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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教学对教师角色压力的

影响及对策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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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与式教学会导致教师的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性感知，降低教师教学的愉悦感，进而降低课堂授课效果。
降低学生参与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压力可以采取以下两条路径：一方面，教师需要强化与学生的互动，降低自身的角

色冲突感知；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能力，提升自身的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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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第五条明确提出：“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要倡导启

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倡导参与式教学，鼓

励本科课堂交互式学习。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视。随着本科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学生主体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互动也越来越多地被高校教师引入教学环节。另一方面，企

业对人才独立性、创造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也需要高校教师充分挖掘大学生创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１］，因此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形式也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参与是一种合作性行为，高校教学中的学生参与教学主要指学生选择教学活动中的部分内容，与教

师共同完成教学活动的过程［２］。学生参与教学互动的过程能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增强学生上课的参

与感和内心愉悦感，最终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效果，提升教学质量。然而作为教学活动的另一重

要主体，随着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和方式越来越多，教师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学生参与教学对

教师的影响却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例如，学生参与教学对教师知识面的要求越来越广，教师需要扮

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教师面临的角色模糊与角色冲突也越来越大。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与学

生的角色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种界限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加重教师群体角色压力的重要来源，角

色压力的存在也会进而降低教师教学工作的愉悦感［３］。如何降低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中教师群体的角

色压力，是现行学生参与教学体系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１　参与式教学形式下教师的角色压力
角色理论引入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对参与式教学的研究多从学生视角及教学效果视

角探讨，作为参与式教学重要组织者，教师群体却缺乏应有的关注［４］。

一般角色理论认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任何个体不只是扮演一种角色，往往要同时扮演多种角色，

这多种角色的整体就构成角色集，这是由社会地位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的。与此同时，由于

一个人同时充当几种角色，每种角色又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都要求承担者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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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个体顾此失彼，在时间和精力上会感到紧张，造成角色模糊。当这些角色在特定的条件下互不相

容时，个体就会出现角色冲突，造成角色扮演者在角色扮演情境中在心理上、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的

状态，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则主要表现为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

随着教学形式的不断丰富，学生主体地位的不断明确，学生参与教学也将成为传统封闭式讲授方式

的有效补充。现行学生参与教学的模式下，教师除了需要完成传统课堂中的知识传授外，还需要扮演团

队成员、统筹协调者、活动组织者、点评者等多项角色。例如，中国矿业大学的本科教学体系包括专业基

础课程、教学实践课程、教学实习课程、专业认知课程、毕业实践课程等课程群，教师除了需要将课程知

识有效地讲授给学生外，在教学实践、实习课程中，教师往往会参与到学生团队中，成为学生团队的一

员，这会对部分教师形成较强的多角色扮演能力要求。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教师将研究生、博士阶段

的学术研讨式教学手段引入本科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探索和问题解决能力，深受学生的好评，

这同样也会对教师产生较强的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造成教师的角色压力。

２　教师角色压力对教学效果的负面溢出效应
作为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中另一重要的群体，教师需要完成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向互动沟通

者、团队成员、活动协调者等多角色的转变。对教师而言，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中对教师的多角色要求在

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教师的角色压力。教师除了需要完成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知识传授外，还需要了解

学生的心理、参与学生的活动、协调学生团队的矛盾、监督学生团队的活动执行情况等等，这不仅仅会模

糊教师对自身角色的意识，还会加大教师对教师角色的认知冲突。

为了直接调查高校教师对学生参与教学这一教学形式的认知，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选择高校直接参

与教学过程的一线教师。通过向湖北、湖南、江苏、北京四个地区１０所高校的教师发放问卷，共发放
３００份，剔除问项未填完整及一些明显填写错误的问卷，共回收２５７份，有效问卷率达８５．６７％。通过上
述数据分析发现，采用参与式教学方式的教师中有７３．２％确实会感受到产生角色压力，进而影响了教
师授课的教学效果。

面临角色压力的教师会逐渐形成教学倦怠感，进而降低教师授课的愉悦感，调查数据显示二者相关

系数达到０．６５（ｐ＜０．０１）。面临高角色压力的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拉大与学生的距
离，以此来降低教师的角色冲突。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授课过程的享受程度会逐渐降低。其次，教师面

临的高角色压力也会对教师的自身知识、技能形成较大的挑战，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

多角色扮演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力，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面临高强度的职业压力。高强度的职业压

力也会逐渐形成教师的职业倦怠感，降低教师对工作的兴趣和享受程度。

大量关于角色压力的研究也发现，角色压力往往与拙劣的工作表现、对组织承担较少的义务、高比

例的工作事故以及辞职等诸如此类的角色行为相关。另外，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知到较大的角色

压力，会形成较强的职业倦怠感，对教学效果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可以预期，如果学生参与教学

对教师形成角色压力会促使教学进入恶性循环。

３　学生参与教学互动负面效应的干预机制探讨
学生参与教学互动过程为提升学生的能力和学生教学效果带来了显著的帮助，然而如何解决学生

参与教学过程给教师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角色压力并非不可调节。社会心理学

家米德指出，缓解角色压力可从两个方面着手：在群体层面，可通过调整群体结构和设立协调机构，即强

调角色冲突源之间的沟通；在个人方面，则可通过提高个体的角色认知水平，即提高个体心理上的认知

能力来降低角色压力的程度和可能性。因此，教师可以从角色压力的形成来源试图探讨缓解学生参与

教学过程给教师形成的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增强教师与学生互动程度和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３．１　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
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是实现现有课程体系从封闭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转变的重要途径，同时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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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学的过程也是实现教学从传统讲授式向探索式、讨论式教学过程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更

容易完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能力的过程。

增强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解决教师角色压力的有效途径。首先，增强教学过程中教师

与学生互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学生与教师的心理距离，进而降低教师对自身角色的模糊性感知；其

次，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能有效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需求，针对学生的需求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提

升教学资源和精力投入的产出效果，这也会强化教师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最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会帮

助教师建立正面的教学效果预期，有效促进教学活动进入良性循环。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不应仅限于课堂上基于问题探讨的互动，还包括课堂之外、实习实践中就课程相

关的问题进行交流。这种双向的沟通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教师对传统课程中讲授角色的认知，

降低教师对于多角色扮演的模糊性意识。另外，增强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还能降低学生对传统授课

模式的心理抵触情绪，进而降低教师授课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感。２０１５年９～１１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
学院市场营销专业首次在大三学生《市场调查研究》中采用小班授课，运用研究生指导中已经成熟的研

讨交互式学习模式，学生研究性思维得到很大锻炼，取得超出预期的学习效果。２０１６年，该专业出国深
造４人，报送国内９８５知名高校９人，比往届同比提高近５０％。
３．２　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或者工作所具备能力的认识。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自我

效能感越高，对完成一项任务可能性的感知越强。因此，具有高效能感对驾驭参与式教学的教师而言是

一项重要的专业素养。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特质不一样，自我效能感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被改变。

也就是说，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或者刺激来改变。

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会显著改变学生参与教学对教师形成的角色压力。首先，

高自我效能感的教师往往更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来处理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为内心的高

自我效能感会促使教师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从这些挑战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和信心。其次，高自我

效能感的教师往往也具有较强的压力控制能力，擅长在较强压力下保证具体任务的完成，这也会显著改

善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多角色扮演下的压力感知。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包括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教师对自身授课技能的心理建设不断

增强。近年来，教育部对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体系逐渐完善，高校对本科教学质量也不断提出了新的期望

和规划。然而，现行高校的职称晋升机制和科研导向政策下，高校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建设却并未产生

预期的效果，部分科研绩效凸显的教师在本科课堂讲授中屡屡受挫。因此，如何加强教师自我效能感，

减少新形势下教师的角色压力仍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需要探讨的问题。中国矿业大学近年来一直在加

大对一线授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从教学技能到科研技巧，从国内提升到国外拔高，鼓励一线青年教师创

新授课模式，加强学生参与课程教学。２０１３年起，中国矿业大学出台一系列保障本科教学的政策，包括
青年教师启航计划、青年教师教学导师制、职称评定过程中加大教学考量的比重，对于缓解高校科研一

边倒现状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完善教师群体角色认知也有较好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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