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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师远程培训在提供精心设计的培训内容、跨时空的公平学习机会及优质资源的同时，也出现教
师消极抵触、应付了事、反感逃避等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用教师对远程培训的阻抗来概括。为明确阻抗产生的原

因，本研究从教师个体、职业状况和远程培训三个维度，提出引发阻抗的潜在因素、构成模型及对应假设，并利用

针对潜在因素设计的测量工具对５６２名参加远程培训的教师进行测试。研究发现：教师个体及职业状况会引发
或消减教师对远程培训的阻抗，且各阻抗因素之间无显著共线性关系；远程培训方式本身对阻抗无显著影响，不

存在引发阻抗的因素；教师惰性心理、意外时间、非教学时间、心理负担、不安全感对阻抗有正向影响，精神利益、

行政支持等对阻抗有负向影响。因此，培训者应针对正负向影响的阻抗因素采用相应措施和方法，以消减教师

对远程培训可能产生的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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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和财政部２０１０年发出的《关于实施“中
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明确指出，要积

极探索采取集中培训、脱产研修、送教上门、对口支

援和远程培训等多种模式开展教师培训。相比较而

言，远程培训灵活性高，有助于教师打破时空局限更

好地进行专业发展，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有效途径之一。近年来，各级各类教师远程培训项

目陆续开展，如国培普通高中课改实验省教师远程

培训、知行中国———中小学班主任教师远程培训、全

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这些

远程培训项目的实施，带给教师有益的观点、理论和

方法，让他们跨越时空的限制向专家求教、与同伴交

流，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得到教育管理部

门、学校和教师们的认可，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

音，如远程培训策划机构和组织者感叹教师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不高，学习过程敷衍；教师们抱怨工作繁

忙难以投入培训，培训学习任务繁重，与教学工作关

系不紧密，疲于应付，出现消极抵触、应付了事等问

题。为更好地认识教师远程培训中阻抗产生的原

因，帮助培训机构和管理部门更有效地组织和设计

远程培训项目，本研究其进行了调研与分析。

一、问题提出

我国远程培训让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得到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本研究通过

文献梳理，将存在问题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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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教师参训态度不积极，缺乏动力，主

体意识不强

参训教师积极性不高是远程培训中最重要和棘

手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很多教师安

于现状，缺乏主动性。吴雪敏（２０１３）调查显示，大
部分教师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或目标模糊，没

有主动参加培训的意愿，对培训持消极被动的态度。

二是对培训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够，主体意识不强。

任毅（２０１２）认为有的教师只是迫于上级部门的要
求而参加培训，其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三是由

于管理部门对教师参与远程培训的学时要求、认证

和作用有明确规定，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将远程培训

与教师考评、职称评定等挂钩，使教师参与远程培训

的功利性增强，影响其对远程培训的认识和态度。

四是远程培训内容与教师教学实践脱节，难以吸引

教师投入培训。例如，林雄（２００８）研究发现农村中
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网络课程内容缺乏实效性，造

成培训效率低；刘峰（２０１６）也认为远程培训在某些
层面无法较好地实现学以致用，制约了教师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

教育部办公厅（２０１４）印发的《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

到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远程培训

中，国家工程办组织专家制定了能力标准、课程标准

和测评方案，希望教师能根据前测结果，利用培训机

构提供的课程资源自己定制课程，做到缺什么学什

么，对什么感兴趣就学什么，但实施中教师基本不关

注前测结果。远程培训项目的后台数据显示，教师

很少查阅前测数据和主动定制课程。

（二）教师工学矛盾较突出，可支配时间少

学习主动性和内驱力不足是影响教师参加培训

的首要因素，而客观因素则是教师繁重的日常工作

（周进勇，２０１２）。他们的工作除时间长外，还有多、
杂、交错等特点，除教学外还要处理班级事务、参与

教研活动、与家长沟通等，每天繁杂的工作让他们难

以静心参加培训。陈文龙（２０１５）调查显示，教师可
支配时间和教学工作量对教师培训影响最大。教师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个人可支

配时间较少，不可能较多、较完整地参加培训，进而

影响培训效果。在培训过程中，大多数教师觉得最

大的困难是自身工作太忙，学习时间难以保证，培训

与工作、生活、子女教育时间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们情

绪低落，对培训产生倦怠（孔维宏，２０１１；徐恩芹等，
２０１５）。

（三）教师对技术环境下的新型培训方式不熟

远程培训有别于传统集中培训，其中教与学的

准永久分离状态，会引发师生、生生交流反馈不及

时、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到位等问

题。这些问题也会影响教师参与远程培训的积极性

和持续性。李凤兰等（２０１１）认为由于参训教师在
线学习时间不确定，求助时得不到及时反馈，会影响

他们再次提问的积极性。陆晓莉（２０１４）认为虽然
远程培训中培训机构提供的在线答疑服务解决了教

师学习的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在网上交流困难，沟

通花费时间长，教师精疲力竭地工作后失去了主动

学习的热情和耐心，对问题探讨也丧失了积极性。

再者，部分教师缺乏远程学习经验和能力，面对新的

工具平台、培训方式，出现网络工具使用不熟练、在

线学习计划安排不合理等情况，也使远程学习无法

有效开展（廖宏，２００９）。
综上所述，远程培训中，教师作为学习的主体，

并未能积极主动地投入，甚至出现逃避、敷衍、抵触

和应付等现象。本研究用“阻抗”概括教师远程培

训中出现的这些现象。为让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远

程培训，作为教师远程培训的策划者、管理者和执行

者，有必要厘清引发这些阻抗现象背后的原因并采

取相应措施，这也是本研究开展的首要目的。

二、理论支持及框架

（一）远程培训阻抗的含义

本研究的“阻抗”主要是借鉴物理学和心理学

概念。在英文中，“阻抗”一词有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两种表达。《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 ｉｍ
ｐｅｄａｎｃｅ译为“阻抗”，与物理学电学领域中阻抗的
界定相同。《朗文英语词典》对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的解释比
较丰富：抵抗，对抗；抵抗力，阻力；反抗意志，反对；

（对疾病的）抵抗；电阻等。在心理学领域，阻抗采

用“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其界定最早由弗洛伊德（Ｆｒｅｕｄ，
１９８４）提出，指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患者对那些令人
焦虑的认识和记忆产生抗拒。该界定说明人们潜意

识中对个体的自由联想具有能动性，其目的在于增

强个人的自我防御。随着心理学的发展，阻抗的意

·５７·

穆肃，周腾，温慧群是消极惰怠还是繁忙无助？———远程培训的教师阻抗研究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５）



义得到了扩展，比如罗杰斯（Ｒｏｄｇｅｒｓ，２００４）将阻抗
理解为个体对自我情绪体验和暴露的抵抗，从而使

个体的自我认识与自尊不遭受威胁。此外，部分行

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阻抗是个体不服从某种行为矫

正的表现，如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个体表现出来的防

御行为等。《心理学大辞典》将阻抗解释为患者虽

然主观上表示愿意配合精神分析治疗，实际上却表

现出对精神分析师的抗拒（林崇德等，２００３）。由此
可见，在心理学领域，阻抗的意义更注重个体出于本

能对外界的防御心理。本研究中教师对远程培训的

阻抗采用心理学的理解，即教师个人对参与远程培

训产生的抗拒、消极、应付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产生

的外在行为表现。

（二）阻抗引发模型预设

本研究定位于“教师远程培训中阻抗”分析，着

眼于“教师”和“远程培训”两个分析阻抗产生的关

键点，尝试从教师职业、个体和远程培训三方面对阻

抗引发的原因进行预设。

１．教师个体情况可能引发阻抗
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该是最知学、乐学和

会学的群体，也是较能接受新事务、新理念、新方法

的人，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将“教师”看作一个整体

而产生的理想观点。现实中，教师群体是由活生生

的个体组成，他们有各自性格、生活、家庭和职业目

标，对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认同不同，有些教师会

对持续的终身学习表现出抵触、消极和不安。

美国课程学者奥利弗（Ｏｌｉｖｅｒ）和哈维（Ｈａｒｖｅｙ）
最早对教师阻抗变革进行了经典研究。奥利弗（Ｏｌ
ｉｖｅｒ，１９７７）指出，美国课程变革遇到障碍，缘于人们
对待变革普遍存在的抵制情绪，认为教师对新课程

产生阻抗的因素有：

１）惯性。个体通常习惯对自身思维和行为方
式保持不变，从而带有一定的惯性，这会影响他们接

受和认可新事物。

２）不安全感。人们在采取不同方式处理问题
时，缺乏自信的状态就会出现不安全的表现，它是人

们抗拒改革的另一主要因素。随着人们对新事物信

任增强，不安全感会逐渐褪去。

３）能力不足。在这里，缺乏能力主要指面对变
革缺乏领导，或没有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

４）资金。新变革的实施要花费金钱，材料、顾

问、合作、印刷、装备、参加会议、教师培训等都需要

资金，经费支持是否充足和及时会引发阻抗。

５）时间。缺少充足时间进行变革是人们常常
遇到的问题。教师需要从会议或工余活动中挤出时

间参与活动，从而影响参与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奥利弗提出的课程变革中五个引起教师阻抗的

因素在教师远程培训中同样存在，但表现有所不同。

在远程培训中，惯性表现为教师在安稳的职业环境

中产生的惰性心理，如部分教师满足于现状，缺乏危

机感和开展专业发展的动力；教师习惯了已有的教

学方式和生活安排后，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时

可能产生不安全感，担心培训会影响教学、工作、个

人生活和休息等；远程培训中教师缺少学校的支持

和同伴帮助，可能诱发能力不足；培训经费不足引发

远程培训课程和服务等环节出现问题，会影响教师

学习；远程培训占用教师工作和业余时间，同样引发

阻抗。借鉴奥利弗课程变革中教师阻抗研究，可预

设就教师个人而言，惯性、不安全感、能力不足、时间

是产生阻抗的可能原因。

２．教师职业可能引发阻抗
教师担负教书育人的重任，持久而艰巨；面对个

性化、多样化的教学对象，工作变得尤为复杂。这就

要求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一定的教学能力、管理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和信息素养。在繁重的工作中，远

程培训对教师来说可谓是一场变革，在不断推动教

师能力发展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时间、精力消耗等

挑战。

美国学者哈维（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９０）探讨了课程变革
的本质，并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们参与变革时遇到

的阻碍以及抵制变革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人们对变

革的抵制来源于以下１２个方面：教师缺少变革的主
动权、没有利益回报、增加负担、缺乏行政支持、孤独

感、没有安全感、缺少统一的规范、令人厌倦、混乱与

失控、排斥分化的知识、变革的突然性和整体性及抵

制非预期的东西。

哈维提出的阻抗变革因素主要将教师看成整体

来分析，这同样能对本研究提供借鉴。在远程培训

中，参训教师通常对培训时长、课程内容、评价方式

等没有决策权，缺乏主体意识和主动感。教师参加

培训的功利性强，但实际培训可获得的收益并不多，

因此缺少利益回报可能引发对培训的阻抗。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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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繁重工作的同时参加培训，产生工学矛盾，增加

教师负担。参与远程培训不仅是教师自己的事，也

关系到他们教授的课程、学生和学校，因此他们需要

学校的支持和领导的鼓励，行政支持与学习支持服

务也可能成为引发阻抗的原因。不安全感在人们对

环境、参与活动与自身能力之间存在疑问或形成挑

战时出现。远程培训有学习要求，参与远程培训的

教师自然担心培训任务能否顺利完成，能否通过最

后的评测等，产生不安全感。教师对学习内容感兴

趣的程度以及对培训本身的期待程度影响其对培训

的接受度，对未达到预期的培训内容和活动的失望、

厌倦或不适应也可能引发对远程培训的阻抗。综上

所述，从教师职业的总体特点看，可能引起远程培训

中教师阻抗的潜在原因有教师不是变革的主人、没

有利益回报、增加负担、缺乏行政支持、不安全感、令

人厌倦等。

图１　潜变量及对应假设

注：深色实线代表预设模型中该变量对教师阻抗有正向影响；浅色虚线代表预设模型中该变量对教师阻抗有负向影响。

３．远程培训的实施特点及远程学习引发的阻抗
远程培训，特别是计入继续教育学时的培训基

本是从上至下推进的，需要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

同时进行。虽然远程培训比集中培训灵活性高，能

让教师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和任务，但不是所有教师

都熟悉远程学习，掌握远程学习方法和技能，这也可

能触发他们对远程学习的反感和阻抗。远程培训中

学与教的分离，使教师在独立自主学习中可能产生

孤独感，再加上与同伴和指导者的互动通常不能得

到实时反馈，学习活动方式单一、评价简单，也可能

让教师不愿参与远程培训。基于远程培训存在上述

有可能引发教师产生消极、应付对待等情况，本研究

预设远程培训和远程学习的特点也是教师对远程培

训产生阻抗的潜在原因。

（三）分析框架及工具的建立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预设远程培训中教师阻

抗产生的潜在原因来源于“教师职业”“教师个体”

“远程学习”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１４个潜变量及
相应假设（见图１）。

为验证三个维度的各潜变量是否成立，本研究

提出一系列假设（见表一）。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查阅与１４个潜在因素
相关的研究和测量量表，采用已有描述或相应测试

题目组合构成了测量工具。教师惰性心理方面，蒋

士会（２００３）认为有惰性心理的教师墨守成规、习惯
于规则，按部就班，存在不敢冒风险、求稳怕乱的思

想。胡永新（２００４）认为教师惰性心理表现为习惯
于慢节奏的平静生活，思想趋向保守僵化，凡事贪图

省力，得过且过，应付了事，缺乏进取意识和创新精

神。根据他们对教师惰性心理产生的原因以及惰性

心理表现行为的描述，本研究设计教师惰性的测量

题（见表二）。

本研究测量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计分，其中

１为非常不符合，２为不符合，３为一般，４为符合，５为
非常符合。正式测量前，研究者在线选取了６０名教
师进行试测，回收数据６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填答有效
率１００％；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对回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总量表的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７６４，信度通过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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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和“令人厌倦”两项对应 Ｃｒｏ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系数非常低，因此剔除了这两项假设和相关测量问

题。除这两个潜在变量外，其余分量表的 Ｃｒｏ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均在０．７以上，可被采用。

表一　研究假设及具体描述对应表

假设 内　容

Ｈ１ 教师惰性心理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作用

Ｈ２ 非教学时间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３ 意外时间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４ 工作负担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５ 心理负担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６ 孤独感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７ 知识获取能力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８ 知识筛选能力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９ 知识吸收能力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０ 知识传播能力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１ 学习支持服务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２ 不安全感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３ 没有决策权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４ 物资利益回报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５ 精神利益回报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６ 行政支持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７ 培训内容令人厌倦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
影响

Ｈ１８ 对培训感到厌倦对远程培训中参训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
响

表二　教师惰性心理测量题

潜变量 测量项 来源依据

教师惰
性心理

我对生活和教学工作满意，不想改
变。

我习惯了慢节奏的平静生活。

我工作按部就班，求稳怕乱。

我不适应 “边工作边参加远程培训”
这种生活模式。

蒋士会，２００３；
胡永新，２００４

三、阻抗力引发模型的校验及分析

经过调整后的测试题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至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期间，随进行中的远程培训项目

发放并通过网络在线填答，共回收５８５份填答反馈。
通过测试问卷最快填答所需时间为两分钟，时间少

于两分钟的被视为无效数据，筛选后的有效问卷

５６２份，有效率９６％。参与在线填答的男教师１６４
名，女教师３９８名；执教学科有语文、数学、英语和其
他四类；工龄３０年及以上的教师２７名，其他教龄段
教师人数都在７９名以上，５年教龄以下的新教师占
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见表三）。

表三　受试教师教龄分布

教龄（年） ＜５ ５－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０

人数（人） １４１ １０５ ８４ １２６ ７９ ２７

（一）测量数据分析及模型校验

本研究对回收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对每个潜在变

量对应测试数据多元线性回归中容差（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方
差膨胀系数（ＶＩＦ）、特征值以及方差比例等参数进行
判断，所得数据的共线分析结果见表四。

由共线性诊断结果可知，各潜变量对应测试数

据的容差在０．２７６～０．８９２之间，偏离０有较远的距
离，方差膨胀系数在 １．１２１～３．６２２之间，远小于
１０；特征值在０．０１～０．３８之间，均大于０．０１，因此
各潜在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对潜在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五。

由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的结果可知，教师个体层

面阻抗引发因素中教师惰性心理（Ｂ＝０．１３１，ｔ＝３．
３１２，Ｓｉｇ．＝０．００１）、非教学时间（Ｂ＝０．１２１，ｔ＝２．
７９９，Ｓｉｇ．＝０．００５）、意外时间（Ｂ＝０．１５２，ｔ＝２．７５９，
Ｓｉｇ．＝０．００６）和心理负担（Ｂ＝０．１０５，ｔ＝２．４５２，Ｓｉｇ．
＝０．０１５），以及源于职业层面的阻抗引发因素中，
不安全感（Ｂ＝０．２０１，ｔ＝３．８４６，Ｓｉｇ．＝０．０００）对教
师阻抗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层面阻抗引发因素中，

精神利益（Ｂ＝－０．３５３，ｔ＝－７．９１６，Ｓｉｇ．＝０．０００）
和行政支持（Ｂ＝－０．０８９，ｔ＝－２．２１６，Ｓｉｇ．＝０．
０２７）对教师阻抗有显著负向影响；教师个体层面阻
抗引发因素中工作负担（Ｂ＝０．０２６，ｔ＝０．８２８，Ｓｉｇ．
＝０．４０８＞０．０５）、远程学习阻抗引发因素中远程学
习能力四个维度（知识获取能力、知识筛选能力、知

识吸收能力、知识传播能力）、学习支持服务（Ｂ＝－
０．０１８，ｔ＝－０．３８４，Ｓｉｇ．＝０．７０１＞０．０５），以及职业
层面阻抗引发因素中教师没有决策权（Ｂ＝０．０７１，ｔ
＝０．９４１，Ｓｉｇ．＝０．３４７＞０．０５）对教师阻抗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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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共线性诊断数据表

模
型
维
数

方差比例

容差
方差
膨胀
系数

特征
值

常量
教师
惰性
心理

非教
学时
间

意外
时间

工作
负担

心理
负担

知识
获取
能力

知识
筛选
能力

知识
吸收
能力

知识
传播
能力

学习
支持
服务

不安
全感

教师
没有
决策
权

物质
利益

精神
利益

行政
支持

教
师
阻
抗

１ １４．９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 ０．８０６１．２４１０．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３ ０．３６７２．７２７０．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 ０．２７６３．６２２０．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０ ０．０７０

５ ０．７０５１．４１９０．０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６ ０．４２８２．３３６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１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７ ０．３５５２．８１４０．０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８ ０．２９６３．３７７０．０４７０．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９ ０．４１８２．３９３０．０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１３１．９４８０．０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５５０ ０．３２０

１１０．５３４１．８７４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３３０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０．３００

１２０．６７３１．４８６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００．６１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１３０．８８９１．１２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３００．７２００．２８００．０９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 ０．１２０

１４０．８９２１．１２１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０．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０．４４１２．２６５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００．８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６１２１．６３４０．０１００．９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表五　回归系数及显著性

模型 Ｒ２
调整

Ｒ２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教师远程

培训阻抗

因素

教师惰性心理

非教学时间

意外时间

工作负担

心理负担

知识获取能力

知识筛选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传播能力

学习支持服务

不安全感

教师无决策权

物质利益

精神利益

行政支持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５ ３．３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３２ ２．７９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０ ２．７５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８２８ ０．４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７ ２．４５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７ ０．９３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１．７３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８４２ ０．４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１．１０９ ０．２６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３８４ ０．７０１

０．２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３４ ３．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９ ０．９４１ ０．３４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０ ２．６３６ ０．００９

－０．３５３ ０．０４５ －０．３４０ －７．９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１ －２．２１６ ０．０２７

显著；职业层面阻抗引发因素中物质利益（Ｂ＝０．
０８５，ｔ＝２．６３６，Ｓｉｇ．＝０．００９）对教师阻抗有显著正向
影响，与原假设不符合；根据回归分析，可以获得假

设模型中各个假设间的路径系数和共同解释的方差

（Ｒ２）变异（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远程学习维度的潜在因素、个体维

度中“工作负担”以及职业维度中“教师没有决策

权”“物质利益”等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将不支持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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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量从预设模型中去掉，保留下来的影响因素有

教师惰性心理、非教学时间、意外时间、心理负担、不

安全感、精神利益和行政支持。根据这一结果，本研

究对预设阻抗引发模型进行修订从而得到如图３的
阻抗引发因素模型。图中系数值为正数的表示该变

量对教师阻抗有正向显著影响，负数表示该因素对

教师阻抗有负向显著性影响。

注：表示Ｓｉｇ．＜０．０５；表示Ｓｉｇ．＜０．０１；表示Ｓｉｇ．＜０．００１；ｎｓ：ｎｏＳｉｇ

图２　路径分析

图３　远程培训中教师阻抗引发因素模型

注：深色实线代表修正模型中对教师阻抗有正向影响的变量；浅色虚线代表修正模型中对教师阻抗有负向影响的变量。

（二）教师自叙阻抗产生原因分析

在开展数据测量和分析的同时，研究团队通过

在线协作工具Ｐａｄｌｅｔ发布了以“您觉得远程培训中
引发参训教师阻抗的因素有哪些”为主题的在线同

步实时讨论，４０位远程参训辅导教师参与讨论。教
师们陈述引发阻抗的因素，以文字形式匿名发布在

网上白板墙中。研究者将陈述内容整理后形成文字

云（见图４）。可见，被提及最多的阻抗产生原因是
时间和工作。

整理教师陈述内容发现，１５位教师提及没有时
间参与教师远程培训，因此不太愿意参加，这与测量

数据分析中教师个体维度“非教学时间”对阻抗有

正向显著影响结果一致。一名教师描述到：“一线

教师总是忙于各种检查，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培

训”。有５位教师提到培训不受校领导重视，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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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教师自述原因词云图

研究结果中的“行政支持”对阻抗有极大的负向影

响结果相呼应。有教师认为参加远程培训时，不知

道讨论结果是否对实际教学有实效性促进，对工作

坊的实用性也存在质疑；还有一位教师认为“网络

研修培训的效果不明显”。这些观点反应了“不安

全感”因素的存在。还有教师提到担心花费时间和

精力参加培训，学习效果却不好，反应了“心理负

担”因素的存在。个别教师在陈述中还提到了硬

件、网络等方面的原因，但没有教师提到远程培训方

式及远程学习影响他们参与培训。

四、讨论及建议

由表五回归系数、显著性数据及自主陈述内容

词云图得知引发和消减教师对远程培训阻抗的可能

因素，而要促进教师接受和参与远程培训的关键在

于充分考虑各正负向影响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采

取相应策略或调整方法，消减正向影响，增强负向影

响，从而总体上减少阻抗发生的可能性。针对各项

因素，本研究提出相应建议。

（一）消除惰性心理

教师个体可能引发阻抗的因素中，惰性心理的ｔ
值最高，说明引发阻抗的作用较大。由此可见，消除

教师惰性心理是远程培训有效开展的重要环节。教

师的惰性不仅反应在对远程培训的阻抗上，也体现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因此应考虑从多方面对此进行

调整。如强化教师终身学习理念，改变将教师职业

稳定等同于一成不变的观点，帮助他们认识到教师

是不断学习和革新的排头兵等。教师只有具有主动

学习和发展的动机，并能用职业生涯中的成就来感

染生活，他们才可能从惰性心理的泥潭走出来，积极

面对职业工作和学习，参与各类培训活动。

（二）调控时间因素

阻抗引发因素中，非教学时间和意外时间都与

参训时间有关，这两项影响都较显著。事实上，参与

远程培训占用教师个人的非教学时间是不争的事

实，也成为引发阻抗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合理安

排远程培训的时机、时长，有效利用教师碎片化时

间，并尝试融入到他们常规的教学、教研工作中，化

解远程培训占用业余时间带来的影响。远程培训虽

然有学习时间灵活等优势，但也有一定时限和管理

要求，重要活动的开展应该尽量避开教师工作最繁

忙的时间段，以减少时间占用的敏感度。在线活动、

作品提交或在线测评等如果安排在开学、期末或者

学校大型活动时，教师必然会先考虑工作任务而不

是培训，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三）减轻教师心理负担和不安全感

源于教师个体的阻抗引发因素“心理负担”和

职业层面的阻抗引发因素“不安全感”的正向影响

都指向远程培训给教师带来的心理影响。这些心理

影响主要源于教师需要在规定时间完成确定的培训

任务。面对培训项目制定的目标和实施时间等要

求，教师或多或少、或强或弱会感到学习的压力。为

消减这些压力和任务感，培训主题和内容可尽量与

教师工作紧密联系，将培训活动融入教学工作，并化

整为零。例如，远程培训中学习任务与教师实际教

学工作相结合，让教师在正常教学实践中就能配合

开展并完成需提交的作品或成果。远程培训的研修

任务应循序渐进，分步完成，以分解活动要求，减少

对教师的心理影响。如研修活动一让教师提交开展

互动教学的设计方案，活动二再让教师根据教学设

计进行教学并上传教学视频，活动三组织教师根据

教学视频互动观摩、交流和撰写反思，教师在实际教

学工作中一步步完成研修任务，心理负担和不安全

感得到分化和消减，引发阻抗的可能性也就减小了。

远程培训期间，为消减教师的不安全感，可以给

教师观看示范案例，让他们通过案例感受培训带来

的效果；提供教师个人的学习数据，通过培训前后对

比让教师直观看到自己的成长；通过同伴互评和自

评认识培训效果。

（四）满足教师精神利益需求

精神利益对远程培训的教师有显著的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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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所有阻抗引发因素中ｔ值最高，影响最显著的
因素。该引发因素的作用是负向的，即其本身作用

不是引发阻抗而是消减阻抗，因此满足教师精神利

益需求可较显著地激发他们参与远程培训的积极

性。远程培训中，教师精神利益的需求不仅是得到

奖励或获得高分，更主要的是感受到远程培训所学

知识、方法和技能的有用性、实效性或趣味性。当教

师们感到所学内容可用于实际工作并带来效益或改

进效果时，他们会理解参与远程培训的作用和意义，

减少对培训开展的不适、不确定或不认同。

（五）加强行政支持

行政支持同样对远程培训中阻抗的产生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加强行政支持可消减远程培训中教师

的不适应、不认同和不情愿等现象，是减少阻抗的另

一可行途径。行政支持可以在培训前、中、后三个阶

段分别开展。

培训前，学校领导可结合远程培训项目调整校

本研修及学校活动，保证教师参训的时间；将培训的

指导思想、安排和要求等及时告知并解读给教师，增

加对培训的理解；制定激励措施或者奖励制度鼓励

教师踊跃参与培训。在培训中，学校各部门积极协

助教师完成远程培训，如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教师协

调工学矛盾，解决时间冲突问题；及时与教师沟通，

共同思考教师培训中困难的解决对策。在培训后，

学校可以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培训心得交流会或成果

展示会，推广好的参训经验和成果。根据制定的奖

励机制，给予优秀参训教师奖励和表彰，这样既可鼓

励教师本人，也能激发其他教师参训的内在动力。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引入奥利弗和哈维两位学者对教师

阻抗变革因素的研究，构建远程培训阻抗引发因素

预设模型。基于数据对预设模型进行分析和讨论，

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引发教师对远程培训阻抗的因

素源于教师个体和职业的情况，且各引发阻抗因素

之间无显著共线性关系，即不存在相互交叉作用的

复杂情况，因此阻抗引发因素的消减策略间相互影

响不大。第二，远程培训方式本身不存在引发阻抗

的因素，因此其本身不是引发教师阻抗的原因，可以

继续采用。第三，教师阻抗影响因素中惰性心理、意

外时间、非教学时间、心理负担、不安全感对远程培

训阻抗的产生有正向影响，应从教师个体、培训设计

及安排、支持服务等层面弱化其影响。第四，精神利

益和行政支持对远程培训阻抗有负向影响，采取有

效的方法和措施，可提升教师参与远程培训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消减阻抗的产生。

本研究的结论显示远程培训本身不是引发教师

阻抗的因素，但实际上远程培训的项目设置、组织实

施、内容设计、活动组织和评价方式等都可能触动各

阻抗引发因素发挥作用。因此在远程培训中，如何

在启动、设计和实施各阶段，充分考虑对阻抗引发正

向因素的弱化和负向因素的强化，是远程培训实践

改进和提升的可行途径。同时，怎样有效弱化教师

对远程培训的阻抗，减少消极应付、敷衍逃避等现象

的出现，远程培训中阻抗程度如何测量，如何确定阻

抗的级别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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