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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学反馈的调查报告 

——以清迈四所公立学校为例 

赵雅晴 

（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学生参与学习，只有通过对学生态度的进一步考察才可以更好地展现志愿者教师的教学全貌，

从而促使教师反思、改进自己的教学。本研究将以清迈四所公立学校的汉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下清迈府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教

学情况。 
 

过去许多研究都将教师的自我效能感看作是教师行为的“预示

器”，认为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其课堂教学效果更好，那么站在

学生的角度上，他们是否认可？教学从来都不只是教师的“独角

戏”。对教师课堂的关注和研究必然要考虑到学生对教师教学行为

的态度和认识，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

他们对于语言学习的态度。笔者本次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学

生对于教师教学的感知和反馈。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从学生角度了解清迈四所公立中学志

愿者教师教学的实况以及泰国学生对志愿者教师和汉语学习的态

度。根据问卷反馈情况分析志愿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改进汉语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访谈法。问卷参考邵思源在其博士

论文《一项对中学英语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以部分中学英语

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为例》中的学生问卷（该问卷信度系数

为.90）进行修订。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 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态度、

对教师教学策略与技巧的反馈、对教师课堂组织和管理的反馈、课

堂参与的反馈以及教师对其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培养的反馈六个

维度，共 22 个问题。 

调查对象选取了清迈四所公立中学（湄林中学、沙蒙中学、蒲

饶中学、宗通中学）的汉语班学生，共发放问卷 138 份，回收 134

份，有效问卷 134 份。 

二、调查结果分析 
笔者假设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教师在教学中更能得到学生的认

可和喜爱，学生的反馈也会比自我效能感较低的老师好一些。为了

验证假设，本文挑选了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沙蒙中学、宗通中学和自

我效能感较低的湄林中学、蒲饶中学，共四位教师，进行调查分析。 

1.学生的态度 

在对汉语课的喜爱程度上，四位志愿者教师的平均值分别为

4.09，4.12，4.24，4.73。在学习汉语的信心上，四位志愿者教师的

平均值分别为 3.91，3.97，4.03，4.58。通过平均值我们可以直观地

看到，在学生态度这一项上，与其他三位教师相比，自我效能感较

低的蒲饶中学志愿者教师所得到的学生评价要低一些。 

2.学生对教学策略和技巧方面的反馈 

从整体上来看，在学生对教师策略与技巧的反馈中，四位志愿

者教师在对待学生失误和错误的容忍度上差距最大（平均值最高为

沙蒙中学 4.73，最低为湄林中学 3.24，相差 1.49）。 

3.学生对教师课堂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反馈 

在课堂掌控力和课堂应变能力上，四位教师在课堂掌控力的平

均值只达到 3.79。面对课堂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四位教师的平均

值在 3.67。这个环节无论是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志愿者教师，还是自

我效能感较高的志愿者教师，在学生眼中，课堂组织和管理都“不

及格”。 

4.学生参与程度 

从整体上看，自我效能感高的两位教师在学生参与度的反馈情

况要比自我效能感低的两位教师更好一些。但是教师自我效能感高

的学生反馈并不见得高，自我效能感低的老师学生反馈也不是特别

差。 

5.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培养 

从整体上看，自我效能感高的两位教师无论是哪一方面，平均

值均在 4 分以上，而自我效能感较低的老师，学生反馈不是很理想，

均在 4 分以下，其中蒲饶中学师生沟通方面的平均值最低，为 3.44。 

三、研究结论 

图1    学生反馈的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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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沙蒙中学和宗通中学

的教师无论是在授课方式、教学策略与技巧、学生参与以及情感态

度和文化意识的培养上都得到了绝大部分学生的认可；相比之下，

蒲饶中学和湄林中学教师要稍逊一筹。如图 1 统计，沙蒙中学在各

方面比较均衡，相比较而言宗通中学、湄林中学、蒲饶中学都呈现

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宗通中学各项评分较好，极个别选项之间存在

明显波动；湄林中学波动较大，出现最高均值和最低均值；而蒲饶

中学则是多次出现最低均值。 

这个调查结果是出乎笔者意料的，在前面叙述中，宗通中学和

沙蒙中学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都属于高分组，说明他们都比较满意自

己的教学；而蒲饶中学和湄林中学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都属于低分

组，他们对自己各方面的教学效能感都处于不太在乎或不太满意的

状态。但是结合学生反馈，我们发现在课堂掌控和应对突发事件上，

志愿者教师平均值都比较低，同时尽管湄林中学教师自我效能感在

四位志愿者教师中是最低的，但学生反馈也有很好的一面，超出了

志愿者本人的意料。相反蒲饶志愿者教师在交谈中表现的自我效能

感要优于湄林教师，可是学生反馈却是最差的。因此本研究假设在

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而推断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教师的自我效

能感只是教师本人对自己教学主观的判断和感受，教师对自我的判

断总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根据以上调查结论，在此给出一些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建

议。首先，加强课堂管理能力。建议志愿者教师在任教期间，多向

有经验的泰国本土教师请教、学习他们的课堂管理方法。其次，注

意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情绪和态度。学生对于教师情绪的感知是很

敏锐的，面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失误要尽量包容，不要给他们过多

的学习压力，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建立师生关系。最后，根据学

生特点设计多样的课堂活动。泰国孩子很容易厌倦一种教学方式，

保持教学方式的新鲜感是维持学生学习热情的重要方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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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教师由于经验不足、教学对象特殊，因此在教师自我效

能感高低的构建过程中，自我感受与学生判断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由于自我效能感是教师自己的主观感受，因此自我效能感较好的老

师不要过于相信自己，自我效能感较差的老师也不要消极工作。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课堂，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

生的需求和反馈，只有这样全面的评价才可以正确判断自己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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