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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大学生为例

李成艳 徐晓敏 陈舒绮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800）

【摘 要】 本文通过对214名广州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了教师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果表明，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存在正向影响，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校的学习氛围有正
向影响，学校的学习氛围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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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广州市大学生进行线上及线下相结合

的问卷调查，共收回 214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 116人，
女性 98人，样本在年级上分布较为均匀。
问卷中关于教师教学能力和学习氛围的测量使用 5

点李克特量表，从 1-5分别是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
以相关条目得分均值作为变量的测量值。

问卷中关于学习积极性的测量设置了三维量表，并

以相关条目得分均值作为变量的测量值。三个维度分别

是课程学习积极性、课外学习主动性和遵守学习纪律。

总体量表的 Cronbach’α为 0.876，高于三个维度的系数。
本量表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编制，进行多轮讨论。由此，

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教师教学能力对学习氛围的影响验证
以学习氛围为因变量，教师教学能力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1，表 2所示。由表 1所示，模
型的 F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 0.001，因此，该模型中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非常显著。该模型 R方
为 0.632，F检验显示 P值小于 0.000，非常显著。由表 2
所示，自变量教师教学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0.795，t检验
显示 P值小于 0.001，非常显著，即自变量教师教学能力
对因变量学习氛围存在正向影响。故假设 2成立。

表 1 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34.603 1 134.603 363.993 0.000 
残差 78.397 212 0.370 　 　

总计 213.000 213 　 　 　

表 2 回归系数表

模型 B
非标准化系数

t Sig.
标准误差

1
（常量） 0.000 0.042 0.000 1.000 
教师教学能力 0.795*** 0.042 19.079 0.00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1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也越

来越高。大学生的数量日益增加，但是大学毕业生的质

量却未见明显提升。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

习积极性不足，且未能重视大学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是

学生的职责，大学时期更要重视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专业

知识的学习。了解影响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相关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能够帮助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有效

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进而能够提高

学校的竞争力。

2  假设

一般来说，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学

习的积极性却因人而异。同时，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移动

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信息充斥并占据学生的注

意力。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高校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

教学能力，运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对学生具

有耐心、责任心等，才能吸引学生努力学习，进而提高

其学习积极性。

假设 1：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存在
正向影响

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需要时间，同时更需要高校教师

掌握恰当的方法去激励并严格要求学生。从基础上严格要

求学生，学生就必须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课业学习，参加

学术等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就能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假设 2：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存在正
向影响。

当学生沉浸在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其自身也会

受到周围同学良好的学习氛围而更加积极的学习。在高

中时代我们会发现，重点班的学习积极性要比非重点班

高。大学时代，优秀学生的宿舍往往其室友也比较优秀。

这时，即使教师的教学能力稍有欠缺，也不会影响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当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师的教学能力对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会变小。

假设 3：学校的学习氛围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大学
生学习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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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师教学能力对学习积极性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验证
以学习积极性为因变量，教师教学能力为自变量，

学习氛围为中介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表 4及表 5所示。模型 1中自变量为教师教学能力，因
变量为学习积极性，模型 2中自变量为教师教学能力和
学习氛围，因变量为学习积极性。

由表 3可知，第一个回归模型中，R方为 0.119，虽
然较小，但是 F检验显示 P值小于 0.000，非常显著。第
二个模型中，相比于第一个模型中 F方增加了 0.041，F
检验显示 P值小于 0.01，比较显著。
由表 4所示，两个模型的 F检验显示，P值均小于

0.001，因此，两个模型转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
线性关系。

由表 5所示，第一个模型中，自变量教师教学能力的
回归系数为 0.345，t检验显示 P值小于 0.001，非常显著，
即自变量教师教学能力对因变量学习积极性存在正向影

响。故假设 1成立。第二个模型中，增加了自变量学习氛
围，结果发现自变量教师教学能力的系数变为 0.080，且 t
检验显示 P值为 0.444，不显著。相反，自变量学习氛围

的系数为 0.334，t检验结果显示 P值为 0.002，比较显著。
结合前述假设 2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校的学习氛围有正向
影响，成立。故学习氛围在教师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

极性的作用机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3成立。

5  结语

本文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共获得了

214个广州大学生个案。通过对该样本的分析和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1）教师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存在明显正
向影响。

（2）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学校的学习氛围有正向影响。
（3）学习氛围在教师教学能力对大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影响机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培训、教学竞赛等方式提高教

师教学能力，从而提高学校的学习氛围，进而取得学生

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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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级回归模型汇总表

模型 R R方 调整 R方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0.345 0.119 0.115 0.119 28.609 1 212 0.000
2 0.400 0.160 0.152 0.041 10.281 1 211 0.002

表 4 层级回归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5.327 1 25.327 28.609 0.000 
残差 187.673 212 0.885 　 　

总计 213.000 213 　 　 　

2
回归 34.046 2 17.023 20.071 0.000 
残差 178.954 211 0.848 　 　

总计 213.000 213 　 　 　

表 5 层级回归系数表

模型

B
非标准化系数

t Sig.
标准 误差

1
（常量） 0.000 0.064 0.000 1.000 
教师教学能力 0.345

***
0.064 5.349 0.000 

2
（常量） 0.000 0.063 0.000 1.000 
教师教学能力 0.080 0.104 0.766 0.444 
学习氛围 0.334

**
0.104 3.206 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