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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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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参加四川广播电视大学专兼职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中的教师进行调查，利用ＩＳＭ
法构建了包括学习准备、自我效能感、有恒性、学习动机、辅导教师特点、网络课程特点、硬件环境特点七个因
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并使用ＡＭＯＳ软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网络课程特点直接正向影响辅导教师特点，进
而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有恒性、学习动机、学习准备；辅导教师特点直接正向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有恒性、学习动机、学习准备；硬件环境特点与其他六个因素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
相应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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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领导于１９９８年提出“教育技术是教学改
革的制高点”，而发挥教育技术在教学改革中作用
的主导因素是教师，重点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技术能
力。教育技术已是信息时代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电大是主要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教育技
术开展远程教育的学校，因此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对于电大的教学质量提升尤为重要。国家开放大学
非常重视提高电大教师运用教育技术组织教学的能
力和水平，为了全面提高电大系统教师教育技术应
用能力，促进技术在教育中的有效运用，我校近年来
也多次组织教师参加教育技术能力培训活动，目的
在于建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体系，不断提高广
大教师实施网络远程教育的能力水平。为了克服面
授培训存在的不利因素，提高培训的效率与质量，近
年来开展了网络培训课程。经过培训，教师在网络
教育教学中应用教育技术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但是通过文献分析与调查研究发现网络课程
培训效果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因此，本文通过对参
加网络课程培训的电大教师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影
响网络课程培训因素的关键因素，以期为网络环境
下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启示。

一、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教育技术能

力培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训体系的构建、培训活
动的设计、评价方式的研究、培训模式的探讨、培训
现状的调查和反思、培训系统的开发等，而对培训影
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关于中小学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培训的目的、意义以及活动设计等的研究，
而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研究更
是鲜有。当前有的研究者根据Ｗｉｌｅ的绩效因素分
析模型，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对影响农村中小
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与培训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分
析［１］。有的研究者是从教师个人因素、培训迁移气
氛、专业发展的生态情境、培训的后续支持四个方面
对培训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２］。有的研究者
以教育技术能力培训项目为例，从课程资源、教学管
理体系、学习活动设计和远程培训平台等四个方面
分析了混合式培训方式下教师培训质量影响因
素［３］。还有的研究者综述了国内学者在中小学教
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现状、培训模式、内容体系、评
价体系等几个方面的培训策略问题，提出了中小学
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局限性和未来培训的方

向［４］。然而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思辨、经验总
结的基础上，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而对培训
影响因素采用实证研究具有更好的实用性和借鉴
性。

二、研究模型及假设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发现１５个影响教师教育

技术培训效果的因素，分别是培训目标、培训内容、
培训方法、培训评价方式、培训时机、培训教师、培训
环境、政策激励、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准备、年
龄、性别、学科、学历等。Ｄｒｉｃｋ Ｂｏｙｄ在《成功的在线
学习者的特征》一文中指出网络学习环境中成功学
习者主要受四方面因素影响：技术因素、环境因素、
个体因素和学习特征因素［５］。笔者针对文献中提
到的１５个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影响因素，结合Ｄｒｉｃｋ
Ｂｏｙｄ提出的网络学习环境中的影响因素，通过访谈
调查，总结出硬件环境特点、网络课程特点、辅导教
师特点、学习准备、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有恒性七
个因素，作为初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
１．影响因素内涵
自我效能感是指参加培训的教师的网络学习自

我效能感，即学习者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初级网
络课程培训学习的推测与判断。学习准备是指学习
者在接受培训之前所具备的教育技术和网络学习的
相关知识与技能。有恒性指学习者持续进行网络学
习的能力［６］。学习动机既包括内部动机，如学习者
对所学习的课程内容感兴趣、满足工作需要、拓展自
己的知识等引起的动机；又包括外部动机，如获得职
称的晋升、受他人参加培训的影响等引起的动机。
辅导教师特点是指辅导教师的教学态度、专业知识
水平、及时的反馈、组织管理能力、师生关系等特点。
硬件环境特点是指学习者所具备的计算机配置、网
络条件、网络学习氛围等外在学习环境的特点。网
络课程特点既包括培训内容的适合性与认知有用性
等特点，又包括网络课程平台的认知易用性、资源丰
富性、评价合理性等特点。已有研究和调查表明，这
七个因素均是影响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
力培训的重要因素。
２．研究模型及假设
利用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

ｏｄ）法建立研究模型。首先选择构成系统的要素，
根据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
然后划分层级，建立结构模型［７］。本文利用ＩＳＭ法
建立的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３８第３５卷第１９９期 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万方数据



图１　 研究模型
研究模型表明，影响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培训的因素可以分为三层。其中第一层反
映了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学习准备、有恒性、学习
动机受辅导教师特点、硬件环境特点的直接影响；第
二层中的辅导教师特点则受网络课程特点的直接影
响；第三层的网络课程特点是影响初级网络课程培
训最直接的因素。由此做出如下假设：

Ｈａ：网络课程特点对辅导教师特点有正向影
响；

Ｈｂ１：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有
正向影响；

Ｈｂ２：硬件环境特点对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有
正向影响；

Ｈｃ１：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有正
向影响；

Ｈｃ２：硬件环境特点对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有正
向影响；

Ｈｄ１：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的有恒性有正向
影响；

Ｈｄ２：硬件环境特点对学习者的有恒性有正向
影响；

Ｈｅ１：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正
向影响；

Ｈｅ２：硬件环境特点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正
向影响。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刚参加完“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专兼职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网络课程”的四川省
教师。数据收集采用了电子问卷的形式，在参加此
次培训的教师中随机选取１５０位并通过电子邮件邀
请他们参加网络讨论和问卷调查，其中有６２位教师
填写了问卷，有效问卷５５份。调查时间从２０１７年
９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包含
调节变量在内的个人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
龄、学科背景、所在学校等；另一部分是反映主要变

量概念的测量题目，共有３１个题项，分别测量学习
准备（４个）、自我效能感（４个）、有恒性（３个）、学
习动机（７个）、辅导教师特点（５个）、网络课程特点
（５个）、硬件环境特点（３个）。除个人特征信息外，
其他变量的测量题目借鉴了经典研究的相应问卷，
并根据本研究的具体环境进行了修改，均采用Ｌｉｋ-
ｅｒｔ ５点记分法，用１ ～ ５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前期选取５位相
关专家进行试测。他们对本测量工具提出不少中肯
的建议，并通过电子邮件或面谈方式进行了反馈。
根据专家的问卷情况和反馈意见，对测量工具的用
词、题目等进行了调整或修正，形成最终测量问卷。

本研究的人口学数据分析采用了ＳＰＳＳ １９． ０；模
型假设检验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分析工具为Ａ-
ＭＯＳ ６． ０。

四、研究过程及分析
１．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表１　 样本基本资料

变量 属性 频次 比例

学校
类别

分校
省校

１７
３８

３１％
６９％

性别男
女

１８
３７

３３％
６７％

年龄
２０ － ３０岁
３１ － ４０岁
４１ － ５０岁
５１岁以上

１５
２７
１１
２

２７％
４９％
２０％
４％

学科
背景

文科（语、外、史、地、政）
理科（数、理、化、生）
艺术（音、体、美）
其他

２５
２２
６
２

４５％
４０％
１１％
４％

　 　 统计结果显示，被试样本以省校教师居多，占
６９％；以女教师居多，占６７％；年龄集中在２０ － ４０
岁，占７６％；学科背景涵盖语文、英语、历史、地理、
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音体美、科学等各个学
科，文科人数占４５％，理科占４０％，详细资料参见表
１。

２．潜变量分析
①检验方法
本研究的测量条目，一部分来自访谈和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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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结果，一部分来自于理论研究的成果，因此有必
要进行条目的信度检验［８］。用总相关系数（Ｃｏｒｒｅｃ-
ｔｅｄ － ｉｔｅｍ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Ｃ）净化条目与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α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测量条目的信度。选
取０． ５作为ＣＩＴＣ的最小值［９］，将小于０． ５的条目删
除，删除前后，需比较其余条目ＣＩＴＣ值的变化，如
果剩余条目的α系数始终大于０． ７ ［１０］，说明信度符
合要求。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单维度性以
及因子组成成份，以判断是否增加或减少因子。研
究中采用ＫＭＯ、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检验等检验方法。ＫＭＯ值
越大，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素
分析，但小于０． ５时表明不适合进行因素分析［１１］。

②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有恒性”、

“辅导教师特点”、“网络课程特点”变量的各子测量
条目的ＣＩＴＣ值均大于研究中所设定的最小值０． ５，
α系数均大于所设定的最小值０． ７，说明以上几个
因素的测量条目的信度符合研究要求。尽管“学习
准备”、“硬件环境特点”的ＣＩＴＣ值与α系数没有达
到要求，但由于与标准值０． ５和０． ７相差并不大，所
以暂时保留。而“学习动机”的子条目不符合要求，
进行修正后，子测量条目ＣＩＴＣ值均大于研究中所
设定的最小值０． ５，α系数均大于所设定的最小值
０． ７，符合研究要求。笔者还对修正后的量表反映全
部条目内部一致性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值进行了测量，
均大于０． ９，说明测试量表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③因子分析
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各检测条目进行分析，以

简化变量间的关系，验证变量的单维度性［１２］。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各测量变量的ＫＭＯ值均大于０． ７，
只有“有恒性”“硬件环境”的ＫＭＯ值小于０． ７，分
别为０． ６９９、０． ６２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卡方值均大于１；显
著性概率均为０． ０００；每个测量条目的因子负载均
大于最小要求值０． ５；累计解释率均大于最小要求
值５０％。以上数据表明，各测量变量的子测量条目
符合因子分析标准，属于同一个维度。具体数据见
表２。

为了探索“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
培训影响因素”的最优拟合模型，在研究中采用了
ＡＭＯＳ模型探索方法［１３］。步骤如下：先使用ＡＭＯＳ
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将模型中的关系均设置为虚
线，再从５１２种可能的模型中探索出最优拟合模型
（ＢＣＣ ＝０． ０００，ＢＩＣ ＝ ０． ０００）。

表２　 测量模型各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条目 学习

准备
自我效
能感有恒性学习

动机
辅导教
师特点

网络课
程特点

硬件环
境特点

ＬＲ４
ＬＲ３
ＬＲ２
ＬＲ１

． ７９３
． ７９１
． ７３７
　 ． ６４５

ＳＥ４
ＳＥ１
ＳＥ２
ＳＥ３

． ９２２
． ９０１
． ８９７
　 ． ８６７

Ｇ１
Ｇ２
Ｇ３

． ９２１
． ９１５
　 ． ８３０

ＬＭ４
ＬＭ２
ＬＭ５
ＬＭ６
ＬＭ１

． ８９１
． ８７４
． ７６４
． ７４８
　 ． ７２２

Ｔ５
Ｔ３
Ｔ１
Ｔ４
Ｔ２

． ９７４
． ９６３
． ９６２
． ９５２
　 ． ９４３

Ｃ１
Ｃ４
Ｃ３
Ｃ２
Ｃ５

． ９４０
． ９３５
． ９２７
． ９１４
　 ． ８３２

Ｅ２
Ｅ１
Ｅ３

． ９００
． ８８６
　 ． ７００

　 　 ④结构模型分析

图２　 最优拟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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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图２是最优拟合模型。
Ｂ．对上述最优拟合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

表３所示的参数。
表３　 最优拟合模型的适配度检验分析

适配指标 建议标准 参考文献 整体分析

绝对
拟合
指标

χ２ ／ ｄｆ ＜ ２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１． ７７８

ＲＭＲ
越接近０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通常采ＲＭＲ ＜０． １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１１５

ＲＭＥＳＡ
越接近０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通常采ＲＭＥＳＡ ＜０． １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１２０

增值
拟合
指标

ＮＦＩ 越接近１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７３４
ＲＦＩ 越接近１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７０７
ＩＦＩ 越接近１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８６３
ＴＬＩ 越接近１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８４７
ＣＦＩ 越接近１表示模型适合度越好 荣泰生（２０１０） ０． ８６１

　 　 表３显示了各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标（χ２ ／ ｄｆ 、
ＲＭＲ、ＲＭＥＳＡ）、增值拟合指标（ＮＦＩ、ＲＦＩ、ＩＦＩ、ＴＬＩ、
ＣＦＩ）的检验结果。由于研究样本人数相对较少，而
某些参数对样本人数和量尺尺度比较敏感，如
ＲＭＲ、ＲＭＳＥＴ等。当多数指标达到或接近理想建议
值当属可接受的范围。从表３得知，总体来说最优
拟合模型适配良好，总体上属可接受的范围。

Ｃ．结构模型路径整体分析。如表４所示，表中
的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参数，另外显示了与其相对
应的假设（Ｈａ ～ Ｈｅ）检验结果。

从表４可以看出，关系“网络课程特点→辅导
教师”、“辅导教师特点→自我效能感”、“辅导教师
特点→有恒性”、“辅导教师特点→学习动机”的Ｐ
值均在０．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辅导教师特点→学习准
备”的Ｐ值为０． ００２，与０． ００１非常接近。

表４　 路径标准回归系数与相应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说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Ｃ． Ｒ． Ｐ
对应
假设

假设是
否通过

网络课程特点→辅导教师 １． ２５０ ． １４５ ８． ６２１ ﹡﹡﹡ Ｈａ 是
辅导教师特点→自我效能感 ． ７０５ ． ０７６ ９． ２８５ ﹡﹡﹡ Ｈｂ１ 是
辅导教师特点→有恒性 ． ４９０ ． ０９４ ５． １８６ ﹡﹡﹡ Ｈｄ１ 是
辅导教师特点→学习动机 ． ６７６ ． ０８９ ７． ６１３ ﹡﹡﹡ Ｈｅ１ 是
辅导教师特点→学习准备 ． ２７７ ． ０８８ ３． １５８ ． ００２ Ｈｂ２ 是
　 　 注：Ｐ值栏中的﹡﹡﹡表示ｐ ＜ ０． ００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为标准化系数（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此值可比较相对影响力。在整个模型中可以发现，
“网络课程特点”对“辅导教师特点”的影响最大，为
１． ２５０；其次是“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自我效能
感”的影响为０． ７０５；“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学
习动机”的影响为０． ６７６；“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者

“有恒性”的影响为０． ４９０；“辅导教师特点”对学习
者“学习准备”的影响为０． ２２７。

Ｄ．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影
响因素的关系。如图３所示（实线表示显著影响，
虚线表示无显著影响）

图３　 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
影响因素的关系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１．研究结论
①网络课程特点直接正向显著影响辅导教师特

点，进而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有恒性、学习动
机、学习准备。网络课程特点是这７个因素中最直
接、最底层、影响最大的因素。呈显著相关的有网络
课程的“认知有用性”、“认知易用性”、“内容适合
性”、“资源丰富性”、“评价方式合理性”。

②辅导教师特点直接正向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
能感、学习动机、有恒性、学习准备。呈显著相关的
有辅导教师的“教学态度”、“专业知识水平”、“及时
的反馈”、“组织管理能力”、“师生关系”。

③硬件环境特点包括“计算机条件”、“上网条
件”、“网络学习氛围”，与其他６个因素之间不存在
显著的影响关系。
２．启示
根据上述相关因素分析和笔者近年来参与网络

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实践体验，认
为要提升网络环境下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
效果，促进电大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发展，在网络培
训中应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网络课程是基础。需要重视网络课程的建
设，选择深度、广度、难度适合的培训内容，易用、有
用、资源丰富的网络课程平台会直接影响培训的效
果和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初级
网络课程培训的内容和平台建设得到了大多数电大
教师的认可，基本能够满足其培训的需求。但是在
“认知有用性”方面，表示同意和完全同意的百分比
相对略低，原因是研究对象是一线电大教师，作为成
人学习者其学习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注重学以致用
和学习结果的立竿见影。在其后的发展中，应进一
步了解一线电大教师的学习需求，开发对教学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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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实用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如：多增加一些针
对不同学科的教学案例，多设置一些视音频资源，网
络课件和手册的范围和内容更广一些，增加即时的
互动和支持；在学习者遇到困难时可随时得到技术
支持人员的帮助等。

其次，辅导教师是关键。辅导教师的教学态度、
专业知识水平、及时的反馈、组织管理能力、师生关
系等都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心理，直接关系到网络培
训的效果。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时空相对分离的学习
形式，学习者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其自我效能感、学
习动机、有恒性等心理特点更多的受辅导教师特点
的影响，因此学习者对教师提出了比传统课堂更高
的要求，希望辅导教师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在其后的发展中，需进一步加强辅导教师的遴选与
考评，提高辅导教师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才能进一步
提升培训的效果。

再次，硬件环境是保障。良好的、可靠的硬件环
境是初级网络课程培训实现的外在保障。通过实证
分析发现硬件环境与其他六个因素不存在显著的影
响关系。原因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基础教
育条件的改善，大多数学习者的计算机条件和上网
环境已经基本能够保障。所以硬件环境特点对学习
者的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有恒性、学习准备的影
响已不再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硬件环境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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