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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学的内在驱力：教师线上教学的

自我价值感研究

杨南昌袁 梁慧芳

渊江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高等研究院袁 江西 南昌 330022冤

[摘 要] 自我价值感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尧专业成长和优质教学的内在力量遥 在当今线上教学日益普遍的情形下袁

教学场景的变化给教师自我价值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遥 文章基于教师尧学生尧技术三个要素袁对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

价值感的变化尧影响因素与特征进行了实证调查遥 研究表明院与线下教学相比较袁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显著降

低袁且呈现性别尧课型与院校差异曰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受技术环境尧教师深层教学方式尧学生学习效果的显著正向影

响曰线上线下自我价值感野双高型冶教师体现了野深教要优学要良技术冶的高质量教学组合特征与动态关系遥 研究建议袁无

论是线上尧线下或混合式课程袁建设和评价的关注点应从传统过度强调客观的野教学外在冶转向师生共鸣互促的野教学内

在冶渊学习体验与价值体验冤遥 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设计者不仅要考虑任务层面的野好用冶袁更要关切效用层面的野好感冶袁

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为教师的高质量教学赋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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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受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袁教学活动
的空间尧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袁线上教学已成为当前
和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遥 然而袁面对线上教
学的虚拟环境和野不在场的学生冶袁教师群体的价值
体验呈现出了微妙的变化院 一些教师逐渐产生自我
怀疑院野感觉自己是个糟糕的主播冶[1]袁野困惑 耶自己到
底是什么爷冶 [2]遥 在此背景下袁 洞悉线上教学环境中
野人冶的体验不仅关乎教师心理健康袁更是对高质量
教学的深层发问院 满足了一流课程建设的外在客观
标准袁 就能让师生获得内在的一流学习体验和教学
成效吗钥 这些现象警醒我们需超越传统评价对野教学

外在冶的过多关注袁重新审视教师在线上教学新场景
中作为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内在自我价值感袁以避免教
师沦为技术的客体存在遥

当前袁 教师线上教学的自我价值感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遥 运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使教育系统具有更高的
服务价值袁增强学习者和教师的体验袁也成为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目标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 2022年的
野中小学在线教学发展论坛冶上呼吁袁关注教师线上教
学自我价值的实现[3]遥 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多层次系统袁
个体在不同的社会身份与角色下有不同的表现袁 线上
教学自我价值感便是一种特殊的教师自我价值感遥 所
谓教师的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袁即在线上教学中袁教师
对自我作为教师的重要性的肯定和接纳的心理倾向[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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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袁是教师对作为客体的自我对他人渊学生冤和
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渊教师身份冤的正向情感体验遥
过去袁学界对传统社会大环境中的教师自我价值

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遥例如袁在效用方面袁有研究指
出袁教师自我价值感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尧专业成长和
实现优质教学的重要因素袁与教师的情感枯竭尧去个人
化和个人成就感等职业倦怠特征密切相关[5-6]袁与教师
教学创新意愿呈正相关[7]袁对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有积极
和显著的预测作用[8]袁且教师的高自我价值感对学生的
自我价值感有积极影响尧能增强学生的学习[9]等遥 遗憾
的是袁学界鲜有关注和揭示线上教学对教师自我价值
感的影响遥特别是在高校教学因新冠疫情影响普遍转
为线上的情形下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为关切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以拥有面向大学生渊本科生尧高职

高专生冤线上教学经历的高校教师为调查对象袁试图
通过实证调查袁探究教师由线下转为线上教学后自我
价值感的变化尧影响因素袁以及教师自我价值感野滑
坡冶野保值冶或野增值冶的原因袁为提升高校教师线上教
学自我价值感并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线上教学效果

提出可行对策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分析框架
教育者尧受教育者尧教育影响这三大要素是贯穿

教育过程的永恒主题袁 线上教学过程亦是基于教师尧
学生尧工具三方的彼此互动得以生成的[10]遥 综合线上

教学过程三大要素袁以及教师自我价值感的结构三个
来源渊环境尧自我尧他人冤袁本研究从线上教学的技术环
境尧教师的深层教学方式尧学生的学习效果三个方面
构建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的分析框架遥 此外袁为
比较教师由线下转为线上教学后自我价值感的变化

情况袁本研究对教师线上尧线下教学的自我价值感分
别进行测量遥 为洞悉人口学等基本信息的影响袁研究
增加相应调查模块袁并对其进行分析遥

渊二冤维度概述及测量工具编制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为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

值感调查问卷渊见表 1冤遥 除性别尧年龄尧教龄尧任教学
科尧任教学校类型尧近学期线上教学时长尧线上教学主
要课程类型等基本信息部分外袁问卷题目均采用李克
特五级评分袁各维度概述及问卷编制如下院

1. 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野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冶遥自我

价值感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是罗森博格自我价值感

量表渊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袁SES冤[11] 袁该量表从
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测量个体自我价值遥本研究聚焦
课堂教学情境和中西文化差异对其进行改编遥经改编
后的教学自我价值感问卷共 8个条目袁包括 4个积极
表述条目和 4个消极表述条目遥 为精准对比教师线
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的变化袁在每一题项下分别
设置线上尧 线下两场景的选项遥 本问卷 Cronbach's
系数为 0.89袁KMO 值为 0.837袁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
显著性为 0.000袁累积解释方差为 68.964%遥

调查板块 问题样例 题量

基本信息 性别尧年龄尧教龄尧任教学科尧课程类型尧线上教学时长等 8

线上尧线下教学自
我价值感

8

5

4

3

深层教学方式 4

学生学习效果 6

积极 在教学过程中袁我感觉我有许多优点

消极 在教学过程中袁我感觉自己难以产生更多的骄傲自豪感

有用性 我使用的教学平台能模拟较为真实的教学环境

易用性 我使用的教学平台界面与功能是容易理解和操作的

外部支持 遇到问题时袁我可以及时获得来自学校或公司技术人员的帮助
教学活动 我经常使用学习调查尧投票尧测验等互动和评价功能

社交线索 我会通过摄像头尧表情包尧文本尧音频等方式向学生传递我的情绪情感
亲密感 线上教学中袁我和学生有着温馨尧舒适的关系

可及感 线上教学中袁我感受到学生从各方面对我的回应
共存感 虽然不在一起袁但我感觉我和学生像在同一间真实的教室上课

教学设计 我会有意识设计与真实生活相联系的教学情境尧活动和任务
教学实施 教学过程中袁我会提供一些开放或复杂的案例以激发学生讨论

教学评价 我会有意识设计评价袁以让学生有机会展示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变化

课堂互动 大多数学生都会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

学习结果 据我观察袁学生的线上作业尧汇报展示表现良好
体验反馈 我能从学生的反馈中感受到他们很期待我的线上课

技

术

环

境

平台与支持

技术使用

社会存在感

表 1 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调查框架及问题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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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环境维度
本研究的自变量一为野技术环境冶袁主要从平台与

支持尧技术使用尧社会存在感三个子维度探寻技术硬设
备和软环境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遥其一袁平台与支持维
度参考了技术接受模型 渊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袁TAM冤的前端因素袁探寻教学平台有用性尧易用
性尧 外部环境等因素对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的影
响遥 其二袁为展现教师在技术环境中的能动性袁技术使
用维度调查教师教学活动工具的使用情况袁如考勤尧投
票尧测验等管理互动评价工具袁以及社交线索工具的使
用情况袁 如摄像头尧 语音连线等遥 其三袁 社会存在感
渊Social Presence冤袁 即在利用媒体进行通信过程中袁个
体被视为野真实的人冶的程度及与他人联系的感知程
度[12]遥 社会存在感被看作是线上教学中对抗疏离感尧感
知教学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遥 社会存在感由共存感
渊线上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野在一起冶的感觉冤尧亲密感渊教
师与学生的关系舒适程度冤和可及感渊教师感受到学生
回应与支持的强度冤 三个因素组成 [13]遥 本问卷
Cronbach's 系数为 0.899袁KMO 值为 0.870 袁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显著性为 0.000袁累积解释方差为 71.102%遥

3. 教师深层教学方式维度
本研究的自变量二为野深层教学方式冶遥 当前袁无

论是大学优质教学渊Quality Teaching冤的相关研究袁还
是一流课程建设标准袁均强调从野学习的视角冶衡量课
程教学质量[14-15]遥 约翰窑比格斯渊John Biggs冤认为袁优质
教学是面向高质量学习的教学袁教师应支持学生开展
适切的学习活动袁引导学生深度学习[16]袁也就是基思窑
特里格威尔渊Keith Trigwell冤等学者提倡的野概念转变/
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冶渊Conceptual Change/Student-
focused袁CCSF冤[17]遥CCSF指向优质深层教学袁更加关注
学生在教学中做了什么袁教师需促进学生建构起自己
的概念理解袁实现概念转变遥研究证明袁教师越是倾向
于采用这种教学方式袁 学生就越倾向于采用深度学
习袁学生的学习效果越好遥 为了测量高校教师实施深
层教学的程度袁 本研究借鉴了 CCSF教学方法问卷袁
调查高校教师在教学设计尧实施与评价方面的深层教
学策略袁具体包括教师创设与真实生活相联系的问题
情境尧提供复杂开放的案例供学生讨论尧在课堂为学
生留出时间交流共享而非满堂灌尧运用工具评价学生
的概念转变等遥 本问卷 Cronbach's 系数为 0.83袁
KMO 值为 0.797袁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显著性为
0.000袁累积解释方差为 66.647%遥

4. 学生学习效果维度
本研究的自变量三为野学生学习效果冶遥教师可感

知的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可从课堂互动尧学习结果与学
习体验等多方面反馈进行判断遥 当前袁课堂互动被看
作是衡量线上教学效果的一项主流结果指标袁也是教
师观察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标准遥 本研究参考孙烨超
等对师生课堂互动的划分标准[18]袁从互动的频率尧积极
性和建设性三方面拟定课堂互动题项遥同时袁本研究通
过学生课中展示尧 测验成绩等获取学生学习结果表现
数据袁 通过学生对课程的态度反馈获取学生学习体验
数据袁 以帮助教师综合全面地判断学生的线上学习效
果遥 本问卷 Cronbach's 系数为 0.921袁KMO 值为
0.901 袁Bartlett's球形检验值显著性为 0.000袁累积解释
方差为 71.817%遥

渊三冤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搜集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遥调查对象

为拥有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袁选取江西尧上海尧北京尧
湖北尧四川等中尧东尧西部 17个省市不同类型高校的
多学科教师发放问卷渊见表 2冤袁回收问卷 516份袁有
效问卷 488 份 袁 有效回收率 94.6% 遥 本研究以
SPSS26.0为分析工具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差异分析探
寻教师线上尧 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水平变化及性别尧
课型等差异曰 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寻技术环境尧
深层教学方式尧学生学习效果对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
的影响曰运用 K-Means聚类分析探寻教师线上尧线下
教学自我价值感变化的人群特征和原因遥

表 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基本状况与差异分析
1. 高校教师的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与线下相比

显著降低

高校教师的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平均得分为

类别 项目 人数 类别 项目 人数

性别
男 197

任

教

学

科

哲学 2
女 291 经济学 3

教龄

1~5年 112 法学 8
6~10年 59 教育学 109
11~15年 81 文学 66
16~20年 119 历史学 4

21年及以上 117 理学 69

任教

学校

部属本科 47 工学 75
省属本科 334 农学 12
地渊市冤属本科 28 医学 11
高职高专 69 管理学 17

其他 10
艺术学 48
其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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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袁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平均得分为 3.43袁通过配
对样本 检验袁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渊 =17.088袁 =0.00<
0.01冤遥 线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得分的众数亦彰显
了这一变化袁线下的众数为野4院比较良好冶袁线上的众
数为野3院一般冶遥可见袁在线上教学中袁教师自我价值感
受冲击的隐忧已成为不争的现实遥

2. 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越高的教师越不容易产
生倦怠袁越能够长时间地积极投入教学

当被问及 野在突发由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情况
下袁 您认为一学期内线上教学连续超过多长时间袁自
己会产生倦怠等负面感受冶时袁选择不同时长的教师
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存在显著差异渊 =0.00<0.01冤袁其
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平均得分排序如下院 一直不会>
3~4个月>2~3个月>1~2个月>1个月及以下遥 这一发
现和过去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结论一致遥 在线上教学
中袁 自我价值感对教师教学与专业发展的重要性仍不
言而喻遥

3. 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呈现性别尧 任教院校尧课
程类型差异

渊1冤女性教师的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男性教师渊 =-
2.232袁 =0.026<0.05冤遥 分析发现袁男女教师的线下教学
自我价值感并不存在差异袁但转为线上教学后袁男性教
师在社会存在感 渊 =7.203袁 =0.008冤尧 学生学习效果
渊 =9.884袁 =0.002冤感知方面显著弱于女性教师袁而这
两个指标的测量都涉及虚拟环境中师生互动和建立联

系的程度遥渊2冤任教野理论与实践结合型冶课程的教师自
我价值感显著高于野理论型冶课程教师渊 =0.012<0.05冤遥
渊3冤 部属本科教师的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高
职高专院校教师渊 =0.047<0.05冤遥 总体来说袁学校层次
越高袁教师自我价值感得分越高遥这一发现印证了高等
教育中野罗伯特与苏珊现象冶[16]带来的挑战遥

4. 年龄尧教龄尧任教学科尧线上教学时长无显著
差异

不同年龄渊 =0.603冤和教龄渊 =0.321冤的教师未显
示出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差异遥研究对教师任教学科
作进一步划分发现袁人文社科与自然学科渊 =0.545冤尧
教育学科与非教育学科 渊 =0.616冤 的教师无显著差
异遥 承担不同线上教学时长的教师渊 =0.321冤亦无显
著差异遥综上可知袁在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中袁影响教
师专业成长的传统因素袁如年龄尧教龄尧教学时长等作
用不再凸显袁反而是师生交往尧课程类型等更加内生
的要素开始显现遥

渊二冤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技术环境尧教师深层教学方式和学

生学习效果三个因素对自我价值感的影响袁研究采用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探索渊见表 3冤遥 排除性别尧任
教学校尧任教课程类型的干扰后袁结果表明院

表 3 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的影响因素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1. 学生学习效果是显著正向影响教师线上教学自
我价值感的核心因素

线上教学中袁师生课堂互动质量和学生学习结果
表现质量越高袁学生情感反馈越积极袁教师自我价值
感越高遥 这一发现与教师自我价值感的内涵相契合袁
表现了教师作为客体的自我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的

认识遥
2. 教师的深层教学方式显著正向影响教师的线

上教学自我价值感

线上教学中袁越是采用深层教学方式的教师袁其自
我价值感越高遥同时袁为探索教师的教是否会通过影响
学生的学袁进而影响自我价值感袁本研究进行了中介效
应检验袁以野深层教学方式冶为 X袁以野学生学习效果冶为
M袁以野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冶为 Y袁运用 SPSS 插件
Process执行 5000次 Bootstrap抽样统计检验袁 得到如
下 结 果 院Indrect effect =0.261 [BootLLCI =0.2023袁
BootULCI=0.3264]袁证明了野学生学习效果冶的中介效应

基本维度 具体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值

自

变

量

学生学习效果 0.317 0.043 6.574 0.000
平台与支持 0.065 0.041 1.472 0.142

社会存在感 0.267 0.039 5.186 0.000

技术使用 原0.011 0.041 原0.230 0.818

教师 深层教学方式 0.161 0.043 4.050 0.000

控

制

变

量

性别
男性渊以女性
为参照冤

原0.036 0.052 原0.987 0.324

任教

课型

理论型渊以结合
型为参照冤

原0.053 0.054 原1.362 0.174

实践型渊以结合
型为参照冤

原0.074 0.075 原1.918 0.056

学校

类型

部属本科渊以
其他为参照冤

原0.065 0.191 原0.807 0.420

省属本科渊以
其他为参照冤

原1.02 0.175 原0.881 0.379

地渊市冤属本科
渊以其他为参照冤

原1.02 0.200 原1.541 0.124

高职高专渊以
其他为参照冤

原1.57 0.182 原1.737 0.083

值 29.736

值 0.000

0.429

学生

技术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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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存在遥 可见袁由教师深层教学引发的学生良好学
习效果袁与教师自我价值感知形成了良性的互促遥

3. 技术环境中的野社会存在感冶直接显著正向影
响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袁而野平台与支持冶野技术
使用冶作为底层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在线上课堂中袁教师与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建立联
系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教师对自身价值的判断遥 虽然
野平台与支持冶和野技术使用冶对自我价值感无直接作
用袁但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袁二者均可通过野学生学习效
果冶 这一核心因素的中介对自我价值感产生显著影
响 袁 其检验结果分别如下 院Indrect effect =0.185袁
[BootLLCI =0.1944袁BootULCI =0.2398]曰Indrect effect =
0.205袁[BootLLCI=0.1539袁BootULCI=0.2607]遥

渊三冤线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聚类分析
1援 K-Means聚类三种教师群体
为深入分析不同教师线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

感的表现特征袁 研究以数据标准化之后的高校教师
线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为变量袁采用 K-Means聚
类袁得到教师教学自我价值感的三类群体渊如图 1所
示冤遥第一类为野双高型冶教师渊39.4%冤袁即在线上尧线下
教学中得分都较高渊均为正值冤袁这类教师能够实现线
上尧线下的灵活转换遥 第二类为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
渊26.4%冤袁 即在线下教学中得高分袁 线上教学中得低
分袁 这类教师在线下教学中有着良好的自我价值感袁
但在网络环境中遇到了较大的挑战遥 第三类为 野双
低型冶教师渊34.2%冤袁即线上尧线下教学中得分都较
低袁这类教师在两种环境中的自我价值感都不高遥

2. 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是真正遭遇自我价值感滑
坡的群体

为分别验证线上教学对三类教师自我价值感的

影响袁本研究对图 1中的数据分析得出袁除野下高上低
型冶 教师在线上遭遇自我价值感滑坡之外袁野双高型冶
与野双低型冶两类教师在线上教学中的自我价值感均
有提升遥尤其是野双低型冶教师袁转为线上教学后袁其自
我价值感标准化数据提升最大袁反超了原本在线下教
学体验较好的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遥 因此袁我们不能仅
依据描述统计总体揭示的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

显著降低袁便将技术环境看作是洪水猛兽遥 相反袁高
质量的技术环境有助于教师自我价值感的提升袁而
这一环境需要来自平台尧学校和教师自身共同营造遥

3. 三类教师的差异特征与原由探究
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遭遇冲击的原因何在钥 野双高

型冶教师的高自我价值体验秘诀又是什么钥 研究通过
事后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各类教师的特征及原因院

渊1冤三类教师群体在技术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渊 =
45.358袁 =0.000冤遥 野双高型冶教师在平台与支持尧技术
使用尧社会存在感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教师袁
野双低型冶教师居中袁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在技术环境各
子变量的得分都最低遥 由此可推断袁技术环境的冲击
是导致其自我价值感降低的重要原因遥 渊2冤三类教师
群体在深层教学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渊 =27.955袁 =
0.000冤遥 野双高型冶 教师在深层教学方式上的均值得
分显著高于另外两类教师群体遥 虽然野下高上低型冶
教师的深层教学平均得分略高于野双低型冶教师袁但
这两类教师无显著差异遥由此表明袁野双高型冶教师比
其他两类教师更具深层教学倾向遥渊3冤三类教师群体在
学生学习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 渊 =85.612袁 =0.000冤遥
野双高型冶教师在教学效果上的均值得分显著高于其他
两类教师群体遥 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对线上教学效果满
意度最低遥

图 1 高校教师线上尧线下教学自我价值感变化的
三种聚类人群

四尧结论与启示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经过系列数据描述尧对比尧多重线性回归和人群

聚类的逐层递进分析袁 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
感的现状尧影响因素与特征变得越来越清晰遥 我们发
现袁 教师线上教学的自我价值感来源是一个关涉技
术环境尧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效果反馈的复杂系统袁
唯有野深教要优学要良技术冶的共同作用渊如图 2 所
示冤袁方能营造良好的线上教学环境袁让教师体验到
更多的教书育人价值感袁 进而推进高质量的课程教
学遥 具体来说院

1. 学生线上课堂的野学冶是影响教师线上教学自
我价值感的关键所在袁师生教学体验共鸣互促

本研究中袁 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是影响教师自我
价值感知的直接核心因素袁并作为中介因素袁沟通着技
术环境尧教学方式对自我价值感的作用遥追求优质学生

55



电化教育研究

学习成效不仅是高质量教学的核心要义袁 也是教师线
上教学自我价值感的核心来源遥更为重要的是袁教师与
学生的线上教学体验呈共鸣态势遥 教师的深层教学方
式引发了学生的优质学习反馈袁 而学生的优质学习反
馈进一步增强了教师自我价值感袁 教与学之间达成了
一致性遥 罗萨的野共鸣渊Resonance冤教育冶理论便指出袁
成功的课程应是由教师尧学生和材料构成的共鸣三角袁
在这个三角内袁师生之间建立起真正的连接袁学习材料
成为充满意义的可能性和挑战性空间[19]遥

2. 师生在线上课堂的互动交往袁对自我价值感有
显著影响

师生在线上课堂的互动交往袁尤其是作为野真实
人冶在虚拟环境中建立的亲密感尧可及感尧共存感对自
我价值感有显著影响遥 作为社会存在感核心的野真实
人冶表征着个体在媒介环境中能否像在真实环境中那
样互动交往遥 本研究发现袁有助于师生互动的理论与
实践结合型课程尧能够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深层
教学策略尧师生高质量的课堂互动尧学生积极的情感
反馈等因素均与教师线上教学的高自我价值感显著

相关遥 而且袁野下高上低型冶教师出现巨大心理落差的
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社会存在感降低尧师生课堂互动
与情感反馈薄弱遥

3. 技术能否推动教师线上教学自我价值感的提
升袁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尧教师自身的技术使用
相关研究发现袁教师自身的效能体验与其身处的

数字环境及自身数字素养差异紧密相关[20]袁本研究从
自我价值感的视角佐证了这一发现遥 线上教学中袁技
术对教师群体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袁有如野吾之蜜
糖袁彼之砒霜冶的隐喻遥 能模拟真实教学环境尧满足教
师教学需要且易操作的教学平台袁适切的技术使用与
外部提供的保障袁都有助于教师在线上教学面临逆境
时维持原有状态尧适应外部变化袁进而建立新的状态袁
提升教学自我价值感遥 反之袁教师就会遭遇自我价值
感滑坡遥

图 2 教师线上教学高价值体验的野金三角冶

渊二冤启示建议
1. 追求一流学习体验袁建构优质深度课堂
未来课程袁无论线上尧线下或混合袁建设的关注点

应从过度强调客观的野教学外在冶转向学生感知的野学
习内在冶[21]袁进而激发教师感知的野价值内在冶袁即一流
课程建设不仅要关注外在的教学硬件尧资源尧团队袁更
重要的是从内在为学生创设一流深度的学习体验袁从
而真正实现技术推动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 野变轨超
车冶遥 从安德森渊Anderson冤的学习者需求层级理论来
看渊如图 3所示冤[22]袁学习者对课程教学基本需求在金
字塔底层侧重的是管用渊Functional冤尧可靠渊Reliable冤尧
适 用 渊Usable冤袁 向 上 进 而 实 现 总 体 的 好 用
渊Convenient冤袁 即能够便捷地尧 如己所愿完成学习活
动袁这一层次的教学设计主要聚焦于任务渊Task冤遥 然
而袁优质的课程教学从不止步于野好用冶袁应该不断努
力向学习者需求的金字塔顶层进发袁追求真正的学习
成效渊Effectiveness冤袁帮助学习者获得愉悦和有意义
的美好学习体验渊好感冤遥

图 3 学习者需求层级

因此袁高质量的教学需要推动学习者从基本需求
到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袁教师不仅要引领学习者完成基
本的学习任务袁更需通过设计高阶性尧创新性尧有挑战
度的深层教学活动袁让学习者在解决真实尧紧密联系
生活的问题中获得意义感袁在具体的反馈尧有效的评
估尧 明确的学习目标结果及人际协作中获得自豪感尧
快乐感尧愉悦感遥 正如野数据驱动的迭代设计模型冶指
出袁为了实现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质量改进袁一方面袁
要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与结果等学习分析数据曰另
一方面袁要关注教师和学生的体验数据[22]遥

2. 关注线上多维优学反馈袁延展真实师生交往
学生学习成长的效果反馈是教师自我价值判断

的重要依据袁 这种反馈蕴藏于师生在网络环境作为
野真实人冶的教学交往中袁如师生问答互动尧学生认可
评价尧学生作业展评等遥 线上教学是一个师生基于不
同层面交往而形成的野情感能量场冶袁若这种多层面的
深层交往在线上教学空间被窄化尧被淡化袁师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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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场就会减弱袁继而影响到师生的真实交往遥
因此袁线上教学过程中袁一方面袁教师可有意识

地与学生进行多维度感官和心理互动袁 如师生打开
摄像头尧进行语音连线袁通过图像尧声音尧文本模拟更
加真实的交往遥 正如研究表明袁教师具备情感色彩的
言语和行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积极

性[23]袁而这一结果又能为教师提供优质学习反馈遥 另
一方面袁教师可设计和实施有助于师生尧生生互动袁
并有助于获得学生学习效果反馈的教学活动遥譬如袁
在课堂话语方面袁可通过调整教师话语调度袁从传统
偏向教师中心尧 封闭式的 IRE 渊教师发起问题/
Initiate袁学生回答/Respond袁评价/Evaluate冤转向 IRRF
渊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不急于评价袁而是鼓励其他学
生继续评论袁教师最后再反馈评价/Feedback冤等更加
开放尧能促进师生多元对话的话语结构曰在课堂学习
规范方面袁为学生共同学习提供倾听尧表达与知识建
构的脚手架遥此外袁还可通过情感化教学设计增进师
生教学情感体验袁如课堂伊始的破冰互动尧轻松和谐
的讨论氛围尧丰富多样的课后作业与反馈等遥 总之袁
在多维度可视化尧 可感知的师生教学交往和优质学
习反馈中袁 实现学生成长与教师自我价值感的良性
动态互促遥

3. 优化线上教学技术环境袁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
在网络教学环境中袁 教师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尧

危机与挑战遥多方利益相关者若能为教师提供良好的
线上教学技术尧方法使用支持袁缩小教师个人之间的
数字化教学能力鸿沟袁能帮助教师更好地在自身与环
境间互动平衡袁从而借助技术更好地实现教书育人自
我价值遥为此袁对于教学平台开发者来说袁需充分考虑
真实的教学环境设计袁不仅提供签到尧连线尧课件播放
等基础教学功能袁还应在小组讨论尧操作演示尧教学评
价等方面进行设计袁综合使用扩展现实等技术袁使其
更加贴近真实教学的多元需求遥 同时袁还可提升社会
存在感的环境设计袁如在线上研讨的设计中嵌入更加
逼真的模拟环境袁让用户自由选择位置和房间布局袁让
学习者和教师灵活展示尧补充尧建构观点袁促进真实学
习的发生遥 在学校教务处尧教师发展中心等管理机构
方面袁要充分认识到野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变与能
力提升是在线教育创新发展的前提冶[24]袁可针对不同类
型教师的需求袁为教师提供线上教学前沿理论尧方法或
技术的培训袁 创建数字化教学文化袁 帮助教师完善
TPACK知识尧践行技术整合的教学袁提供问题诊断尧困
难援助尧进步奖励等袁都有助于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
胜任力袁缓解教师的教学压力袁保障线上教学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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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Drive of High Quality Teaching: A Study on
Teachers' Self-worth in Online Teaching

YANG Nanchang, LIANG Huifang
(Institute of Teacher Education for Advanced Stud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Abstract] Self-worth is an intrinsic force affecting teach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teaching.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nowadays, the changing
teaching scenario has brought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eachers' self-worth.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chang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self -worth in online teach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offline teaching, the self-worth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online teaching i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class type and institution; online teaching self -worth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echnology environment, teachers' deep teaching approach an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teachers with "double high" self-worth both i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high -quality teaching combination of "deep teaching -effective learning -goo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ocus of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should be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xternal teaching" that overemphasizes objectivity to the "internal teach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value experience)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onate with each other, whether in online,
offline or hybrid courses. Designers of technology-enabl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easy to use" at the task level,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good experience" at the effectiveness
level, so as to empower teachers with high-quality teaching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Keywords] High-quality Teaching; Online Teaching; Teachers' Self-worth; Deep Teaching; Inter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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