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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反馈素养是教育学、外语教育等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采用

定量定性混合的研究设计，以101名高中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数据，分析了

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探讨了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中英语教师反

馈素养总体水平较高(M = 5.09)，其中学习反馈维度(M = 5.17)和建立反馈共识维度(M = 5.16)的均值最

高，示范反馈维度(M = 4.98)的均值最低。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受到教材、教学和学习因素的影响，其

中学习因素的影响最大，教材的影响最小。本研究的发现有益于为教师反馈提供新的洞察视角，从而优

化教学模式，切实促进教学效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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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s of pedagogy and foreign lan-
guage education and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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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adopts a mix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taking 101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Data are mainly collected through ques-
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 feed-
back literacy and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is relatively high (M = 5.09). Among them, the dimension of 
learning feedback (M = 5.17) and the dimension of establishing feedback consensus (M = 5.16) have 
the highest mean values, while the dimension of demonstrating feedback (M = 4.98) has the lowest 
mean valu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each-
ing material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mong which learning factor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the least impac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beneficial i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of insight for teacher feedback, thus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odel, effectively promot-
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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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反馈素养(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指“教师设计反馈过程以促进学生对反馈的理解以及学生反

馈素养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情感”[1]。教师的反馈素养既包括教师本身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反馈，还

具备培养学生认知发展和社会情感能力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2023 年 10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加强教师教育评价能力建设，提高教育

治理能力和水平。教师反馈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师生课堂交流和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教师如何理解反馈及如何通过最小化反馈输入实现最大化反馈效果的能

力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我国高中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

并分析影响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因素，旨在为后续教师反馈素养研究、促学反馈实践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世纪以来，教师反馈素养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Sutton [2]以非结构化视角为理论

基础，提出教师反馈素养的内涵，包括本体、活动、影响三个维度，明确教师反馈素养的定义，本体维度

认为教师的反馈知识是在具体反馈情境中的运用；活动维度强调教师作为行为主体在反馈情境中的参与；

影响维度则关注教师是如何通过反馈行为对外界施加影响的，探讨了教师反馈素养的内涵和要素。Carless 
[3]认为，教师反馈素养的发展与学生反馈素养的发展有关，于是引出了教师反馈素养的概念，包括设计、

关系和实用三个维度。设计维度指教师设计课程内容等，鼓励学生提出反馈和吸收反馈；关系维度认为

教师分享反馈时，需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用维度强调教师认真管理反馈时的学科因素和现

实因素，进一步深化了教师反馈素养的内涵。而 Boud 和 Dawson [4]仅仅探讨教师反馈素养框架的定义无

法确定具有高素养水平的教师有怎样的水平，于是讨论了教师反馈素养的框架，该框架包括宏观、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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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观三个维度，宏观维度指教师具有策略性地规划反馈；中观维度要求教师最大程度发挥反馈的作用；

微观维度主张回应学生学习需求，此研究进一步细化教师反馈素养的结构维度，明确了教师设计和实施

有效反馈时所需的能力，为教师反馈素养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而我国的教师反馈素养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多数研究是在国外既定的教师反馈素养模型或框

架上所做的研究。董艳等[5]通过梳理教师反馈素养的最新研究框架，并立足我国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背

景下教师能力素养的新要求，从认知、能力和情态角度编制了国内教师反馈素养领域的第一份量表，此

量表为改变教师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技术赋能的帮助，有利于教师提供有效的知识建构，促进师生双向

互动。徐锦芬和张志武[6]以我国高校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编制了高校英语教师反馈素养量表，包含四

因子结构，分别是“设计反馈”、“学习反馈”、“建立反馈共识”和“示范反馈”，此量表为教师反馈

素养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有利于高校英语教师反馈素养测量和培训。徐浩[7]采用多个案的质性研究方

法，以 12 名入职三年内的外语专业新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其多课型教学过程中教师反馈素养发展的

特征规律，发现课堂教学经历中多课型切换的频度会直接影响外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发展情况，所以教师

反馈素养的发展与其教室环境中的具体教学实践密切相关。方艾若等[8]在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在对

一线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后，讨论职业英语教师反馈素养构念，包括教学设计、情感态度和数字技术

三个维度，强调有效反馈是实现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关键之一，教师应通过多种途径促进职业英语课堂

评价改革。赵勇等[9]通过 651 名英语教师编制了教师反馈素养量表，该量表由反馈情意、反馈实施、关

系维护、技术运用、反馈设计和反馈知识 6 个维度构成，证实了目前教师反馈素养的理论框架，为英语

教师反馈素养测量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其反馈实践。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教师反馈素养进行了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集中于

教师反馈素养的概念框架和课程因素对教师教学与教师发展的重要影响等，而且研究对象主要以高校英

语教师和高职英语教师为主，而几乎没有学者关注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因此，

本研究尝试对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进行探讨。 

3.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本节提出了研究问题，介绍了研究对象，并说明了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 

3.1. 研究问题 

教师的反馈素养是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并有效实施高效反馈过程，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程度，促进学生学业表现。因此，研究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实际情况，理解教师反馈素养的

内涵与意义，并且分析影响教师反馈素养的因素，从而促进教师进行教学实践，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第一，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如何？ 
第二，影响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因素有哪些？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问卷以我国(某省随机抽取的)高中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所涉及教师不限年级学段，高中三

个年级都有所涉及。共有 101 名参与者。其中，受访者女老师 76 名，男老师 25 名，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教龄 0~20 年以上不等。调查样本基本符合高中英语教师群体的主要特征。 
访谈研究对象选取 3 名受试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然后对访谈的录音进行转写。这 3 名教师教学经

验丰富，某种程度上可反映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情况。每位教师访谈时长大约为 30 分钟。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59


葛灿馨 等 
 

 

DOI: 10.12677/ml.2025.134359 385 现代语言学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数据。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中英语教师的个人信息问题；

第二部分是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问卷，第三部分是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问卷。 

3.3.1. 问卷 
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问卷主要根据徐锦芬和张志武[6]的高校教师反馈素养问卷的基础上进行改编。

本研究有 5 个维度和 31 个项目的问卷，采用六级李克特量(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

1 到 6 分)形式。通过 SPSS 对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具体见表 1。 
 

Table 1.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表 1. 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 

维度 题项 Cronbach’s α系数 

设计反馈 1、2、3、4、5、6、7、8、9、10、15、28 0.942 

建立反馈共识 11、16、17、18、30、31 0.950 

示范反馈 12、13、14 0.872 

学习反馈 19、20、21、22、23、24、29 0.963 

实用反馈 25、26、27 0.951 

问卷  0.979 

 
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79，每个因素的 Alpha 系数都高于可接受值

0.70，表明整个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问卷维度在原始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本问卷删除了原问

卷中的“我会及时为学生提供反馈”，因为题目语言表述宽泛，在其他题目中也有所体现，所以将其删

除。本问卷还把原问卷的“我积极使用学习管理系统(例如：网络教学平台、学习通等)组织反馈”修改为

“我会借助 PPT 等技术促进学生对课堂反馈的吸收”。因为原问卷主要针对高校教师，本问卷主要针对

高中老师，针对普遍情况来说，高中生在课堂使用移动设备较少，学习管理系统的应用性和时限性较差，

教师对学习管理系统的使用较少，所以将其修改。问卷还增加了题项 28“我会控制自己反馈的语速”。

因为高中生接受能力相对较低，教师语速过快可能影响学生反馈知识的吸收程度。本量表的实用反馈维

度借鉴了 Carless 和 Winstone [1]的教师反馈素养概念框架中的实用维度，设计题项包括 25“我会在教学

中综合考虑反馈的不同功能”等。因此，本问卷由五个维度组成(设计反馈、建立反馈共识、示范反馈、

学习反馈和实用反馈)。 
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问卷借鉴了新课标的教材观、教学观和学习观，依照李克特六级量表形式

设计了 14 个问题。对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具体见表 2。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表 2. 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 

维度 题项 Cronbach’s α系数 

教材因素 32、33、34 0.929 

教学因素 35、36、37、38、39、40、41、42 0.967 

学习因素 43、44、45 0.900 

问卷  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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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77，每个因素的 Alpha 系数都高于可接受值

0.70，因而说明该量表的信度符合测试的要求，内部一致性好。问卷包括三个因素(教材因素、教学因素

和学习因素)。 

3.3.2. 访谈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了三位高中英语教师的反馈素养信息，包括教师对反馈的理解、学生

课堂反馈的具体特征和表现以及教师反馈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情绪和态度等。研究者采用访谈和随机追

问相结合的方式，让访谈对象自由、轻松地表述信息，然后收集具体信息进行归纳和总结。通过访谈，

探讨了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 

3.4. 研究步骤 

第一，两份问卷最初设计于 2024 年 1 月。首先，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对问卷进行先导研究，

问卷的信效度符合要求。随后，问卷陆续发放，最后共收集有效问卷 101 份。调查问卷经过仔细核对。

然后利用 SPSS 26.0 对所有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过程如下：第一步，数据收集和数据录入；第二步，

数据分析：利用 SPSS 对两份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这些程序旨在为接下来的结果分析和讨论奠定

基础。 
第二，设计访谈提纲。首先，在访谈之前作者联系了三位研究对象征得访谈同意。访谈开始前，访

谈者向访谈对象介绍了访谈的相关内容。然后，通过电话、微信语音等方式分别对每位教师进行访谈，

并进行录音。访谈时以访谈纲要为出发点，同时抓取有关信息对研究对象的回复进行提问。最后，在访

谈结束后，把录音进行撰写，对访谈者的观点进行整理总结，提取关键信息，最终形成论文观点。 

4.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对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进行了初步调查，了解了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分析其中

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 

4.1. 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 

教师如何给予学生及时、必要、个性化的反馈，促进学习者对反馈策略的理性反应，促进学生有效

建构反馈信息，都是对教师专业能力和反馈素养的新考验。下表具体呈现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 
 

Table 3. Descriptive analysis result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表 3. 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设计反馈 101 1.00 6.00 5.07 0.79 

建立反馈共识 101 1.00 6.00 5.16 0.79 

示范反馈 101 1.00 6.00 4.98 0.93 

学习反馈 101 1.00 6.00 5.17 0.81 

实用反馈 101 1.00 6.00 5.10 0.86 

总体 101 1.00 6.00 5.09 0.83 

 
从表 3 可见，高中英语教师的反馈素养整体水平较高(M = 5.09)，这意味着高中英语教师具有较高的

专业素养，在教学时具有较高的评价和反馈能力。其中，学习反馈维度的均值最高，可见高中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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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通过集体化学习，发展自己的反馈理论，以学习共同体促进自身专业成长，高中英语教师通过

同侪导师、公开课堂和经验分享会等与校内外专业英语教育者进行交流并开展教学反思。另外，建立反

馈共识维度的均值较高，可见高中英语教师在与学生沟通和处理反馈过程中，能够建立起较好的师生关

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感知反馈能力，激发学生对反馈内容的有效知识建构，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张润

晗[10]中“英语教师在网络课堂的不同教学情境中自觉运用不同的课堂话语，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或几种语

用身份，实现高质量的网络师生互动，帮助学生寻求相关反馈信息，构建自然和谐的网络课堂环境”。

实用维度与 Carless 和 Winstone [1]中关于“教师能够务实地处理反馈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等内容相呼应，

教师需要有能力地处理各学科之间反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提高反馈能力[5]，证实高中教师能够

务实地处理反馈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综合考虑教学中的学科因素和现实因素等，教师可以在不断平衡自

身工作量与学生反馈需求中提升自己的反馈水平。设计反馈维度的均值也较高，表明教师能够自主设计

反馈任务，根据任务的难度灵活调整反馈的形式，综合考虑学生总体水平，设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评

价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反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与学生学业表现密切相关，在课堂过程中如何设

计反馈过程以及把握反馈重点尤为重要。同时，教学反馈并非易事，整个教学反馈过程都需要教师精心

设计和安排。而示范反馈维度的均值最低，可见高中英语教师在基于评分细则或者作业范例等为学生进

行示范反馈的能力相对薄弱，这一研究也验证了刘敏[11]的研究发现，虽然范文教学已经成为高中英语课

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范文支架在高中英语写作课堂上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受到课时等因素的影响。所

以高中英语教师需提高示范反馈意识，将示范反馈作为课程设计和教育评价重要的一环。 
综上可知，教师反馈素养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包含各种相关要素的专业性素养。教师需不断

提高自身能力，不断改善反馈素养。教师还需要掌握反馈的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的反馈评价观，不断实

践和优化反馈教学，以提高教学实践能力。 

4.2. 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 

有关教师反馈素养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而且由于反馈素养本身包含多种个体因素，因此可能很难

区分反馈素养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教材维度、学习维度和教学维度来展开，讨

论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Descriptive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 
表 4. 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学习因素 101 1 6 5.18 0.82 

教学因素 101 1 6 5.10 0.79 

教材因素 101 1 6 5.07 0.86 

总体 101 1 6 5.12 0.82 

 
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学习因素、教学因素和教材因素) M = 5.12，SD = 0.82，意味着这三个因素

都是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学习维度是影响教师反馈素养最重要的因素。教学

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情感体验、行为活动和具体表现，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举止。

同时，不同的情感态度对作为学习主体的高中生来说影响较大。访谈中，教师 B 也认为学生的学业情绪

也是影响课堂反馈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其认为对于教师持续的反馈导致学生出现厌学情绪是很正

常的，而教师反馈时也会偶有急躁现象，教师可以向资深教师寻求帮助，调整自己的情绪，这一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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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与韦晓保等[12]的研究发现相一致，愉悦、焦虑和无聊情绪对学生反馈的接收会产生间接影响。高中

英语教师应该保持积极的情绪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学会调节自身的情绪，避免因个

人情绪波动而影响教学质量。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学生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 
而教材因素对教师反馈素养影响最小，这一因素也与徐浩[7]的研究发现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徐浩研

究的对象为大学教师，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高中英语教师，大学教师主要围绕教材展开教学活动，且

教材知识可以满足学生的应试要求；而在高中，英语教师还可能需要输入大量课外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

应试要求，所以高中英语教师使用了什么样的教材与大学教师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对其反馈素养的影响

程度较小。但无论如何，教材都是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单新涛[13]提到数字教材建设不断推进，正

成为驱动教学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访谈中，教师 C 提到备课时把握教材是非常重要的。教材会提供相

关学习任务，教师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学习任务来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高中英语教师应该熟

悉教材的内容和结构，了解教材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教师应该关注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及时给予学生

针对性的反馈。教师还应该关注教材的更新和发展，及时了解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以便更好地指导

学生的学习。 
高中英语教师需要把握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反馈素

养。高中英语教师需要从教材、教学和学习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高中英语教师只有不断提高反馈素养，

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学习，提高教学质量。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现状，分析了高中英语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旨在为教师

进行反馈时提供参照工具，检验反馈理念，为我国教师反馈素养的提升作出贡献。研究发现：高中英语

教师反馈素养总体水平较高，教师能够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反馈，不断反思提升自身反馈素养水平。教

材、教学和学习都是影响教师反馈素养的重要因素，教师需在反馈时充分考虑其影响因素，设计符合学

生水平的反馈内容，不断提高自身反馈素养能力。本研究是对教师反馈素养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初步调查，

因此在研究对象样本量和未深入探讨教师反馈素养是否有其他影响变量等方面存在不足。今后研究在扩

展研究对象和进一步分析教师反馈素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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