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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期望效应，是指教师在熟悉学生状况的基础上，对学

生未来行为以及学业成绩作出预测的现象[1]。教师可以通过自己

主观的愿望从而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能够同频互动，让其能

够取得教师所期望的进步，也就是说这种期望既会有积极的影响

也存在着消极的影响。

1　教师期望效应的缘起

Robert Merton在1948年提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

ing prophecy）概念，对个人期望会引起这个人的一些行为，而

这些行为又满足了原来别人对他的期望[2] 。Rose n t h a l 和

Jacobson在1968年通过“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验证

存在教师期望效应。于是他们开始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了一个智力测

验,然后再随机地选择了20%的学生，告知任课老师这是班级里最

具有潜质的学生，并请求老师进行关注。一年半之后，发现这些学

生学习成绩和智商果真比其他学生进步快[3] 。从此，这一实验

开启了教师期望效应在教育领域研究的崭新局面。

2　教师期望效应模型的发展

从Rosenthal 验证成果公布于世，一直到70 年代中后期，

因当时研究方法不精确和部分支持者过分夸张渲染，人们对教师

期望结果产生了一定误会和偏差，对此，运用元分析对于来自345

项不同背景相关联的期望实验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明确

的期望效应占比39%；在学习与能力中29% 具有明显的期望效

应[4]。一些支持研究者（Babad, 1993;Brophy, 1998;Jussim,

1998）[5-7]在实验室和课堂研究的场域中对教师期望予以肯定。

Rosenthal于1973年总结“四因素中介模型”，认为教师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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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信息传递是通过气氛、反馈、输入和输出进行划分。首先

是气氛，即教师通过微笑、眨眼、挑眉、拍打背部或放在身

上、表达友善和批准等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从而营造温情感舒

适的环境；其次是是反馈，教师给予学生关注，并在回应中予

以表扬，那么反馈因素就会进行运作；再次是输入，教师给予

高预期的学生一些内容丰富和难度较大的材料；最后是输出，

教师对高期望的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和提供更多的回应机会[8]。

所提出来的四因素全部是在积极期望的层面强调。1985年，Har-

ris和Rosenthal运用元分析统计方法，结果显示影响期望效应

强烈的是气氛和输入，其次是输出，然而反馈只占极其轻微分

量。因此，Rosenthal 将四因素模型理论修正为两因素模型理

论，并重点突出了情感和努力。情感与原来的气氛因素相似，

努力则包括输入和输出内容[9]。但后续研究发现这一差别显著减

少了，因此将反馈因素删除。

进而出现了1974年Brophy和Good关于教师行为在教学过程

中的考察，提出了教师期望的“五步模型”假设。第一个环节是根

据教师所掌握的学生特征和特点，对他们寄予不同的期望值和反

应；第二个环节是教师按照学生不同的期望水平，从而对不同表现

的学生展现出差别行为；第三个环节则是学生感受到了老师的区别

对待和期望，进而在学习动机、自我认识等方面作出变化和回应；

第四个环节是学生无法改变和抵制老师的差别对待，却不得不从行

为上服从老师所希望和朝向的角度发展；第五个环节表示如果老师

对待不同学生所展现出来的不同表现持续并保持，那么学生的学业

表现将会逐渐趋近于教师所希望的发展状况[10]。这五个环节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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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扣，使用得当，就会形成正循环。

Braun1975年进一步分析了教师效应形成的原因与过程。他

指出，学生的身体特征、性别、学习成绩、社会经济地位等

因素使教师产生了对学生的期望。在教育过程方面，教师产生

主观映像，从而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就会做出相应反应。

1976年信息论的观点证实教育预期效果形成因素、步骤与具体表

现。模式是在与教师互动中建立的，它突出了对学生的自主评

价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教师期望效应就是这些因素的循环[11]。

Cooper分别在1979年和1983年提出了教师期望交流模型。

该模型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第一是教师对于每个在校学

生的家庭背景、能力水平以及个人信息的认知了解，进而建立

期望值。第二是师生间的互动背景和期望效应会直接影响老师的

控制知觉，从而会对不同的学生表现出不一样的控制效应。当

师生间的互动关系是由教师倡始，处于私密状态的时候，教师

可以知觉到更强的控制。第三是教师的控制知觉影响气氛和反馈

的性质。第四是教师反馈的特性直接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第五是学生的自我效能信念直接影响自我表现[12]。

Darley和Fazio在1980年给出了更全面、完善的对教师期

望效应加以评价的模型[13]。可区分为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特征、行为表现等相关信息而产生期望。

第二个维度表现期望影响老师和学生的互动。第三个维度表示学

生单方面对教师的行为进行理解和反应，形成自我期望。当然

也有小部分学生会以抵制期望的方式来行动。第四个维度是教师

对学生的行为进行阐释。教师形成期望与学生保持一致从而进行

内在归因，反之进行外在归因，从而证明自身对期待的可靠

性。而第五维度则为学习者理解自我的行为。

3　教师期望效应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学校的外界评价也大多来自于老师，所以对

教师的客观评价也非常重要。对学生的评价应遵循“积极性评价

原则”[14]。因此，教师的言语表达对于期望效应具有正向效应。

另一方面，教师在情感支持、机会和负性反馈等行为上明

显区别对待了不同学生时,教师期望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

所以，教师差别行为在教师期望传递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用[15]。

除调节作用以外，还具有中介作用，所以有文献研究学生

知觉的教师行为在教师期望对学生关于学校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

了完全中介的作用,同时也在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同伴接

纳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学生知觉的教师行为在教师

期望效应的传递过程中发挥了中介变量的角色[16]。教师期望产生

出巨大的教育力量，拥有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的双重作用。

4　教师期望效应的运用

期望效应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链式反应。从理论上讲，

对于教师期望效应的提出，其思想渊源和哲学本质是西方人道主

义传统和现代存在主义思潮，其基本观点是认为人性是善良的、

热情的、可信赖的，潜能是巨大的[17]。其中对于教师期望效应

的研究，采用的是分层线性建模方法探索教师期望与学生成绩之

间的联系[18]。还有学者从研究中测试了4个直接和28 个间接的

教师期望对学生在高考数学和识字部分的成绩的影响，以及他们

在12 年级数学和识字班的最终成绩。根据学生的自尊、自我期

望和学习数学和识字的时间为四个中介而来[19]。

Johnston Olivia解释学生与教师期望相调和的过程的实质

性理论，强调了诺丁斯关怀师生关系在教师期望效应对学业成绩

的作用[20]。此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关怀

伦理为框架渗入，也从自我决定的视角从而对教师期望关于支持

性教学、学生动机和学习投入的影响[21]。研究结果表示，当教

师对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时，学生的行为方式反映出他们提高

了学业成就。强调教师如何实践和学习与学生互动的启示，也

激发了学生的自我决定潜能，使得学生学习产生积极的教师期望

效应。

对于国内外而言，近些年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于学生的

课堂行为、学业成绩、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以及对于是否具

有移民背景下的对照研究和调查，对象群体集中为中学生、大

学生，对于小学生的群体研究调查相对而言还是少的。

5　教师期望效应的教育启示

5.1 建立期望教育观，发挥期望的积极效果

目前，在中国高校教师中普遍存在教育观的偏差。认为如

果老师对学生的期望能够让其获得成功，也可以令其压力过大导

致学生失败。但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当教育者有充分的时间

在自然环境下，可以去了解学生的性格和学习的品质，可以

“对症下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提升教师的信念感，教师对

于宿命感的排斥，不要仅仅局限在学生的家庭环境和背景的禁锢

下，认为“寒门再难出贵子”，坚信自己的能力，拥有可以

教好学生的信念，可以对学生产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5.2 挖掘理论资源，放大教师期望效应

在心理学上和教育领域中，很多知名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至

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埃里克森的八阶段理论，根据该理论，可以知道在小学生

和中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应具有何种特质，作为教师，应当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学会观察，以沁入人心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运用

教育机制，将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潜力发挥出来。

维果斯基提出最近发展区。怎样与已构建的支架相连接并起

到桥梁般的效果，教师必须弄清楚、搞明白，既要做到“知

其然”，更要做到“知其所以然”。充分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和年龄特点，以原理为基石，对标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教

学目标。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实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他们

最易缺失的就是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要满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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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应切实从“人”出发，以人为本，遵循学情、学况

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最基本的内在精神世界，由精神上的充盈到

学习生活中的心流体验，让学生在一种愉悦的、积极的状态下

表达对学习的痴迷体验，教师应认识到寓教于乐的学习才是最有

价值的。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提到：教师应多角度地对学生抱有期

望，不应仅从学业成绩的角度对学生抱有期待，也要注重发掘

学生自身其它兴趣和特长。

5.3 构建顺畅交流渠道，让师生互动更有效率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期望价值要如何体现和运用，这

是对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和要求规定，学生喜欢什么样

子的老师，或者如何及时表达对于老师上课时的教学风格的喜

爱，有赖开展积极有效的师生互动，因此，及时构建互动交流

的渠道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在小学阶段，学生容易把老师当

做权威型存在，所以师生互动要针对小学生的特点，着力引导

和鼓励他们学会正确而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促进有效

的师生沟通，实现双方的共同进步。

6　教师期望效应的展望

（1 ）“双减”政策下的不减反“增”：一方面，减的

是学业负担，是家长精力与时间；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教师的

教学技巧、学校的管理能力，增加教育资源的公平供给。安德

烈亚斯在超越PISA－如何建构21世纪学校体系中说过，在如今

的课堂中，把教育的主权下放给学校，使学校成为教育的主阵

地[22]。要求教师学会科学地管理时间，这是解决当下教育实际

问题的重要条件。

（2）选择正确的教育教学方法：随着新课程的改革以及素

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五育并举的协同发展，学生的个性化和差

异性逐渐明显，不仅需要优化传统的接受式、灌输式的被动学

习，比如实行案例、启发式、分层、探究式、个别化教学等

方式，形成学生兴趣小组；同时，信息化时代的线上教学与虚

拟教育场景和设备的加持，此时教师需要灵活设计教学方案并对

学生充满耐心和关怀。

（3）营造良好教师期望生态环境：以往的研究大都存在于

教师针对学生的交互模式，其实还应考虑到教师所处于的社会环

境、学校管理模式以及福利待遇等，这些都将会是影响教师对

于学生的期望值多少的持续性因素，所以不能只考虑双因素问

题，多因素问题也要进入视野。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教育制

度以及对于教师评价机制的改革，大概率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并

力求适应的领域。

（4）创建赏识教育评价机制：赏识教育，主要是指教师了解

并能欣赏学生才能，从而增强学生自信，进行主动式发展的教育

方式（它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更加有效地进行赏识教育，不是一味地夸赞拔高，也不是不明所

以批评贬低，应该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需要教师能够制定出用

以遵循的赏识教育评价机制。

总之，教师应该认真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长处，对学生

建立起积极的期待；除此之外，教师需要反省自身的行为和态

度，不要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因之对学生产生轻视的态度和

不公正的举动而延误任何一个儿童的发展，这样的双边互动式期

望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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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SCT体系庞大，对二语习得领域研究影响深刻。国外SCT研

究兴起时间早，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SCT 研究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质量还有待提升。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应加强合

作，汲取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学习资深学者的研究成果，推

动SCT 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走向细化、深入。本文综述了国内

SCT 研究的进展，希望能为相关学者开展研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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