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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编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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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化教学效能感是信息时代一项重要的职业心理特征，是教师对自身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与学活动、促进自身专

业发展能力的主观判断。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大力实施的背景下，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中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测量进行了尝试性探究，编制了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将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

（ＩＴＥ）分为信息化“教”的效能感（ＥＩＩ）、信息化“学”的效能感（ＥＩＬ）、信息化“自我发展”的效能感（ＥＩＳｄ）三部分，且探索性因子

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可靠性分析的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适合测量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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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我效能感是教育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

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

行为的自信程度，是人们所具有的一种主体性因素。

一系列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行为主体行为的选择

与坚持、努力程度、对待困难的态度以及思维方式、

行为效率和归因倾向都具有重要影响。随着自我效

能感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等领

域的不断渗透，它所具有的情境性、可培养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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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更好的理解、干预和改变人类的职业行为提

供了重要契机。教学效能感是在自我效能感的基础

上，以教师为行为主体，在教育教学领域的情境化应

用，是教师心理健康、个人幸福的重要影响源泉，是

影响教师教育教学行为与教学有效性的重要中介，

是提升教学效果、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发现国内对教师教学效能感

的内涵及结构具有较为深入研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

是［１－１３］：“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包括一般教育效能感

和个人教学效能感，其中一般教育效能感是教师对

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的一般看法与判断，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

己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

然而，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教育领域的不断渗

透，使教与教学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成为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的专业能力。在对自我

效能感、教学效能感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

究认为信息化教学效能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ＴＥ）是教师对自身利用信息技术

优化教与学活动、促进自身专业发展能力的主观判

断。以《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

行）》［１４］为参考，本研究将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分

为：信息化“教”的效能感（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ＥＩＩ），即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

教学的效能感，也就是教师对自身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讲解、启发、示范、指导、评价等教学活动能力的主

观判断；信息化“学”的效能感（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ＩＬ），即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

生学习方式的效能感，也就是教师在数字化教学环

境中，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

等学习活动能力的主观判断；信息化“自我发展”效

能感（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ＥＩＳｄ），即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

效能感，也就是教师对自身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

自身专业发展能力的主观判断。在此基础上，本研

究对初中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进行了尝试性

编制，以期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测量及改善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

鉴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的初步编制与修订

１．原始资料收集

从信息化教学效能感的内涵出发，以“应用信息

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效能感”、“应用信息技术转变

学生学习方式的效能感”、“应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

专业发展的效能感”为基本理论构想，编制了中学教

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的访谈提纲，内容主要包括：

（１）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教龄、职称、

日常教学环境配置等；（２）与传统教学环境相比，信

息技术的发展对日常教学及自身发展带来了哪些影

响？（３）在设计教学活动时，是否会花费充足的时间

和精力去考虑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更好的促进学生学

习吗？为什么？（４）信息技术能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吗？如果可以，主要方式有哪些？如果不可以，为什

么呢？（５）信息技术能丰富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方

式吗？如果可以，主要方式有哪些？如果不可以，为

什么呢？（６）信息技术能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吗？

如果可以，主要方式有哪些？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呢？最后，以该提纲为依据，分别对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

日—１２月１３日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参加“国培计

划（２０１４）”置换脱产高级研修项目的初中语文、初中

思品班参训教师进行了抽样访谈，最终共访谈３５位

中学教师，其中初中语文１６位（男教师７位）、初中

思品教师１９为（男教师９位）。

２．问卷初步编制及修订

以《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

为参考，结合３５位中学教师访谈的结果，初步编制

了《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包括基本情

况（１０个题项）、信息化教学心理调查（３个题项）、信

息技术有用性感知（３个题项）、信息化教学效能感

（１８个题项），除“基本情况”外，其他部分均采用李

克特五点计分法，即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确定、基

本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为计“５分”、“４分”、“３

分”、“２分”、“１分”。、

量表初步编制完成后，以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参加“国培计划（２０１４）”置换脱产高级研修项目的初

中语文、初中思品班参训教师为预测被试，对量表进

行了初步预测。此次预测，在课堂上共发放问卷８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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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７６份。通过对完整度低于９０％以及日常

教学中未曾使用过信息化教学设备的问卷进行剔

除，最终共保留有效问卷６９份，有效率９０．８％。根

据项目分析的结果［１５］，将临界比值小于３．０、显著性

检验率ｐ＞０．０５、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小于０．４

的题项进行删除，最终共保留２７个题项，其中基本

情况９个题项、信息化教学心理调查３个题项、信息

技术有用性感知３个题项、信息化教学效能感１２个

题项。

（二）测试对象

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以陕西师范

大学、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分别承办的“国培计划

（２０１４）”中小学教师培训团队高级研修项目为研究

平台，对中学七个学科的参训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问卷２７１份，通过

对完整度低于９０％以及日常教学中未曾使用过信

息化教学设备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共保留有效问

卷２１４份，有效率７８．９％。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被试的基本情况为：就性别而言，以女性教师为

主，占６４％；就年龄而言，以３１－４０岁为主，占

４８．６％，２０－３０岁、４１－５０岁分别占２７．１％、

２２．４％，５１岁以上的仅为１．９％；就职称而言，以二

级教师为主，占４１．６％，高级与一级、三级职称分别

占９．３％、３６．９％、１２．２％；就学历而言，以本科为

主，占９２．５％，专科与硕士分别占６．１％、１．４％；就

学科而言，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化学、思品、历史、

地理分别为１８．７％、１８．２％、１１．７％、１４．５％、

１０．７％、１５．０％、１１．２％；就日常教学环境而言，以

“教室配备了投影仪、教师机等基本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和“教室里配备了电子白板或触控电视”为主，二

者分别为４７．２％和４６．７％，“仅配备了电视机和

ＤＶＤ等”和“教室里配备了可移动学习的电子书包、

智能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设备”的研究被试分别为

５．１％和０．９％。

（三）数据统计处理工具

本研究在数据统计处理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数据

统计分析工具有：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ＳＰＳＳ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９．０，ＡＭＯＳ１７．０等。

三、结果与分析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检验调查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问卷数据进行

了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检近似卡方值为１４７８．６７４（ｐ

＝０．０００），说明各项目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性。同

时ＫＭＯ值为０．８９６，表明数据样本适宜做因子分

析。在此基础上，对信息化教学效能感１２个题项进

行采用主成分提取法、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同时结

合碎石图，共抽取特征值大于１的３个公因子，３个

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７２．３９２％，因子结构及

各项目因子负荷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各因子

负荷量均在０．５以上，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

效度。

表１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维度 题项
因子负荷量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ＥＩＩ＿１．我能够熟练的在网络上检索到自己需要的教学资源。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４ ０．８４８

ＥＩＩ＿２．课堂上我能熟练使用常用的信息化教学设备。 ０．１５０ ０．２２３ ０．８７５

信息化“教”的效能感 ＥＩＩ＿３．课堂上我能熟练使用常用的学科软件或通用软件。 ０．２７２ ０．０９８ ０．８０２

ＥＩＬ＿１．我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数字化自主学习能力。 ０．６６１ ０．３９７ ０．１８０

ＥＩＬ＿２．我能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 ０．７３３ ０．２９４ ０．２６４

信息化“学”的效能感 ＥＩＬ＿３．我能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 ０．８５９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７

ＥＩＬ＿４．我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使学生的学习时间更为灵活。 ０．８４３ ０．２４７ ０．０７６

ＥＩＬ＿５．我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使学生的学习空间（课堂内外）更为灵活。 ０．７６１ ０．３９４ ０．００７

ＥＩＳｄ＿１．我能主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自我反思与发展。 ０．３４７ ０．６８１ ０．１１９

信息化“自我发展” ＥＩＳｄ＿２．我能使用信息技术与学科专家或同行交流学习。 ０．２４３ ０．８２６ ０．１３７

效能感 ＥＩＳｄ＿３．我能利用各种手段或方法提升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自主学习能力 ０．３２９ ０．７４４ ０．１８９

ＥＩＳｄ＿４．我能有效参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研修 ０．２３０ ０．７３４ ０．３０２

　　备注：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具有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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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更进一步了解构想模型与实际模型拟合度，

以及各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在四

周后对同一批研究对象进行了二次调查，此次共发

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问卷２８７份，经初步筛选最终共

保留有效问卷２６８份。在数据筛选、整理的基础上

采用ＡＭＯＳ１７．０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

因子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１所示。

图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标准化路径图

模型拟合度检验的结果显示：绝对拟合度指标

中ＣＭＩＮ／ＤＦ值为２．２５１、ＧＦＩ值为０．９１５、ＲＭＲ值

为０．０５１、ＲＭＳＥＡ值为０．０７７；增值拟合度指标中

ＡＧＦＩ、ＮＦＩ、ＣＦＩ值分别为０．８６９、０．９２４、０．９５６。各

项指标基本达到可接受水平［１６］，说该模型的拟合度

较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此外，在获取各维度观察变量标准化因素负荷

量的基础上，根据平均变异抽取量［１５］（ＡＶＥ）＝（∑

标准化负荷量）２／（（∑标准化负荷量２）＋∑测量误

差方差）、组合信度或建构信度［１５］（ＣＲ）＝（∑标准

化负荷量）２／（（∑标准化负荷量）２＋∑测量误差方

差）得知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效能感维度、

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效能感维度、应

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效能感维度的ＣＲ

值分别是０．８５２６、０．８９８、０．８４４９，均大于０．７０
［１７］，

表明该量表各维度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各维度

ＡＶＥ值分别是０．６６１１、０．６３８、０．５７７２，均大于

０．５０
［１７］，说明该量表各维度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三）信度分析

可靠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

堂教学的效能感维度、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生学习

方式的效能感维度、应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

展的效能感维度及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值分别

是０．８４３、０．８９６、０．８４２、０．９０４，。整体及各维度α

值均高于建议值［１５］，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说明该

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专业

能力。信息化教学效能感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在

信息时代一项重要的职业心理特征，持续开展信息

化教学效能感的研究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改善教学效果，维持或提升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在“能力提升工程”大力实施的背景下，本研

究以《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为

参考，以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为指导，在对前人

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构建了中学教师

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对了解中学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心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对测

量、提升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具有重要的实

践价值。

信息化教学效能感是与信息化教学设计相呼应

的一个重要概念。探索性因子分析将信息化教学效

能感分为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效能感、应

用信息技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效能感、应用信息

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效能感三个维度。然而，

从教、学一体的视角来看，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

学的效能感、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效

能感可统一归纳为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效能

感；从教、学相对独立的视角来看，应用信息技术优

化课堂教学的效能感侧重于教师“教”的效能感，应

用信息技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效能感、应用信息

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效能感可归纳为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学生与自身“学”的效能感。为增强量

表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将三个维度单独陈列，分别命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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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信息化“教”的效能感、信息化“学”的效能感与

信息化“自我发展”的效能感三部分，并着重凸显了

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学生与自身学习、专业发展

的效能感。此外，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教师信息化

教学效能感三维度的结构模型与研究数据拟合度较

好，支持了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同时ＣＲ

值与ＡＶＥ值以及可靠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量表具

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

因此，本研究编制的初中教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适合测量中学教师信息化

教学效能感。

此外，中学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心理调查显示：

６４．５％的研究被试认为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的不断

渗透，使他们感觉到了压力与挑战；６１．７％的研究被

试认为信息化教学的心理压力比传统教学方式大，

８１．９％的研究被试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教学压力与

挑战充满了信心。中学教师对信息技术在促进教育

教学及专业发展方面的有用性感知的调查显示：

８７．４％的研究被试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改善课堂教学

效果，９３．０％的研究被试认为信息技术能够丰富学

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方式，８６．４％的研究被试认为信

息技术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这就表明：信息

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不断渗透，引起了教学环境

的重大变革，对中学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信

息技术带来的挑战，绝大多数研究被试对信息技术

在教育教学及自身发展领域的应用抱有较为积极的

期望，这就进一步表明深入开展教师信息化教学效

能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鉴于信息化教学效能感具

有较强的情境性，在一定程度上受行为主体所在情

境的影响，不同学段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效能感既存

在差异性又存在一致性。因此，本研究仍需在此基

础上扩大研究被试的地域范围、学段与学科范围，利

用现有平台深入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访谈，从

多视角逐步修订该量表，进一步验证并提升中学教

师信息化教学效能感量表的可靠性与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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