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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知识如何影响学习成就 ①

———教师情感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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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教学学术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验证了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
态度对学习成就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进一步分析了教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影响机制；教学热情对教师知识 －学习成
就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教学热情越高，教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影响越大；教学态度对教师知识－学习成就的影响有调
节作用，教学态度越端正，教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影响越大。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改进教学提高学习成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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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师知识结构”和“教师实践性知识”两大
主题［１］；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观察到情感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情感（ｅｍｏ
ｔｉｏｎｓ）在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凸显。如今，在研究课堂背景下的教与学时，学者们再也不可能忽视
情感这一变量，情感体现在教与学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阶段，理解学校教学背景下的情感是十分重要

的。一直以来，令人困惑的是，一方面，有清晰的证据表明教师素质是学生学习的关键影响因素，如教师

知识渊博、充满激情、态度端正等，这些特质对学生学习影响的单一路径不止一次被学者们证明［２］；另

一方面，我们对这些教师特质如何发挥作用却知之甚少［３］，这些特质对学生学习的作用机制仍旧需要

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尝试研究教师情感在教师知识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１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１．１　教师知识及其对学习成就的影响

教师的知识素养、教学情感是教师素质中关键的构成要素。教师专业知识是教师素质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较早关注的部分，教师知识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他们不仅关注教师知识的结构，还关注

教师知识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合理的知识结构是确保教师实现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教师知识影响

着教师对课堂的理解、对教科书作用的认识、对学生的看法、与学生的关系等；一些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教

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显著正向影响［４］。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常常见到的是，知识渊博只是良好学习成

就的充分条件，教师的知识并不能便捷地、直接地转化为学生的知识，除了学生的因素之外，教师“如何

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对以下研究假设进行再次检验：

Ｈ１：教师知识直接正向影响学习成就
１．２　教学热情及其对学习成就的影响

关于“教师如何教”的讨论引发了教学学术的研究热潮，教学学术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教师在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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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情感投入状态。教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教师知识，也需要教师的情感投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

流既包括知识的交流，也包括情感的交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热情对学习成就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

的认可，教学热情是实现有效教学必不可少的要素，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价值感和认知发展的程度［５］。

那些充满热情的教师精神饱满、教学准备充分，同时这种热情又贯穿到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细节，让学生

感到亲切与善意，也易于为学生接受，成为推动学生成长的动力。当然，仅有一腔热诚也是不够的，知识

的传递和转化最为根本。基于上述分析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Ｈ２：教学热情直接正向影响学习成就
Ｈ３：教学热情对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的影响关系有调节作用

１．３　教学态度及其对学习成就的影响
积极的教学态度是优秀教师的重要素质之一。教师是否能上好一堂课，是不是能够让自己的知识

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影响，都与教师的教学态度紧密相关。有些教师在教学中能够表现出积极、端正的态

度，有些教师却表现出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教师知识水平相当的教师当中，那些教学态度积极、端

正的教师会对学习成就产生更大的影响吗？教师态度在教师知识传递和转化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基于

此，本研究将对以下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Ｈ４：教学态度直接正向影响学习成就
Ｈ５：教学态度对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的影响关系有调节作用

２　研究设计与过程
２．１　研究方法和步骤

研究借鉴教学学术研究成果，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来设计

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以及学习成就的测量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借助统

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对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在确保测量量表信效度的基础上，对研究假设进行验
证。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教学改进策略。

２．２　测量量表设计
２．２．１　教师知识、教师热情和教师态度的测量

有学者认为教师要具备三方面的知识：本体性知识（特定学科的知识）、条件性知识（教育学与心理

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性知识（课堂情境知识和处理疑难问题的知识）［６］。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来说，在其知识结构中，最能体现本课程特点的是专业理论知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有一些专

有名词和概念，教师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概念形成的背景进行介绍时会加深大学生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

除了专有名词和概念，对于各种理论发展历史的介绍也会让学生感到教师的知识占有量。围绕以上组

成部分，研究设计了若干问题来测量教师知识（见表１）。
教学热情表现为教师对事业的忠诚、对专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关怀备致等方面。教师的教学热情一

方面来源于教师的个人品质，另一方面源于教师的职业精神，有一些教师天生就具备风趣幽默的个性，

有些老师是在后天的训练中获得了教学热情。那些充满热情的教师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地投

入到教学工作中，教学准备充分、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积极面对各种问题，既严格要求又不失风趣。结合

访谈结果，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师热情进行度量：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是否充满激情、精力充沛、幽

默风趣，教师是否热衷于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见表１）。
教师在教学中是否能够表现出积极、端正的态度对教学行为和学习成就都有着显著影响，积极的、

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除了积极认知的教学态度，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来说，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师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真正信仰马

克主义，才能影响学生。结合访谈结果，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度量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是否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教师是否对所讲授的内容感兴趣，教师是否真的信仰马克思主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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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见表１）。
表１　量表结构及样题示例

潜变量 观测变量个数 样题示例

教师知识 ３ 老师通晓他（她）所讲授课程的专业知识

教学热情 ４ 总的来说，老师在讲课时充满激情

教学态度 ４ 老师在上课时认真负责

２．２．２　学习成就的测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使命和培养目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课程所采用的满意度、价值感维度

不足以全面反映课程对大学生特殊的要求，大学生理论课学习成就，不仅要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

对课程的认可程度，更重要的是看学生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方面是否有提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学习成就可以从满意度、价值感、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几个方面来测量，实证研究表明，量表的信度和

效度均达标［７］。

２．２．３　控制变量
在以往研究中已有学者发现学生、学校的一些基本特征能够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８］。为了控制上

述这些基本特征变量可能会影响研究中的核心变量关系，在本研究中，笔者把学生的性别（１男性，２女
性）、年级（１大学三年级，２大学四年级）、政治面貌（１中共党员，２共青团员，３民主党派，４群众）、学校
类型（１“９８５工程”院校，２“２１１工程”院校，３一般院校）、是否有多媒体（１是，２否）作为控制变量放进
统计分析中。

２．３　量表信效度检验
２．３．１　效度分析

研究对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具体参数如表２所示。从表
中可以看出，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的拟合优度指标值均达到建议的标准，说明这３个潜变量的测量模型
是有效的。各题项在公因子上的标准化载荷系数都大于０．５，３个维度各自提取的平均方差（ＡＶＥ）都
超过了０．５的临界值，证明量表整体具备了较好的收敛效度。各题项的Ｒ２都在０．２５以上，子量表结构
信度系数都大于０．６，说明量表具备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可用于后续的研究分析。

表２　教师知识、教师热情和教师态度测量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维度 题项 非标准化载荷 标准误 临界比 标准化载荷Ｒ Ｒ２ ＣＲ ＡＶＥ

教师态度

ＴＡ１ ０．９９８ ０．０３６ ２８．０６２ ０．８０ ０．６４

ＴＡ２ ０．９９７ ０．０３６ ２７．５３２ ０．８０ ０．６４

ＴＡ３ ０．９６１ ０．０３３ ２９．３４６ ０．８３ ０．６８

ＴＡ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７ ０．７５

０．８９５２ ０．６８１５

教师热情

ＴＥ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７ ０．７５

ＴＥ２ ０．９４６ ０．０３２ ２９．８４０ ０．８３ ０．６９

ＴＥ３ ０．７９２ ０．０３４ ２３．０３７ ０．７１ ０．５１

ＴＥ４ ０．８９５ ０．０３４ ２６．３８３ ０．７０ ０．６１

０．８６１１ ０．６１００

教师知识

ＴＫ１ ０．８８３ ０．０３５ ２５．１９７ ０．７８ ０．６１

ＴＫ２ ０．８２７ ０．０３７ ２２．３４５ ０．８５ ０．７２

ＴＫ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５２

０．８２７６ ０．６１６４

拟合优度 ｘ２／ｄ＝２．３２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１ＮＦＩ＝０．９２　ＲＦＩ＝０．９４３　ＩＦＩ＝０．９７０　ＴＬＩ＝０．９６６　ＣＦＩ＝０．９７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３．２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采用ＣＩＴＣ和信度分析方法，进行信度分析。根据ＣＩＴＣ＞０．３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０．７

的标准，测量题项都符合信度检验要求。教师知识的３个测量题项的 ＣＩＴＣ值均大于０．７，整体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２５，说明测量量表符合信度要求。教师态度的４个测量题项的ＣＩＴＣ值均大于０．８，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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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９４，说明测量量表符合信度要求。教师热情维度的４个测量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均大于０．８，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７４，说明测量量表符合信度要求。
２．４　问卷发放及样本特征

对于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的测量问题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形式，从１至５代表认可程度
从最低到最高：１代表“完全不符合”、２代表“有一些不符合”、３代表“一般”、４代表“有一些符合”、５代
表“完全符合”。对学习成就主要测量的是课程学习之后的增值作用，也就是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在主

观上判断自己在知识、情感、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方面比以前“增加了”，在措词上，采用比较的含义，如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我更加……”。测量问题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形式，从１至５代表认可程
度从最低到最高：１代表“完全不符合”、２代表“有一些不符合”、３代表“一般”、４代表“有一些符合”、５
代表“完全符合”。

研究首先在陕西省的大学进行随机抽样；其次，为保证被调查学生至少上过二三门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在抽到的大学内面向三、四年级随机发放问卷，如果不是三、四年级则不予发放问卷，当面发放当面

回收。发放问卷８００份，回收问卷７９７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７９２份，有效回收率９９％。
总体分布情况如下：男生４５２名（占比５７％），女生３３４名（占比４２．２％），缺失值为６；三年级大学生４０２
名（占比５０．８％），四年级大学生３８４名（占比４８．４％），缺失值为６；经管专业２２９名（占比２８．９％），人
文社科专业１８０名（占比２２．８％），理工专业３３２名（占比４１．９％），医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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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６２２％）；军队院校大学生１００
名（占比１２．６％），地方院校大学生６９２名（占比８７．４％）。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３显示了学习成就、教师知识、教学态度、教学热情４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从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所反映的数据分布情况较好地符合正态分布特点，为下一步数据分

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表３可看出，学生学习成就、教师知识、教学态度、教学热情的相关系数均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３　教师知识、教学态度、教学热情与学习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教学态度 教学热情 教师知识 教学效果

教学态度 ３．８４７１ ０．９６４２０ １

教学热情 ３．６８４４ ０．８９４３７ ０．７８３ １

教师知识 ３．８７９５ ０．８９８９５ ０．７５７ ０．７６７ １

学习成就 ３．６８２５ ０．６３２６６ ０．５７１ ０．５９６ ０．５８３ 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３．２　假设验证
研究采用回归方法对各项假设进行验证。按照两步骤模式，首先只引入控制变量和独立作用项，第

二步引入主要自变量。从方程显著性检验来看，各模型的 Ｆ检验值都是显著的，说明模型总体线性关
系显著；Ｒ２在加入自变量后显著增加，说明在模型中引入新变量是合适的，该模型能较好地完成对变量
间关系的检验任务。采用回归法将教师知识、教师热情和教学态度，以及教师知识与教学热情的交叉

项、教学知识与教学态度的交叉项分别于学习成就进行回归，结果摘要见表４。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学生、学校自身特征变量后，模型２是教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结果显

示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的回归系数为０．５９１（Ｐ＜０．００１），极其显著正相关；模型３是教师教学热情对学
习成就的影响，结果显示教师教学热情与学习成就的回归系数为０．５７７（Ｐ＜０．００１），极其显著正相关；
模型４是教师教学态度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结果显示教师教学态度与学习成就的回归系数为０．５７６（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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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１），极其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分别验证了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
模型７和模型８的分析揭示了教师知识和教学热情对学习成就交互作用的影响关系。相对于模型

７的解释程度（Ｒ２＝０．４３５），模型８的解释能力增强了（Ｒ２＝０．４３８），说明教师态度会影响到教师知识对
学习成就的影响，既教师教学态度得分越高，教师的知识对学习成就的影响程度越大，支持假设４。模
型５和模型６的分析揭示了教师知识和教学态度对学习成就交互作用的影响关系。相对于模型５的解
释程度（Ｒ２＝０．４３３），模型６的解释能力增强了（Ｒ２＝０．４３６），说明教师态度会影响到教师知识对学习
成就的影响，既教师教学态度得分越高，教师的知识对学习成就影响程度越大，支持假设５。

为了具体分析教学态度对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以教学态度的得分

为分类标准，以教学态度得分均值增减一个标准差为分类点，把样本得分值低于均值减标准差作为分类

可以得到低教学态度的一组样本，而把样本得分值高于均值加标准差可以得到高教学态度的一组样本，

然后对每组的样本分别回归作图。图１表明：在高教学态度的情况下，教师知识能够显著提升学习成
就；相对于教师态度得分高的那一组来说，低分组教师提高学习成就的作用偏小。图２表明：在高教学
热情的情况下，教师知识能够显著提升学习成就；相对于教师热情得分高的那一组来说，低分组教师提

高学习成就的作用偏小。

表４　多元回归分析摘要

变量 Ｍｏｄｅｌ１ Ｍｏｄｅｌ２ Ｍｏｄｅｌ３ Ｍｏｄｅｌ４ Ｍｏｄｅｌ５ Ｍｏｄｅｌ６ Ｍｏｄｅｌ７ Ｍｏｄｅｌ８

控制

变量

性别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１

年级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专业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６

政治面貌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７

多媒体设备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学校类型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７

变量

教师知识 ０．５７３ ０．３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３ ０．３６８

教学热情 ０．５８５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６

教学态度 ０．５６６ ０．３０６ ０．３２２

乘积项

教师知识

教学热情
０．０８８

教师知识

教学态度
０．０６８

Ｆ值 ６．８１７ ６３．５７８ ６７．８４８ ６０．７１０ ６８．９６２ ６２．５６９ ６５．４８２ ５８．８７６

Ｒ２ ０．０５１ ０．３７１ ０．３８７ ０．３６１ ０．４２３ ０．４２９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４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３６６ ０．３８１ ０．３５５ ０．４１７ ０．４２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７

Ｒ２变化值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备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４　讨论与启示
４．１　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对学习成就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研究发现教师知识、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能够对学习成就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１、假设２和
假设３得到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表现的知识素质和教学态度、教学热情都能够对提升学生成就
有积极影响。从已有学习成就领域的关于学习成就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看：首先，其研究对象主要是

针对一般公共课，如语言类课程、数学课程，而且样本主要来源于初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教师和教育机

构，因此研究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适用性得以验证。本研究选取高等教育领域、思想政治理论

课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教师知识、教师热情和教师态度对学习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与初

等教育领域、其他课程的研究结果相吻合［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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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态度组别教师知识对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 图２　不同热情组别教师知识对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

４．２　教师教学态度、教学热情的调节作用
在教师效能和学生评教的研究文献中，教师热情和教师态度的重要性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那些

拥有教学热情和积极的教学态度的教师更能获得好的评价和好的学习成就。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教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对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４和假设５得到
支持。教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态度会干扰教师知识与学习成就之间的影响关系，即教师的教学热情、教

学态度越得到学生的认可，教师知识对学习成就的正向影响关系将越强烈。为此，对于教师培训来说，

除了有形的书本知识的增长，教师为人师表的师德、教风的塑造也是十分重要的。

４．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从实证角度证实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和教育部始终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政策

是正确的。从本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来看，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知识、教学态度、教学热情

的评价都处于中等水平；这说明，目前理论课教师的素质与学生的期望（要求）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

教学热情方面，还需要改进。为此，建议党中央和教育部继续推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籍宏观政策积极引导理论课教师的培训、提升；对于各高校来说，除了正确实施中央政策，还要积极创造

条件，从本校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些政策，鼓励理论课教师在学识的广度、深度上进一步提升；制定合理

的评价、奖惩制度，调动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热情。对于理论课教师自身来说，要利用教育部以及各高校

所提供的有利资源，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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