堂，通过平台的展示和网络的共享资源，信息分享，学生传播，使教师风采充分展现，

尤其是优秀教师的课堂得到广泛推广和传播，促进了师师间学习交流。师生协作，迸发出更多新观点，

对教师的教学手法有更多反思。此外，各种信息渠道对教师全方位的展现，对教师修为高要求促进教师

相互学习以及自身修行。

在实施障碍方面，差异也较明显。相比Ａ２组（Ｍ＝１．１５１），实施较多信息化技术的Ａ１组教师实施
障碍较大（Ｍ＝２．５７８，ｐ＝０．００２），遇到较多实践性困难。反映出新的生态因子进入相对平衡的生态系
统后，打破了原有的生态位宽幅，引起生态发展不均衡，表明当前的信息化教学改革还处于初步发展阶

段，需要教师加强自身素养，提升技术操作实践能力，积极转变教师功能以适应改革的发展。教师生态

位是指教师在特定的教育教学环境下所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功能［２］。经深入访谈，Ａ１组授课教师反映
教材与网络资源库生态位重叠，导致资源浪费，教学选材也有些混乱。其次，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度

差，教师呼吁对信息技术软件进行培训。再次，碎片化知识，尤其是微课应用对学生吸引力大，但选材、

制作需要花教师很大精力，配合的解析、互动也非常考验教师知识功底，教师工作量倍增，压力非常大。

最后，教师由主宰课堂转为课堂知识协作者，教学手段没有完成同步协变，不适应信息化教学需求。

表１　信息技术对Ａ１、Ａ２组授课教师影响各变量上的平均分、标准差、相关性及显著性

情绪饱满 反思增多 实施障碍 发展焦虑

Ａ１组授课教师
Ａ２组授课教师

Ｎ
１６
１６

Ｍ
１．７１２
１．００６

ＳＤ
０．８０８
０．７５８

Ｍ
２．７０１
０．８０２

ＳＤ
０．９７３
１．４０５

Ｍ
２．５７８
１．１５１

ＳＤ
０．７６５
１．１１３

Ｍ
１．８７７
１．５７３

ＳＤ
１．０４４
０．８５２

ｒ． ０．９３３ ０．７８２ ０．９０１ ０．８３０

Ｐ（Ｓｉｇ．） ０．８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６０９

　　Ａ１组　较多使用信息技术　Ａ２组　较少使用信息技术

情绪饱满方面，Ａ１组虽均值高于Ａ２组，但均分差异并不大，ｐ＝０．８１５，ｐ＞０．５，无显著差异，表明
信息技术对教师情绪有一定积极影响。进一步访谈得知，由于信息技术掌握不成熟，思想转变不够彻

底，教师实施中的障碍会影响教学的情绪。同时，由于信息技术使教学课堂延展到教学生活各个方面，

对教师素质要求高，且教学时间、空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而评教标准、工资待遇并未有相应调整，影响

教师积极性。在师生情感粘合度增强方面，Ａ１组高于 Ａ２组，表明信息化互动、合作多的学习模式下，
有助于师生关系融合。此外，教师学习热情Ａ１组较 Ａ２组更高，表明信息技术的高要求促进教师自我
素质、知识提升的需求增加。

在发展焦虑方面，教学实践中教学策略实施障碍这一变量也呈现出类似的局面，Ａ１、Ａ２组教师对
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发展焦虑均值较为接近，均值分别为１．８７７和１．５７３，ｐ＝．６０９，ｐ＞０．５，表明无论信
息技术实施多寡与否，当前的信息时代发展需求对教师功能、地位的挑战已然显现，教师对自我认同感

减低，对自身前途的担忧，对未来改革走向的不明都会造成教师焦虑，如图１。

图１　各因素的均分分析

总之，根据量表１四个变量的均分，绘制图１。从均分线性图（图１）的走向来看，目前，信息技术对
教师带来的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信息技术有利于提高教师积极性，缓解教学情感枯竭并促进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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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践反思，同时，信息技术由于还在不断探索和扩展实施阶段，很多教师在教学环境中实施还会遇

到一定阻碍，并且其未来对教师角色一部分功能的替代已然显现，教师忧其发展亦情有可缘。说明当前

的信息技术实施中，教师生态位还处于失衡调整状态，并未进入良性循环生态。

表２　Ａ１、Ａ２组授课教师对信息技术适应程度的具体变量

积极变量 变量意义解释 消极变量 变量意义解释

教学情绪饱满

教学时情绪饱满

师生情感粘合度增强

为师荣誉感增强

教师学习热情高涨

教学实施障碍

教材与资源库生态位重叠

教师功能转变

教学手段不适用

信息技术掌握差，应用困难

碎片化知识的解构重组困难

教学反思增加

师生间互助合作中促成反思

教师自身教学实践后反思

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反思

师师间教研频次增加

自身发展担忧

教师自身修为不够

部分教学功能被信息技术替代

基础教学需求递减

自我认同感减低

改革发展走向不明

在问卷调查和后期访谈中，Ａ１、Ａ２组授课教师对信息技术的适应度并不趋同，而是因不同变量而
持不同看法（见表２）。可见，信息技术引入效果对授课教师适应度产生不同影响。引入效果好，则积极
影响较多，引入效果差，则消极影响较多。

３　结语
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引起教学生态系统的变化，要求教师转变自身生态位，提高技术应用能力，调整

教学手段以适应信息技术教学的需求。教师抱着主宰地位不放，会让教师自身对环境因子的适应阈值

逐渐下降，生态幅变窄，生态位下降［３］，失去能量交换和流动，最终会导致其生态位的枯竭。此外，课堂

生态研究者麦斯肯思所说：“教学研究的生态视角彰显教学活动的相互联系和变革单项活动而不改变

其他活动的困难。”［４］反映出信息技术将教学活动、教学反思、教学情绪、自身发展等方面形成的生态链

关联，相互影响、制约。陈坚林认为，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存在三种失调现象：１）低值使用技
术（ｕｎｄｅｒｕｓ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过度使用技术（ｏｖｅｒｕｓ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滥用技术（ａｂｕｓ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５］。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环境中应该逐步贯穿，辅之以延续性的教师信息化技能培训，使教师掌握
信息化技能，并形成主动应用意识。最后，应通过信息技术推动能量流动，以保持教学生态链中各个因

子的有效活跃度，最终保障信息化改革均衡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王晓莉．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与教方式变革的趋势［Ｊ］．教育与教学研究，２００９（８）：４１－４３．
［２］雷丹．外语教师角色与教师生态位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５（３）：５９－６５．
［３］刘长江．信息化语境下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的失衡与重构［Ｄ］．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３．
［４］ＭｕｙｓｋｅｎｓＰａｕｌ，ＹｓｓｅｌｄｙｋｅＪａｍ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ｄａ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３１（４）：４１１－４２４．
［５］陈坚林．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整合———一项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２０１０．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