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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力模型。研究基于文献分析，采用

工作分析法、行为事件访谈法、专家意见法、检核表法和问卷法，质性研究和量化

研究相结合，从胜任力角度，对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研究通过对12位绩效优秀者和8位绩效一般者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对访谈文本

进行编码，形成的《胜任特征检核初稿》。经过对180位物理教师进行施测及8位专

家筛选，形成《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然后请物理教师和专家共计200名，填写

最后形成的《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初步建立了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模型包括

10个胜任特征：热爱学生、敬业、创新意识、学习发展、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反

思能力、沟通技能、实验能力、业务知识。
●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10个胜任特征可分为态度特征、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

三个因素群，并且总体和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通过结构

方程模型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得出每个胜任特征与其所属的胜任特征群的关系以及

各胜任特征群之问的关系，结果表明模型的构想效度良好，模型稳定。

本研究的结论对中学物理教师选聘、安置和绩效评估，教师胜任力标准及资格

标准制定，以及相关的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实证研究的依据，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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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eligible

physics teacher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The research based o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nd

adopts on job analysis and behavior event interview,delphi method，check list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This research is combined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From Angle，this research competence of competency model of physics

teachers conduct on a seri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 Interview 1 2 outstanding person and 8 the average person，then code to

interview text，and then form．competence character review table draft．1 80 physics

teachers’tested the table．8 experts deleted and selected the table．The above two test

results form competence character review table final version．Then Let physics teachers

and experts fill in the final shape of the competence character review table．Preliminary

built competency model of physics teachers included 1 0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Love students，dedication，innovation consciousness，learning development，

logical thinking，problem solving，reconsideration ability,communication skills，the

experiment ability,business knowledge．

Explorative factor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0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for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kills characteristic is more

appropriate．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and a factor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were reached higher level．By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t sho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ompetent for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of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each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bordinate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Model ideas validity is good and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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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prospective

physics teacher selections，placement，performance appraisal，those who intend to be

teacher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teacher competency standards and qual ification，

teacher education，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nd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Competency；physics teacher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competency mod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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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F1益加快，社会对教师的工作质

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以教师专业化为核心的教师教育的改革，

己成为世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教师专业化也成为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与

潮流。教师专业化的大力推进，将对我国教师队伍质量建设、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有重要意义。提高教师绩效，培养优秀的教师工作胜任力，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

中重要的研究问题。

社会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是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长都希望享用优质教育资源，选择优秀学校接受优秀教师的指导。而由于教师教

育培养体制的开放格局的产生，各级各类教师教育之间展丌了公平竞争。学校领导

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开始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对教!Jffj进行选聘、培训、

发展评价、薪酬设计等，学校教育管理工作丌始超越以往常规的人事问题，运j鹊现

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技术进行科学管理。近年来，各地学校相继引入教师绩效评

估机制，与教师的薪酬挂钩，如何进行公平、公『F、有效的绩效评估成为一个新的

课题，胜任力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将为教师学绩效评价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基础。

胜任力研究的特点在于关注那些能将绩效高者与绩效平平者区分丌来的那些

胜任特征。1973年哈佛大学教授McCelland在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文章((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提出胜任力概念，胜任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

随即风靡美、英、加等西方国家，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一个前沿的管理理念。而

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起的基于胜任特征的教师培训和

学校范围内胜任特征的测评运动。随之行为主义学派和通用性学派在教育领域时胜

任力相继有了一些研究，但多数集中在如何选拔学生上。而在我国的教育领域，教

师胜任力的研究和实践还刚刚起步，实证研究资料相当缺乏，尤其在某个学科方面

教师胜任力的研究更少。

物理作为--fl科学性学科，与工具性学科不同，较为重视探索真理的方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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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学习是以感知为基础，从具体到抽象进行概括，需要按照科学研究的系统方式

去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物理是一门观念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的学科，学生在学

习物理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定已有的认识，由表及罩地、回旋式地逼近真理。物理的

学习不仅重视认识论，而且重视方法论，很讲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其他学科的要求则没有物理这样层次丰富、形式多样。

《全同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物理课程应

以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要目标，满足每个学生发展的基本需求，改变学科

本位的观念，全面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注意不同学科间知识与研究方法的联系

与渗透，使学生关心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和新思想，了解自然界事物的相互联系"。

这要求物理教师除了必备的教学技能之外，需要尽量扩充与物理学联系紧密的其他

自然科学知识，关注与物理相关的现代科技内容，给予学生全面、科学的指导。同

时受到现行考试制度的影响，物理教师除了需要掌握理论讲授的方法外，还需要熟

练实验操作、物理量的计算，注重过程与方法、逻辑和推理。

本文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归纳整理以及访谈、调查，研究中学物理教师胜任特征，

构建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并对各胜任特征之间的关系做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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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现状

2．1胜任力的概述

对“胜任力”问题的研究是当代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教育学

等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其征式研究起源于1973年，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

初期“管理科学之父’’泰勒身上。至I]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McCelland在其

具有标志意义的文章((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提出胜任力

概念。胜任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美、英、加等西方国家，并成

为前沿的管理理念。

2．1．1胜任力概念及内涵

“管理科学之父’’泰勒认为，可以按照物理学原理对管理进行科学研究，他应

用“时间一动作’’研究分析方法(Time and Motion Study)，去界定有哪些因素导致了

优秀工作人员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过程和结果，对胜任特征进行了最初的分析

和探索。泰勒对科学管理的研究，后来也被称之为“管理胜任力运动”(Management

Competencies Movement)。此后，智力测验的结果、人格测量和人格类型的划分都

相继成了测量工作绩效的指标。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弗莱纳根(John Flanagan)研究了1941年至1946

年美国飞行员的绩效问题，于1954年创建了“关键事件”方法，并就此成为胜任力

研究领域核心方法的应用先导。

到20世纪70年代，泰勒理论基本被否定，以智力测评、能力测评为中心的人才

测评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美国心理学界当时已有报告指出：传统的智力

测评和人格测评在预测工作绩效方面有很大局限。哈佛大学教授McClelland在其具

有标志意义的文章((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提出胜任力概

念来，他指H{，第一手材料直接发掘的、真J下能区分拟研究的生活成就或工作业绩

方面优劣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就是胜任力。1982年，McClell锄d与Boyatizss出版

了《胜任的经理：一个高效的绩效模型》一书，归纳出优秀管理者的胜任力模型，

并对此作了系统的介绍，他们的研究和进展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胜任力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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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和应用随即风靡美、英、加等西方国家，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一个自i『沿的管

理理念。对于胜任力的定义，Zenke(1982)认为：胜任力是个难以下定义的术语，因

为这个问题不是来自其他方面，而是来自一些基本程序和哲学的不同。由于研究的

角度不同，现在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特征观、行为观和综合观。

特征观的持有者倾向于将胜任力定义为个体潜在特征，将胜任力分成了6个层

次，由低到高分成：①知识，指组织和利用对某一职业领域有用的信息；②技能，

⋯一指做好事情的能力；⑧社会角色，指一个人在他人面前想表现出来的形象；④自我

概念，指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知觉；⑤人格特质，指一个人的心理特质及典型的行

为方式；⑥动机／需要，指决定一个人外显行为的自然而稳定的思想。比较有代表性

的观点有：McCelland(1973)认为，胜任力就是与工作或工作绩效或生活中其他重

要成果直接相似或相联系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
。

行为观的持有者把胜任力看作是人们履行工作职责时的行为表现，是个体的潜

在特征满足工作标准时的输出(行为)，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知识、技能、动机等的

具体运用和实际行为表现。行为观的学者认为胜任力是与优异绩效有因果关系的行

为维度(Dimensions ofBehavior)或行为特征(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这种观点用

可以观察到的行为来反映胜任力水平，使胜任力可以通过行为表现来度量。从人的

外显行为来评测人的胜任力，有利于对胜任力的准确理解和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

观点有：Woodruff(1991)认为，胜任力是一种明显的、能使个体胜任某项工作的行

为。

持综合观的学者认为特征观与行为观两种观点是相互补充的，任何一种都是不

完全的，对胜任力内涵的界定应是对两种观点的结合。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Ledford(1995)认为，胜任力包含三个概念：一是个人特质，即个人独具的特质，包

括知识、技能和行为；二是可验证性，即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可以确认的部分；三

是产生绩效的可能性，即除了现在的绩效表现，还注重未来的绩效。整合三个概念，

胜任力是个人可验证的特质，包括可能产生绩效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行为。

从这些定义看，对胜任力的界定众说纷纭，缺乏统一见解，但也可以从中看fIj

一些共识，胜任力包括：①与工作绩效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预测员工未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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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绩效；②与任务情景相联系，具有动态性；③能够区分业绩优秀者与一般者。

本论文采用的胜任力定义是特征观的持有者——美国心理学家Spencer作的界

定：胜任力是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分开来

的个人潜在的、深层次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

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能显著区分优秀

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的特征。

2．2胜任力模型及建模概述

2．2．1胜任力模型概述

胜任力模型(competencymodel)也称胜任特征模型、胜任素质模型，是指担

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需要具备的胜任特征的总和，它是针对特定职位表现优异要

求组合起来的胜任特征结构。建立胜任特征模型，是人力资源管理与丌发理论和实

践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技术如工作分析、招聘、选拔、

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等的重要基础。

对胜任力模型的研究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McClelland署llMcBer咨询

公司的成员在为美国政府选拔驻外机构外交人员(FSIO)M，运用自己开发的行为事

件访谈法建立了第一个胜任力模型。他们利用上司或领导、工作同伴以及客户对外

交官的任命和评级资料，确定了一些差别非常明显的高绩效和平均绩效的样本。然

后，研究小组用开发的行为事件访谈方法，要求受访者以短故事的形式对他们在工

作情境中经历过的几件重要事件提供详细的叙述，这些事件包括不成功的和成功

的。访谈主持者使用一种非导向探侧策略来寻找受访者在每种情境中所做的、说的、

思考的关键点。分析受访者的访谈数据时，研究者使用内容分析方法，辨别主题，

区分普通绩效者与高绩效者，这些主题组成了一系列“胜任力"，成为优秀外交官

具有的胜任力特征。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工作高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如今的许多研究

者也大都遵循这个经典的建构方法。如今，胜任模型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

的主流的实践活动，是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与丌发实践的重要基础，对人员的选拔、

评估、培训、职业发展、绩效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组织变革的有力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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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日l『，提出的胜任力理论模型主要有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两种。

夕}丝的

内跨的

图l：胜任力冰山模型

胜任力的冰山模型主张：胜任力包括主张有五种类型的胜任力：动机(motives)、

特质(traits)、自我概念特征(self-concept characteristics)、知识(knowledge)和技能

(skills)。胜任力结构就像一座浮在大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部分是知识、技能、行

为等一些易于观察的、表象的特征；动机、特质和自我概念、价值观等是属于冰山

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属于潜在的胜任特征。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否在工作中做

出突出成绩的，不是他的知识技能等表象因素，而是水面下的潜在特征。有关KSAO

维度多元性的研究(Maurer,T,J，et al 2003)奠j冰山模型提供了依据，进一步支持了这个

模型。

衰面：
相当容

格：
易发展

l划2：胜任力洋葱模型

洋葱模型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冰1．1 J模型的解释。它在描述胜任特征时由外层及内

层，由表层向驰层，层层深入，最农层的足毖小的技巧和知识，最罩层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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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个体潜在的特征。

依据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在实践领域，国外研究人员和机构

(Boyatzis，R．1981；Spencer,．M．&Spencer,S．M，1993；Cooper,K．C．，2000；HayGroup，2003)构

建了许多与职业相关的胜任力模型。国内研究人员(李虹，1999；王继承、时勘，2001：

仲理峰、时勘，2002)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借鉴国外管理胜任力模型，也建构了一

些管理胜任力模型。

2．2．2胜任力模型的建模方法

胜任力模型(competencymodel)也称胜任特征模型、胜任素质模型。它是针

对特定岗位的优秀绩效表现要求所组合起来的胜任力结构。它描绘了能够鉴别绩效

优秀者与普通者的动机、特质、技能和能力等，以及特定工作岗位或层级所要求的

一组特征。

为了成功完成某项工作，建构胜任力模型，判断员工哪些个人特点是必需的，

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为胜任力建模(Competency modeling)。胜任力建模方法源于30

年前McClelland的研究工作。此后，为了满足组织中对胜任力建模方式的特殊需求，

胜任力建模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衍生了许多方法，现在胜任力建模已经在人力

资源管理领域成为一种主流的实践活动。

目前，建立胜任力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图片故事练习法、行为事件访谈法、问

卷法(T作问卷及清单调查、职位分析问卷)、职能性工作分析、工作分析访谈(包

括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一对一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法)、焦点访谈和团体多层

次水平考察方法等。采用什么方法建立胜任力模型，以保证其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设计中的效度，是多年来研究的热点。

一般而言，胜任力模型建立的步骤具体细分为五个步骤：

(1)明确绩效标准。绩效标准就是能够鉴别出绩效优秀和绩效一般的员工的

指标或者规定。通常采用工作分析、专家小组讨论以及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来确定。

工作分析即通过系统、全穗i收集情报，提供相关工作的全面信息，提炼出鉴别绩效

优秀的员工与绩效一般的员工的标准，以便组织进行改善管理效率。专家小组讨论

法则是由研究人员和优秀的领导者、人力资源管理层组成的专家小组，就此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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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责任和绩效标准以及期望优秀领导表现的胜任力行为和特点进行讨论，得出

最终的结论。理想的绩效标准是硬性指标，如销售额或利润、获得的专利和发表的

文章、客户满意度等。如果没有合适的硬性指标，可以采取让上级、同事、下属和

客户提议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对于那些富于实践经验、

水平较高、业绩优秀的领导层来说，这种方法不但简便易行，而且也能保证较高的

效度。

(2)选取效标样本。根据工作岗位要求，在从事该岗位工作的员工中，选取

一定数量的绩效优秀和绩效普通的员工进行调查。

(3)收集胜任特征数据。获取效标样本有关胜任力的数据，可采用行为事件

访谈法、专家小组法、问卷调查法、360度评价法、专家系统数据库和观察法等方

法广

行为事件访谈法是一种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调查方法，类似于绩效考核中的关

键事件法。行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简称BEI)，是一种开放式

的行为回顾式探索技术，是揭示胜任特征的主要工具。这是一种结合John C．

Flanagan的关键事例法(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CIT)与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的访谈方式。该方法采用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调查技术，

要求被访谈者列出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关键事例，包括成功事件、不成功事件或负

面事件各3项，并且让被访者详尽地描述整个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时间、相

关人物、涉及的范围、影响层面以及自己当时的想法或感想。访谈者在征得被访者

同意后应采用录音设备把内容记录下来，对行为事件访谈报告进行内容分析，记录

各种胜任特征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然后对优秀组和普通组的要素指标发生频次及

相关程度统计指标进行比较，找出两组的差异特征，根据显著性差异特征，建立胜

任力模型。

工作分析法，也称岗位分析法、职务分析法，是国外学者研究基准胜任力的基

本方法，也是工业和组织心理学领域应用广泛的一项技术，是指运用一定的方法(访

谈法、观察法和关键事件法、工作同志法和资料分析法等)对组织内特定的职位进

行分析，确定该职位的主要信息的过程。该方法首先调查职位的工作职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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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工作环境，同时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系统全面的信息收集手段抽取、分

析出职位的工作职责与关键角色，然后对可接受的标准或绩效进行描述，根据角色

和工作职责确定胜任力项目，最后确定胜任力。工作分析法在西方盛行多年，它关

注的焦点是工作而不是工作中的个人，关注于实际的工作产出，通过基于分析的过

程，发现某个特定岗位所需的胜任特征。

专家意见法，又称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预

测方法，可用于预测、决策和评价指标体系等许多方面，该方法主要是通过数轮专

家问卷，用一定的统计方法处理，得到大多数专家认可的某种预测、决策或指标体

系。该方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过程采用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即专家之I、日J不

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发生关系，通过多轮次调查专家对

问卷所提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筛选、归纳、修改，最后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

法，作为预测的结果，可用来构造团队沟通流程，应对复杂任务难题的管理技术。

这种方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较为可靠。

问卷法是通过书面形式，以严格设计的心理测量项目或问题，向研究对象收集

研究资料和数据的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便利而快速的收集大量数据的方法。通过

综合文献，结合访谈等方法，编制调查问卷，对足够大的样本进行调查，再回收问

卷进行数据分析和确切的解释。问卷法的优势很明显，取样范围大，统计规范化，

费用低廉等，但是运用问卷收集数据，不够灵活，问卷的信效度、问卷的回收都较

难控制。

(4)分析数据并进行编码以建立模型。首先，通过行为事件访谈转录文本提

炼出各种胜任力特征，对行为事件访谈报告的文字记录进行内容分析，记录各种胜

任力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然后，对优秀组和普通组的要素指标发生频次进行比较，

找出两组的共性与差异特征。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特征归类，对胜任力进行分解与

．
分级，建立核一4L、酏ill'．力所表现出行为模式，即某一能力在那些方面表现出关键行为，

并对关键行为进行分级描述。若是采用其他方法收集的数据，如问卷调查法，可运

用统计分析技术对所收集到的关键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评价，找出两组样本在哪些胜

任特征上存在区别，并根据存在的区别建立胜任力模型。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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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为事件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力‘法。

(5)验证胜任力模型。为了确保胜任力模型的准确性，还需对确定的工作任

务特征和胜任力模型进行验证。胜任力模型的检验方法一般有以下三种方法：①重

新选取优秀业绩组与普通业绩组两组样本作为第二准则样本进行行为事件访谈，分

析模型中所包含的胜任力要素能否区分优秀组和普通组，即考查其“交叉效度"；

②编制量表，选取较大规模的样本进行测试，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考察量表的结

构是否与原有模型吻合；⑨采用评价中心的方法，对作为第二准则样本的优秀业绩

组和普通业绩组进行评价，考察两组是否在这些胜任力要素上有明显差别。

2．3教师胜任力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发展，教师胜任力的研究『F成为国外教育领域极

为关注的一个话题，而我国关于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尚刚刚起步。

2．3．1．教师胜任力的概念及内涵

教师胜任)|丁(teacher competency)这个领域早已引起国外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

Donald M．Medley(1995)认为，教师胜任力分为三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或能力、

专业态度或价值观。其中专业技能是指取得成功绩效所必需的技能(包括技术性性能

和非技术性性能)；教师的专业态度是指教师专业行为的心理倾向，它由认知、情感

和行为三种成分构成，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Carloolson，Jerry L

Wyett(2000)认为，教师胜任力指教师个体所具备的、与实施成功教学有关的一种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价值观。Watts，D(1982)认为，教师胜任力是指成功

的教学实践所必需的教育教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Moss，J．Jr(1971)认为，教师

作为一个职业应该具有的胜任力也被认为是把教!Jffj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那些胜任特

征。它隶属于教师的个体特征，是教师从事成功教学的必要条件和教师教育机构的

主要培养目标。

结合上述教师胜任力概念，我们可以归纳【{{教qJlilll!任力四个特征：①教师胜任

力与教师岗位要求和工作要求密切相关，不足独立二)：教师工作情境之外的；②教师

胜任力水平可以通过其行为表现反映出来。这些行为袭现是可观察的、能测度的，

是特定情境下对知识、技能、念度、动机等的具体的运用；③教师胜任力与教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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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相关，对教师工作绩效有预测作用；④教师胜任力要素与程度随教师工作和时

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是固定不变，是动态发展的。

2．3．2国外教师胜任力的研究现状

在教育领域的胜任力研究最早是对教育管理者胜任力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

后期，美国中学校长协会成立了校长胜任力指标体系，以此来指导校长选拔和职业

发展工作。美国对于教育管理者胜任力的研究，通常是把管理者的工作绩效分为优

秀、一般、不合格三种类型，并假设这三种情况是由管理者的不同特质决定的。他

们认为管理者优异的工作成就是由某些特殊能力和行为决定的，一般工作表现是由

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决定的。虽然特殊能力和行为在管理者个人总体知识、技能和行

为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它对个体的工作成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丌始重视胜任力研究，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的白皮书，

提出通过管理教师绩效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并且要以评价为手段解聘一些不合格

教师。英国关于教育管理者胜任力的研究是以一般工作成就为基准，把管理者的工

作成绩分为优秀、一般和不合格，但是主张胜任不以优秀为起点，达到一般工作表

现就算胜任，胜任力研究就是探索称职所需的基本能力和行为。

90年代，英国成立了“国家教育评估中心”(NEAC)，研究者借鉴美国胜任力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与职业标准化相结合，构建了具有英国特色的教育管理者

胜任力研究模式，先后开发出侧重技能和行为、侧重职业资格、侧重素质和侧重特

质的管理者胜任力模型，极大地促进了胜任力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澳大利亚

国家教学委员会(NPQTL)依据教师胜任力标准(1996)实施的全国教学质量项目

中，为新教师丌发设计了一个胜任力框架，提出教师入职教学胜任力。美国2002年

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行动，要求在2005—2006年美

国每个班级都有一个高素质的教师。教学与美国未来国家委员会2003年的报告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2003)提出了三个有关教师

保持力的基本战略，每个战略都包括了提高教师胜任力的部分。

国外的教师胜任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Danielson(1996)等人的研究提出教师胜任特征模型有4个维度，即计划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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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教师环境监控、教学、专业责任感。Milanowski(2004)等研究者也作了一些

该框架的经验支持研究，找出了学生成就与教师绩效胜任力评估之|'白J固定的经验关

系【19】。

Kabilan(2004)提出的教师胜任力评价标准分5块，即动机、技能、知识、思

想、自我学习、交互能力及计算机能力(见表1)。
’· 一

表l：Kabilan教师胜任力评价标准

教师胜任力 准则t定融定性数据)

曲}J【 婶，I：敦帅功}『1．次心．r{仁，鼓动、之持_骞．f¨j!也～2{lI天∞发现RI绵沧

4￡能．如il!、心思 ∽‘教帅技能．硼I!!．心总．心．号能，J等．f“，戏’j么}ll天的发现}1】绀i0

I’I我7#?J(SDL) "，J：门牡彳?J·"；?J的rI孔竹碑‘、《r学?坩Ifl我r÷定等．fIl!·￡‘j2tti疋的l置现相i结沧

欠-：能JJ ”尔ltt!l,·Z{芷南1。，、ffff．ftifl j：突’!．能fj．JE擎。滗心、空流缝JJ苒．fli!哎‘j之HI t的发jIl!i11．-："．々沦

jI l，fIl{￡f：ft'J r自7|1l坎池 址一l：事拆iI 1)tJLj￡}、fli技I!}‘JiI t)fILj￡i<if‘q珞{1j，KD。J}￡能．mj!·℃‘{，三tti’：的发J!{!f1Ij。ij(：

Heneman和Milanowski(2004)认为对于提高教师胜任力有两个主要的战略，

即授课的改进和人力资源的改进，前者改进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后者包括

教育系统中组织的建立、入职、发展和动机等，并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源的教师绩效

胜任模型(见图3)。

图3：教师绩效胜任力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型

R．J．Stermberg等人研究指出，专家教师有三个共同特点：专家水平的知识，在

教学中采用更多的策略和技巧，能够比新教师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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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高效，能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他们把熟练掌握的技巧自动化，另外

能够高效地计划、监督和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性洞察力，更能够创造解决问

题的新颖和恰当的方法。

Jarolimek C．Foster对成功教师、优秀教师的研究指出，富有成效的教师表现出

七个方面的特征：了解自己对学生的职责、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有效地管
，

理班级、善于调整自己的教学以利于学习者可以明白自己学习的阶段性目标、积极

主动地进行教学活动、及时向学生提供反馈信息让学习者掌握自己的学习结果、为

学生提供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他们的研究表明，符合这七大原则的教师，具有献身

精神，组织有效而且勤奋，往往会对学生的成功起巨大的转变作用。

HayMcBe公司在2000年的高绩效教师模型报告指出，高绩效教师的5种胜任

一特征群：专业化(挑战与支持、信心、创造信任感、尊敬他人)、领导(灵活性、拥有

负责任的朋友、管理学生、学习热情)、思维(分析性、概念性)、计划／设定期望(向

上动力、信息搜寻、主动性)、与他人关系(影响力、团队精神、理解他人)。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教师胜任力模型应该包括：高学历(广博精深的科学文化素

养)、业务全面(既会教学，又懂教育，也能进行科研)和发展能力(在知识、能

力、品德等方面全面发展)。国外关于教师胜任力研究的进展，一方面体现出相关

政策部门和研究领域对教师胜任力及其与教师绩效评价、学生学业成绩关系的重

视；另一方面赋予了教师胜任力一种更广阔意义的定位，这一点突破了早期研究者

仅从教师个体角度关注教师胜任力内涵、构成等，而是把教师胜任力纳入到教师人

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将教师胜任力评价与教师入职、发展、绩效评价、培训等相联

系，也可以说，教师胜任力作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因素，成为教师个体专业发展

过程以及学校教师管理、评聘、培训等工作都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2．3．3国内教师胜任力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胜任力(或特征)模型的研究，他们主要从教师特

质、素质、能力、人格和教师评价等角度对教师胜任力进行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

国内的教师胜任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徐建平(2004)研究指出，建构的教师胜任力模型包括优秀教师胜任力特征和



刘悦：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删的初步构建——以扬州市区中学为例 旦

教师共有的胜胜任力特征。其中，优秀教师的胜任力包括进取心、责任感、理解他

人、自我控制、专业知识与技能、情绪觉察能力、挑战与支持、自信心、概念性思

考、自我评估、效率感等11项特征。教师共有的胜任力包括组织管理能力、正直诚

实、创造性、宽容性、团队协作、反思能力、职业偏好、沟通技能、尊敬他人、分

析性思维、稳定的情绪等ll项特征。
’·’ ·⋯

蔡永红、黄天元(2003)等将教师胜任力作为与教师绩效、教师有效性并列的

三种教师评价类型之一i认为教师胜任力评价是指评估教师所需要的素质或胜任

力，即教师知道些什么。通常是用纸笔测验的形式进行，其结果常常作为教师资格

证书或执照授予的依据。它主要用于监控教师职fj{『教育的进程和评估为提高教师胜

任力所进行培训的效果。

邢强(2003)等认为，教师胜任力隶属于教师的个体特征，是教师从事成功教

学的必要条件和教师教育机构的主要培养目标。教师胜任力评价指在教师教育结束

之际，由教师教育机构进行对该教师是否胜任实践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

专业价值观的测量和评估，以判断该教师是否有资格和能力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韩曼茹、杨继平(2006)提出了中学班主任胜任力结构包括12项胜任特征，即

知识结构、教学能力、育人能力、心理辅导能力、班级管理技能、教育观念、职业

道德、情感、自我监控能力、人际交往、成就动机和工作质量意识。

刘立明(2008)初步建构了包括10个维度(职业道德、人际洞察力、教学艺术、

职业技能、心理品质、情绪调控、个人驱动力、教育适应性与爱好、自我发展与完

善、专业知识)和78个评价指标的上海高中教师胜任力模型及其定量化评价体系。

顾倩、杨继平(2006)等进行了大学辅导员胜任力现状研究，结论指出：大学

辅导员胜任力自评状况在性别之f’日J、行政人员和老师之问，优秀与否均无显著差异：

大学生理想辅导员胜任特征评价在男生与女生、院校之问、年级之问存在显著差异；

而学生对自己的大学辅导员胜任特征的评价在不同性别与是行班干部柯差异。

张敏(2004)等就教师作为合作者的胜任特质状况作了调查，指flj教师与学生

在合作者胜任特质方面存在差异，即在合作者人格品质、合作者意谚{、合作者情感、

合作者行为和合作者能力五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教师对合作冉’胜任特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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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大超过学生的认可度。

林立杰、高俊山、毛建军(2006)等对大学知识工作者个体工作胜任力进行了

研究，指出大学知识工作者个体工作胜任力包括五个维度(元能力、价值、品质与特

质、情感能力、行为能力和知识技能)和36个元素。

王王邦(2000)等人通过对国家、市级荣誉称号的优秀教师和学科骨干教师进

行调查发现，43项人格特征中优秀教师有18项人格特征有别于一般教师，这18项人

格特征可归为7类：成就动机、师生关系、工作态度、事业心、自我完善、同事关

系、创造意向。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教师胜任力的研究文献比较少，且研究中也存在些不足之

处：第一、对于教师的评价缺乏理论依据，主观性高；第二、以往的教师评价多在

高校中进行，在中小学等基础教育领域内的研究很少；第三、以往的关二j坤学教师

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内且多为简单的能力构成，尚未探讨各种素质在整个

结构中的重要性，同时以往的研究概念较单一、缺乏可操作性。

2．3．4物理教师胜任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物理教师的胜任力研究还较少，本文主要以物理教师能力、素质

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对此项研究的现况进行归纳研究。本文用“物理教师"、“胜任力"

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力．方知识服务平台”、 “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均未搜到相关文献。这表明目前对物理教师胜任力的研究

尚未出现。物理教师胜任力的研究是胜任力研究领域、物理教师研究领域中的一项

空白。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发现，在物理教师能力素质等方面有一些相关研究，具体

搜索结果如下：以“物理教师’’、“能力’’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搜到28篇，在“万方知谚t{J】陵务平台”搜到文献1037篇；在“中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搜到文献2l篇。用“物理教师”、“素质"为题名，在“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搜到48篇，在“力．方知识服务平台”搜到文献522篇；在“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搜到文献8篇。

国外对物理教师的能力素质研究较少，对物耻教学效果进行研究通常从教学手

段角度出发展开，以试验研究居多，较为注重技术等因素，如Devecioglu Yas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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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deniz Ali Riza等人(2010)运用分组对照试验来研究关于物王翟教学技术手段对教

学的影响。Ed van den Berg等人(2009)利用剧场游戏等方式加强物理教学的作用。

对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物理教师的能力、素质主要有包含以下四部分内容：

l、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政治素质，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思想素质，是指教师应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

法论。根据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物理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四个方面：热爱教育、献身教育；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锐

意进取、严谨治学。张春洪(2001)认为物理教师的素质和能力包括思想品德素质、

文化知识素质、教学素质、生活素质。董英华(2001)等人认为物理教师的素质结

构应该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知识素质、教学技能和能力、教育观念等4个方

面。

2、知识要求。物理教师的知识水平是其从事物理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分为

三个方面，即教师的本体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条件性知识。蔡志凌(2008)对课

程改革后中学物理教师亟待培养的科学素养要素进行调查后，发现排在前几项的次

序依次为：指导学生课题研究能力、教育理论、物理学前沿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的能力、实验的设计与改进能力、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力、物

理学史知识、互联网的使用能力。陶宏义(2004)就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提出

物理教师素质要求有：教育教学科研素质、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素质、课堂教学设计

素质、现代教育技术素质、教学评价素质。

i本体性知识。物理教师的本体性知识是指其教师具有的物理学科知识，丰富

的学科知识是物理教师搞好教学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包括①物理学知识：

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研究前沿；②物理学方法论：观察

实验方法、逻辑思维方法、数学方法；③物理学史知识：古代物理学史、经典物理

学史、现代物理学史。
．

ii条件性知识。物理教师的条件知识是指物理教师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在何

科，条件下／j‘能更好开展教学的一种类型的知识。包括①教9币职业的有关知识：教师

职业的意义、职业道德规范知识、教育政策法规知识、教育目标、价值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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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知识；②教育科学知识：普通教育学、物理教育学

知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知识、课程论知识、教育测量与评价知识、教育科

研方法知识；⑨学生学习及其发展的知识：现代学生的总体特征知识、关于学生的

学习知识、有关特殊学生的知识；④相关文化知识：中国语言文学知识、相关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数学知识。《物理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物理教学中要注

重学科之间的渗透、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交融。 ⋯··

iii实践性知识。物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指物理教师在实现教学目标的物理教

学行为中所需具有的课堂情境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具体来说，这种知识是物

理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物理教师应具备以下方面的实践性知识：课掌教学设计知

识、课外实践活动指导知识、物理学习方法、学习心理指导知识、开发性课程知识、

指导研究性学习知识、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整合知识。

3、能力要求。包括三个方面：i教学能力：教学组织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调

整能力、教学检查评估能力。ii教育科研能力：要有科学研究的意识与能力、掌握

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iii通用能力：有效协调人际关系沟通表达的能力、问题解决

及研究能力、创新性思维与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批判性反思教育的能力、

心理辅导能力、教育资源的丌发与应用能力。杨波(2007)通过研究认为，优秀的
●

～^

物理教师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广博的知识、教育教学能力、较强的实验能力、

应用信息技术教学的能力。高峰，周褶，张登玉，唐建平(2008)等人认为一名合

格的物理教师需要具备：教育教学研究素质、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素质、课堂教学设

计素质、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素质、科学的评价素质。

4、身心素质。身心素质是物理教师诸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理教师从事

物理教学工作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健康的机体、充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

高尚的情操、良好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谐的人际关系。黄永丰，田泽兴(2002)

认为，一名合格的物理教师应具备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职业理想、教育观念、知

识结构、能力结构、身心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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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3．1研究价值

’

本研究是一项心理学领域内的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研究，涉及到了个性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3．1。1理论价值

(1)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学物理教师，拓宽了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领域，为

上述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2)胜任特征模型将全面描绘合格的物理教师的特征，协助教师工作研究者

发展出一套连贯的教师培养理论。

(3)可以对胜任特征模型构建过程中所应用的各种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

(4)在之前的中国期干IJ网中，尚未有涉及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建构的研

究。所以本研究以中学物理教师为研究对象，可以为同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

资料。

3．1．2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用于

胜任力水平测量、培训需求分析和课程设计、中学物理教师的管理与使用方面，如

基于各种目的的中学物理教师测评或任教试用期的考核、绩效管理等；也可用作选

拔招聘、薪酬设计、提升留任、加薪解聘的依据；教师个人，也可以利用该校骂!帮

助其正确择业，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教师个人继续学习和专jlk成K-J-jll,b11,．!E

涯发展，对认识自己优势与不足有参考价值。

3．2研究所要突破的问题

(1)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国内对教师胜任力研究大多针对整个教师群体，

对某一学科的教师胜任力研究较少。通过对扬州市中学物理教!『IIj进行研究，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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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教师胜任力研究的空白，建构出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

(2)从方法上看，本研究采用了工作分析法、行为事件访谈法、问卷法、检

核表法、专家意见法和结构模型建构等多种统计方法共同建构胜任力模型，也是对

建构胜任力模型的一种有益探索。

3．3研究的目标

建构和检验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初步建立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探索模

型各构成要素的关系。为我囤的物理教师研究及评价提供初步的理论依据。本研究

得出的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可为中学物理教师的聘请、绩效管理、薪酬策略、

晋升等方面提供参考。

3．4研究假设

假设一：在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群体中存在一些共同的胜任特征。

假设二：通过文献分析、行为事件访谈、问卷调查和专家意见等可以构建中学

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

假设三：各个胜任特征在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特征模型中的重要程度有差别。

3．5研究设计

3．5．1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研了扬州市范围内的14所学校的近200名物理教师。其中行为事件访

谈涉及了6所中学的20名调查对象， 《教师工作调查表》、 《特征检核表初稿》、

《特征检核表定稿》三份问卷的调查涉及了14所中学的200名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取样的方法，在扬州市14所中学中进行取样。

3．5．2研究工具

数字录音笔、行为事件访谈协议、行为事件访谈提纲、经过翻译和初步修订的

“胜任特征编码词典”、 《物理教师工作任务调查表》、 《物理教师胜任力研究访

谈说明》、《物理教师访谈纲要》、 《物理教师胜任力特征专家评定表》、《特征

检核表初稿》、《特征检核表定稿》、SPSSl3．0、AVIO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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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工作分析法、行为事件访谈法、专家意见法、问卷调查法和检

核表法。

3．5．4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SPSSl3．O以及AMOS7．0软件录入数据并处理所得数据。对数据进行T检验、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等多种处理方式，最后建立中学物理教

师胜任特征模型。

3．6研究步骤

第一步：文献研究

本次研究用“教师’’、“胜任力"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

查到文献174篇，在“力．方知识服务平台矿查到文献172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查到文献8篇。
’

用“物理教师”、“胜任力’’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万方

知识服务平台”、“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均未搜到相关文献。用“物

理教师’’、“能力"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搜到28篇，在“万

方知识服务平台”搜到文献1037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搜

到文献21篇。用“物理教师”、“素质’’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搜到48篇，在“力．方知识服务平台”搜到文献522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搜到文献8篇。

通过查阅大量的胜任力相关文献及教师管理、教师素质能力等方面的论文，进

行综合汇总，以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为本研究的开展

寻找新的视角并提供理论幕础。

第二步：物理教师工作分析。

由于此次工作分析周期较短，费川较为紧张，同时不能影响被调查者的币常工

作，所以本次研究采取以问卷法和现有资料法为主，问卷主要参考北师大徐建平博

士的《教师工作凋食表》。通过荇种方法收集的有关工作的信息，与教师、学校管

理者、专家等其同进行日f查、核对和确认，最终形成工作任务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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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行为事件访谈提纲编写。

通过之前的研究搜集的物理教师的工作任务等资料，结合北师大徐建平的博士

论文中的《教师个案访谈提纲》，编写《物理教师胜任力研究访谈说明》、《物理

教师访谈纲要》。

提纲的设计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形式。让受访的物理教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描述物理教师的工作事件，

尽量让受访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完整的叙述。因此，访谈提纲中的问题

为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问答式的问卷填答形式。

(2)内容。访谈的内容围绕物理教师每同的工作任务展开，包括物理教学的

主要任务和工作内容、谈论其具体的任务与相应的处理方式、解决不同问题的一般

程序和典型问题解决模式，所有访谈中欲获取的数据信息都应该围绕物理教师的工

作展丌。 ．

(3)语言。关于访谈所提问题，简单明白，易于回答；提问的方式、用词的选

择、问题的范围适合受访者的知识水平和习惯。

根据本研究的具体目标，结合文献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与研究小组多次

商讨之后拟定了一个半开放式的访谈提纲。根据该访谈提纲，研究者进行了3次预

访谈。在预访谈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之后，最终形成正式的访谈提纲。

第四步：访谈与编码，并提取胜任特征。

为了保证通过访谈提取的胜任特征比较全面，在选取访谈被试时选取12名绩

效优秀者和8名绩效一般者作为被访谈者。绩效优秀者的选取标准是连续两年绩效

考核在前10％者，绩效一般者的选取标准是连续两年绩效考核合格者。访谈前，告

诉所有参与访谈的被试本研究的目的，由他们自愿决定是否接受访谈和录音，并签

署书面《物理教师胜任力研究访谈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被试对录音

的顾虑。访谈时，研究者和被试事先都不知道被试所属的绩效组，属于双盲设计。

研究者根据访谈提纲，将所列问题按照顺序向访谈对象发问。访谈过程中多采用开

放式提问方式。对受访者的回答，访谈员尽量不打断受访者的谈话，以便使受访者

最充分地表达其对物理教师工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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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束后，对收集到的录音材料进行逐字转录，得到文本初稿。每一份访谈

录音资料转录完毕，访谈员都对照文本初稿对访谈录音进行叫听，根据录音内容，

对文本仞稿进行一次核对与校J下，以保证所获得的文本信息的准确无误。

在编码之前，编码者先按照STAR的线索，对文本中的行为事件进行独立的主

题分析；分析主要概念和思想，提炼出基本主题。然后以Mcber公司研究的通用胜

任特征编码词典为蓝本，研究小组成员对同一份访谈录音文本进行试编码，并对编

码词典补充，然后研究小组成员在一起共同讨论。在讨论基础上确保编码成员对该

份访谈文本的编码达成一致意见。当编码一致性很高时，然后对其余的文稿进行编

码，并完善编码词典。

编码举例：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我们在教学中具体也会结合我们学生的水平，

能讲多少讲多少。主要给他们开拓视野。(知识面)⋯⋯要辅导他们的话，我们不

． 仅仅要做一些最基本的奥赛题，跟中学知识比较紧密的。还要看一些最新的物理杂

志。自己学习。感觉到知识不够用。我们中年的教师普遍感觉到这个问题。大家都

有这种压力。特别是辅导优秀学生的时候。知识上都感觉到有点欠缺。(学习发展)

学生现在都是90后，他们的一些想法观念和我们之间还是有代沟。这是管理上的。

课堂上这种代沟可以通过知识把这座桥梁架起来，这个代沟就不存在了。(沟通协

调)对于讲课的内容，我们可以选择他们90后比较感兴趣的。语言上尽可能的贴

近他们90后，网络上一些新的词汇啊。同时他们比较感兴趣的视频，和新科技，

物理课上多加一些相关的材料。有空闲的时候我们还放一些科技方面的电影。(灵

活性)

第五步：将通过上述步骤形成的《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发放给180位教师进

行施测。

第六步：统计整理《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整理出频次前10的胜任特征词条。

第七步：请专家对上述研究得出的频次前lO的胜任特征词条进行筛选和补充，

形成《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对《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进行信效度分析，然后

大样本下发并回收《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

第六步：数据处理。统计并分析《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的结果，并构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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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师胜任特征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

第七步：应用。主要包括：人员甄选、培训、绩效评估、接班或继任计划等。

文献研究 物理教师 行为事件

]：作分析 访谈

' r

' r ' r

编 通刖胜任
《特征检核表初稿》生成

特征编

码 码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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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矗电 士疗ml

图4研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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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与分析

4．1工作任务分析结果

为全面了解物理教师工作任务，同时为编写《中学物理教师行为事件访谈提纲》

做资料准备，研究首先进行了物理教师工作任务分析。 ．

在工作分析中，发放T200份《物理教师工作任务调查表》，请教师详细描述工

作内容，最终回收197份。结合以往文献研究，对回收的197份《物理教师工作任务

调查表》进行任务要素整理，得到18个任务要素来描述中学物理教师同常工作中的

工作任务。详见如下：

制订教学计划、课堂教学设计的前期分析、教学目标的阐明、教学策略的制订、

撰写教案、教学案例的列举及简要分析、作业批改、物理试卷的命题、评定学生成

绩．测试试卷分析，物理学科竞赛辅导、培优辅差，E1常授课及公开课、教研组活

动、物理实验示范与引导，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物理课外活动的组织、物理教学研

究．

对197份《物理教师工作任务调查表》进行工作任务要素整理，对其中提到的工

作任务的次数进行频数统计，其提及频次与占全部频次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2．．I：作任务要素提及频次与占全部频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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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的18个中学物理教师工作任务要素的基础上，将这18个工作任务要素进

一步进行!臼类与分类，将本质上属于同种性质的工作任务要素合并为中学物理教师

工作任务的一般类别。共提取出4个工作任务的一般类别。详见如下：

课前准备：制订教学计划、课堂教学设计的前期分析、教学目标的阐明、教学

策略的制订、撰写教案、教学案例的列举及简要分析、物理试卷的命题；

教学过程：物理学科竞赛辅导、培优辅差、同常授课及公丌课、物理实验示范

与引导；
‘ 一

课后工作：作业批改、评定学生成绩、测试试卷分析；

课外研究：教研组活动、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物理课外活动的组织、物理教学

研究。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研究者将中学物理教师工作任务层次模型总结如下图所示：

剧5．中学物理教师jJ：作任务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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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分析的结果，研究者编写《物理教师访谈纲要》。

4．2行为事件访谈分析结果

4．2．1访谈长度分析

为了确保优秀组和一般组在各胜任特征上的差异不是由访谈长度所引起的，我

们对优秀组和一般组进行访谈时间的差异检验。结果如下：

表3访谈时间K度检验

优秀组的平均访谈时问为21．34分钟，一般组平均访谈时问20．05分钟‘，在访谈

时问上，优秀组和一般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可见访谈的长度对优秀组和一般组的

胜任特征没有影响。

4．2．2编码信度检验

编码是编码者对访谈文本进行胜任特征提取的过程。编码者的编码一致性程度

对访谈文本编码的正确性有重要影响，也是影响胜任特征模型建立的重要因素，因

此非常有必要对研究中的两位编码者的编码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以确保编码结果，

的可靠和客观。

在本研究中，编码的信度采用归类一致性的方法进行检验。

归类一致性(Category Agreement，CA)是指编码小组中两个编码者之间对相同

访谈资料的编码归类相同的个数占编码总个数的百分比。董奇1990年在《心理与

教育研究方法》一书中基于编码一致性，也提出了一个编码信度系数公式， 表4

是根据这两个公式计算出的本研究中两名编码者对20个访谈文本中所出现胜任特

征的归类一致性以及编码信度系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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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两名编码者的归类一致性及编码信度系数

由上表可以看到，归类一致性的值从O．52到O．98，平均归类一致性为O．8193；

编码信度系数从0．68到0．99，平均编码信度系数为0．8758。归类一致性是对编码信

度最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出处一致，而且还要求等级相同。以往研究表明，使用

归类一致性方法得到的信度系数通常在0．80"-'0．85之问。而本研究的归类一致性系

数为O．8193，在0．80"-'0．85范围内，编码信度系数达到了0．8758，表明编码信度较

高。对这两个指标的分析说明本研究中两名编码者的一致性水平较高，编码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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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4．2．3胜任特征频次分析

对访谈编码得到的胜任特征项目按照被试提及的次数进行频次统计，结果如

下：

表5胜任特征频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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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

诚实正直

公平性

关注细节

反思能力

学习发展

前沿追踪

科研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

专业技能

形象思维

系统思维

迁移能力

个人影响力

团队合作

戍变能力

整体把握

尊重学生

热爱学生

自信

激励

问题解决

经验开放性

信息收集

总 计

12

9

2l

32

79

78

12

34

45

78

34

2

3

12

9

34

12

63

56

32

23

89

12

9

1788

0．67

O．50

1．17

1．79

4．42

4．36

O．67

1．90

2．52

4．36

1．90

O．1 l

0．16

0．67

0．50

1．90

0．67

3．52

3．13

1．79

1．28

4．98

O．67

0．69

100

4．3《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统计结果

4．3．1被试的选择

从市区中学物理教师中随机选取180名，发放问卷18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180份。其中男性被试82名，占46．94％，女性被试98名，占54．44％。本科学历

178人，占98．89％，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人，占1．1 l％。年龄为20"---51岁，其中

35岁及以下的82人，占45．56％，35"--45岁的91人，占50．56％，45岁以上的7

人，占3．89％，详细情况见F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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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基本信息数据统计结果

4．3．2统计结果

《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由行为事件访谈中编码得出的51项胜任特征组成。

请在职中学物理教师从表中列举的51项胜任特征当中，选出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

10项胜任特征。接受行为事件访谈的18名被试均填写了《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

为有效回收问卷，此外，还发放了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1份，因此，共回收有

效问卷166份。 《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见附录，为了避免顺序效应，在发放时各

胜任特征的顺序被随机打乱了。

表7是频次统计结果，例举了频次前10的胜任特征词。

表7《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频次统计表

4．4专家意见的结果

通过以上研究过程，得出《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并调查整理出频次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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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共13个胜任特征条目。请8位专家填写《物理教师胜任力特征专家评定表》，

对13个胜任特征条目进行筛选。回收后统计整理得到前十个胜任特征条目，形成

《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同时请专家参加《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的调查研究。

通过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和对《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的分析，根据专家的建

议对胜任特征条目进行归纳和删减不必要的条目，并且将专家认为重要的，但是在

条目未体现的胜任特征加入，形成《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

具体更改如下：

①把条目中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协调沟通’’合并为“沟通技能”；

②条目中的“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含义接近，将“尊重学生’’删去，

保留“热爱学生"；

⑨把条目中的“专业技能”、 “知识面"合并为“业务知识"。。

4．5《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统计结果

4．5．1被试的选择

从市区中学物理教师中随机选取200名，发放问卷2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192份。同时发放问卷给8名专家。共回收问卷200份。其中男性被试82名．占

41％，女性被试1 18名，占59％。本科学历186人，占98％，大学本科以上学历4

人，占2％。年龄为20---51岁，其中35岁及以下的82人，占41％，35,---45岁的

11 1人，占55．5％，45岁以上的7人，占3．5％。

表8基本信息数据统计结果

4．5．2信度分析

对《胜任力特征检核表定稿》进行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一种测验综合评价体

系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有效分析方法。信度涉及的问题就是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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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的意义有多大，即从对样本的测量来推断总体能达到何种正确程度。所谓检核

表的信度又称作可靠性，是指枪核表测量结果可靠性与否的一个标准。Likert式量

表常用且效果较好的信度分析方法是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即Cronbach Q系数。Cronbach(1951)提出了一

种内部一致性系数叫ronbach’s alpha系数。这个指标准确地反映出测量项目

的一致性程度和内部结构的良好性，成为目前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信度指

标。美国统计学家海尔(Joseph F．Hair Jr．)等指出，对于一般性研究而言，总

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80以上，Cronbach’S a值大于0．6，表明数据是可靠的，

对于分量表而言，其信度系数最好在O．70以上，如果在0．60值0．70之间，也可

以接受。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l3．0 for windows进行正式测验样本的信度检

验，结果见下表。
。

表9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由表9结果可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总的Cronbach a系数为0．7846，

条目经标化后算得的信度为0．751 1，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良好的。

4．5．3效度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是一种重要的效度分

析方法，主要用于检验理论结构效度的合理性。本研究首先对10个题项采用

Kaiser—Meyer—Olkin(KMO)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进行度量，考察

其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表lO KMO抽样适腰测定值与Bartlett’s球形柃验

Bartlett’s球形检验

df

t

．698

484．803

45

．000”

注：“p<O．Ol，。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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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来看，KMO的值为0．698>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并且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为483．803(自由度为45)，p=O．000<0．05，达到显著，表示母群体的

相关矩阵之问有共同因素存在，同样表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FA，Primary Factor AnalysiS)抽取共同因子，结

合正交旋转中的方差极大法(Varimax)来进行共同因子的正交旋转处理，使旋转

后的每一个共同因子内的各个条款的因子载荷尽可能大，而在其他因子上的载荷尽

可能小，以便于共同因子的辨别和命名。据张厚璨、徐建平《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

学》所述：因子旋转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类称为J下交旋转。所谓正交，是指旋转

过程中因子之间的轴线夹角为90度，即因子之间的相关设定为O，由正交旋转转换

得到的新参数，是基于因子间是互相独立的前提。另一类型的旋转方法称为斜交旋

转，这种方法允许因子与因子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印各个因子是互相独

立的，故选用正交旋转法。 ，

．

表11冈子分析总变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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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胜任特征的特征值碎石图

从表11、图6结果表明，可提取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所提取的3个因子共解

释了61．545％的变异。

接下来看每一个项目在公共因子上的负荷情况。结果见表12。

表12主冈子方著极人旋转冈子负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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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Plot in Rotated Space

图7胜任特征旋转空间的成分图

由图7可知，学习发展、逻辑思维、反思能力、问题解决在因子1上有较高负荷，

且与人的态度有关，称为认知特征；热爱学生、敬业、创新意识在因子2上有较高

负荷，且与人的态度有关，称为态度特征；沟通技能、实验能力、业务知识在因子

3J：有较高负荷，且都与技能相关，称为技能特征。

通过工作分析、行为事件访谈、问卷与检核表调查、专家意见，初步建立了扬

州地区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特征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三类特征群，共10个胜任特征。

4，5．4胜任特征的相关分析

对胜任特征进行相关分析，主要是为了确定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

确定各因素之I、日J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后，才能进一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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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胜任特征相关系数矩阵

注：“p<O．Ol，。p<0．05

由表13结果可知，胜任力特征的各个因素(显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但各个胜任力特征的因素(潜变量)之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关系?为此，笔者根

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作了进一步的验证性分析。

4．5．5胜任特征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

关系模型的方法，该方法可以被看做是一般线性模式的扩展。研究者利用一定的统

计方法，对复杂的理论模型加以处理，并根据模型与数据关系的一致性程度，对假

设模型做出适当评价，从而证实或证伪研究者事先的假设模型。

在SEM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在变量，也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结

构方程模型可以替代多重回归、通径分析、因子分析、协方差分析等方法，清晰分

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I’日J的相Ⅱ关系。

SEM的数学模型主要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结构方程模型仃儿个突}jj的

优点(Bollen，K A＆Long，J S，1993)： (1)可以同时考察垌I处理多个因变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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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2)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 (3)允许潜在变量由多个显变量构

成，并可以同时估计各指标的信度和效度； (4)采用比传统方法更有弹性的测量

模型； (5)研究者可以设计潜在变量之问的关系，并估计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

程度。

根据本文之前对于中学物理教师胜任特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结构方程

模型研究，主要是为了得出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及各因素之问的结构关系，并

检验其效度。根据前文研究结果，现做出以下假设并构建出如图的抽象模型：

Hl：态度特征与认知特征问有显著影响

H2=认知特征与技能特征问有显著影响

H3：态度特征与技能特征问有显著影响

幽8胜任特征天系的结构模璎1理论路径

侯杰泰等(2004)指出，在利用结构方程建模时，需要考虑假设模型的各种备

择模型。结构方程分析的一大贡献，是可以让研究者计算不同的可能模型的拟合指

数，通过比较，从中找出一个十H对来i兑既简单又拟合得好的模型。在进行结构方程

建模分析时，选择、确定需要观察的拟合程度指标，最好的方式是对估计所获得指

标做综合判断。依照图8，结构方程模型使用AMOS7．0软件进行估计与检验。系统

对模型给出了修讵，error2与error7存在相互关系，error6与error7存在相互关系，

对模型1进行了微调，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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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胜任特征关系的微调结构模型1

在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时，必须根据近几年来结构方程模型理论的新进展，

选择、确定需要观察的拟合程度指标，最好的方式足对估计所获得指标做综合判断。

侯杰泰等(2004)认为，一个理想的拟合指数，应当具有三方面特征：其一，与样

本容量无关，即拟合指数不受样本容量的系统影响；其二，与模型是否复杂无关，

即拟合指标不需要根据模型参数多寡而做调整：第三，对误设模型敏感，即如果所

拟合的模型不真，拟合指数能反映出拟合不好。根据结构方程建模理论，对模型的

拟合程度评价主要参考妒值(即常态化最小平方加权)和各种拟合指标。其中，矛

指的是将一个特定的假设模型与虚无模型做比较，r越大说明假设模型被实证数据

支持的程度越低；，妒／df值指的是直接检验样本协方差矩阵和估计的协方差矩阵间

的棚似程度的统计量。妒／df的理论期望值为l，r／df越接近l，说明样本协方差矩

阵和估汁的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大，模型的拟合度越好，在实际研究中，当妒／

df小于5时，即认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理想结果是贮／df小于2，最好不大于3。

卡方值1乍模型拟合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函数指标，但是，当样本容量N较大时，卡方

值也会较大，此时的卡方值检验被认为是不好的。因为随着N的增大，其结果是可

能任何拟合得不错的模型都会被拒绝。所以，在模型数据处于大样本情况下，可以

不考虑#方检验(Byme，1998；温忠麟、侯杰泰，2004；侯杰泰，2004)。



丝 扬州人学硕士学何论文．

对于结构方程的其他拟合指标则一直众说纷纭，许多结构模型分析方面的专家

们都指出，必须谨慎使用作为判定模型优度的拟合指标，他们建议检验模型拟合应

该更多地参考多种拟合指数。拟合优度指数GFI，主要是描述理论模型在多大程度

上与已有的相关关系拟合，AGFI是其调整值：比较拟合指数CFI是指与虚无模型

相比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和情况；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其值小于O．05时表示

模型拟合很好，在0．05"一0．08之间表示模型拟合较好，一在O．08～O．10之问表示模型

可接受；SRMR的取值范围为0～l，对于简单模型的拟合而言，SRMR不易受到样

本大小的影响。标准拟合指数NNFI和NFI则是不容易受样本大小影响的指标。按

照一般情况下的标准，RMSEA的区间上限最好是O．08以内，0．10左右属于良好，

区间下限最好是小于0．05。Raykov(2001)指出，过去几年，在评价结构方程模式的

过程中，RMSEA已经是一个相当好且包含丰富信息的指标。近年许多研究认为

RMSEA在评价拟合度时比许多其它指标要好。当RMSEA等于或小于O．05，表示

理论模式可被接受，通常可说是“良好拟合"；0．05到O．08则是“不错的拟合"；O．08

到O．10则是“中等程度拟合”：大于0．10表示不良拟合。同时，RMSEA比较偏好

简单的模式，它对复杂的模式会给予惩罚，所以可作为竞争模式的指标。塔克．刘易

斯指数(TLI)和CFI这两个指标不受样本大小影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

加以关注(Williams&Holahall．1994)。二者都是把独立模型的绝对拟合与定义模型

的绝对拟合进行比较，两个模型的整体拟合差距越大，这些描述统计量的值越大。

增值拟合指数(IFI)变化范围在0和l间，IFI接近l表示拟合良好，大于O．90为

可接受的拟合。

经过权衡，本次研究选择以下几个拟合和估计参数指标来对模型l的拟合程度

进行评价：3c2／df,RMSEA以及置信区问、NFI、IFI、TLI和CFI。根据以往研究，

通常情况下r／df小于2为理想结果，小于5为可以接受，最好不要大于3；RMSEA

的区间上限为0．08最佳，0．10为可接受，而区间下限通常要求小于O．05，RMSEA

最好等于或小于0．05，0．05到O．08也不错，O．08到0．10可以接受，大于0．10表示

不良拟合；至于NFI、IFI、T1。l和CFI指标，都是越接近1越好，大于0．90为可接

受的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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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胜任特征结构方f警模型的拟合指数

注：这里的LO和HI指的是RMSEA的波动区间

由表15的结果可知∥df=1．700<2，且在1附近，为理想结果，说明模型的拟合

度非常好。RMSEA=O．059，NFI=O．897，IFI=O．955，TLI=O．930，CFI=O．953，均达

到模型适配标准，表示假设模型是合适的。

构面的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标准化因素负荷量)2／((∑标

准化因素负荷量)2+(∑各测量变项的测量误差))(J6reskog and S6rbom，1996)。CR

值是其所有测量变项信度的组成，表示构念指标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愈高显示这些

指针的内部一致性愈高，O．7是可接受的门坎(Hair，1997)，Fomell and Larcker(1981)

建议值为0．6以上。结果如下：

表16模刑的构面纲成(合)信度

CR

构面纽成(合)信度 O．8723

由表16结果可知，本研究的构面组成(合)信度值为CR=O．8723>0．7，凶此模

型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

表17个别参数值的非标准化同I门系数及显蔫性

注：¨p<0．01，。p<0．05

从表17可知，六个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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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个别参数值的标准化同归系数

路释说明 Estimate

热爱学生<⋯态度特征

敬 业<⋯态度特征

创新意识<～态度特征

学习发展<一认知特征

逻辑思维<一认知特征

问题解决<⋯认知特征

反思能力<～认知特征

沟通技能<一技能特征

实验能力<一技能特征

业务知识<一技能特征

．624

．928

．642

．570

．767

．453

．790

．637

．441

．635

由表18可知态度特征对热爱学生、敬业和创新意识三者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

为：0．624、0．928、0．642；认知特征对学习发展、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和反思能力

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570、0．767、0．453、O．790；技能特征对沟通技能、实验

能力和业务知识三者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637、0．441、0．635。由此可知，态

度特征、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中的因子对特征都呈币向影响。态度特征中敬业的因

子负荷最大，为0．928，热爱学生的因子负荷最小，为0．624，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

分别是：敬业、创新意识、热爱学生；认知特征中反思能力的因子负荷最大，为0．790，

问题解决的因子负荷最小，为0．453，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是：反思能力、逻辑

思维、学习发展、问题解决：技能特征中沟通技能的因子负荷最大，为0．637，实验

能力的因子负荷最小，为0．441，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是：沟通技能、业务知识、

实验能力。

表19个别参数值的协方筹分析及其冠蒋件

注：¨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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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个别参数值的相关系数

路径说明

态度特质<一>认知特征

认知特征<．．>技能特征

态度特质<一>技能特征

Estimate

．126

．394

．363

由表19、20町知，态度特征和认知特征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26，p=O．159>0．05，

因此拒绝原假设}11；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之问的相关系数为0．394，p=O．001<0．01，

在p=O．01水平上有显著性相关，因此接受原假设H2；技能特征与态度特征之间的
●

相关系数为0．363，p=O．002<0．01，在p=O．01水平上有显著性相关，因此接受原假

设H3。

所以对模型1的路径进行修订，去掉态度特征和认知特征之问的路径，形成模

型2进行拟合。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

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技能是通过

练习获得的能够完成一定任务的动作系统。态度与技能、认知与技能之问均可互相

影响，即积极良好的评价与主动积极的心理活动能更好地掌握技能与知识。

如图所示：

l鳘|10胜任特祉关系的结构模型2

对理论模’秘2进行微调，系统埘模型给出了修讵，error6-Nerror7存在相互关

系，刘。模型进行了微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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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调整后的结构方拌模型2

选择X z／df、RMSEA以及置信区间、NFI、IFI、TLI和CFI对模型2的拟合程度

进行评价。根据以往研究，通常情况下x 2／df小于2为理想结果，小于5为可以接

受，最好不要大于3；RMSEA的区间上限为0。08最佳，0．10为可接受，而区间下限通

常要求小于0．05，RMSEA最好等于或小于O．05，0．05No．08也不错，0．08No．10可

以接受，大于0．10表示不良拟合；至于NFI、IFI、TLI和CFI指标，都是越接近l越

好，大于0．90为可接受的拟合。

表21胜任特征结构方科模型的拟合指数

注：这里的LO平¨HI指的是RMSEA的波动区间

由表21的结果可知f／df=-I．659<2，且在l附近，为理想结果，说明模型的拟合

度非常好。RMSEA=0．058，NFI=0．893，IFI=0．849，TLI=0．934，CFI=0．953，均达

到模型适配标准，表示假设模型是合适的。

构念的组成信度是其所有测量变项信度的组成，表示构念指标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愈高显示这些指针的内部一致性愈高，O．7是可接受的门坎(Hair，1997)，Fomell

and Larcker(1981)建议值为0．6以上。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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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2模型的构面组成(合)信度

由表22结果可知，本研究的构面组成(合)信度值为CR=0．9327>0．7，因此模

型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

表23个别参数值的非标准化同门系数及显著性

注：”p<O．01，。p<0．05

从表23可知，六个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

表24个别参数值的标准化同!J1系数

路径说明 Estimate

热爱学生<～态度特征

敬 业<⋯态度特征

创新意识<一态度特征

学习发展<⋯认知特征

逻辑思维<⋯认知特征

问题解决<⋯认知特征

反思能力<⋯认知特征

沟通技能<⋯技能特征

实验能力<⋯技能特征

业务知识<⋯技能特征

O

2

O

9

9

9

0

2

8

2

配粥

鲋

％

"

钳

弛

∞

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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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4可知，态度特征对热爱学生、敬业、刨新意识三者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

为：0．620、0．932、0．640；认知特征对学习发展、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和反思能力

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569、0．779、0．449、0．780；技能特征对沟通技能、实验

能力和业务知识三者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632、0．438、0．632。由此可知，态

度特征、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中的因子对特征都呈正向影响。态度特征中敬业的因

子负荷最大，为0．932，热爱学生的因子负荷最小，为0．620，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

分别是：敬业、创新意识、热爱学生；认知特征中反思能力的因子负荷最大，为0．780，

问题解决的因子负荷最小，为0．449，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是：反思能力、逻辑

思维、学习发展、问题解决；技能特征中沟通技能、业务知识的因子负荷较大，为

0．632，实验能力的因子负荷小，为0．438，因子的负荷从大到小分别是：沟通技能、

业务知识、实验能力。

态度特征、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的回归模型如下：

态度特征=0．620×Xl+O．932xX2+0．640X X3

认知特征=0．569×X4+O．779 X X5+O．449×X6+0．780×X7

技能特征=0．632 X X8+0．438×X9+0．632×XlO

表25个别参数值的协方筹分析及其显著性

注：¨p<O．0l，。p<O．05

表26个别参数值的相关系数

路径说明 Estimate

认知特征<p技能特祉

态度特质<一>技能特征

．361

．333

由表25、26可知，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之I’日J的4lj关系数为0．361，p=O．002<0．Ol，

在p=O．01水平上有显著性相关，因此接受原假设H2；态度特征和技zFj,帅gd．1，：征之M的相

关系数为0．333，p=O．003<0．01，在p=O．Ol水平上有显著性相关，因此接受原假i熨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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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物理教师的胜任特征关系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12胜任特征关系的结构模型(1b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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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13胜任特征关系的结构模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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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3可知，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由态度特征、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三个

胜任特征集群组成，其中念度特征与认知特征之间不存在互相影响关系，态度特征

和技能特征之间存在相关，标准回归系数为0．333。认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之间存在相

关，标准回归系数为0．361。

态度特征包含三个因子，敬业对态度特征的贡献率最大，为0．932，三个因子的

贡献率从大到小分别是：敬业、创新意识、热爱学生，贡献率分别是0．932、0．640、

0．620。认知特征包含四个因子，反思能力对认知特征的贡献率最大，为0．780，四

个因子的贡献率从大到小分别是：反思能力、逻辑思维、学习发展、问题解决，负

荷数分别是0．780、0．779、0．569、0．449。技能特征包含三个因子，沟通技能对技能

特征的贡献率最大，因子的负荷量从大Nd,分别是：沟通技能、业务知识、实验能

力，负荷数分别是0．632、0．632、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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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讨论与结论

5．1讨论

5．1．1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特征集群分析

(1)态度特征

该特征集群包含三个因子，因子的负荷量从大Nd,分别是：敬业0．932、创新意

识0．640、热爱学生0．620。敬业是三个因子中对态度特征贡献率最大的因子，是衡

量教师工作责任心和自觉性等主观努力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所谓“师者，人之模

范’’，教师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对本职岗位

的敬业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等各方

面。创新思维，是指教师面对挑战充满热情，不断思考，表达了教师对其职业发展

的一种积极的态度。热爱学生，主要是指教师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教师教育学生

不仅通过言教，而且通过身教，不仅要用丰富的学识教人，更要用自己的品格教人，

即以对学生尊重、热爱的态度去影响、感化学生。

在今后的招聘、培训、考核中除了硬性条件外，还要注意对软性条件等精神层

面方面的要求，只有从态度上、发自内心地想做好这份工作，才能获得长期的更好

的工作效果。因此，要加强对教师对行业热爱度、忠诚度的考察，在培训中要加大

对教师职业态度上的培养与引导，注重培养教师对本行业、对学生的热爱，使其自

发自愿地做好工作。

(2)认知特征

该特征集群包含四个因子，因子的负荷量从大到小分别是：反思能力0．780、逻

辑思维0．779、学习发展0．569、问题解决0．449。反思能力体现了教师对自我的反省

与思考，对其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教师对自我提升的积极性。逻辑思维是

物理教师胜任力特征中较于一般教师胜任力特征独有的一点，是指『r确、合理思考

的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

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逻辑思维是学好

数学等理科学科的必须具备能力，也是学好其他学科，处理同常生活问题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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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学习发展，是指教师努力把工作干得更好，不断超越已有成绩，设定新目标。

问题解决体现了教师对同常教学任务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景的处理能力。

物理学科作为-r]更注重逻辑思维、动手能力的学科，在招聘、培训及考核中，

要加大对专业技能、逻辑思维的训练，从基础层面巩固专业技能，以获得更好地提

高、发展；提倡教师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省、思考，在专业知识、教学手段等方’·

面不断的提高、不断进步。 ⋯·

(3)技能特征

该特征集群包含三个因子，因子的负荷量从大Nd,分别是：沟通技能0．632、业

务知识0．632、实验能力0．438。沟通技能，即语言表达及沟通协调能力，是三个因

子中负荷量最大的因子，包括交流沟通、与学生和谐相处、与学生互动等方面，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是构建平等、合作、和谐的师生关系的重要途径和

有效手段。业务知识，即专业技能及知识储备，不仅包含本学科知识，还包括了语 ．

文、数学、地理、生物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及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等方面。

实验能力是物理教师胜任力特征中较于一般教师胜任力特征独有的一点，是指使用

各类实验器材进行物理现象的验证及探索，或自制各类试验工具、仪器以生动、形

象地向学生展现某些物理现象、物理学原理。

语言沟通作为教师授课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招聘、培i)lI中加大对这个内容的考

察与训练，训练其授课语速，丰富其语言表达方式，提高其语言沟通能力。同时，

物理学科作为-I'-J更注重逻辑思维、动手能力的学科，在招聘、培训及考核中，要

加大对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基础层面巩固专业技能，以获得更好地提高、发展。

(4)各特征群之问的关系

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由念度特征、认矢|I特征和技能特征三个胜任特征集群

组成，其中态度特征与技能特征之问存在互棚影响关系，标准回归系数为0．333，认

知特征和技能特征之问存在相关，标准叫归系数为o．361。念度特征和认知特征没有

互相影响关系。

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毖础}：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态度由对

外界事物的内在感受、情感和意向三方面的构成要素组成。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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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技能是通过练习获得的能够完成一

定任务的动作系统。从三个胜任特征群的关系发现，态度与技能、认知与技能之间

均可互相影响，即积极良好的评价与主动积极的心理活动能更好地掌握技能与知

识。

因此，在同常招聘、培训、考察中，要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既注重对技能等

层面的考察、培训，也要加强对教师行业热爱度、忠诚度的考察，在培训中要加大

对教师职业态度上的培养与引导，对教师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培养。

5．1．2模型的应用前景

(1)建立基于胜任力结构模型的中学物理教师考评体系

无论招聘，还是晋升、培训、薪酬，都是建立在考评的基础上的，因此，建立

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是做好中学物理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常见的考评对

象主要是学历、职称、科研成果等易于量化的客观标准。这些考核标准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考评的简单易行，但显得过于僵化。基于胜任力模型特征建立起来的中学

物理教师考评体系，不仅根据工作职责、考试成绩来考评，而且是全方位的、以那

些决定工作效率的胜任特征为基础进行考评，例如引进学生评价、同事评价等。这

样的考评更能清楚地说明中学物理教师应该做什么、该如何做。

(2)基于胜任力进行中学物理教师的招聘

目前教师招聘市场供求充足，招到物理教师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优秀的人才。

基于胜任力进行中学物理教师的招聘和选拔，能有效的从大量的应聘者中发现优秀

的人才。本研究发现能胜任岗位的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一般具备热爱学生、敬业、

创新意识、学习发展、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反思能力、沟通技能、实验能力、业

务知识这些特征。在招聘笔试、面试过程中，要着重对这些品质的观察和考评。

(3)基于胜任力进行中学物理教师的培训与丌发

对教师的培训与丌发，是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通过运用学习、培训、练习等手

段来使教师的教学能力、知识水平提高和潜能发挥，最大限度地使教师的个人素质

与教育工作的需求桐匹配，进而促进教师现在和将来的教学绩效的提高。目前的中

学物理教师培训主要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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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师的胜任力特质除了技能之外，还包括念度特质以及认知特质，因此进行中学

物理教师培训要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专业知识和技能，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应包

括数学等基础学科、地理等自然学科以及生活常识等方面的修养；二是管理、激励

等提高教学水平的培训；三是职业、学校认同感，提高对工作的责任感、对学校的

归属感。这样全方位的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中学物理教师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潜能，

更大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提高工作满意度，还可以增强对学校的组织归属感和责

任感。从学校看，对教师的培训既是应尽得责任，也是增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5．1．3研究不足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力研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本研究仅是对它的一个初步探

讨，今后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D由于调查范围的局限，本研究仍存在样本容量较少的问题，调查主要局

限在扬州市的各所学校。今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研究，提高该模型的适用性。

(2)由于研究人力物力限制，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物理教师的基准性胜任特

征，即对合格物理教师的胜任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未对鉴别性胜任力特征进行研

究，即可区分优秀与一般物理教师的胜任力特征。在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该

部分内容。

(3)由于人力、物力的局限，本研究没有就胜任力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作进

一步的研究。今后可以运用360度评价法等方法对该胜任力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在

今后的绩效考核、人员招聘等工作中运用该模型，进一步检验其效度。

(4)由于胜任力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体系，随着工作内容和绩效标准的变化，

其胜任力的指标也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因此，对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力研究也应该

随着中学物理教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完善和补充。

5．2结论

本研究通过工作分析法、行为事件访谈法、问卷法、检核表法和专家意见法，

并应用结构方程建模，对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1)中学物理教师的胜任特征包括热爱学生、敬业、创新意识、学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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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反思能力、沟通技能、实验能力、业务知识这lO项。

(2)10个胜任特征因子可以概括为3个胜任特征群，各个胜任特征群名称和所

包含的胜任特征因子如下：态度特征，包括热爱学生、敬业、创新意识：认知特征，

包括学习发展、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反思能力；技能特征，包括沟通技能、实验

能力、业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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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物理教师工作任务调查表

尊敬的老师：

您好!这是一份用于探究教师胜任力的调查问卷。(教师胜任力是指教师的人

格特征、知识和在不同教学背景下所需要的教学技巧及教学态度的综合)

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您个人的信息，其中姓名可不填。第二部分

是有关您工作情况的一些问题。您的答案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请您认真阅

读所有项目，并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

感谢您的合作!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9年12月

姓名 性别

学校 所教年级

年龄 教龄

职称 职务

工作内容(最常做的事情) 所需具备的能力、技能、知识、个性等

如备课、制作课件、上课、做实验、与学生 如与学生交流需要沟通能力、交谈技巧、对学生

谈话、与家长交流、写论文、参加比赛等 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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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 所需具备的能力、技能、知识、个性等

如备课、制作课1：，l：、．上课、写论文、开公开 如开公开课需要不怯场、演讲能力、随机应变能

课、参加教师有关比赛等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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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用一些词汇来描述一个优秀的物理教!JIli所需具备的特征：

描述词汇请不要少于5个，词汇如如空问思维能力、逻辑摊理能力等

问卷到此结束，对您的付出与合作再次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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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物理教师胜任力研究访谈说明

诚邀您参加此项研究。预计本次访谈约两小时，共有7个问题。现将研究目的、

程序和访谈结束后对研究有疑问时的查询方法说明如下：

研究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获得物理教师的专业实践特征，包括：基本职责、履行

这些职责所进行的专业活动、构成这些专业活动的具体任务／作业；同时，期望通过

最熟悉物理教师岗位工作的专家获得物理教师在实践中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最主

要的问题。在研究中，我们会与来自不同单位的专家和在一线工作的物理教师交谈，

以便获得对上述问题的深刻理解。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物理教师"的专业胜任力为研究对象。

研究的参与者

第一阶段特级物理教师约20人；第二阶段为大样本问卷调查。

研究参与者可能的获益

如参与这项研究，感兴趣者可收到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希望从该研究所获得的

资料能使参与者全面了解物理教师实践特征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对以后的研

究、理论发展、教育和制定政策是重要的基础工作。

参加这项研究有什么风险?

此研究不会给您带来风险。我们不希望访淡的问题令您感到不安。您的参与是

自愿的；您有权拒绝回答一些特定的I’uJ题，并可在任何时fnJ通知访谈员后退出访谈。

如何保障个人隐私权?

您所提供的资料不会向任何人泄露。我们只会保留一份关于您的姓名和参加者

编号的文件。所有访谈的文字记录和录音带会妥善保存。您的姓名不会在任何刊物

和与本研究有关的讨论中出现。

联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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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对本研究有任何查询，请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xXX教授／硕士生导师

联系(电话：XXXX)。具体事宜请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XX联系。

(电话：XXXX)。

E—mail：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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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物理教师访谈纲要

(一)简要介绍研究情况，并请被访谈者浏览访谈协议。

(二)准备好录音工具及纸笔，开始J下式访谈及录音。

(三)了解被访谈者个人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毕业院校、所学专业、职称职

务、执教时问、教学奖励、学校名称、所教年级、教授科目。 ．

(四)下面请您先回想几分钟，想一想在您的教学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六件比较重要的

工作事例。成功的事例和遗憾的事例。

①三件成功、出色的事例。

在这些事例中，您当时的判断正确、措施得当，困难障碍都被克服，效果良好，您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努力感到满意，给您留下了深刻记忆。

②三件失败、遗感的事例．

在这些事例中，您当时的判断有失误、采取的措施效果不明显，有些困难和障碍因

种种原因未能克服，最后的结果您不是太满意，或感到非常遗憾。

您对这些事件描述的越详细越好，包括这件事是什么、这一事件的基本过程、自己

在这件事情中的所作所为、你在其中的作用、当时的情境、参与的其他人，你与这

些人在事件中的关系、有没有困难、困难是怎样克服的、你当时的想法、事情的结

果、您对事情结果的感受等。

(五)如果您已经思考成熟，下面请您举出这几年来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六件工作事例，

如果对每一个事件能给出一个名称来代表这件事最好。

(六)下面请您详细谈谈刚才提到的每一件事情．

(要求受访者分别描述三件他们在教学工作中感到高效和三件他们感到低效的事件．

当他们用语言描述每一事件时，要求他们能够回忆一些确切的对话、行动和感受。)

然后依次讲述：①第一件事情；②第二件事情；⑧第三件事情；④第四件事情；⑤第五件

事情：⑥第六件事情。

(访谈中，要求受访者对整个行为事件的描述，能够包括他当时的感受、思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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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以及结果等事件的基本要素。为此，访谈主持者应针对每一事件，询问一些

探测性问题：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情境如何?事件中还有什么人

参与?您在整个事件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您当时的想法和感受?您是否遇到困难?

您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事件的结果如何?)

(七)您认为您个人的哪些特点，对您搞好教学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八)在访谈过程中，如果被访谈者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经历，或不愿主动叙说，

或用其他体态语言表现出对访谈的不耐烦时，应注意适当地结束访谈。并要有礼貌

地结束谈话，说“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访谈”、“与你谈话我很高兴’’。

(九)请访谈者正式鉴定书面访谈协议，或对录音资·料使用做口头授权，并录音。

(十)结束访谈并握手向被访谈者致谢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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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编码举例：

例1：B：我是95年毕业的。现在已经14年了。教高一。来扬州已经6年了。

老家是连云港的。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具备的要求我们物理老师都具备。物

理老师主要是实验，要有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一点。主要是做实验，还有实验器

材的制作。自制实验教具。这部分工作比其他老师要多一点。(实验能力)A：那请

问您自己做过什么实验器材吗?B：比如今天听课的时候，确定XX的速度方向的时

候，需要自制的一个简单的轨道，这样一个实验教具。A：您是自己做是吧?B：我们

刚丌始的时候，书上有的实验器材，实验室罩没有，我们都想办法去做。但是工作

时间长了之后，能省就省了，如果做实验器材花的时问比较多的话，就网上找视频，

让学生看一下。工作时间长了之后有惰性。(实验能力)A：对，是。B：这个对于所

有老师都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老师自身不断的去提高。在教育方面，我们还是感觉

到在理论方面比较欠缺。特别是物理学这种理科的学科，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最前沿

的知识。因为在高考中也是这样的，要和最新科技相结合。还有理科离丌大学时|’日J

长了以后，接受这些知识都是比较零散的。(学习发展)A：没那么细。B：所有我们

老师也选择出去学习。我也是上的教育硕士。今年暑假的时候答辩。在南京师范大

学上的。(成就导向)我们感觉吧，在教的过程当中缺少理论方呵的指导，还有时

间长了，大学里学的东西都忘掉了。(专业化)A：那个教学中也会积累。。。B：我们

很多都是仅仅围绕一些最基础的东西。作为老师的话还是经常的出去学习。(学习

发展)(聊三年教育硕士的学习过程，省略。。。)A：上学有什么事情比较难忘?B：比

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习过相对论这种知识，时问长了后对相对沦就记住一些最基

本的结论，结果老师就系统的给我们讲，用实例讲，感觉剑理解的更深刻的多。在

教育中就感觉到更游刃有余。A：在教育中也会⋯⋯?B：恩，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谚!我

们在教学中具体也会结合我们学生的水平，能讲多少讲多少。主要给他们丌拓视野。

(知识面)⋯⋯⋯⋯B：要辅导他们的话，我们不仅仅要做一些最基本的奥赛题，跟

中学知识比较紧密的。还要看一些最新的物理杂志。自己学习。感觉到知谚{不够j月。

我们中年的教师普遍感觉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这种压力。特别是辅导优秀学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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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知识上都感觉到有点欠缺。(学习发展)A：您感觉深度不够，是吧?B：对对。

A：您平时和学生的互动，和同事之问的互动，您觉得怎么样?B：学生现在都是90

后，他们的一些想法观念和我们之I’日J还是有代沟。这是管理上的。课拳上这种代沟

可以通过知识把这座桥梁架起来，这个代沟就不存在了。(沟通协调)A：哦，这个

怎么说?B：就是说，对于讲课的内容，我们可以选择他们90后比较感兴趣的。语

言上尽可能的贴近他们90后，网络上一些新的词汇啊。同时他们比较感兴趣的视

频，和新科技，物理课上多加一些相关的材料。有空闲的时候我们还放一些科技方

面的电影。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都是有一些现成的，给他们看。那在这个

方面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灵活性)

例2：A：您说晚印象比较深的吧。B：我觉得初中的学生吧，做任何事情都要符

合他们的个性特点。学生他们兴趣可能更重要-点。高中的课程容量可能比较大一

点，理论性强一点。初中生呢，就是兴趣很重要，一点要让学生兴趣。其实初中旱

也有很多部分理论性强一点的东西。觉得成功的事呢就是让学生成人。其实我觉得

让学生对你这个老师的认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教师的一种人格魅力，这个很关

键。(个人影响力)A：哪种人格魅力?B：各个方面的综合吧。⋯⋯比如XX老师的

威严性，X老师的亲和性，X老师的幽默型，X老师的霸道性，学生都喜欢。因为

众口难调，总有学生会适应你。第二个就是专业素养。对一个老师也是很关键。(专

业化)A：对。B：老是讲错的话，学生对你这个老师都不信任，这个肯定不好，对吧。

(个人影响力)这两个方面就像人吃饭睡觉一样，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初中生我觉

得兴趣很重要，我个人观点。⋯⋯B：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肯定不能以自己的认知

水平，和认识结构来教学生，肯定应该是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为依据。你的想法肯定

和学生的想法不一样。初中物理中有XXX实验，学生从做实验的数据根本总结不

出，lIl!律，我们以为可以，其实学生是不能从那么抽象的数据中得到什么，所以学生

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这个课，我们就要改变以往的已经建立的知识结构。从学

生的角度来帮助他们建立坌古构，必须4i断的提高学生的兴趣，学生爿’能喜欢你的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就要不断地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A：怎么

激发呢?B：做实验啊。一个学生在某个学科』：l面，如果能达到一定的成绩，达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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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预期，他就有兴趣，就和篮球足球运动一样，他打的好，他就有兴趣接着打，

要是不好⋯⋯就像考试一样，每次考试他都考九十几分，他就有兴趣。兴趣到最后

就是持久的问题。一开始是兴趣，然后就是持久的往下专研。(激励)A：对。怎么

挑逗啊?B：初中生最关键的是把他的虚荣心挑逗出来。 其实学生他的自尊心也是

很强的，他也是人， 你一挑逗他，他一被激发。方法很多，也不是都一样。有的

时候需要暗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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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胜任特征检核表初稿

尊敬的老师：

您好!这是一份用于探究教师胜任力的胜任特征检核表。(教师胜任力是指教

师的人格特征、知识和在不同教学背景下所需要的教学技巧及教学态度的综合)

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您个人的信息。您所提供的资料不会向任何

人泄露。第二部分是胜任特征检核表，请您浏览列举的各项胜任特征，然后在您认

为在物理教师教学中最重要的胜任特征前面的方框内打√号。“√"的数量规定在

10个。

您的答案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请您认真阅读所有项目，并按照自己的

真实情况填写。

感谢您的合作!

扬大教科院

2010年1月

请填写以下信息：

1．年龄：①35岁以下 ②36_45岁 ③46—55岁 ④56岁以上

2．性别：①男 ②女

3．所在省份：——
4．职称：

5．学历：

6．所在学校：

7．联系方式(自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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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胜任特征检核表

如果您认为还有一些重要的物理教师胜任特征在下表中尚未歹0出，请您补充在下面

的横线中，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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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寄方式：

1、交还发表人集中回寄

2、直接回寄至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教育科学学院

地址：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教育科学学院 邮编：225002

联系人：XXX 手机：XXXX

Fmai】：XXXX

问卷到此结束，对您的付出与合作再次深表谢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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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物理教师胜任力特征专家评定表

尊敬的专家：

您好!首先，非常高兴并感谢您参与我们的研究!

我们这项研究旨在构建中学物理教师胜任力模型。胜任力是人们完成特定专业

领域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一组稳定的品质与行为特征。经过前期研究已经获得51个

胜任力特征条目，并经过180名教师选择后，获得频次前10位的共14个胜任特征

条目；现在，请您对本评定表经过甄选程序所列出的14个胜任特征条目进行专家

评定，可以进行归纳、合并或者删减，最终得出10个胜任特征条目。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二。一O年--)l

请填写以下信息：

年龄：①35岁以下 ②36-45岁 ③46—55岁 ④56岁以上

性别：①男 ②女

所在省份：————

职称：

学历：

所在学校：

联系方式(自愿提供)：



语言表达及沟通协调能力

逻辑思维
．

专业技能

尊重学生

沟通协调

敬 业

热爱学生

创新意识

实验能力

反思能力

学习发展

问题解决

知识面

一-_----__-_-______-_n______--__-_____l_-___l_____l__l______ll_----_-_____一

●_-———_-______-___-_-_l_●__●___-__●__●--●--———_-——-_●_I-___●_____-——————————_————————————一——

回寄方式：

l、交还发表人集中回寄 ．

2、直接回寄至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教育科学学院

地址：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教育科学学院 邮编：225002

联系人：。XXX 手机：XXX

Emai l：XXX

问卷到此结束，对您的付出与合作再次深表谢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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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胜任特征检核表定稿

尊敬的老师：

您好!这是一份用于探究教师胜任力的胜任特征检核表。(教师胜任力是指教

师的人格特征、知识和在不同教学背景下所需要的教学技巧及教学态度的综合)

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胜任特征检核表，请您浏览列举的各项胜任特征，

然后在您认为在物理教师教学中最重要的胜任特征前面的方框内打√号。“√’’的

数量规定在lO个。第二部分是有关您个人的信息，

您的答案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请您认真阅读所有项目，并按照自己的

真实情况填写。
’

感谢您的合作!

扬人教科院

201 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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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以下信息：

年龄：①35岁以下 ②36—45岁 ③46—55岁 ④56岁以上

性别：①男 ②女

所在省份：

职称：一
学历：

所在学校：

联系方式(自愿提供)：

问卷到此结束，对您的付出与合作再次深表谢意!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 谢

本文是在我的导师邰启扬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邰老师不仅在论文的选

题、写作、修改以及定稿方面给予了精心指导，而且在学习、生活上给予了我家庭

般的关怀和鼓励。感谢薛晓阳老师、寇冬泉老师、吴承红老师、郭兆明老师在同常

学习中给予我的指导与帮助。感谢班主任王峰娟老师在R常学习生活中对我的提点

与关心，让我顺利地度过了整个研究生学习生涯。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在学

业上收获颇丰，渊博而谦虚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求真求实、正直而坦率的做

人之道深深的感染了我，成为我在为人处世上的宝贵财富。

感谢我的同门师兄弟和师姐妹，在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讨的过程中，他们让我学

到了很多，也给了我许多启发和灵感，使我体会到团队的温暖和力量。在学习和生

活中给予我的支持和照顾，三年来宝贵的学习时光让我怀念。感谢我身边的所有挚

友，我的生活因为有你们而丰富多彩!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理解、关爱和支持是我成长的动力。

最后，再次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的人说声：“谢谢”。

“路漫漫其修远兮"，论文虽然做完了，人生要走的路还很长，这罩，将是我

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一切才刚刚丌始!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会牢记尊师、学校的

教导，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为人类为社会贡献我的才智，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刘悦

二零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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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经济研究导刊》第19页，201 1年4月，《企业中层领导在解决员工内心冲突过程

中的角色和作用》，刘悦，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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