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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中小学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编制具有良好测量学指标的调查问卷。通过开放式问卷与自传体资料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获取教师学习策略基本结构,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对627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经探索性因素分析,教师学

习策略问卷共48个条目,其基本结构由观摩探索策略、反思质疑策略、团队学习策略、知识转化策略、信息管理策略和自

我导向策略组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0.85%;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0.95之间,重测信度在0.54~0.78之间。
采用Amos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RMSEA 值为0.06,绝对适配度指标为0.85,相对适配度指标均在0.85以上。
因此,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具有较好的测量学指标,可以用作测查教师学习策略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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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习需要超越纯粹的课程或者评价方式,对教师如何学习和为什么学习的关注比教师学习什么更为重

要。当前,在实证层面上对教师学习的关注尚处于起步阶段。王丽华指出,“尽管政策层面已提出了要求教师成

为终身的学习者,但是,对于教师是怎么学习的,我们却知之甚少。对教师是如何学习知之甚少又导致教师教育

计划和决策的随意性”。
学习策略是衡量个体学习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制约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会不会学的标志。因此,教

师学习策略的研究亦可视作窥探教师学习内在心理机制的有效途径[1-18]。彭文波认为,对教师的学习策略研究

存在两种明显倾向,即教师学习策略与学生本质一致说和根本差异说,对教师学习策略的测量均产生了较大影

响。前者以Darling-Hammond、Lambert和Collay、Falk等为代表,秉承认知主义的学习心理加工机制,认为由

于教师与学生学习的差异仅仅是经验积累的量上不同所导致的,都有着认知过程的积极参与,因而二者并不存

在本质差别。如 Wittmann沿袭 McKeachie等以学生为研究对象总结的学习策略3要素体系开展研究,即教师

学习策略是由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略构成的。后者注重教师学习的生态性和建构性,并将其作

为教师与学生学习的本质差异所构建的教师学习策略体系完全迥异。如Kwakman把教师学习策略分为阅读、
探索尝试、反思和合作4种类型,Van-Eekelen等认为这包括了教师学习策略的所有类别。张敏把教师学习策略

分为交互学习、探究学习、批判性思维3个维度,包括反思实践、专业对话、阅读规划、观摩学习、拜师学艺、记录

研思、批判性思维等7个方面,并以大样本问卷调查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由于在策略结构上的根本分歧,这
些研究成果几乎缺乏相互借鉴和比较的合理性。

根据彭文波的研究,教师学习策略可以界定为“教师在以已有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主动地对外界信息刺激

的选择及知识转化,形成教学实践操作反应倾向与准备状态的专业发展活动中,主动地在学习过程各环节采取

的有效规则、方法、技巧及其调控。它既应体现教师学习的特性,也应该接受学习策略研究成果的指导。”这表

明,教师的学习策略亦应满足“有效性”这一基本标准,不仅涵盖了知识获得,还应向知识转化扩展;不仅包括以

知识为指向的核心成分,亦要关注学习全程的辅助要件,如资源管理、自我导向等。现有的研究流于两个极端,
如一致说忽略了教师学习的基本特征,而本质差异说则漠视了学习策略一般理论的指导,在所建构的教师学习

策略中均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本研究拟在规范的程序编制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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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活动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模型,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这一模型进行验证,以深化教师学习策略研究领域,
丰富学习策略理论体系。

1方法

1.1研究程序

1.1.1开放式问卷的调查 采用典型抽样的方式,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函授学员中随机选择42名,浙江省中小学

教师省级骨干培训班学员随机选择48人进行调查,请教师回答 “您认为提升教师学习效果的策略有哪些?”尽可

能回答3项以上。发出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82份。其中函授学员42人,骨干教师40人。
对开放式问卷结果进行编码,共获得489个教师学习行为的具体描述。进行编码汇总后,得到了5类学习

策略:知识转化策略、观摩指导策略、教学反思策略、团队学习策略和实践操练策略。

1.1.2教师学习策略自传体材料的质性分析 要求浙江省中小学教师省级骨干培训班未参与开放式问卷调查的

学员以“我的教师学习之路”为题,完成一篇不限字数的自传作品。共收到教师完成的自传作品95篇,其中18
篇文章与要求不符被剔除,对剩余的77篇文章进行分析和编码。

逐篇对意义单元进行分析,得到了131个编码,总频次为812,其中关于学习策略的编码为64个,频次数为

519,分别占48.85%和63.92%。通过对教师学习策略自传作品的质性分析,在编码并概念归类后,参考开放式

问卷的维度命名规则和教师学习的特征,得到了7类主要的教师学习策略:观摩策略、反思策略、探索策略、团队

学习策略、知识转化策略、自我导向策略和信息管理策略,分别占总频次的21%、20.81%、18.11%、15.03%、

10.40%、8.48%和6.17%。

1.1.3问卷的初步编制与测试 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自传体材料的分析,得到的教师学习策略结构高度重合,可以

用来进行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的编制。将问卷初稿向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浙江省中小学教师

培训中心的专家征求意见,发放征求意见稿30份,回收28份。征求意见稿一共70个条目,根据专家反馈建议,
对问卷初稿进行修订,删除了20个归类明显不当和重复提问的条目,并按照可理解性和规范化的要求对全部条

目的文字表述进行梳理和调整,形成的初测问卷共50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1~5分别表示与实际符合

程度从弱到强的5个等级,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3表示“不确定”,高于3分即表示条目描述倾向于肯定。
以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由校长利用学校教师集中学习的机会发放调查问卷,请教师仔细阅读调查问

卷,根据问卷要求认真作答,当场完成后回收。经甄别,剔除无效问卷91份。对有效问卷进行编号,并编制数据

录入编码规则,严格按照规则将问卷作答文本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以备进一步数据分析。

1.2研究对象

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在浙江省丽水市和杭州市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测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718
份,其中有效问卷627份,有效率为87.326%。其中,男性273人,女性352人;小学教师285人,初中211人,高
中119人;骨干教师262人,非骨干教师359人;教龄在2年以下37人,2~5年61人,5~10年104人,10~15年

179人,15~20年113人,20年以上117人;职称未评定者24人,初级职称200人,中级职称280人,高级职称119人。

1.3统计处理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并以验证性因素分析加以检验。根据研究需要,采用SPSS
程序中数据随机分割模块将全部数据随机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共324份数据,题项与

受试者的比例为1∶6.48;另一个用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包含任一缺失值的数据全部删除后,得到256份

数据,题项与受试者的比例为1∶5.12。

2结果与分析

2.1项目分析

在反向题赋值转换后,首先将条目分相加得到问卷总分按从高到底取前27%作为高分组,后27%作为低分

组,经独立样本平均数t检验,所有条目的t值范围均在3.95~12.70(p<0.001)之间。采用Person积差相关双

尾检验,题总相关系数越高,说明条目与问卷的一致性越好,本研究以r值大于0.30为取舍标准,低于0.30的予

以删除。初测问卷50个条目中,除第16题的题总相关系数为0.23外,其余在0.30~0.68(p<0.001)之间。
考察题目对整体信度指标的诱变情况,发现初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α)为0.95,第12、16题对信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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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明显,应予删除。

2.2教师学习策略结构的初步确定

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剩余的48个条目进行简化。经检验,教师学习策略调查问卷的KMO系数为0.92,

Bartlett系数为7633.04(df=1225,p<0.001),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吴明隆认为,当题项数介于20~50之间,以特征值为1作为因素萃取的准则最为可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利用最优斜交旋转获取因素间的载荷矩阵。确定问卷项目的标准为:项目负荷值大

于0.40;共同度大于0.20;同一条目在两个或以上维度的负荷值差大于0.15;维度的条目数量不少于3个。按

照这些原则,共删除16个条目,最后得到6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累积解释率为60.85%(表1)。

表1 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各因子的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

反思质疑策略 知识转化策略 观摩探索策略 团队学习策略 信息管理策略 自我导向策略

特征根 12.34 1.98 1.52 1.34 1.22 1.08

方差贡献率/% 38.65 6.18 4.76 4.17 3.81 3.37

根据维度中的条目内容相似性,并参考维度中负荷值最大条目的特征对各维度进行了命名,其条目分布、负
荷值及共同度等见表2。

表2 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及基本指标

维度 条目号 条目描述 负荷值 共同度

反思质疑策略

v33 我敢于质疑他人眼中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 0.97 0.72

v47 我常思考怎样教学生可以更容易理解和吸收 0.78 0.75

v38 和学生交流后我忍不住思考自己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0.59 0.60

v32 我根据专业发展的状况调整学习的侧重点 0.57 0.54

v14 我思考自己是否已经把教学内容处理妥当了 0.57 0.54

v26 生活中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会激发我对教学的思考 0.55 0.64

知识转化策略

v50 我将自己对课堂的教学反思都写下来 0.86 0.65

v41 我努力思考教学活动中隐含的理论和原理 0.74 0.60

v40 我能在相似的教学情境中寻找规律 0.59 0.55

v21 我在其他教师的工作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0.57 0.61

v49 我联系具体的事例来理解新颖的教学理念 0.50 0.54

v22 我尝试从理论上对课堂情境加以解释 0.47 0.57

v15 我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去理解新的观点或主张 0.45 0.55

观摩探索策略

v3 我在教研活动中思考自己与观摩对象的差异 0.72 0.67

v2 我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参加教学观摩活动 0.68 0.44

v4 我根据学生或同行的反馈不断调整教学设计 0.65 0.60

v27 教学观摩时,我常常思考观摩对象为什么要这样上课 0.64 0.55

v46 我模仿观摩过的优质课进行教学 0.54 0.40

v23 我努力寻求多角度解决教学问题 0.45 0.40

团队学习策略

v48 我与同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 0.81 0.75

v39 我请同事对我的工作状态进行诊断 0.80 0.67

v1 我积极参与教研活动 0.80 0.75

v25 我向专家请教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教学问题 0.52 0.67

v29 和同行的交流使我获得很多教学启发 0.49 0.62

信息管理策略

v36 我常常阅读教育书籍、教学参考书或教育类期刊 0.85 0.76

v11 我在网络中查找教学所需的资料 0.70 0.65

v19 我经常整理获得的信息资料进行 0.69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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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维度 条目号 条目描述 负荷值 共同度

自我导向策略

v42 我独立判断工作或者学习出了什么问题 0.72 0.62

v17 我对每天的时间安排有一个大体的规划 0.69 0.55

v6 我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 0.63 0.64

v24 当前的挫折并不妨碍我为获得长远发展而努力 0.45 0.57

v44 我制定了较具可行性的个人专业发展规划 0.45 0.62

2.3教师学习策略结构的验证

采用最大似然法对获得的教师学习策略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部分条目的残差释放后,所得到的主要

分析指标较好,模型得到了良好识别(表3)。

表3 教师学习策略结构假设模型的拟合指数

指数 χ2/df RMSEA GFI IFI TLI CFI
参数 2.03 0.06 0.85 0.89 0.87 0.89

2.4信度与效度分析

从表4可知,教师学习策略问卷6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在0.76~0.86之间,整个问卷的α系数为

0.95,均较为理想,说明问卷及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以整群抽样、集中施测的方式对浙江省中小学教

师培训中心某教师专题培训班4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间隔时间为两周的重测信度检验。重测信度在0.54~0.78
之间,总问卷的重测系数为0.769,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表4 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的信度指标

反思质疑策略 观摩探索策略 信息管理策略 知识转化策略 团队学习策略 自我导向策略 T-TLSS
内部一致性系数 0.85 0.76 0.79 0.84 0.86 0.77 0.95

重测信度 0.73 0.54 0.68 0.78 0.63 0.73 0.77

  注:T-TLSS 指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的量表总分,以下同。

通过计算各维度之间、各维度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以确定问卷的构想效度。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维度与问

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69~0.88之间(p<0.001),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5~0.69之间,均低于与总分的

相关,表明各维度与教师学习策略这一核心概念关系密切,能反映出总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且各维度间有一定

的独立性(见表5)。

表5 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各维度间以及维度与总分的相关

T-TLSS 反思质疑策略 观摩探索策略 信息管理策略 知识转化策略 团队学习策略

反思质疑策略 0.87***

观摩探索策略 0.82*** 0.65***

信息管理策略 0.69*** 0.53*** 0.53***

知识转化策略 0.88*** 0.69*** 0.67*** 0.52***

团队学习策略 0.82*** 0.69*** 0.58*** 0.45*** 0.65***

自我导向策略 0.81*** 0.66*** 0.54*** 0.47*** 0.65*** 0.6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3讨论

3.1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的结构

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教师学习策略的初步结构,通过科学的程序最终确定了

教师学习策略的基本结构,包括反思质疑策略、知识转化策略、观摩探索策略、团队学习策略、信息管理策略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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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导向策略等6个要素。根据Colton等的研究,反思质疑策略指教师在教学行为发生后,作为主体的教师以自

己的教学行为为客体加以认识和判断,是一种以心智操作为特征的学习策略类型;观摩探索策略侧重于行为操

练,在观摩过程中带着“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我可能会怎么做”等问题,并将观摩、反思等学习活动中

得到的启发用于实践,通过在教学中的探索与练习进行检验、调整;团队学习策略体现了教师学习的交互特点,
主要通过人际沟通的方式提升学习质量,如主动与同事合作、交流、讨论并从中受益。知识转化策略是Nonaka
等人的SECI知识转化理论在教师学习中的应用,但是它更强调内化和外化的环节。其中,对已经获得外显知识

的内化强调理解、感悟、解释和揣摩,而对缄默知识的外化注重研究、撰写、归纳等。信息管理策略和自我导向策

略是教师学习策略体系中的辅助成分。其中,信息管理策略主要涉及到对格式化信息的利用,如资料阅读、网络

浏览、信息整理等,与 McKeachie的资源管理策略内涵相似。自我导向策略作为教师学习自我导向特征的策略

化和具体化,表现为对学习的定向、独立判断与主动调节。
本研究的教师学习策略结构与前人的研究 “和而不同”。“和”体现在都认同教师学习策略的建构需要体现

教师学习的特殊性,“不同”则是对教师学习的过程、教师学习策略与一般学习策略的关系上存在分歧。在反思

质疑策略、观摩探索策略和团队学习策略上,本研究与现有研究成果如Kwakman、Van-Eekelen等、张敏并无本

质不同,均认同它们是教师学习策略的主体,体现了教师学习的特殊性。本研究的结果弥补了教师学习策略研

究中存在的两个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成果均窄化了教师学习的过程,将教师的知识转化排除在学习之外,忽略

了知识转化的策略,导致将教师学习策略的内涵窄化;其次,已有成果基本都否认了信息管理策略和自我导向策

略的存在,或散见于其它较为接近的策略维度中,使教师学习策略丧失了与一般学习策略体系对接的可能和基

础。

3.2教师学习策略问卷结构的验证

教师学习策略问卷获得了较好的测量学指标,采用Amos7.0对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多个可能模型中确定了一阶6因子模型为最佳匹配模型。在CFA的各项指标中,χ2/df、RMSEA 以及简约

适配指数都较为理想,但是GFI、IFI、TLI和CFI 均在0.90以下,未达到理想的范围,仅处在可接受的程度之

中。许宏晨指出,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和简约拟合指数只要接近基本要求就可以认为理论模型与样本

数据拟合完好。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大多体现了这一基本思路,如衷克定、申继亮、辛涛,潘贤权和连榕等认为,
“拟合优度指标GFI、AGFI、CFI以及IFI的取值应大于0.5”,因而将大于0.80的结果视为较理想数值。胡月

琴、甘怡群以及樊琪、程佳莉、寇冬泉等在保证RMSEA的条件下,接受了GFI、NFI等指标在0.80以上的结构

模型。借鉴现有研究的成果,教师学习策略结构模型中多数拟合指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以认为具有较好的

有效性。

4结论

(1)教师学习策略的结构由观摩探索策略、反思质疑策略、团队学习策略、知识转化策略、信息管理策略和自

我导向策略组成,与前人研究相比具有创新性;
(2)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具有较好的测量学指标,其结构得到了良好验证,可以用作测查教师学习策略的有效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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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tructureofTeacherLearningStrategiesandItsQuestionnaireDevelopment

PENGWen-bo1,XUTao2,LIUDian-zhi3

(1.KeyLabofAppliedPsychology,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Dean’sof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

3.SchoolofEducation,Soochow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123,China)

Abstract:Therearemanydifferentviewpointsonthestructuralmodelofteacherlearningstrategieseventhoughitalsoplaysanim-
portantroletorevealtheirlearningpsychologicalmechanism.Itisfoundthatthequestionnaireofteacherlearningstrategiesconsist
of48itemswhichcanclassifysixpartssuchasobservingandexploringstrategies,reflectingandquestioningstrategies,teamlearn-
ingstrategies,knowledgetransferringstrategies,informationmanagingstrategiesandselfdirectionstrategiesthroughEFA,and
thestructurecanexplain60.85%aboutthemutationrateofvariance.Ithavesatisfiedpsychometricsindexeswhichtherangeofa

between0.76~0.95andthetest-retsetreliabilitybetween0.54~0.78.Themodelstructure’sindexhavebetterdatafittingquality
thatRMSEAis0.06,andGFIis0.85,therangeofrelativeadaptationdegreeindexabove0.85withCFAbyAMOS7.0.So,the

questionnaireofteacherlearningstrategiesisaneffectivetool.
Keywords:teacherlearningstrategies;structuremodel;factoranalysis;questionnair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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