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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展开综述，系统回顾了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界定、理论

基础及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梳理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重点探讨了教师自

我效能感与教师个人特质、职业环境、专业发展及学生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结合外语教学的具体情境，

分析了教师自我效能感在提升教学水平和促进学生语言学习成效中的关键作用。最后，展望未来研究方

向，建议加强跨文化比较研究，探索教师自我效能感与生涯发展阶段的关系，并关注技术融合教学环境

下的自我效能感变化，为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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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ers’ self-efficacy, and system-
atically review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elf-effica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ot spots and 
frontier issue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focuses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self-
efficacy and teach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role of teachers’ self-efficacy in improving teaching level and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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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research,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tag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self-effi-
cacy in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enlightenment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Keywords 
Self-Efficacy, Teacher Developm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Progress,  
Application Prospec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

的关注。尤其是在外语教学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外语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语言

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其语言能力的提升。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影响其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因素。 
然而，现有研究在理论深度和方法论上仍存在局限。例如，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虽为自我效能感

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对教学情境动态交互性的解释力不足(Bandura 1977) [1]；Tschannen-Moran 的模型

虽强调了认知处理的作用，却未充分纳入跨文化差异的视角。本文通过批判性梳理现有理论，提出整合

动态情境与跨文化维度的分析框架，为教师自我效能感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切入点。 
此外，尽管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其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与教育实践的关

系仍需深入探究。特别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外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如何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

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因此，本文旨在综述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发展历程、当前研究现状，并展望其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系统梳理文献与典型案例分析，本文不仅揭示理论演进脉络，还结合外语教学实践提出针对性策略。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够为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育

质量的全面提升。 

2.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效能”这一术语，起源于政治学及心理学的探讨范畴。在心理学领域内，它被界定为个体对于达

成特定成果所需能力的认知(高艳存，2007 年) [2]。Bandura 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

体对自身执行特定行为能力的信念，并强调其受行为、个人与环境三元交互的影响[3]。然而，后续研究

指出，Bandura 的理论过于侧重个体内部认知，忽视了教学情境的动态性与社会文化因素的渗透作用。

Tschannen-Moran 的模型弥补了这一不足，提出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形成需结合具体教学任务与环境评估，

但其跨文化适用性仍有待验证[4]。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概念首先由 Rand Corporation 在 1976 年提出，至

今已经有 49 年的发展历史[5]。其定义多样但可归纳为两点核心内容：一是教师自我效能感体现为教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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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能力的信赖程度；二是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它则是指教师对个人教学技能、

信念及内心体验的自我评价。 
我国学者张庆宗进一步提出，外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需纳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维度，例如教师对自

身在双语环境下引导学生克服语言障碍的信心。这一拓展凸显了外语教学的特殊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重要方向[6]。 
尽管上述研究者所持观点各异，但从宏观角度审视，其核心要义大致相似，即教师自我效能感实质

上是一种个体对自身的评价与感知。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定义和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对其形成机制和内在逻

辑的探讨相对不足。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教师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认知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教师自我效

能感不仅是教师对自身教学能力的主观评估，更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与环境互动、调整认知和行为

的结果。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教师自我效能感视为静态心理特质的局限，强调其动态性和情境

性，为理解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3.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历程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Rand 研究团队率先依据 Rotter 的社会学习框

架，特别是其控制点概念，进行了初步探究。他们界定了教师效能感是教师认为他们能够控制其活动的

强化程度，即判断强化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控制[7]。具体而言，当教师认为外部环境对学习成果的影响

力超过自身时，其教学努力的强化效果被视作外部主导；反之，若教师坚信自己有能力引领面临学习挑

战或缺乏动力的学生，则其教学活动的强化效果则被视为内部驱动[8]。 
随着 Bandura 自我效能感理论的逐步成熟，教师自我效能感被广泛认可为自我效能感理论的一个分

支。Tschannen-Moren 深入剖析了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动态演变及其作用机制，他构建的模型确认了 Bandura
提出的四大自我效能感信息源——掌握性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及生理心理状态对教师自我效能

感形成的关键作用[9]。 
从方法论看，早期研究多采用横截面问卷调查，难以捕捉自我效能感的动态变化。例如，Tschannen-

Moran 通过纵向设计发现，新手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随教学经验积累显著提升，而资深教师则易陷入“职

业高原期”。此类研究为理解自我效能感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实证支持[10]。 
相较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学术产出国际水平之间存在差距。黄巍作为先驱者，他首次在国内提出

了“教师教育效能感”的概念，并详细探讨了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外在环境条件与教师自身的心理状态，

尤其强调了教师个人心态在其效能感形成中的核心作用。 
洪秀敏指出，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推动其自主发展的核心内驱力，但现有工具(如《教师效能感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问题导致结论分歧[11]。蒋灵慧和钱焕琦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外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与学生

语言输出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某中学英语教师通过改进课堂互动策略，其自我效能感提升后，学生口语

测试平均分提高了 15% [12]。 
然而，文献综述表明，多数研究仍旧集中于普通教师群体。当前理论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同时，

由于研究工具和方法的问题，研究者们在探讨影响因素时存在分歧。在外语教学中，教师自我效能感不

仅是教师自我认知和评价的重要方面，也是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并且英语既是工

具又是教学内容，这一特殊性使得对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4.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研究开始关注外语教学的特殊性。娄文聪和李文岩发现，教师反馈语的类型(如积极反馈 vs.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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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反馈)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英语课堂中，积极反馈更能激发学生的语言表达信心，

而过度纠错可能导致焦虑[13]。这表明，外语教师需平衡语言准确性与情感支持，以优化自我效能感的

作用路径。 
张明和陈改的研究强调了职业使命感、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在全纳教育教师群体中的显著正相

关关系，并指出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4]。这一发现不仅深

化了我们对教师职业心理机制的理解，还提示通过提升教师的职业使命感和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增强

其工作幸福感，对全纳教育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周娜和刘鑫则从中学教师教学质量类型和自我效能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它们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

关系。该研究发现，教师的性别、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在不同教学质量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进

一步丰富了教师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教学环境下的表现和作用机制[15]。这些差异提示我们，在提升教师自

我效能感时，需要考虑教学质量类型及教师个人特征的多样性。 
宋葳对通用学术英语教师的纵向追踪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课堂观察发现，教师职业认同与学

校支持环境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其自我效能感[16]。 
谢志勇和王红的研究则关注了乡村教师在数字化教学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发现数字化持续专业发展、

组织支持感与数字化教学自我效能感均与数字化教学素养密切相关。他们对乡村教师的混合研究，量化

数据显示数字化培训提升自我效能感(β = 0.32, p < 0.01)，而质性访谈进一步揭示组织支持是技术赋能的

关键中介。这一研究不仅为提升乡村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供了新视角，还强调了混合研究方法(量化 + 
质性)能更全面捕捉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复杂性，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17]。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教师自我效能感在教育实践中的多维度影响，从英语课堂反馈到中

学教学质量，再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身份构建及乡村教师的数字化教学，不同领域的研究均强调了

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对于改善教育效果、增强教师工作满意度及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作用。然而，现

有研究在反馈类型、性别差异等具体方面的结论尚不一致，且对于如何有效、系统地提升教师自我效能

感的具体策略探讨仍有待深化。 
本研究聚焦于外语教学领域，集中探讨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外语教学具有

其特殊性，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知识和教学技能，还需要应对跨文化交际、语言学习动机激发等

复杂问题。这些特殊情境对外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分析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

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和问题，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影响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因素，如教学环境的支

持度、学生的语言学习基础、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提升策略，包括加强教师培

训、优化教学环境、开展跨文化教学活动等，以期为提升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参考。 

5.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展望 

外语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跨文化、互动性与动态性特征上表现显著。未来研究需聚焦外语教学情境

下自我效能感的多维作用机制。外语教师在语言知识传授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双重任务中，其自我效能

感受文化适应性、跨文化交际策略有效性影响，如设计跨文化对比任务时，教师对自身文化敏感度与语

言表达准确性的信心直接关联教学效果。数字化教学工具介入重构外语课堂互动模式，教师需平衡技术

操作与教学目标，未来可探究技术赋能下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双刃剑效应”。此外，外语学习中的“语言

表达焦虑”反向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需结合动态评估方法，如课堂情绪追踪、教学日志分析，揭示教

师通过反馈策略调节学生焦虑并增强自身效能信念的机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模型，应开发符合外语学科特点的自我效能感干预路径以构建外

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动态提升框架。情境化专业发展设计打破传统培训模式，针对外语教学核心场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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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微格教学实训，如“课堂问题情境模拟库”助力教师积累应对跨文化冲突等问题的“掌握性经验”。跨

文化共同体支持网络通过建立跨校、跨区域协作社群，共享“替代性经验”，如教学案例库、跨文化课堂

录像分析，促进自我效能感横向迁移，新手教师观察资深教师示范可提升跨文化教学信心。智能化效能

感监测系统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开发动态仪表盘，实时追踪教学行为与自我效能感波动关联，为个性化干

预提供数据支持。 
外语教学的特殊性要求突破单一学科视角，拓展跨学科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维度。心理语言学交叉视

角下，探究教师二语习得信念对外语教师效能判断的影响，如坚信“成人外语学习潜能有限”的教师在

高级语言教学中可能自我效能感衰减。全球化语境下，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中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影响路

径差异，如东亚“高语境文化”与西方“低语境文化”对比中，集体主义文化中教师依赖组织支持提升自

我效能感，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经验作用突出。生涯发展阶段特异性方面，构建外语教师效能感生命周

期模型，识别关键转折点的自我效能感变化规律，如从通用英语转向学术英语教学、从线下到混合式教

学转型时，设计分阶段支持策略。 
针对现有研究工具的情境适配性问题，需开发本土化评估工具与循证实践模式。研制外语教学效能

感量表，在通用量表基础上增加外语专属维度，如跨文化课堂管理效能、多语言资源整合效能，并通过

认知访谈验证题项文化适切性。基于证据的干预实验采用设计性研究方法，在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中迭

代验证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有效性，如通过三轮“反思性教学循环”检验跨文化反思日志对自我效能感

的促进作用。 
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研究应紧扣学科本质，在理论建构中凸显“语言即内容、课堂即文化场域”的

特殊性，在方法创新上融合动态评估与技术赋能，在实践应用中形成“情境诊断–策略匹配–效果追踪”

的闭环支持体系。这不仅是回应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教师发展研究走向学科

化、精细化的重要路径，对提升外语教师专业素养、优化外语教学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6. 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外语教师在反馈策略上应注重平衡语言准确性与情感支持。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教师的反馈不仅影

响学生的学习行为，还影响其自我效能感。实施“三明治反馈法”可以有效减少学生焦虑，提升教师对

纠错效果的信心。同时，建立多模态反馈档案，利用录音、视频记录课堂互动，每月选取 3~5 个典型反

馈案例进行编码分析，通过数据可视化帮助教师反思反馈策略的有效性，这符合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中强

调的反思性实践。 
构建情境化专业发展体系是提升外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途径。开发“跨文化教学情境模拟库”，

设计虚拟现实教学场景，让教师在模拟实训中积累应对策略，这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强调的情境学

习。推行“1 + 1 + X”研修模式，每位教师每学期需完成 1 次公开课录像分析、1 次跨校教学观察以及 X
次主题工作坊，形成个性化成长档案。同时，为教师定制数字化工具包，包含智能语音评测、虚拟语伴、

跨文化资源平台等技术工具，并配套“技术午餐会”分享应用案例，这体现了技术赋能教育的理念。建

立动态自我效能感监测机制，在教务系统中嵌入自我效能感微评估模块，通过机器学习分析自我效能感

波动趋势，及时触发支持干预，符合教育监测与评估理论。 
创建跨文化教师协作网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效能感。开展“文化镜像项目”，与海外学校结

对，组织教师每月进行一次同步课堂，共同设计对比性文化任务，每次协作后填写《跨文化效能自评表》，

这符合跨文化交际理论中强调的跨文化互动与理解。建设区域性案例共享平台，按教学主题分类上传真

实教学案例，支持教师按需检索并参与案例优化，体现了资源共享与合作学习的理念。实施分阶段自我

效能感干预计划，针对不同阶段教师采取不同的支持策略，如新手教师实施“双导师制”，高原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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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学创新挑战基金”，这符合教师发展阶段理论。完善学校支持性制度，改革评价体系，增加“跨

文化教学效能”维度，设立“跨文化教学急救站”，体现了学校组织支持理论。深化教师心理资本建设，

开展“自我效能感叙事工作坊”，引入正念干预训练，符合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强调的心理资本开发与情

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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