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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创新支持行为与教学满意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 X 高校“创造学”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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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形势下，培养创新人才成为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和教育责任。很多高校

都开设了一系列的创新教育课程。对 X 高校 2018 年秋季学期学习该课程的一年级学生对教师创新支持行为与教

学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评价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创造学”课程的教师表现出较好的创新支持行为和教学满意度，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及其四个因子与教学满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在教师创新支持行为的四个因子中，经验指导、

资源提供和能力培养三个因子对教学满意度构成显著的回归效应。因此，高校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大学

生拓展学习资源，建构实践经验，培养综合能力，让他们“要”创新、“做”创新和“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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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优质高等教育成为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内容。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成为高

等教育改革的 强音。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本科教

育质量。2018 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

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

育，要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

的“金课”，要着力提高人才培养的满意度。另一

方面，要着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下，培养创新人才成为高等教育的时代使

命和教育责任。2010 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

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

见》要求，“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主渠道，是提高本科

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亟待加强创新教育课程的课

堂教学改革，并对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形成示范 

效应。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性力量，教师创新支持

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素养的发展。教师创新支

持行为是“那些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发展的教师行为”。[1]具体包

括教师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为学生提供学科前

沿信息以拓宽视野，为学生扫除创新障碍，提供指

导与帮助，能够宽容和理解学生的创新性错误并鼓

励其继续尝试，等等。教师创新支持行为会直接表

明教师的期望，而教师期望 终会反应在学生行为

上，此即教师期望效应[2]。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

企业管理者创新支持行为会影响员工的创造力表

现[3]。在教育领域，有国内学者研究表明，教师创

新支持行为与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思维

显著相关，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学生创新自我效能

感对学生创造性思维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学生创新

自我效能感在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学生创造性思

维中起到中介作用[4]。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力量，学生对教师教学

的满意度是保障人才培养结果满意度的前提。《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

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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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坚持育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那就要

把学生的满意度作为教学改革与评价的重要考察

维度。教学满意度是“学生对教学客观现实的感知

与其对教学的期望值相比较所形成的一种满意程

度的感觉”。[5]有学者通过多群组建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资源、教学管理

和教学水平等对不同学生的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同

的[6]。还有学者运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发现，学校

类型、学生的教学重视度和教学感知、学生的个体

特征等因素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教学满意度[7]。 

与专业教育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相比，创新教

育课程尚属新生事物。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照

搬传统模式与方法去开展教学活动。在创新教育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支持，

以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实践。然而，创新教育课程的

教学改革又不能忽视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只有让学

生满意的教学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本

文旨在探索教师创新支持行为与学生教学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一些推动教学改革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促进大学生创造力的开发，X 高校自 2013

年秋季学期开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创造学”公

共必修课程。“创造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创造

活动现象，揭示和阐明创造的基本规律的学科”。[8]

创造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的普遍人类活动，是推动人

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创

造的历史”。[9]但是，很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专业学

生将“创造”狭隘地理解为技术发明或物质产品制

作，对“创造学”课程的认同度较低。在一年级学

生中发放并收回 680 份问卷，剔除了完成率低于

90%的 4 份问卷，有效问卷 676 份，有效率达

99.41%。其中，女生占被调查人数的 83.68%，男生

占 16.32%，有 2 人缺失；独生子女占被调查总人数

的 37.54%，非独生子女占 62.46%，有 2 人缺失；

32.39%的被调查者来自城市，18.72%来自乡镇，

48.89%来自农村，有 3 人缺失；理论讲授教学模式

占总授课时的 30.47%，案例剖析教学模式占

31.80%，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占 37.72%。 

(二)研究工具 

1.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问卷 

对教师创新支持行为的测量采用谭小宏等编

制的《高校教师创新支持行为问卷》。该问卷采用

李克特五点计分，得分越高，教师对学生的创新支

持力度越大。问卷共 29 个题目，包含经验指导、

资源提供、心理支持和能力培养四个因子。经验指

导旨在丰富和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经验，主要包括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补充课外知识、向学生提

供学术建议和咨询服务、善于设置产生疑问的情

境，等等。资源提供指为学生开展创新实践提供较

为充足的条件，主要包括教师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

和设备、为学生推荐课外学习资源和学习信息、当

学生有创造性表现时给予奖励等。心理支持指教师

鼓励支持学生积极开展创新实践，主要包括教师对

学生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努力给予认可和肯定、赞赏

学生在创造性学习方式、耐心倾听学生的想法、包

容尊重学生的观点、注意保持学生的好奇心和对问

题的敏感性、给学生足够时间去思考，等等。能力

培养指教师教学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

主要包括鼓励学生广泛涉猎、指引学生从多角度思

考和分析问题、允许学生和自己在一定范围内犯

错、用成功人士的创新事例来激励学生等等[1]。问

卷四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 0.914、0.829、

0.916 和 0.865，总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64。 

2. 教师教学满意度问卷 

在孟令威的教师教学满意度调查工具的基础

上，根据研究需要和实际情况，编制了《教师教学

满意度问卷》[10]。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得

分越高，则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越满意。问卷共

设置 13 个题目，包含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两个因

子。问卷两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 0.916

和 0.893，总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49。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有题目均为正向题，不需要进

行逆向赋值处理。对于数据中存在的个别缺失值，

按照序列均值替换的方式进行处理。数据分析主要

运用 SPSS22.0 完成。 

三、分析结果 

(一)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教学满意度的基本 

状况 

如表 1 所示，教师创新支持行为的得分均值为

4.236，经验指导、资源提供、心理支持和能力培养

四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4.190、4.061、4.350和4.343。

将谭小宏等的研究结论作为常模进行比较，“创造

学”课程教师对大学生创新支持行为及其各因子的

均值都明显高于常模。教师教学满意度的得分均值

为 4.153，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两因子均值分别为

4.178 和 4.128。将孟令威的研究结论作为常模进行

比较，大学生对“创造学”课程教学的总体满意度

和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因子上的满意度都更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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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创造学”课程教师能够给予学生更多的创新

支持，大学生具有更高的教学满意度。 

 
表 1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教学满意度的描述性统计 

M SD 常模均值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 4.236 0.591 3.850 

经验指导 4.190 0.685 3.820 

资源提供 4.061 0.685 3.788 

心理支持 4.350 0.614 3.833 

能力培养 4.343 0.611 3.908 

教学满意度 4.153 0.699 4.010 

教学态度 4.178 0.696 4.120 

教学方法 4.128 0.745 3.900 

(二)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教学满意度的相关 

分析 

从表 2 可见，教师创新支持行为问卷各因子与

总分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介于 0.888

与 0.933 之间；经验指导、资源提供、心理支持和

能力培养四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适中，相关系数

介于 0.730 与 0.853 之间。教学满意度问卷各因子

与总分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程度，教学态度因子、

教学方法因子与教学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8 和 0.972；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两因子之间的

相关程度适中，相关系数为 0.882。教学创新支持

行为及其因子与教学满意度及其因子之间，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 2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和教学满意度的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6) (7) (8) 

(1)教学创新支持行为 1 

(2)经验指导 0.909*** 

(3)资源提供 0.888*** 0.730*** 1 

(4)心理支持 0.933*** 0.808*** 0.754*** 1 

(5)能力培养 0.916*** 0.766*** 0.738*** 0.853*** 1 

(6)教学满意度 0.667*** 0.657*** 0.584*** 0.598*** 0.590*** 1 

(7)教学态度 0.647*** 0.632*** 0.566*** 0.580*** 0.577*** 0.968*** 1 

(8)教学方法 0.648*** 0.643*** 0.566*** 0.580*** 0.567*** 0.972*** 0.882*** 1 

注：*p<0.05，**p<0.001，***p<0.001；下文同 

 

(三)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对教学满意度的回归效

应分析 

将教学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性别、独生子女、

居住地、班级规模和教学模式作为控制变量，经验

指导、资源提供、心理支持和能力培养四个因子对

教学满意度进行多元层次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经验指导因子进入回归模型(模型 2)，经验指

导对教学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 0.656，

p<0.001)，R2增加 0.417。其次，资源提供因子进入

回归模型(模型 3)，资源提供对教学满意度有显著正

向影响(＝0.229，p<0.001)，R2 增加 0.023。 后，

能力培养因子进入回归模型(模型 4)，能力培养对教

学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0.134，p<0.01)。在教

师创新支持行为的四个因子中，经验指导、资源提

供和能力培养三个因子对教学满意度构成了显著

的回归效应，心理支持因子没有进入回归模型。因

此，教学满意度的回归方程为：教学满意度＝0.420*

经验指导+0.177*资源提供+0.134*能力培养。 

四、对策建议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

创新型人才。高等院校肩负着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

的时代使命，也是新时代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

教学关系中，教学是手段，学生发展及能力提升是

目的。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来看，学生发展的

根本还是依靠来自自身的主动性，教师只是促进学

生发展的外部因素。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获得发展的

重要前提是他们对教学活动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如

果学生的对教学的满意度低，对学习不投入，再优

秀的教师也难以真正促进学生发展。研究表明，在

“创造学”课程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创新支持行

为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具体而言，

经验指导、资源提供和能力培养三个因子能够显著

地正向预测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因此，我们提出以

下三条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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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师创新支持行为对教学满意度的回归效应分析结果 

 

教学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079* 0.034 0.046 0.050 

独生子女 -0.022 -0.029 -0.031 -0.027 

居住地 -0.090* -0.057 -0.045 -0.050 

班级规模 0.016 0.059 0.065* 0.058 

教学模式 0.099* -0.013 0.007 0.011 

自变量 

经验指导 0.656*** 0.486*** 0.420*** 

资源提供 0.229*** 0.177*** 

能力培养 0.134** 

调整后 R2 0.017 0.434 0.457 0.462 

F 检验值 3.372** 86.762*** 81.740*** 73.190*** 

 

(一)拓展学习资源，发现真实需要，让学生“要”

创新 

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创新实践，其前提

是引导学生形成强烈的创新动机。创新动机不同于

创新欲望。创新欲望是对创新目标的虚幻建构，这

可能会受管理制度、外部奖励、发展预期等因素的

影响，它表现为“想”创新。从现实情况来看，很

多高校都从管理制度上规定了学生创新实践的学

分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设置了诸多创新实践

奖励项目，大学生完全知道创新实践有助于自己的

未来发展，他们确实“想”创新，但不知从何下手，

找不到创新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自己想

了也是白想，于是创新冲动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教师的责任在于把学生的创新欲望变成创新动机，

让学生从“想”创新变成“要”创新。 

首先，教师要扭转学生以“啃教材”为主的学

习观，保证学生的知识“量”。当今的创新大多发

生在不同领域的边缘地带，表现为不同领域的跨界

或组合。对于教师而言，“一本教材打天下”已经

非常不合时宜了，教师要为学生准备具有丰富和有

关联的教学内容。通过知识风暴激发学生的思维风

暴，从而为学生创造创新契机。 

其次，教师要坚守“系统化”的知识学习观，

保证学生知识学习的“质”。在智能化、网络化时

代，知识或信息爆炸式地增长，并且能够非常便利

地获得新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往往是碎片化、娱

乐化的，部分信息在学习之后才发现是无用的。这

与高等教育存在较大的价值冲突，也不利于大学生

的创新发展。高校教师要在网络知识碎片化与专业

知识系统化之间，守住高等教育的知识系统化的底

线，为学生提供有质量保证的知识。 

后，教师要坚持以“自主性”为主的知识学

习观，传授学生知识学习的“法”。归根结底，任

何学习都是自学，任何创新也是自创。教师代替不

了学生去学习，也代替不了学生去创新。正所谓“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充分

的获取学习资源的途径，鼓励学生去自主寻找、自

主发现。只有当他们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发现了真实

的问题，他们才有可能找到打开创新之门的金钥匙。 

(二)优化教学设计，建构实践经验，让学生 

“做”创新 

创新人才是在“做”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教

学过程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实践。这里存在

一个高深学问和实践学习之间的逻辑悖论。高深学

问是对现象世界的高度抽象，实践学习则是要回归

到现象世界之中。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知识论基

础，这使得很多高校教师不屑或不能指导学生创新

实践。当务之急是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高深学

问与实践学习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学生在“做

中学”。今天的高等院校已经不再是“象牙塔”，而

是处在了经济社会的中心，需要响应和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高深学问不能悬在空中，而是要落到实处、

回归社会、回归生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回归？

如何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建构学生的创新实践经验？ 

首先，要完整地理解实践的内涵。动手是实践，

动脑也是实践。所谓创新，就是以形成具有新颖性

和价值性的成果为导向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在创新

过程中，往往是先动脑、再动手。事实上，对其他

所有感官的运用都是实践，如动口(语言表达)、动

眼(观察)、动耳(倾听)等等。只要动起来，就有了   

实践。 

其次，要创新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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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革命相伴而生，仍然是当前 普遍的教学组

织形式。基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考虑，很多时候

还存在大量的合班课，比如“创造学”这一类的公

共必修课程。这就使得班级授课制的弊病暴露无

遗。在这种情形之下，教师要根据不同教学主题，

将班级教学与小组教学、道尔顿制、文纳卡特制、

个别辅导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 

再次，要创新教学方法模式。在高校， 惯用

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将讲授法与超大班相结合，

其教学效果往往是糟糕透顶了。与教学组织形式的

变革相适应，要合理设计理论讲授、案例剖析、任

务驱动等多种教学模式，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丰富教学元素，提高学生的教学参与度，保证教学

效果。 

后，要统筹规划课堂内外。创新教育要以课

堂教学为基础，也要向课外延伸。指导课外创新实

践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内容，而不是额外负担。

如果教师的创新教育工作只停留在课堂上“讲”创

新，而没有让学生在课内课外实践创新，那么，就

注定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坚持问题导向，培养综合能力，让学生“能”

创新 

创新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问

题。它可能是物质世界的问题，也可能是精神世界

的问题，或者是知识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

就谈不上任何创新。高校教师支持学生创新就是要

支持学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

要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让学生能够去创新。 

首先，要引导学生从跨学科领域去发现问题。

发现不了问题是大学生走上创新之路的拦路虎。在

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个公式：阅读+实践+反思

＝问题发现。通过阅读拓展知识面，以丰富间接经

验。通过实践获得亲身体验，以丰富直接经验。此

外，还要对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进行深刻反思，若

没有反思，终究还是发现不了问题。 

其次，要鼓励学生从多角度去分析问题。分析

问题靠的是视角和思路，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就能

见到不一样的风景。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很多时候，容易钻进死胡同，感

觉无路可走。事实上，并非真的走投无路，而是没

有从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教师可以多给学生做一些

发散思维、逆向思维、求异思维、联想思维的训练，

以提高思维品质。 

再次，要鼓励学生勇于分享自己的新发现。分

享本身是一个思维二次加工过程，它有助于分享者

厘清创新成果的逻辑思路，以进一步修正和改进。

创新不是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团队协作。分享可以

更加充分地利用团队力量，提高创新成果的质量和

水平。与此同时，分享者的新发现也可能会激发出

倾听者的更多创意，从而实现团队创新的效果。 

后，要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和包容不同的观

点。创新就意味着打破常规，它不同于常规性思维。

这需要每一位同学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欣赏和包

容新观点，把每一个新观点看作激发创新的契机。 

总之，创新能力的培养既需要个人的刻苦努

力，也需要充分利用团队协作的力量。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应当发挥重要的引领和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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