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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等医学院校教师教学行为现状及其对教学质量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

曾志嵘 %!俞守义 !!周增桓 (!张 超 )!王 冬 +"南方医科大学 % 教务处!! 流行病学系!( 学校办公室!) 卫生统计学

系!+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

摘要!目的 分析教师教学行为现状#探讨影响教师教学质量的教学行为因素及其影响强度#寻找教学优秀%普通%不良

( 类教师在不同教学质量转归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探索流行病学方法在教师教学行为研究中的

运用&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和病例对照研究#调查对象来自某高等医学院校参与一线教学的全体教师#以教师教学质

量的结果作为应变量# 影响教学质量的教学行为因素为自变量建立 ,-./01/2 回归模型# 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01/2 回归分析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结果 教学质量在 (* 种不同教学行为表现的教师人群中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影

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优秀发展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有 ) 个#影响教学普通教师向教学优秀发展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

有 # 个#影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普通发展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有 ’ 个&结论 教师教学质量受到众多教学行为的共同

影响#在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对于不同质量水平和质量转归方向的教师人群#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行为因素并不

完全一致#联系的强度!34 值"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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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行为是教师基于自身的教学理念%教育

思想%教育技能%实践经验和个性心理特征#在准备%
实施和评价教学的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教学目的和要求#由教师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行

为的总体所构成的行为模式&教师教学行为的选择直

接决定着教学效果的成败(%)#是影响教师教学质量的

直接和主要因素#它对于学生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

用和影响(!#()& 研究教学行为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方向

和强度#揭示在教师教学质量水平发展过程中最需要

发展和改进的关键教学行为因素#对教师教学行为改

进和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

研究对某重点医科大学教师教学行为现状进行了调

查和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现状及其对教学质量影响

的研究为切入点#运用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病因与病

因推断原理%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分析了教师在不

同教学质量发展阶段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

%OO对象与方法

%Z%OO研究对象

以某高等医学院校参与一线教学的全体教师为

研究对象& 为避免该院校教师的人员变动%参与教学

的次数等混杂因素的干扰#客观反映教师教学行为与

教学质量的关系#本研究对调查对象设立了如下入选

条件$_近 ( 年稳定在本科教学一线的教师!至少参

与 ! 次以上教学"’ ‘教学质量同时被学生和专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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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 为偏回归系数EFGHIJ用于检验总体偏回归系数与 B 有无显著性差

异"服从 !: 分布#当自由度为 > 时$FGHI 统计量等于偏回归系数与标准

误之商的平方$即JFGHIK23LM/4):)E)/01234J为优势比或比数比$即偏回

归系数234的反自然对数E当 3NB 时$/01234)!>$通常直接用 /01234值
表达 "# 值$即J"#K/01234E当 3OB 时$BO/01234O)>$为便于对照和分

析数据$通常将 /01234值进行转换$即 "#K>L/01234%

表 >)))影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优秀发展的教学行为多

因素 5-PQRSQT 回归分析结果

行过评估的教师"根据该院校近 U 年来的教师教学工

作统计和评价情况$符合要求的教师共有 CVU 名"
V&W))病例对照样本含量的估算

设 病 例 数 ! 对 照 数 KV !T$ 需 要 病 例 数 为 !!K
2VXVY"Z#!$2%![%"ZWY2#V[#’ZW)&公式 V’

\J 样本含量(1’K 对照组暴露率("# 为比值比(
%! 及 %" 分别为 ")# 标准正态差*A+(1VK 病例组暴露率

K)1’)"#Y]V[)1’,"#^V’_),公式 W’(
#K2#V["#’4Y2V["4,公式 U’
根据预调查的结果$"#KU(1’KUU&U((按 "K’&’D)

$K’&V$经查表得 %!KV&=A)%"KV&W@%病例对照一的病例

数!对照数 KV!V$代入公式求得 ‘K?C(病例对照二的

病例数!对照数 KV!V&?$代入公式求得病例组 &KD@$
对照组 \K==(病例对照三的病例数!对照数 KV!V&?$
代入公式求得病例组 &KD@$对照组 &K==% 本研究中

病例组和对照组人数均在 V’’ 人以上$满足样本最低

人数%
V&U))研究方法

V&U&V))调查方法 运用研制的调查问卷$ 按一人一卷

实行现场调查% 运用教学管理的人力资源网络$由教

务处综合计划科牵头)各学院)教学单位的教学科研

办公室负责人共同参与组成 VA 人的调查小组% 在对

调查组成员进行详细说明和 W 次培训后$由各调查组

成员将问卷在同一时间逐一发到本单位的调查对象

手上$并在 U)I 内将问卷收回%
V&U&W))调查表的设计和内容 根据流行病学描述性研

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围绕课题研究目

的$在文献复习基础上$通过会议研讨)问卷咨询等形

式开展专家咨询$制定调查问卷$在预调查的基础上$
对问卷的信度)效度进行实测$改进和确定调查问卷

内容和格式*?+% 通过预测试)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

等方法对问卷的信度)效度进行检测和改进*@+% 设计

的-高等医学院校教师教学行为现状调查表.共分 =
个内容$分别是基本情况)教学基本技能)教师职业情

感和态度)教学管理和激励)教学组织和设计)教

学互动)教学理论技能的学习培训)教学效能感)
教学反思与改革等 = 个部分的内容%问卷主要条

目采用李克特式量表格式*=+%
V&U&U))病例对照研究 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采用学生)专家评分的加权总分$能准确反馈教

师的教学质量% 采用百分等级分数进行排名$取

前 W?(为教学优秀组$后 W?(为教学不良组$中

间人群为教学普通组%病例对照研究一以教学优

秀组为病例组)教学不良组为对照组$病例对照

研究二以教学优秀组为病例组)教学普通组为对

照组$ 病例对照研究三以教学不良组为病例组)

教学普通组为对照组%
V&U&C))统计学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带领 A 位录入员组

成数据录入小组$ 在 U)I 内运用 M1MMVW&’ 软件完成

录入和核对工作$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对数据进行遴

选分类)标注和整理$建立了开放的-高等医学院校教

师教学行为现状及其对教学质量影响研究. 的数据

库$ 运用 !W 检验和秩和检验对教学质量和教学行为

的分布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描述%以教师教学质量的结

果作为应变量$影响教学质量的教学行为因素为自变

量 建 立 了 5-PQRSQT 回 归 模 型 $ 采 用 单 因 素 非 条 件

5-PQRSQT 回归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 5-PQRSQT 多元回归

分析*V’+$分别进行了多组病例对照研究%

W))结果

共发放问卷 C’W 份$回收 U=@ 份$回收率 ==(%
其中男教师 WC? 人$女教师 VCD 人(教授 ?D 人$副教

授 VW@ 人$讲师 VC@ 人$助教 CV 人(博士 VWV 人$硕士

V=A 人$本科 AD 人$专科 U 人$其他 ? 人% 回收问卷

中$因遗漏主要项目或填写问卷随意不认真等导致的

无效问卷共 A 份% 有效问卷 U=W 份$为 =@&D(%
研究发现$ 教学质量在 U@ 种不同教学行为表现

的教师人群中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
多组病例对照的 5-PQRSQT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揭示了教学优秀)普通)不良 U 类教师教学质量转归

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因不同的

转归方向而异% 研究结果说明$教师教学质量受到众

多教学行为的共同影响$ 在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对

于不同质量水平和质量转归方向的教师人群$影响教

学质量的关键教学行为因素并不完全一致$联系的强

度&"# 值’也不相同% 影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优秀

发展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有 C 个&表 V’$影响教学普

通教师向教学优秀发展的教学行为危险因素有 A 个

&表 W’$影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普通发展的教学行

为危险因素有 ? 个&表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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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影响教学不良教师向教学普通发展的教学行为多因素

3+@ABCAD 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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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总结体会经验 >$>;: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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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影响教学普通教师向教学优秀发展的教学行为

多因素 3+@ABCAD 回归分析结果

9!!讨论

本研究将教学质量假设为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

的!健康状况"或!疾病"#运用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和

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行为现状和

特征$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以及影响教学质量的危

险行为因素进行描述性研究和病因研究#同时采用病

例对照的研究方法#从多元理论的维度透视教师教学

行为# 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相关行为因素进行 3+@ABCAD
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对教师在不同教学质量发

展阶段的关键教学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成功筛

选出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行为因素#并对这些教学行

为因素的影响强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我们掌握的资

料中#还没有发现运用流行病病因研究方法对教师教

学行为及其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进行系统探索和分析

的例子%
教育领域中的主体人群!学生和教师"是处于特

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教育思想下的!特殊人群"#
在心理特征$行为模式等方面有许多独有的特点和规

律%对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和学习风格的形

成机制$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教学质量的形成和

转归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剖析教学规律$分析

改革成败$探索教育发展方向$推动教师发展$
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

研究教与学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对

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等问题时# 往往既需要面

对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 同时又需要解决各种

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 运用

传统的教育管理研究模式和方法# 有时难以有

效地区分研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

响#对混杂因素的影响也不易辨别% 事实上#这

些问题的研究在逻辑分析和科学判断上# 与流

行病学对疾病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共同的

特点和规律# 尤其是多病因理论和病因推断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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