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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教学改革的认知、态度、行为直接决定改革成效。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探索高校教师教学改革的行为意愿。 研究表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职业认同和主观规范均能正向影

响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但其作用力依次减弱。 职业认同不仅直接影响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而且

通过教师态度间接影响主体行为意愿,且中介效应显著,态度和主观规范在不同群组间的影响效应存在

显著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探讨其背后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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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与阐

释了教师在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 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不仅是人才培

养的主体,更是教育教学实践、研究与改革的主体与对象,其认知、态度、行为直接决定教育教学改

革成效[1] 。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主动性及其参与效果均不显著,这也制约了教

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进程[2-3] 。 有关制约教师教学改革行为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1)社会实践需要视角,现代工程实践的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单个教师很难完

成课程教学任务[4] ,这不仅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标准,也对教师主动参与教学改革提出挑战;
2)组织认同视角,许多学校重点关注教育教学改革而忽略专任教师发展[5] ,忽视教师在教学改革中

的角色与地位[6] ,导致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降低,教学改革成效不显著;3)绩效考核视角,在
项目和论文决定晋升的制度环境下,教师普遍产生“重科研、轻教学”的态度(尤其是青年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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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让不少教师感到力不从心[7] 。 上述研究成果为探寻教师参与高校教学改革的动力机制提供

重要支撑,但缺乏从高校教师自身考察其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不利于系统掌握教学改

革意愿的驱动力及作用机理。 高校教师教学改革不仅是一种行为决策,更是一种行为意愿表达,鉴
于此,结合高校教学改革政策背景和教学改革现状,采用计划行为理论( TPB),探究高校教师教学

改革行为意愿的影响因子及其驱动机制,为教师教学改革与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计划行为理论

美国心理学教授 Icek
 

Ajzen 在 1991 年公开发表期刊论文《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提出

计划行为理论(TPB)并得到广泛应用,TPB 理论将行为意愿(Intention)作为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行

为的重要指标,也为预测人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逻辑框架,即行为的动机来自于人们对其行为

后果的理性评价及感知的行为可控性。 TPB 理论指出,行为意愿受到态度( Attitude)、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rms)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三个因素的影响,行为意愿是行为

的关键变量,知觉行为控制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类行为[8] 。 在 TPB 理论广泛应用的同时也

引起学者的反思,初始的理论假设存在不完全的可能性,对行为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不限于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致使行为意愿和行为的理解与解释不充分[9] 。 在此基础上,Dodor 等[10]

(2009)基于 TPB 调查研究学校提供电子商务教育的意愿。 对于组织行为,每个组织代表一个独立

的管理决策实体,基于 TPB 解释组织行为机理,用于治理组织行为[11] 。 杨留花和诸大建[12](2018)
在 TPB 框架中引入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研究用户规范停放共享单车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上述

应用成果也可为采用 TPB 框架解释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机理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

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是教师主体为宣讲教学理念、实现教育目标和提升教学效果,综合考察

系统整体因素进行决策并表现相应行为,而行为意愿是教师主体决策的最终结果。 TPB 理论集成

了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从行为与意愿间的关系视角来探索、解释和预测主体行为,这与高校教

师教学改革行为的基本内涵相匹配。 基于此,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探索高校教师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 同时,引入职业认同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研究

高校教师参与教学改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作用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与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影响行为(高

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同时,高校教师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直接作用于主体行为意愿。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在中国教育教学政策情境下,引入职业认同这个解释变量,探究其对教学改革

行为意愿的影响。 行为意愿反映未来预期行为,对实际行为的测量应滞后于行为意愿一段时间[12] 。
因而,研究重点在于引入职业认同拓展 TPB 理论,并解释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影响因素间的

逻辑关系。
(三)研究假设

1. 态度与行为意愿

态度是个体对事物的评价和喜恶的感受或评估,是对客体采取某种行为的倾向[13] 。 在本研究

情境下,参与教学改革的态度是指高校教师对教学改革行为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表达。 行为意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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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行为主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发生某种特定行为而自愿付出的努力程度,也认为此时处于行为真

实发生的准备状态[8] 。 张红涛和王二平[14](2007)研究态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时发现,态度能显著

影响行为意愿。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研究假设

H1:教学改革态度正向影响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
2. 主观规范与行为意愿

主观规范是指行为主体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表现的行为认知,主要表现为其他关键利益相关

者对行为主体决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些外部压力对主体行为意愿的决策具有实质性影响[8] 。 来

自于所属组织的决策压力、其他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内外部竞争者压力等也会影响主体行为意

愿[15] ,比如,学校的科研成果指标或绩效考核压力影响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信心与意愿[7] 。 基于以

上论述,提出研究假设

H2: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教师教学改革的行为意愿。
3. 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愿

知觉行为控制指行为主体对执行既定行为难易程度的研判或看法[8] ,主要体现为自我效能和

控制程度,前者是指行为主体对实施预期行为所需特殊能力的信心,后者是指行为主体对完成预期

行为所需特殊资源的控制力。 高校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如学校部

门、学院和其他教师),而且需要教学改革投入(如教师资源、资金投入)。 对于教学改革,其显著效

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以绩效或结果为导向的学校管理部门很难把资源配置

给预期进行教学改革的专职教师,导致教师缺少资源支持而丧失教学改革信心和意愿。 基于此,提
出研究假设

H3:知觉行为控制正向作用于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
4. 职业认同、态度与行为意愿

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决定个体工作态度,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职业价值的感

知[16-17] 。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对其职业及内化的职业角色的积极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
其职业认同水平显著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的态度、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度或职业幸福

感[18-19] 。 此外,教师在其角色预期的调适中改变自己的角色行为,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职业态度

和行为决策[18-20] 。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4a:职业认同正向影响教师教学改革态度。
H4b:职业认同正向影响教师教学改革的行为意愿。
基于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构建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TPB 的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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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研究所需数据很难从公开资料中获取,且变量测量困难,因此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为确保变量

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知觉行为控制、态度、职业认同和主观规范等测量指标最大程度地采用

国内外已有量表及研究成果,再结合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主题等适当修改。 考虑到研究对象

是高等学校教师,研究内容涉及教学方法、模式或理念等,因此,调查对象锁定为高等学校的专职专

业教师。
采用五分制 Likert 表设计问卷的测量题项,其中 1~ 5 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且程度依

次递增。 为保证问卷设计的完整、合理和有效,课题组对 15 位教育领域的专任教师(主持国家级或

省部级教育学课题的教师,或持续发表教育科学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教师)进行试调研。 根据反馈信

息,课题组反复讨论、调整问卷结构与内容,形成最终的正式问卷(见表 1)。
表 1　 问卷量表

指标 测量题项 来源(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动)

行为态度

(ATTI)

X1:教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X2:教学改革有助于教学效果改善

X3:参与教学改革是明智之举

Ajzen(1991)

主观规范

(SN)

X4:学院或教研室认为我应该参与教学改革

X5:课程关联教师认为我应该主动参与教学改革

X6: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认为教师应该参与教学改革

Ajzen(1991,2011)

知 觉 行 为 控

制(PBC)

X7:我有信心进行教学改革

X8:我有能力决定是否参与教学改革

X9:如果我想参与教学改革,我很容易获取资源进行教学改革

Ajzen ( 1991) 和 Gavetti 等

(2012)

职 业 认 同

(TI)

X10:教师职业是社会分工中最重要的职业之一

X11:从事教师职业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X12:我能够认真完成教学科研工作

X13:我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教师群体

魏淑华等(2017);
 

Pratt 等

(2006);Beijaard 等(2004)

行 为 意 愿

(BI)

X14:我打算主持或参与教学改革

X15:我将尝试参与教学改革

X16:我将尽最大努力参与教学改革

Ajzen ( 1991) 和 Gavetti 等

(2012)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和调查工作的可操作性,以河南省高校为研究对象,从高等院校官方

网站筛选专任教师,通过电话采访、微信、实地调查等途径发放问卷。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
 

159
份,回收有效问卷 526 份,回复率为 24. 36%。

在 526 份有效问卷样本中,男性教师占比 53%,女性占比 47%;教授职称占比 21%,副教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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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47%,中级及以下职称占比 32%;青年教师①(男教师不超过 35 岁,女教师不超过 40 岁)占比

43%,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54. 78%。 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级教育教改科研项目

的教师比例是 30. 19%,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教育教改论文并被检索收录( SCIE / SSCI / EI /
CSCD / CSSCI 检索)的教师比例是 27. 93%,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厅级的教学技能竞赛奖项、教学名

师、示范教师和教学成果奖励的教师人数占比为 31%,采用微信、翻转课堂等形式进行课程教学改

革的教师人数占比 39. 14%。

三、模型运算与结果讨论

(一)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和问卷调查数据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回收的有效调研数据整体
 

Cronbach’s
 

Alpha 值及每个测量指标的 Cronbach’ s
 

Alpha 值均大于 0. 7,表明问卷调查数据的可信

度较高[12] 。 此外,测量指标的效度 KMO 值均大于 0. 65,这也表明问卷调查数据的效度较好[12] 。
(二)研究假设的检验与分析

1. 基础模型的运算与结果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模型)探索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职业认同和主体行为意愿

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路径。 运用 Amos22. 0 软件对基础模型进行拟合度运算,结果显示:模型 χ2 /
df 是 2. 105(数值不超过 3),CFI 和 GFI 分别是 0. 919 和 0. 903(这两个参数均大于 0. 9),RMSEA 是

0. 046(小于 0. 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模型运算结果如图 2 所示,展示了 5 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和作用路径系数,所有的作用路

径系数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 5 个理论假设在样本数据下均得到了检验。 同时,也说

明在教育教学改革背景下,新增变量(职业认同)对态度和行为意愿的作用关系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在图 2 展示的变量结构关系中,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直接效应最为显著,充分说明态度和知觉行为

控制是促使高校教师改革行为意愿的最关键要素,主观规范的直接效应次之。 此外,对于职业认同,其
显著效应进一步说明高校教师职业认同越高,他(她)们越愿意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图 2　 基础假设模型 SEM 运行结果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0. 1,p<0. 05,p<0. 01

581

①青年教师的划分主要是参考《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范围,男性未满 35 周岁,女性未满 4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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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测量变量对潜在变量的总效应视角,职业认同对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的总效应

0. 596(0. 377+0. 511×0. 428)时影响最显著,其次是教师态度(0. 511),充分说明教师职业认同对教

师行为意愿与决策具有重要作用,职业认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引导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 SEM
模型运行结果也反映了态度的中介效应,职业认同通过态度对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在 5%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是 36. 74%。
2. 分组模型结果分析

考虑到青年教师群体和非青年教师群体(这里主要指超过青年教师年龄范围的在编在岗教师)
的教学经历、受教育背景和经济特征差异,尤其是当前的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情景,青年教师与非青

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态度与行为意愿存在差异(青年教师普遍有“重科研、轻教学”的态度[7] ),基于

此,进一步对两个群体分组探究。 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模型 χ2 / df 分别是 2. 379、1. 837(均小于

3),CFI 分别是 0. 972、0. 943(均大于 0. 9),GFI 分别是 0. 931、0. 908(均大于 0. 9),RMSEA 分别是

0. 071、0. 068(小于 0. 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反映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可以接受。
由青年教师群体和非青年教师群体所估计的模型(模型 A 和模型 B,见表 2)路径系数与基础模

型的预测方向基本一致,但是研究假设的支持结果存在差异。
表 2　 分组模型检验结果

青年教师模型 A 非青年教师模型 B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果

ATTI→BI 0. 527∗∗ 支持 ATTI→BI 0. 504 不支持

SN→BI 0. 286 不支持 SN→BI 0. 338∗∗ 支持

PBC→BI 0. 441∗∗ 支持 PBC→BI 0. 481∗∗∗ 支持

TI→BI 0. 359∗∗ 支持 TI→BI 0. 393∗ 支持

TI→ATTI 0. 430∗ 支持 TI→ATTI 0. 402∗ 支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0. 1,p<0. 05,p<0. 01

(1)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A)中行为态度对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影响的直接效应较高,而
非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B)中的行为态度与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主要

因为非青年教师在经济、职称、社会地位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重点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

工作。 此外,在访谈中,一部分高级职称的教师认为“教学改革是青年教师的工作任务,也是锻炼青

年教师的重要途径,而‘我们’主要分享经验与理论指导”。
(2)非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B)中,主观规范对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较为显

著,而在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A)中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相对于非青年教师群体,青年教师群体

受到绩效考核压力、经济压力和职称压力,重点关注科研项目资助状况和高水平期刊论文发表数

量,受到绩效考核的影响难以投入精力进行教学改革。 因此,主观规范变量在非青年教师模型(模

型 B)中对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对比分析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A)和非青年教师模型(模型 B),结果表明,青年教师和非青年教

师样本群体具有不同的外部压力(如职称评定、经济条件),从而使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的形

成机理存在一定差异,此发现对高校的教学管理与制度设计具有启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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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讨论与建议

文章的目的在于探究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以计划行为理论

为逻辑框架,构筑了拓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高校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 TPB
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TPB 理论框架构建的要素交互关系,以及基于此理论新增的研究

假设均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检验。
(1)教师态度对其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充分说明高校教师对教学改革这一

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对其行为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而,一方面,在教职工理论学习和教师培训中

应凸显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教学改革对教学效果提升、教学价值创造或行为主体自身目

标实现的重要性,也尽可能在专业培养方案或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任课教师教学改革的责任义务,
从正式规范层面强化高校教师对教育教学改革的认知与评估;另一方面,对于高等院校中获得国家

级、省部级或厅级的教学名师(或示范教师),尽可能详细介绍其教学改革的方式方法与态度、教学

效果改进机制、教学理念与课程内容逻辑融合路径等内容,尤其是教学改革立意到执行全过程的关

键事件,从而传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更多教师从心理上接受并认可教育教学改革,引
导并改善教师群体的行为态度。

此外,由图 2 可知,职业认同是态度的重要解释变量,二者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 428。 这

预示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职业认同改变 1 个单位,行为态度将改变 0. 428 个单位。 职业

认同也直接促进高校教师教学改革的行为意愿,说明强化教师的职业认同能增进教师教学改革的

行为意愿。
(2)主观规范对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其教学改革行

为意愿。 由图 2 可知,主观规范和行为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 301,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

素的条件下,主观规范改变 1 个单位,行为态度将改变 0. 301 个单位。 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优化

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效果,不仅是课程教师的责任义务,更是教学团队、教研室、学
院甚至学校的重点工作内容。 教学改革的系统性与课程的关联性催生了教师教学改革的社会压

力,主要是来自学校、制度、同事的压力。 在学校层面,教学效果是重点考核对象,学校结合课堂学

习效果、课程教学评价结果和教学督导评论,综合评估任课教师的教学绩效,给任课教师带来教学

压力的同时也产生教学改革的动力,因此,学校层面的教学效果考核压力可进一步促进教学改革。
在制度层面,教学改革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综合反映国家教育制度、学校教育规章、专业培养大纲

等制度内容,要求任课教师系统掌握教育规律和教学原理,考察特定课程的关联性,兼顾教育教学

制度的规范性,这些制度因素引发的外部压力也进一步强化教育改革的重要性、系统性和复杂性。
在同事方面,主要是课程内容的关联性,需要任课教师加强关联课程的研讨,厘清专业知识逻辑结

构,掌握特定课程知识结构与关联课程教学改革的关联,这些任务超越了单科教师的行为范围,为
任课教师投入专用性资源进行教学改革的行为决策带来了外部压力,进一步要求教师协调好关联

课程教师关系,平衡课程内容关联性产生的压力。
(3)知觉行为控制对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 由图 2 可知,知觉行为

控制和行为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 465,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主观规范改变 1
个单位,行为态度将改变 0. 465 个单位。 根据 Ajzen[8-9](1991,

 

2011)对知觉行为控制的阐释,知觉

行为控制不仅反映教师教学改革的信心,而且表明了教师主体对所需资源的控制能力,自信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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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得性能推进教师教学改革行为。 因此,一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学院或课程关联教师应

理解与认可特定课程教师的素质、能力和信心,积极引导与支持教师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改革行为,
增进教师的自我效能;另一方面,教学管理逻辑应从结果导向转向集成过程控制与绩效管理的柔性

制度安排,优化教师教学改革能力,强化教师资源可得性。
(4)对比分析青年教师群体和非青年教师群体的教学改革行为意愿预测模型,各个预测因子的

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一是主观规范对青年教师群体的教学改革行为意愿缺乏预测能力,青年教师由

于绩效考核的压力难以投入精力进行教学改革,教学改革压力对青年教师的驱动力较弱;二是态度

能很好地预测非青年教师群体的教学改革行为意愿,主要因为非青年教师在经济、职称、社会地位

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工作导向转为兴趣导向。

四、结语

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教师主体的职业认同变量,构筑高校教师教学改革 TPB 拓展模

型,利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揭示高校教师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职业认同与其教

学改革行为意愿之间的交互关系与作用机理。 主要研究结论是:1)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对教师教

学改革行为研究的适用性,为教师教学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 同时,引入职业认同

拓展 TPB 理论模型,进一步阐释教师教学改革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2)高校教师教学改

革行为意愿受系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尤其是职业认同和态度因素。 这不仅表明教师在

教学改革行为评估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结合教师主体的职业认同水平调节自身的行为态度。 3)从

外部环境视角,主观规范的正向显著水平表明了教学改革系统性和课程内容关联性对教师教学改

革压力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了学校、制度和同事在教学管理中的重要性,也要求教师主体开展教

学改革必须综合考虑教育规律、教学原理和课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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