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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课程思政视域下“自我效能感”在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
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王学军　藺敏敏　阎升光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210）

摘要：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基于当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面

临的困境，以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以高职院思政课教

师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为研究对象，从认知、情感、行为、评价

与归因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对提高高职院校师生自我效能感

的积极作用，使师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增强高职院校思政课

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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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各门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

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举止等产生影响。 同样，高职院

校思政课也可以借助于各学科专业，助力于立德树人育人格局的

形成。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自己某种行为能力的

自信程度，即自己在面临某一具体的活动任务时，是否相信自己

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该活动任务。这一

理论是由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外学者

开始把自我效能概念引入到对教师和学生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教

师的教学效能感和学生效能感的概念，认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

在授课活动中对其能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能力

的知觉和信念。而学生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信念，

即学习者对自己能否组织和控制学习行为以实现特定学业成就的

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估。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在高职院校

思政课中，师生自我效能感存在普遍偏低的现象，造成高职院校

思政课教学时效性不高，长期处于领导看着不满、学生听着无趣、

教师讲着无劲的状态。因此，课程思政背景下，构建思政课中师

生自我效能感互动发展的教学模式，既有助于提高教师对教学工

作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降低教师职业倦怠，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也能让学生坚定学习自信，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入到思

政课课堂中来。师生通过有效互动，能有力增强思政课的时效性。

一、在认知层面形成有效互动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认知是教学互动的首要环节，指

在互动过程中，相互观察、相互理解以及行为所表达的意义的心

理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

认知过程中，师生自我效能感是相互影响的。

在认知互动的过程中，高教学效能感的思想政治教师对教学

能力有充分的信心，能积极建构和培养合理的教学认知。充分了

解学生，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教学

策略，善于挖掘课外乡土文化资源，用于参观、考察、志愿服务

等社会实践活动，拓展课程资源，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会

正确对待学习生活，激发自己的学习欲望和信心。

学习效能高的学生能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减少学习的盲目

性，从教师传递的教学信息中获取和整合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增

强学习的自信心。会在老师的引导下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正确

看待自己与周围学生的差距，客观对待他人的优点，主动取长，

弥补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

教学效能低下的思想政治教师把教学工作当作负担，工作投

入和参与少，对教学态度敷衍，对学生缺乏理解和关怀，对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缺乏探索和研究。这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

响，造成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抵触和厌恶，使学生失去学习

的信心和兴趣，对课堂互动不配合。学生的负面反馈又影响了教师，

反过来又会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积极性，从而造成师生在认

知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环境的恶化。

二、在情感层面的有效互动

思政课中师生情感互动，是指思政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借助

教学内容中的情感因素以及自身和学生的情感因素，使师生间的

情绪、情感达到最佳状态，使师生间情感彼此影响，产生共鸣的

积极情感交流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个性对教学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学

生的积极反应影响着课程。自我效能感高的思政课教师愿意与学

生谈心，关注学生情感需求，促进学生的情感健康。教师在课堂

上激情四射，寓教于乐，用对话式、互动式教学，在课堂内营造

良好的氛围，能让学生放下顾虑，展现自我，为师生之间的交流

搭建学习平台，创造与学生真正交流的机会；确保所有学生的理解，

帮助他们，与学生交朋友，加深与他们之间的情感距离；满足学

生情感需求，真正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情感互动中，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会了有效的控制，

并合理地宣泄自己的消极情绪，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快乐，体验到

了愉悦。这就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信念，提高了学习效能感。

教学效能感低的思政课教师很少考虑学生的情感需求，无法

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学生经常受到讽刺、冷漠和行为的打击，

这些行为削弱和损害了学生的自尊和自尊心，损害了学生的身心

健康。学生没有上思政课的愉悦体验，自然没有较高的学习效能感。

三、在行为层面的有效互动

行为互动是在思政课教学中师生双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程

度。在课上，师生的行为都对彼此的上课投入度和课堂质量产生

重要影响。在教学中，思政课教师教学自我效能感影响着自己的

态度和行为，并通过态度、语言、行为等方式让学生获得深刻的

印象，这种印象会影响学生参与不同教学活动的动机和未来的学

习态度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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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往往自信满满，充满热情，稳重而充满

动力。教师与学生交流，不仅限于语言，也包括与学生进行眼神

交流和面部表情交流，能使学生积极响应教师的要求，积极投入

到课堂上来。同样，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会以这样的老师为榜样，

有较的强学习动力，能树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和人生目标。

自我效能感低的老师往往在教学中忽视自己的行为对学生的

影响，把消极情绪带到教学中，当着学生的面抱怨，有意无意的

消极态度和价值观影响着学生对生活和未来的态度。面对违纪学

生时，这类教师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影

响教学效果。反过来，学生在课堂中不配合的行为也影响教师的

教学效能感，使其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降低了教师对自身职业

的认同和热情，这就会导致师生在行为互动上的恶性循环。

四、在评价层面的有效互动

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改进教学，

激励学习。以往的思政课考核评价主要是单向评价、一次性评价等。

这既不鼓励教师也不鼓励学生共同进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基于

在平等地位的师生之间建立一个积极的教学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

要。

第一，在教学评价体系中，教学效能感高的思政课教师要让

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来，采用多元评价方法，客观全面地为学

生学习评价提供教学研究和服务的框架。第二，采用过程化教学

评价，打破一考定乾坤的模式。第三，打造包容性的课堂氛围。

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来说，表达不流畅、甚至回答错误时，

他们不是被打断，而是被点拨，对学生来说能积极回答、能说出

自己的想法本身就是成功的，值得表扬和鼓励。这对学生的反应

是积极的，他们在内心中就积累了成功的体验，并激励他们采取

积极的态度和感受，这就形成了较高的思政课学习效能感。第四，

教学效能感高的教师在作业批改时也注重对学生的情感评价，多

以鼓励性、亲切、感人的语言。这就使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积极性

延续课外，并能长期积累这种积极的体验。

通过这样的评价方式，学生获得较高的思政课学习效能感，

对思政课教师的评价就会客观公正，这就激发了思政课教师上课

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同时对自己的工作也会获得较强的认同感和

价值感，教师教学效能感自然就上升，这对思政课教师教学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在归因层面的有效互动

归因是指个体对影响和决定自己行为和活动的原因的看法，

它是指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行动及其他社会事件的原因做出的解

释或推论。归因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选择有重要影响。

教学自我效能感高的思政课教师能对教学情况进行正确的归

因，对一堂好的思政课归因为充分的备课、科学有效的课堂组织

及对学生的充分了解和共情；对于一堂效果不好的思政课，主要

归因为未能很好地备课、缺乏有效科学的课堂组织及对学情缺乏

了解等，这样他就会进行自我反省，认真思考影响教学失败的因素，

从不用角度找原因，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行为，努力提高自

己的教学能力。反之，教学效能感低的思政课教师会把一堂不好

的思政课归因为外在的环境，比如学校的教学条件，以及学生的

学习态度、学习水平及学习动机等外部因素。却忽视了自己的理

论功底、教学水平及课堂组织等自身原因，也很少对自己进行反

省和改变。

同样，学习效能感高的学生会将学业成功归因于认真、努力、

方法及能力，将失败归于不努力、不认真等内在、可控制的因素，

并进行反思和检视自身原因，并不断调整自己，如改变自己原有

的理念，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认真听讲等。学习效能感低的

学生会把学习失败归因为外在环境。如教师的水平、学校条件，

学习风气等外在因素，而不对自己进行反思和改变。

积极的归因有利于提高师生的自我效能感，将成功归因于努

力或能力时，他们会感到自信、自尊，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并有较强的成就动机，提高了彼此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了思政课

的课堂质量；反之，消极归因会使师生在心理上产生无助感，在

行为上出现偏差，并产生不好的情绪体验，使师生产生低效能感，

使思政课堂无激情无效果。

总之，受思政课教学内容较枯燥和抽象等学科特点以及高职

院校学生自有特点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师生只有更新观念，对思

政课及其内容增强认同感，构建适合新时代新型的师生互动教学

模式，形成有效的互动、积极的反馈和综合评价，实现师生的认知、

情感、行为、评价和归因等方面的积极互动，将课堂由静态转变

成动态的过程，将教学转变成师生共同参与的创造性活动，思政

课才能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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