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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借鉴课堂环境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理论课’）课堂环境测量量表”
（４个维度－１６个因子），对１６所高校７９２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大
学生对理论课课堂环境的整体感知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相对于师生关系、课堂秩序和探索氛围，大学生对创新氛围的感

知水平最低；不同性别、专业、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对理论课课堂环境的感知有显著差异；课堂环境对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影

响显著。基于此提出理论课课堂环境及教学效果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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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学者就指出了环境与学生成绩的相关性，后来的研究证实了课堂环境对教学
效果的显著影响［１］，这一研究结论也适用于政治类课程（公民课）［２］。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研究领域，课堂教学环境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研究比较薄弱［３］。本文通过对１６所高校三、四年级大
学生的调查研究，描述理论课课堂环境的基本状态和特征，进一步分析课堂环境对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课课堂环境和教学效果改进的对策建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课堂环境的构成要素

关系是课堂环境的一个重要要素，指成员卷入环境的程度、成员相互支持帮助、相互交流的程度。师

生关系可以从关怀程度、同感、无条件性和真诚一致这些方面进行测量和评估。秩序、规则被认为是课堂

环境的另一重要维度，指的是课堂环境的有序性、对学生要求的明确性、对课堂的维持与控制以及对新情

况的应对［４］。从理论课教学活动的特殊性来看，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一般课程所要求的师生关系、课堂秩

序以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了对大

学生探索和创新技能的培养。里维斯［５］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营造创新氛围以激发学生的创造

性，才能带来好的教学效果。探究教学活动对学习环境的要求很高，课堂要具备民主合作的气氛，要能够

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动机。为了营造探究氛围，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探究的方法进行

学习，教师要提供给学生各种各样的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１．２　理论课教学效果及其构成要素
在对特定时期内教育（教学）活动的功能及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时，主要依据学生的发展

状况。“学生发展”具体指向学生在认知、情感、精神活动等方面的发展；认知测量的是学生的考试成

绩；情感测量关注的是学习价值感、满意度、认可度等。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测量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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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６］。由于理论课课程使命和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其效果更重要的是看学生的思想

素质、政治素质有没有提高。对理论课教学效果测量的另一重要参考是学生的政治素质及道德素质的

发展状况。

１．３　课堂环境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师生关系及其效应。良好健康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７］。早期的研究已证实师

生关系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如教师期望、教师的非语言的亲近行为对学生的认知、情感以及学

习方式都有正向影响。当学生受到高水平的理解、关注和真诚的对待，他们学得更好，行为表现也更好。

课堂秩序及其效应。良好的课堂秩序有助于维持课堂稳定、降低教师焦虑、激发学生学习潜能，从

而提高教学效果。正常的教学秩序有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８］。课堂秩序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性、一贯

性，它对集体成员的行为予以控制，是学生群体行为的参照系，也是群体内各成员行为的调节器。

探索氛围及其效应。雷尼的研究表明，教师对学生进行探究性指导对学生的化学成绩有显著影响［９］。

施耐德和伦纳比较了探究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探究教学方式下，学生的认知

测验成绩要显著高于传统方法，一年以后的重测再次证实了探究教学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１０］。

创新氛围及其效应。佛雷斯的研究表明，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给学生多一些选择机会以及自

由，鼓励学生接纳不同意见，使学生信心十足，重视学生差异与兴趣，可以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发展［１１］。

安全、自由的集体气氛是学生创造力得以表现的必要条件。自由、鼓励、充满挑战性的课堂环境能够激

发学生活跃的思维，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样本及特征

为了保证调研对象能够对理论课有整体的感知，本文选取大三和大四的学生进行问卷发放。发放

问卷８００份，回收７９７份，保留有效问卷７９２份，有效率９９％。总体分布情况如下：男生４５２名（占比
５７％）；女生３３４名，缺失值为６。三年级大学生４０２名（占比５０．７％）；四年级大学生３８４名，缺失值为
６。经管专业大学生２２９名（占比２８．９％），人文社科专业大学生１８０名（占比２２．７％），理工专业大学
生３３２名（占比４１．９％），医学专业大学生５１名（占比６．４％）。９８５、２１１工程院校大学生２９９名（占比
３７．８％），一般院校大学生４９３名。军队院校大学生１００名（占比１２．６％），地方院校大学生６９２名。
２．２　测量工具
２．２．１　课堂环境测量量表

本文对课堂环境的测量主要包括４个维度１６个因子，结构及样题见表１。测量问题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量表形式，从１至５代表程度从最低到最高，分别表示这种描述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低至高。

表１　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环境量表的构成维度及其测量题项示例

维度 题目数 观测变量（示例）

课堂秩序 ３ ＣＤ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我感觉课堂气氛轻松活跃

师生关系 ５ ＧＸ１无论在课内外，我跟老师交流时都觉得他（她）很亲切

探索氛围 ４ ＴＥＳ１老师会给学生列出课本以外的、需要学习的参考资料目录

创新氛围 ４ ＴＩ１在理论课课堂上，老师会组织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让学生参与

本文使用ＡＭＯＳ１７．０分析软件对课堂环境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ｘ２／ｄｆ＝３．０１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９，ＮＦＩ＝０．９５６，ＲＦＩ＝０．９３９，ＩＦＩ＝０．９７０，ＴＬＩ＝
０９５９，ＣＦＩ＝０．９７０，从这些拟合指数来看，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结构合理。信度分析结果显示课堂环
境４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介于０．７４～０．８８之间，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２．２．２　教学效果测量工具

教学效果测量总共包括４个维度２２个因子（结构及样题见表２），测量问题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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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１至５代表程度从最低到最高，分别表示这种描述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低至高。验证性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为：ｘ２／ｄｆ＝２．６８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６，ＮＦＩ＝０．９５６，ＲＦＩ＝０．９５０，ＩＦＩ＝
０９７２，ＴＬＩ＝０．９６８，ＣＦＩ＝０．９７２；从这些拟合指数来看，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教学效果的４个维度２２
个因子的结构是合理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教学效果４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介于０．８７～０．９２之间，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表２　教学效果各维度测量题项及题项示例
①

潜变量 题目数 观测变量（示例）

学习价值感 ６ ＬＶ１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兴趣提高了

学习满意度 ４ ＬＳ１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效果很好

政治素质 ７ ＰＱ１通过理论课的学习，我更加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道德素质 ５ ＭＱ１通过理论课的学习，我更加明白品德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理论课课堂环境基本特征

在这部分的数据分析过程中，课堂环境变量分值计算采取简单相加取平均值计算法。差异分析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方法和方差分析方法。
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环境整体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对理论课整体课堂环境及课堂秩序、

师生关系、探索氛围和创新氛围感知水平介于一般和有一些符合之间（均值３～４，标准差０．７５～０．９９）。
不同组别的差异分析：男生对理论课整体课堂环境及其构成要素的感知水平显著高于女生（ｔ＝

３１４７，ｐ＜０．０１），不同年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ｔ＝０．２７９，ｐ＞０．０５）。不同专业大学生对理论课课堂环
境及其构成要素的感知有显著差异（Ｆ＝１５．８４，ｐ＜０．０１）；医学专业大学生对环境要素的评价显著高
于其他三个专业，经管专业大学生的评价最低。９８５、２１１工程院校与一般高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Ｆ＝
１６４３，ｐ＞０．０５）。军队直属院校大学生对理论课整体课堂环境及其构成要素的感知水平显著高于一般
院校（ｔ＝８．０８８，ｐ＜０．００１）。
３．２　理论课课堂环境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来验证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秩序、师生关系、探索氛围和创新

氛围对理论课学习价值感、满意度、学生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影响。图１列出了这些变量之间显著的
影响路径及系数。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为：ｘ２／ｄｆ＝１．２８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１９，ＮＦＩ＝１．０００，ＲＦＩ＝０．９９２，
ＩＦＩ＝１．０００，ＴＬＩ＝０．９９８，ＣＦＩ＝１．０００。从这些指数看，该模型的拟合是很好的。创新氛围对大学生道
德素质的影响路径不显著，其他路径均显著。

４　对策建议
在理论课课堂环境的构成要素中，大学生对理论课创新氛围的评价最低，这说明在理论课教学过程

中，教师对课堂创新氛围的营造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秩序、师生关系、创新氛围和探索氛围对大学生理论课学习价值感、学习

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环境越好，他们对理论课可促进其自身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养成的认可程度越高。课堂环境是改善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教师可针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营造课堂环境。不同群体（性别、专业、学校

类型）的大学生对理论课课堂秩序及其构成要素的感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教师采用不同的策略、方法

营造课堂环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０９

①

“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促进其自身政治素质养成的作用”和“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促进其自身道德素质养成的作用”这两个维度

在表格、标题及部分论述中简称为“政治素质”“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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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学生感知的理论课课堂环境与教学效果的影响关系分析

５　讨论
建构主义者教学行为理论、巴班斯基的最优教学过程理论从不同方面对教师的教学环境进行了研

究。本研究证实了课堂秩序、师生关系、探索和创新氛围对教学效果的积极影响。从理论上丰富了建构

主义教学行为理论和巴班斯基最优教学过程理论在理论课教学效果研究中的适用性。但是，由于测量

局限于静态的学生感知的课堂环境变量，对于动态的课堂环境营造的行为关注不够，教师教学改进策略

指向静态的环境变量，教师在具体操作上有一定的困难。对于教学实践来说，更需要直接的行为改变建

议。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关注动态的教学环境营造行为，这对于教学实践的改进意义更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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