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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师是极其重要的，教师的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的发展 (Scherer 
et al., 2016; Thoonen et al., 2011).因此，教师需要不断参加各种专业发展的
活动从而持续的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但是教师持续得学习并不总是自动
自发的，学习动机是决定学习成效的关键，尤其是教师的自主性动机是高
质量的学习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 ( Wal, Van den Beemt, A., Martens, R. L., & 
Den Brok, P. J., 2016)。然而实际中，不同教师学习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教
师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参加各种专业培训活动，但是有的老师并不愿意参加
此类活动。为了更好的激发教师的参加此类活动的动机，本文聚焦于由中
国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开展的一种教育改革活动——新基础教育，研究了
教师参加新基础教育的学习动机，探索了新基础教育对于教师教学活动的
影响，并尝试找出教师学习动机与教师最后的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探索
这些问题有助于教育培训组织者认识到不同教师所持有的不同动机之间的
差异性，其次对不同动机的教师采取不同的针对措施，激发其学习的热情，
从而最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本论文主要包括章节 2-5，如下：

章节 2 主要探索了新基础教育的专家和学校学生对于教师的教学是如何认
知的，问题如下：1专家和学生对于学校教师的教学的认知是否存在关系？
2 他们对于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分别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以
上海 12所小学 20名教师为研究对象，邀请了 10新基础教育的专家和 497
名小学生对其进行评价，并对最后的评分进行了比较。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总体而言，相较于专家，学生的评价更为积极。而且他们的评价标准也
各不相同，学生更加注重教学氛围创设，而专家更加注重教学策略的运用。

章节 3 探索了新基础教育对于教师教学的影响，问题如下：1在参加了新
基础教育 6个月以后，教师的教学是否得到了提高？ 2 如果得到了提高，
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这种提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以上海 375来中小
学的教师为研究对象，分两次（间隔半年）邀请了他们所教授的学生对他
们的教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示教师的教学质量的确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提升。教师的自我受教育水平，所感知的情感压力和校长领导力对于教
师教学质量提升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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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主要探索了动机以及其他因素和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下：
1教师的学习动机，校长领导力，学校环境和教师个人特质与教学质量的
关系？ 2 教师的个人特质是否对学校环境，校长领导力和教学质量的关系
具有中介作用？为了探究此问题，我们邀请了 419位老师和 11705学生参
加本次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学习动机与教学质量并不存在显著的关
系，但是教师的教学效能对于教师的教学质量影响较大。

章节 5 主要研究了教师的动机以及相关影响因素，问题如下：教师的个人
特质和学校环境是如何影响教师的学习动机？ 472名教师参加本次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教师之前的学习经验，自我效能，学习观念，情感压力和校
长领导力对于教师的学习动机有显著的影响。

章节 6 主要研究了学校的工作环境是如何通过教师的个人特质调节了教师
的自主学习动机，问题如下：1 哪些工作环境特征与教师自主学习动机相
关？ 2：哪些工作环境特征调节了教师特质和自主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
有 472名教师参加了本次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了同事之间的帮助和工作压
力对于教师自主性学习动机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

章节 7 主要总结了之前四个章节的内容，对内容进行了讨论与反思，并对
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首先，与我们预期不符的是，结果表明教师的学习动机与教学质量之间并
不相关，此项结果也与之前许多西方的研究不符 (Gan et al., 2018; Georgios 
Gorozidis & Papaioannou, 2014; Lam et al., 2010; Thoonen et al., 2011)。原因
有可能是西方和东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比如说东方文化更加强调集体主义
而不是个人主义 (Ho & Chiu, 1994)。

其次，我们不但发现了教师的教龄，自我效能，学习观念，工作和情感压力，
同事的帮助和校长领导力与教师学习动机之间紧密的联系，而且发现了对
于教师来说，来自同事之间的帮助和工作自主性对于教师自主性动机具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此项结果表明，不仅教师的个人特质而且教师工作的环
境也对教师的动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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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们基于研究结果，为教育研究人员提供了若干的建议，比如我们
认为教学活动的制定者要根据教师的需求制定更加灵活的学习策略，同时
学校的领导者也要创建一个合适学习的学习氛围，从而更好的激发教师的
学习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