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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使用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自我效能感的视角

薛伟平

［摘 要］ 运用自编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和大学生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问

卷，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男生的教

育技术使用行为频率要高于女生，其原因在于，男生对教育技术使用行为的自我效能感要

显著高于女生。故应建立和谐平等的教育环境，树立女性榜样人物的模范作用和在课堂

教学活动中创造女性体验成功的机会，以提高女大学生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

［关键词］ 教育技术使用行为；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

［作者简介］ 薛伟平，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青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宁

市虎台中学校长 （西宁 810008）

现代教育技术在丰富学习资源、改善教

学环境、促进学习方式变革和提高学生学习

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

国各大师范院校都开设了教育技术专业课和

公共课，目的是要将所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自

己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当中。有学者对我国中

小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性别差异进行调查发

现，男生更倾向于动手实验和操作。［1］男生

对待计算机态度较为积极，使用频率也显著

高于女生。［2］这些研究结果都预示男女生在

教育技术使用行为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即男

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显著高于女生。其中的

重要原因是男女生具有不同的教育技术自我

效能感。所谓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是指个

体对自己教育技术使用行为的主观评估。评

估结果会影响后续的教育技术使用行为。男

生的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水平一般比较高，

在困难面前比较自信，而女生的教育技术自

我效能感相对较低，她们总是担心自己失败，

把思想纠缠在个人缺陷和潜在困难上，从而

导致较低的教育技术使用行为。本文采用自

编的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和大学生

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问卷，分析男女生在教

育技术使用行为上的差异及自我效能感在其

中的作用。

一、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的编制

（一）研究方法

1. 项目编制

首先，编制开放式访谈提纲，了解学生主

要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其次，根据访谈结果

归纳整理，确定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包

括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交流技术两个维

度。最后，挑选每个维度高频事件，经专家评

定后，确定预测问卷包括 21 道项目，其中计

算机网络技术包括了11道项目，信息交流技

术包括10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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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西北师范大

学、甘肃政法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城市

学院和兰州交通大学学习教育技术课程的本

科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215 份问卷，收回

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0%。其

中，一年级学生52名、二年级学生45名、三年

级学生 53 名和四年级学生 50 名；女生 119

名，男生81名；文科生67名，理科生69名，工

科生64名。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根据初步因素分析结果，删

除不合适项目九项。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按方差最大斜交旋转法对剩余 12 个项目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artlett球形检

验在 0.001 水平差异显著，KMO 系数为 0.80，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共抽取两个公

因素，第一个因素包括 6 道项目（a2、a3、a6、

a9、a16、a21），主要涉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第

二个因素也包括 6 道项目（a4、a8、a14、a17、

a18、a19），主要涉及信息交流技术。经检验

后 发 现 ，两 个 公 因 素 可 以 解 释 总 变 异

50.19%。（见表1、表2）

2. 效度检验

选 取 χ 2、df、χ 2/df、NFI、NNFI、CFI 和

RMSEA作为评价模型拟合程度标准，结果发

现，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模型拟合良

好。（见表3、下图）

3. 信度检验

采用克伦巴赫 a 系数进行内部一致性检

验发现，总问卷的克伦巴赫 a 系数为0.82，计

算机网络技术问卷的信度系数为 0.71，信息

交流技术问卷的信度系数为 0.68，均达到可

接受水平。这说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4. 项目区分度

我们把问卷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排列，在

高分和低分两端分别取被试总数的27%作为

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项

目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上差异越显著，项目的

区分度越好，具体结果见表4，各项目在高低

分组上均差异显著（p<0.01）。

因素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交流技术

特征根

4.11

1.91

方差贡献率

34.20

15.97

累积方差贡献率

34.22

50.19

表1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两因子基本描述

项目符号

a9

a16

a3

a6

a2

a21

a18

a19

a14

a4

a8

a17

因子

计算机网络技术

0.64

0.63

0.62

0.60

0.59

0.49

信息交流技术

0.60

0.59

0.53

0.46

0.46

0.38

表2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
的因素结构及负荷值

模型

教育技术
使用行为模型

χ2

74.50

df

37

χ2/df

2.01

NFI

0.91

GFI

0.94

CFI

0.95

RMSEA

0.07

表3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
两因素结构模型拟合指标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问卷验证性分析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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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本文自编的教育技

术使用行为问卷各项目区分度良好，具有较

高的信效度。该问卷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技

术和信息交流技术两个维度，共12道项目。

二、教育技术使用行为

性别差异与自我效能感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西北师范大

学、甘肃政法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城市

学院和兰州交通大学学习教育技术课程的本

科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525 份，有效

回收 5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3%。调查对

象中女生203人（占40.60%），男生297人（占

59.40%），一年级学生 123 人（占 24.60%）、二

年级学生113人（占22.60%）、三年级学生178

人（占 35.60%）、四 年 级 学 生 86 人（占

17.20%），文科生 152 人（占 30.40%）、理科生

158 人（占 31.60%）、工 科 生 190 人（占

38.00%）。

（二）调查工具

1. 自编的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

2. 大学生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问卷

该问卷由美国康乃狄克州教育技术效果

评估中心编制，共41个项目。［3］该问卷采用5

点计分，“非常不自信”、“比较不自信”、“一

般自信”、“比较自信”和“非常自信”分别计

为1～5分。分数越高，代表教育技术自我效

能感越高。在本文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a

系数为0.95。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1. 男女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教育技术行为得分为

因变量，进行T检验发现，男生教育技术使用

行为得分（M=32.73，SD=5.44）显著高于女生

（M=30.15，SD=5.96），t（498）=3.12，p<0.05。进

一步对男生和女生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

交流技术两个维度的得分进行 T 检验发现，

男生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得分（M=16.08，SD=

3.28）显 著 高 于 女 生（M=14.70，SD=3.58），t

（498）=3.00，p<0.05，男生的信息交流技术的

得 分（M=16.65，SD=2.64）也 显 著 高 于 女 生

（M=15.44，SD=2.88），t（498）=2.77，p<0.05。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教育技术使

用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无论在计算机网

络技术，还是信息交流方面的使用行为均显

著高于女生，反映了男生实践动手能力比女

生强。

2. 男女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

为因变量，进行T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男生

的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得分（M=144.88，SD=

27.66）显著高于女生（M=136.24，SD=29.66），t

（498）=3.11，p<0.05。这说明，相对于女生，男

生具有更高的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在访谈

过程中，有男同学说：“当学习中遇到麻烦时，

我首先会想到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解决问

题，而且就算遇到技术难题，我也不着急。觉

得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我只要看见那些键

盘、检索工具等，我心里就发怵，老是担心自

己会出错。”一位女生说道。

3.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与自我效能

感的关系

项目名称

a4

a14

a18

a19

a17

a8

a9

a10

a3

a6

a2

a21

高分组

2.58

1.12

1.27

1.32

1.58

1.39

1.71

1.08

1.64

1.71

1.72

1.33

低分组

0.34

0.62

0.69

0.71

1.04

0.93

1.09

0.53

1.12

1.17

1.15

0.77

df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t

4.84**

6.92**

6.81**

6.61**

9.67**

10.70**

8.91**

5.86**

10.56**

10.52**

9.98**

7.50**

表4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问卷
各项目在高低分组的T检验

注：**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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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大学生教育

技术使用行为总分及其两个维度与教育技术

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系数发现，三者之间存在

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说明，相对于教育技

术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教育技术自我效能

感高的学生面对教育技术时，自信心更高，相

信自己能够较好地掌握这门技术，在实际生

活中也较倾向于使用所学的教育技术技能。

（见表5）

以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为预测变量，以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决定系数 R2=0.44，表明教育技

术自我效能感能够很好地预测大学生的教育

技术使用行为。（见表6）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存在性别差

异。具体来说，男生的教育技术使用行为频

率要高于女生，且男生的教育技术自我效能

感显著高于女生。

男女生具有不同的教育技术自我效能

感，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社会压力会影响男女生对学习内

容的选择。社会控制论认为，人的一生会持

续不断地受到来自外界社会关于性别分工的

压力。［4］男生自出生之始，便被期望在技术

使用和工具操作等行为方面优于女生。在这

种思维灌输下，男生不断改进自身掌握各种

技术的能力，其中包括教育技术。

第二，男女生在校所受关注度不同。据

美国妇女大学联合会研究显示，男生从教师

那里得到的关注和自尊远高于女生。［5］男生

回答教师提问的频率约为女生的八倍，当全

班都不愿意举手回答时，教师会更多地鼓励

男生回答。尽管女生也尝试与教师互动，但

频率要低于男生。教学方法也多以男生为设

计对象。

不仅如此，学生学习内容中也存在明显

的性别差异。来自美国妇女大学联合会的数

据显示，许多教材几乎不提女性的成就，多以

男性英雄事例激励学生，很少提到女性楷

模。班杜拉认为，学生更容易选择同性别的

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这种现象导致更多的男

性自信地进入各个学科领域，而女性在数学

和科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案例较少，在缺

乏榜样激励的作用下，更多的女生会选择逃

避，不进入这些领域。此外，在实际工作和学

习中，男性在教育技术等技能操作方面成绩

突出的案例很多，男性成功的榜样激励和鼓

舞着男生，增强男生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在

这种操作技能领域取得较好的成绩。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建立和谐平等的教育环境

男女在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均存在差

异，其原因既包括男女先天生物遗传方面的

特异性，也包括后天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因

此，要逐渐改善对女生在技术领域的偏见。

当女生选择学习一些非传统学科知识时，应

积极鼓励。女生的能力本身并不比男生差，

因此，要从各个方面鼓励女生进入科学和技

术领域，激发女生的潜能，以女生独有的特点

发挥对科学和技能的重要作用。

（二）树立女性榜样人物的模范作用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强调，大多数人

类的行为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获得的。通过

观察别人，人们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并指导

自己的行为。榜样的性别会影响榜样的有效

性。男生倾向于选择男性作为自己的榜样，

女生倾向于选择女性作为自己的榜样。［6］因

此，在教学内容方面，有关教育部门应该在教

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

信息交流技术

0.60**

计算机网络技术

0.63**

总分

0.66**

表5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和
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

R2

0.44

F

156.43

B

3.3

Beta

0.66

t

12.51**

表6 教育技术自我效能感对
大学生教育技术使用行为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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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增加女性榜样的案例。通过成功女性榜

样模范作用，激发女性的潜能。

（三）创设女性体验成功的机会

自我效能感提高的主要动因是成功经

验。成功的经验会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相

反，失败的体验则会削弱个体的自我效能

感。［7］个体多次成功经验有利于建立效能

感，激发个体行为动机。男女生由于其不同

的性格特质导致他们体验的成功经验也不尽

相同，如男性更习惯纵向——根据过去自己

的成功或失败经验对自己能力做出评价，女

性更善于进行横向——在与其他人进行比较

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评价。［8］

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

学生体验成功的性别差异，改进教学过程或

课余活动，因材施教。鼓励女生进行技术操

作，从各个方面提高其综合能力，使之全面正

确地评价自己，提高女生的自信心。［9］倡导

培养女性乐观、开朗等积极情绪，提高自我效

能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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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Weiping

Abstract：Using the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of education
technology，s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s of
students us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Specifically，males' utilization rate of this technology is higher than females'. A
crucial reason is that males' self-efficacy of using the education technolog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s'.
Therefore，in order to improv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self-efficacy of using education technology，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and equal education environment，setting up an
exemplary role of female students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of femal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classroom activitie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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