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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师带领学生共同建设一门本专业的在线课程,同时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这是目前国内高校在建

设“金课”过程中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关注师生课程建设团队的集体效能感,对于确保课程建设目标的实现

以及达成学生培养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针对“师生课程建设团队的集体效能感是如何形

成和变化的”这一问题,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一个师生团队在三门 MOOC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进行

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师生课程建设团队中,任务情境、个体属性、群体结构与集体效能感相互作用,并最终

对培养效果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任务情境主要包括课程主题、项目时间安排等,个体属性包括能力与相关

经验、个人动机、自我效能感等,群体结构则包括成员互动、群体行为、领导者风格等。三门课程的开发实践

表明:过于追求标准化的分层培养可能会挫伤学生的创新积极性,而培养学生的快速学习能力并帮助其建立

学术自信则有利于提高工作室培养模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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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五大建设任

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其中重要一项,而工作室模

式的师傅带徒弟以及新老生传帮带,是培养创新人

才卓有成效的组织形式之一。课程开发过程促进了

学生对学科相关知识的深层次掌握,达到了多方面

综合培养学生的目标[1-2]。
本研究以一个成功开发出多门教师培训类

MOOC课程的师生团队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团队在

两年中开发三门 MOOC课程的过程。该团队的专

业背景为教育技术学,导师创立了一个教学设计工

作室,希望通过各类教学设计项目,培养学生具备教

学设计与开发能力。MOOC课程建设是那段时间

工作室人才培养的任务空间,即将 MOOC课程建

设作为学生习得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场,希望学

生不仅能具备快速进入一个主题的学习能力,还要

能综合运用系统化教学设计方法,针对学习者特点

和教学传递媒介,选择恰当的教学活动和表达方式,
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真枪实弹”地制作出“可用的教

学产品”而不是“展示模型”,导师还希望借此训练学

生的项目领导力与合作沟通能力。因此,该团队以

学生作为课程建设主力,导师主要起指导示范教学

设计、把控学术质量的作用。
从课程建设结果来看,该团队所开发的这三门

MOOC课程均获得了国家精品在线课程荣誉,并得

到较高的学习者满意度,但是团队研究生在三个项



目中所呈现的学习效果和心理状态却有着很大的不

同。为进一步挖掘呈现差异的原因,本研究从“集体

效能感”的角度,试图对“师生课程建设团队的集体

效能感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这一问题进行解答,从
而为师生课程建设团队如何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更好

地培养学生能力、调动和保持学生学习积极性提供

思路。在当下全国各高校都在建设“五大金课”的热

潮中,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师生课程建设团队的集

体效能感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这里的“师生课程

建设团队”,是指以课程资源设计与开发为工作内容

的科研项目团队,由导师及其研究生共同组成,具有

两方面属性:(1)科研与教学属性:课程建设团队承

担的项目内容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性,在完成科研项

目的基础上,还同时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2)项

目属性:课程建设团队是随着课程建设的产生而开

始、课程建设的完成而结束,是一种相对临时性的组

织[3]。本研究的第二个核心概念———集体效能感,
这一概念是自我效能感概念在团队水平的延伸,班
杜拉将其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其可以成功完成特定

任务或取得特定水平成就的能力的共同信念”[4]。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

师生团队由一名教授(导师)及其硕士和博士生组成,
前后参与者共计16人,其中,核心团队人员4-6人。

针对研究对象特点,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根
据四种维度对团队成员进行分类:(1)在学校中的身

份;(2)参与项目的次数;(3)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
(4)参与度。在抽样时首先选取了具有较高信息密

度和强度的个案,同时考虑到被抽中的样本所产生

的研究结果将最大限度的覆盖研究现象中各种不同

情况,以及研究现象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最终本

研究选择了其中6位,分别是 A,B,E,J,K,L。基

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本研究中的抽样覆盖情况

抽样对象分类
师生课程建设团队成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在校内的身份

老师 √ √ √

在职学生1 √ √ √

全职学生1 √ √ √ √ √ √ √ √ √

其他2 √ √ √

参与次数

1次 √ √ √ √

2次 √ √ √ √ √

3次 √ √ √ √ √ √ √

担任的角色

学术带头人 √

项目协调者 √ √ √

项目成员 √ √ √ √ √ √ √ √ √ √ √ √

参与程度

高3 √ √ √ √ √ √

中4 √ √ √ √ √ √ √

低5 √ √ √

  表格说明:1.在职学生和全职学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2.其他: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全职团队助理;3.高度参与,指至少在一次课程

建设中,全程参与设计和开发,基本每次都参加项目会;4.中度参与,指参与一些小的独立工作,根据需要参加项目会;5.低度参与,指偶尔帮

忙,基本不参加项目会。

  研究针对6名抽样对象进行一对一访谈,访谈

围绕师生课程建设团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的感受、收获和挑战、对当前团队的看法、对未来的

建议等问题展开。此外,本研究还跟踪了三次案例

团队的项目例会,进行了群体观察记录,并收集了三

门课程建设的实施分工表、工作总结报告等材料。
在初步分析了所收集资料后,又对完整参与了三次

项目的5名团队成员(其中包括原有6名抽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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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A、B、E三位,以及未在抽样对象中的F和 M)
进行了补充访谈,补充访谈主要针对项目过程中的

“团队互动”问题。
本研究采用质性资料分析中的类属分析思路,

对访谈转录稿进行编码,在编码过程中借鉴扎根理

论中“连续比较法”的思路,通过突出和对比案例团

队在不同项目中各类代码在属性和维度上的差异

(如在项目任务掌握程度上的高/中/低)以及由此所

造成的与之相互关联的产出或结果上的差异(如集

体效能感的高/中/低),进而分析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要素及其作用机制。

三、三门课程的建设过程与集体效能感变化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来看,该团队在三门课程的

建设过程中的集体效能感呈现明显差异,如下将描

述三门课程的建设过程。
(一)第一门 MOOC课程建设过程

该团队的第一门 MOOC课程主题是一种新兴

的教学方法,正式启动是在一个新学年的9月份。
这个项目由一名外部访问学者作为总协调者,

主要负责召集会议,推动项目进程,项目中的学生成

员负责教学内容设计和开发。该课程一共五个单

元,一个单元由两个学生负责,学生们直接与导师讨

论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设计并作出决定。
在项目启动前,大多数成员已参加过该主题的

文献阅读,对课程主题熟悉度较高,“在做 MOOC
之前,材料就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从团队成员的

感觉上,“这个课其实铺垫了挺长时间”。学生认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将已有知

识转化为 MOOC课程”。而第一次做 MOOC,学生

们既觉得“激动”“兴奋”“新鲜”,也有“紧张”和“不
安”,“当时MOOC刚刚开展,很想尝试一下”。但与

此同时,普遍存在对 MOOC教学设计认识以及课程

开发制作方面的能力欠缺,“我们都没做过 MOOC,
突然要从设计到开发去做,心里不大有底。”

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团队中许多主动、创新性

的行为,导师也介绍:“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加进

来,比方说××就用Prezi来讲,讲的时候他的语言,
整个呈现形式,会有很多亮点”。学生们也很享受这

种创造感,“老师会提前告诉我们有一个模型什么的,
但是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去找去看,然后写脚本,梳
理逻辑。所以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是自己做出来

的,不大像个任务,而是像一种自己在吸收学习进步

的过程”。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导师认为“大家有一定

内容基础”所以“没有太干预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关

键的内容资源”,“在课程设计和制作方面给予了更多

发挥空间”,导师采用了高支持低指导的领导风格。
同时,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群体间的互助行为,“开会的

时候大家都是很积极地讨论,各种献计献策”。
项目结束后,导师这样评价了这次经历:“学生

们给了我一些惊喜”。一位经历过三次项目的成员

这样说道“三次相比较而言,第一次的印象比较

深……当自己负责的那一讲上线的时候挺兴奋的,
也是挺紧张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弄过,特别是看到

我们课程第一天迎来了那么多(来学习的)老师,就
是觉得人特别多……”在谈到这一段时,其兴奋感溢

于言表。这门课一炮打红,当时吸引了2万多名学

员,属于同期少有的网红课程。在对自己在这次项

目经历中的学习进行评价时,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快

说出自己的成长点 “你现在让我做一门 MOOC课,
我就有信心去设计这个东西,原来肯定是没有这种

能力的”,“会有明显的感觉做之前和做之后带来的

一些变化”。
表2总结了在第一门 MOOC课程建设前后学

生能力培养情况和集体效能感的对比。
表2 第一门 MOOC课程建设前后对比

学生能力培养 项目启动时 项目结束时

培养目标

与实际

培养目标(导师期待):

在做中学。1)MOOC教学设计和开发能力;2)某种

教学方法背后的原理及落地策略。

学生相关能力情况:

对主题知识有较多积累;

具有教学设计的概念知识。

培养结果:
“有明显的能力变化”;

主题知识进一步深入学习;

MOOC课程设计与制作能力有明显提升;

获得了一定的 MOOC实践经验。

集体效能感 “心里不大有底”。 认为团队能有高质量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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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门 MOOC课程建设过程

第二门课程主题是关于 MOOC课程设计与开

发的。在第一门课程五月上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之

后,导师希望趁热打铁,把 MOOC课程建设经验分

享出去,并补充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结果,在秋季学

期开课。
该项目是在暑假期间正式启动的,“希望能够利

用假期时间让大家分头来准备资料……在假期里面

自己去学习,对上一阶段工作总结和提升,以增进对

MOOC教学设计的认识”。但是这个准备工作“效
果并不好”,“其实这事儿真正开始推动就是十一之

后”,而且是“边开发边上线开课,压力很大”。
从课程主题内容角度,与第一门课程内容每个

人基本都熟悉不同,这门课中只有部分内容,即有关

MOOC设计的实践经验,大家有一些积累,但是对

于新增的国外资料,“在此之前很多人并没有读过相

关的一些文章”,还需要阅读消化并整理。
第二门课程大多数教学内容的选取和排序是由

导师与项目协调者① 商议决定的,当课程框架确定

后,由项目协调者征求成员意愿进行任务分配,并提

供相关的内容资源,“大家先一起集中做一讲,其他

的看自己感兴趣哪一部分,自己能做哪一部分,然后

认领任务”。而之前第一门课程是由各单元负责的

学生主导教学内容选取和教学设计,并与导师商议

决定取舍的。换句话说,第一门课程人人都是与导

师直接对话讨论并作出教学设计的决策,但是第二

门课程每个人的教学设计权限都变小了。在这个过

程中,由于导师认为项目协调者的“学术能力还是让

我放心的,大部分都是她确定任务,我就最后看一

眼”,导师采用了低支持低指导的领导风格。另外,
由于是第二次做,团队成员已经基本具备了 MOOC
设计开发经验和技能。在动机方面,主要来自于“再
积累一下做 MOOC的经验,而且这个主题现在也

挺火的”。在这样的情境下,团队成员所展示出来的

个人行为是“每个人都能独挡一面”。
第二次项目的集体效能感与第一次有所不同,

一方面大家在结果产出方面觉得“挺有生产力的”,
“当时虽然时间很赶,但大家做得很快,虽然说也要

现学很多东西,但是都比较有底的那种。”另一方面,
开始出现一些消极信号,“跟第一次一样,时间很赶,
产出方面没什么问题,只是感觉不如第一次那么好

了……”“不像之前的课程做得那么流畅,我的一种

感觉就是大家都累了……”。
项目结束时,在对自己在这次项目经历中的个

人成长的反馈方面,主要来自于主题知识的学习和

MOOC开发经验的进一步提升,“这个主题算是了

解了”“对教学设计这方面的能力觉得自己有提高”,
并且认为通过实践方式来带动自己的学习“是成长

特别快的一个过程……因为不仅自己要学会,还要

讲给别人听嘛”。
表3总结了第二门 MOOC课程建设前后学生

能力培养情况和集体效能感的对比。
表3 第二门 MOOC课程建设前后对比

学生能力培养 项目启动时 项目结束时

培养目标

与实际

培养目标(导师期待):

增进对 MOOC教学设计成败背后的机理认识,了
解可以开展的研究及现有研究发现。

学生相关能力情况:

对主题知识的部分内容熟悉,对于新增的国外资料

内容,还需要阅读消化;

具备了一些 MOOC设计开发经验和技能。

培养结果:
“成长特别快”;

主题知识的学习;

MOOC开发经验的进一步提升。

集体效能感
准备工作“效果并不好”,有压力;

MOOC设计的经验方面,大家“比较有底”。
认为团队产出效率高,但是过程不如以前顺畅了。

  (三)第三门 MOOC课程建设过程

第三门 MOOC课程建设是在一年之后,也是

在暑期开始准备,课程内容是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
虽然团队成员都是研究生,也学过研究方法的课程,
但是导师觉得大家并没有因此学会做研究,希望通

过这门课程的建设,推动学生深入分析一些典型的

教学研究案例,从而加深对研究方法的理解。
团队组织方式综合了前两门课的情况,由一位

博士生做总协调,五个单元并列地由几个小组分别

完成,每个单元的大案例由博士生负责脚本设计,具
体知识点资源由硕士生开发。

团队成员普遍认为这个主题的难度更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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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另外大家没有什么画面感。
对于课堂中发生的事情,你只能靠你的学习经历来

脑补这些东西,只能用作为学生的那个学习经历来

臆想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人有这种

能力,或者说他有这种经历,有的人就想象不了这个

画面。所以他对课程中发生的问题,或者说老师可

能遇到的问题,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不清楚,你
这个时候再让他们针对这些问题做研究就更难了。”
而且与之前面对自己欠缺知识或技能方面的困难时

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大家的信心明显不足,不相信自

己能够在短期内掌握所需知识,比如有学生提到“我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自己在学的过程中都有很

大的困难。”……“因为之前两次课程主题内容的概

念很固定,有很多固定的知识,或者是固定的技能,
你掌握了就是掌握了,但是研究方法是一种方法论

的东西,是一种素养的东西,你自己还没有积淀到

位,这又是一个问题”。
除此以外,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项目时间安

排是临时的,“这个暑假本来没打算做这个……但是

平台把这门课给宣传出去了。所以没办法,只好做

了……”,临时性的决定给团队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心

理压力,“大家也就提前了20天知道这个事情,那个

时候这个课的结构还没有怎么出来,更不用说具体

内容准备了,所以还是很着急的”。另外,这次项目

实施安排在了暑期,团队成员对这个时间点存有异

议,有学生表示“为什么会觉得前两次感觉会更好一

点,它是在我上课期间,那时候冲劲会特别足,精力

很集中,一到假期就想放假回家放松一下,整个人就

有点散,就不是那么干劲十足的样子”。
第三次做 MOOC时,大家的 MOOC设计开发

能力已经较为成熟了,个人动机明显低于前两次,因
为“已经有过两次经历了,再多一次意义有限”。这

次项目中,成员的行为较为消极,“大家都比较被动,
很多资料都是老师找的,老师找了之后再去分配,这

跟原来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开始出现越来

越多的指导行为,导师在访谈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我确实之前是委托出去的,我老是有一种期待

给我惊喜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没有给我惊喜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那好吧,我来吧”,“内容基本都是我给

的”,“他讲得非常笼统,我就有点待不住了,然后我

就开始说,要这么做这么做”。而导师这种较多的指

导行为与成员的被动行为的相互作用,使得成员的

心理压力更大,“老师说你这个做得不好,我当时就

很郁闷”,“感觉怎么做都不对”,由此进一步导致了

成员的自我否定,“很受打击”“很吃力”“当时就有一

种老师对我好失望的感觉,心里很忐忑”,“会觉得自

己想崩溃、想哭那种”,而这种否定情绪也会影响整

个团队的状态,“压力很大,有时候自己觉得做不太

下去,这种情绪会传染”。这次项目中团队冲突明显

增多,有成员提议用非工作聚会的方式来缓和,虽然

这种情感聚会暂时缓和了一些负面情绪,但大家仍

觉得“挺无力的”。在项目后期,项目会议的缺勤率

明显增高,会上的发言次数和主动性也有明显下降。
受访者在谈到对第三次经历中的团队感受时,这样

说:“现在这个团队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或者是出

来的东西不如以前那么到位,那么高品质……这个

团队中,有机力量不够……就感觉不像原来那样兵

强马壮的感觉。”“团队我觉得有点散,经常抓不到

人,就会来回的、星星点点的,甚至找团队之外的人

来帮忙”。
虽然如前两次一样,这个课程按时上线,并取得

了较好的反馈,但是在项目结束后对个人成长进行

反思时,只有一位成员感到有较多成长,其他大部分

人认为 “这次没有特别明显的成长”,“怎么说呢?
这个主题还是没有掌握,MOOC的经验呢? 之前也

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
表4总结了在第三门课程建设前后学生能力培

养情况和集体效能感的对比。
表4 第三门 MOOC课程建设前后对比

学生能力培养 项目启动时 项目结束时

培养目标

与实际

培养目标(导师期待):
希望推动学生深入分析几个典型研究案例,加深对

研究方法的理解。
学生相关能力情况:
缺乏主题知识的积累;
具备了较多 MOOC设计开发经验和技能。

培养结果:
大部分成员“没有特别明显的成长”;
参与的硕士生没有建立全局感,只是听博士生的安

排,制作局部的某个知识点资源。

集体效能感
较大的心理压力,信心明显不足,不相信自己能够

在短期内掌握所需知识。
认为“有机力量不够”“团队有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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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体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核心成员基本未

发生改变,且最终都获得了较好的项目产出②,但在

不同项目中,团队内部所呈现的集体效能感和培养

效果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集体效能感的原因主

要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任务情境、个体属性以

及群体结构。
(一)任务情境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第一门课程在开发之前,团队中大多数成员已

经具备较好的主题知识储备,且时间相对充裕,项目

发生在学期中,便于团队成员集体工作。第二门课

程的相关知识主要是由导师和这次项目中的项目协

调者所掌握,其他团队成员在掌握程度上则相对较

低,前期准备由于暑假原因而效果不理想,真正实施

发生在学期中。第三门课程相比较前两门课程,一
方面团队成员对课程主题知识的积累最少,普遍认

为该主题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这次项目对学生来

说有一定的突发性,这也为团队成员带来了较大的

心理压力。
从第一门课程到第三门课程,可以发现:在任务

情境这一维度,影响集体效能感的因素主要包括课

程主题和项目时间安排。具体来说:(1)课程主题的

感知难度以及团队成员对课程主题的掌握和准备程

度会影响学生的信心;(2)项目时间安排对集体效能

感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团队成员的心理状态上,在假

期启动,以及过于紧迫或者准备不足的教学任务会

让集体效能感明显下降。
(二)个体属性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在第一门课程中,由于是第一次做 MOOC,初
次尝试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心理张力,对团队成员的

个人动机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在较强意愿下,
虽然团队成员普遍存在技术能力的欠缺,却仍然积

极学习和探索,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也获得了较好

的自我效能感,这些都对集体效能感有着积极作用。
第三门课与第一门课中所呈现的集体效能感有

明显不同。在第三次项目中,团队成员对做课程所

需要的技术能力已经较为成熟,个人动机明显低于

前两次。而在主题知识方面,团队成员不相信自己

能在短时间内学透并胜任教学,普遍呈现较低的自

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以及突发性的任务情境,
使得在第三门课程项目中学生呈现出较多的被动行

为和状态。

因此,个体属性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能力和相关经验、个人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这几

个方面,并且与任务情境存在关联,具体来说:(1)不
同任务情境决定了学生完成任务所需的能力和经

验,相关能力和经验会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带来正

向影响,但与此同时,对学生的动机会产生负面影

响;(2)任务情境和个体属性会对群体行为和状态产

生影响。
(三)群体结构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三门课程项目中,案例团队在互动模式、分工角

色等方面上也存在着差异。
第一门课程由于在开课前已经有了良好的知识

储备,因此课程的领导者(即导师)采用了授权给所

有团队成员的扁平化组织模式,导师的高支持低指

导型领导风格为团队成员建立对项目任务的自主意

识奠定了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成员间

互动的作用,促进了项目中的互助行为。图1呈现

了第一门课程中案例团队的群体互动关系。总体来

看,第一门课程中团队具有较高的互动强度、成员在

明晰整体图景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责任意

识,帮助该团队建立了较高的集体效能感。

图1 第一门课程中案例团队所呈现的团队互动关系

第二门课程相比较第一门课,项目领导者与协

调者之间在课程内容方面有着更高频率的互动;项
目协调者和成员之间虽然也有较多互动,但更多是

项目协调者将经过与导师讨论后的课程设计传达给

项目成员,协调任务分配,并明确需要怎样完成、可
以借助哪些资源以及预期效果。在这样的模式下,
项目成员之间的互动要弱于第一门课程,大部分成

员在一周内就完成了自己负责的任务。图2呈现了

第二门课程中案例团队内部的互动结构。这种由少

部分成员(领导者和协调员)负责课程设计、多数成

员只参与课程开发任务的模式,一方面使得团队在

结果产出的效率上有较大提升,但另一方面,成员之

间互动强度的降低以及“领任务”的工作状态也使得

·54·李文超,等:研究生培养中工作室模式团队集体效能感研究



成员对课程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有所下降,并最终

使得该课程所体现的集体效能感要弱于第一门课

程,虽然在教学设计能力分层培养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结果,但在课程主题内容习得培养上的效果不佳。

图2 第二门课程中案例团队所呈现的团队互动关系

而在第三门课程中,由于课程内容本身难度较

高,且准备时间不足,为保证课程质量,项目领导者

(导师)选择了比前两门课程更多直接介入的行为模

式。图3呈现了第三门课程中的团队互动结构。领

导者和项目成员的高频率互动主要集中在学术内容

上,反映在具体事件上则是领导者直接向项目成员

分配任务并进行指导;项目协调者和项目成员的高

频率互动主要集中在项目管理上,反映在具体事件

上则是项目协调者向项目成员沟通进度、“催活”;项
目成员之间的互动较少,“基本自己干自己的”,甚至

很多成员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缺少对课程的整

体图景。在这种模式下,加之较高的课程难度与相

对被动的成员状态,使得成员的心理压力更大且难

以得到缓解。这也使得项目成员更多是在机械完成

任务,而非一起学习和创造,从而导致最终的培养效

果没有达到预期。

图3 第三门课程中案例团队所呈现的团队互动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群体结构会对集体效

能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培养效果,具体来说:(1)
任务情境会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个人动机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学生个人及群体行为(主动或被动行

为),以及导师的领导风格(支持性或指导性)。(2)
项目协调者与项目成员对课程内容的能力掌握情

况,会影响整个团队的任务分配方式及互动内容(学
术内容或项目管理)及互动结构(网状互动或线状互

动)。

五、总结

通过对一个教学设计工作室三门 MOOC课程

建设过程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师生组成的课程建设

团队中,影响集体效能感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

面:任务情境、个体属性和群体结构。任务情境主要

包括课程主题、项目时间安排;个体属性则包括能力

与相关经验、个人动机、自我效能感;群体结构包括

成员互动、群体行为、领导者风格。这三方面通过对

集体效能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培养效果。图4
基本呈现了任务情境、个体属性、群体结构、集体效

能感以及培养效果之间的关系。

图4 师生课程建设团队的集体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任务情境是师生课程建设团队集体效能感产生

的起始要素。团队成员对课程主题的掌握和准备程

度以及感知难度对集体效能感会产生影响;另外,在
假期启动任务,以及过于紧迫或者临时性任务都可

能会降低集体效能感。
个体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任务情境相关,需要

关注任务情境(如项目难度、项目时间安排)对个体

动机和能力水平的影响。相关能力和经验,对自我

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但对个人动机有负面影响,在这

种情境下,导师需要引导学生在不同项目中不断发

现新的成长点。
在群体结构方面,不同领导风格、互动模式、互

动强度都会对集体效能感产生影响,而上述因素又

与任务情境和个体属性相关。就本研究而言,高支

持低指导的领导风格,帮助团队建立了较高的集体

效能感,但这是在成员对项目内容有较高的掌握水

平、相对合理的项目时间安排、较高的参与动机基础

上达成的。因此,为获得更高的集体效能感,导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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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情境以及成员的实际情况,建立

与之相互适应和匹配的组织模式、互动模式以及领

导风格。
在一项针对高校教师教学集体效能感的实证研

究中发现,团队特质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远高于团

队中的个体特质和团队所处的情境[5]。本研究的结

论中,集体效能感不仅受到群体结构的影响,同时也

受到个体属性和任务情境的影响。背后原因可能是

由于研究对象的组成上有所差异所导致的。前述研

究结论的研究对象由多名教师组成的,而本研究的

研究对象则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
通过关注“集体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对于在

确保课程建设结果的同时达成学生培养效果,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过于追

求标准化的分层培养可能会挫伤学生的创新积极

性,何种方式提高学生快速学习能力并建立学术自

信会影响工作室培养模式的成效。该结果对研究生

培养的实践启示是:工作室培养模式中,以“教”促
“学”的培养方式有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掌

握,但前提条件是要给出充分的知识准备时间,同时

导师还需要注意从任务情境、个体属性和群体结构

三方面重视和改进集体效能感,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才能达到全面培养人才的作用。

注释:

① 即访谈对象中的B,本身是参与学校 MOOC相关工作的

教师,同时也是导师的在读博士生。

② 三门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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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llectiveSenseofEfficacyofTeacher-StudentTeaminStudioModeinPostgraduateEducation:

Acasestudyofamulti-MOOCcurriculumconstructionprojectteam

LIWenchao1,WANGYu2,WANGQiong1

(1.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EducationandTeachingDepartment,theOpe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39)

Abstract:Thatasupervisorleadsstudentstojointlybuildanonlinecourseoftheirownmajorandatthesametimecultivates
theprofessionalabilitiesofthestudentsisacommonapproachfortheconstructionof"goldencourses"indomesticuniversities,

and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payattentiontothecollectivesenseofefficacyoftheteacher-studentcurriculum
constructionteamsoastoensuretherealizationofcurriculumconstructionandtoachievetheobjectiveofstudentcultivation.
Withthefocusonthequestionof"howdoesthecollectivesenseofefficacyofateacher-studentcurriculumconstructionteam
formandchange",thisresearchadoptsthequalitativestudyapproachandcomparesthedifferentperformancesofthethree
MOOCcoursesacurriculumconstructionteamhasbuiltintwoconsecutiveyears.Theresultsofthecomparisonshowthat:In
theteacher-studentcurriculumconstructionteam,thetaskcontext,individualattribute,groupstructureandthecollective
senseofefficacyinteracteachotherandfinallyinfluencethestudentcultivationeffect.Specifically,thetaskcontextmainly
consistsofcoursethemeandprojectschedule;theindividualattributeincludesability,relevantexperience,individual
motivationandself-efficacy;andthegroupstructureencompassesmemberinteraction,groupbehaviorandthestyleofthe

groupleader.Thedevelopmentpracticeofthethreecoursesshowsthat:excessivepursuitofstandardizedhierarchicaltraining
mayfrustratestudents'initiativeofinnovation,whiletheeffortstakentocultivatestudents'quicklearningabilityandhelpthem
buildacademicconfidenceareconducivetoimprovingtheeffectofthestudiotrainingmode.
Keywords:Teachers-studentscurriculumconstructionteam;postgraduateeducation;collectivesenseofefficacy;studio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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