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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教育
研究图景与发展路向

———基于2000-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

周 美 云1,石 玉1,2

(1.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100048;2.嘉兴学院 师范学院,浙江 嘉兴314000)

摘 要: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21世纪以来CSSCI来源期刊中的相关

文献,以其中2171篇有关教师教育研究的论文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文献数

量、作者贡献、研究热点、研究层次以及论文被引情况等进行详细统计与梳理,旨在通过知识图谱的方法客观

地揭示21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图景,并对教师教育研究发展路向进行全景式分析与展望。就文献数

量而言,教师教育研究曲折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就作者贡献而言,尚未形成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

作者大多为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而一线教师、教研员较少;就研究热点而言,主要呈现出有关教师教育的理

论研究、改革研究和国别研究三大研究主题;就研究层次而言,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基于此,应进一步加强

教师教育研究队伍建设,尽快形成教师教育研究核心作者群体;鼓励多种力量参与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层

次;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教师教育研究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向。无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教师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2018—2022年)》,都对新时代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德教育如何推进,教师素质如何提高,

教师待遇如何改善,教师教育模式如何创新,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如何深化,教师教育研究共同体如何构建,这
一系列问题需要教师教育研究者深入探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

指引下,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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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是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途径。进入21世

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教师教育已被公认为是教育领域的重中之重”[1]。随着教师教育被广泛关

注,我国有关教师教育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但遗憾之处在于,鲜有学者对教师教育

研究图景进行回顾与全面总结,尤其缺少对研究热点的梳理与深入分析,而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进

行相关研究的则更是屈指可数。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检索21世纪以来CSSCI来源期刊中的相关

文献,在解读教师教育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旨在通过知识图谱的方法客观地揭示21世纪以来我国

教师教育研究图景,并进一步探讨其未来发展路向。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我国大连理工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的CiteSpace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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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软件[2]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论文的进一步解读,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研

究的成绩与问题,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由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分布规律可知,大多数关键文献都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核心期刊的载文引领着某一主题的研究[3]。因此,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

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CSSCI来源期刊中的相关文献,以“教师教育”为篇名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0-2018年,共检索到2183篇文献,经过进一步人工筛查去除少量无效文献后,最终得到2171
篇有效文献,即本文最终的研究对象。

具体研究过程:(1)将所有检索的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进而利用CiteSpace的格式转

换工具将导出的数据转换为CiteSpace能够识别处理的格式;(2)将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2018
年,时间间隔(YearsPerSlice)设置为19年;(3)将文献被引频次阈值(C)设置为2,对最终的分析

图谱采用静态聚类(ClusterView-static)和展示整个网络(ShowMergedNetwork)的可视化方式呈现。

二、研究图景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对21世纪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研究进行全景式梳理,本文选择了五个维度进

行深入探讨。五个维度分别为:文献数量、作者贡献、研究热点、研究层次与期刊分布、期刊载文被

引情况。
(一)文献数量

图1 教师教育研究相关论文年度发表量

由图1可知,教师教育伴随着新课程改革成为21世纪以来教育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其中

在2004年前后和2011年前后达到两个研究的小高潮:第一个高潮的出现是由于新课改的启动,教
育部继续加强对教师培训的指导工作,且在2004年2月至7月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

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 组织实施新一

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的意见》《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计划》等文件,进一步阐明当前和以后全国各

地开展教师培训工作的总方针和思路,从而使得研究者着手进行教师教育新体系的探索[4];第二个

高潮主要是伴随课程改革的推进而出现的,研究者立足新课改10年这一时间节点展开更加理性的

反思和检讨。
(二)作者贡献

1.核心作者群考察

梳理和统计有关教师教育研究的论文发表情况,有助于了解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群体,探明教

师教育研究的合作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工具绘制了教师教育研究相关作者的合作图谱,并
通过后台数据导出了发文频次大于等于8的作者,如图2和表1所示。



图2 主要作者发文情况及合作图谱

表1 发文频次大于等于8的作者情况统计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篇) 首发年份(年)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篇) 首发年份(年)

1 朱旭东 27 2001 12 钟秉林 10 2001
2 周钧 22 2003 13 陈时见 10 2004
3 姜勇 22 2006 14 庞丽娟 9 2000
4 洪明 21 2003 15 杨秀玉 9 2002
5 杨跃 19 2001 16 苟顺明 9 2008
6 曲铁华 18 2002 17 鞠玉翠 9 2008
7 戴伟芬 16 2011 18 饶从满 9 2000
8 王艳玲 14 2006 19 付光槐 8 2014
9 谌启标 14 2003 20 刘小强 8 2005
10 龙宝新 13 2007 21 王健 8 2000
11 荀渊 10 2004 22 许明 8 2002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者的努力。通过对教师教育相关研究论文作者的分析,可以了解教师

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为更富实效的研究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参考。根据普赖斯公式 N=

0.749× nmax
①,对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测算,从而考察该领域核心作者与其他作者

的合作关系。在CiteSpace的图谱数据分析中,得到教师教育研究的最高产作者为朱旭东,发文量

为27篇,由此计算得知核心作者发文量N≈4。由图2和后台数据统计可知,发文4篇及以上的作

者(即核心作者)有102人,这102位作者发文数量共计552篇,占所有作者发文总量(2171篇)的

25.43%。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群的发文量应占所有作者发文总量的50%以上,因此表明教

师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① 在该公式中,N 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nmax代表最高产作者发文量。



2.作者单位分析

通过对研究机构发文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教师教育研究主要研究力量的分布与转移。本文

借助CiteSpace绘制了主要研究机构合作图谱以及“突现机构”①图谱,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主要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图4 “突现机构”相关情况

在图3的研究机构合作图谱中,圆圈大小表示该研究机构出现的频率高低,圆圈越大表示该机

构出现的频率越高;机构字体越大表示机构的中心性越强,也就是该机构与其他机构共现的概率越

大;圆圈中心的颜色越深则表示机构的突现率越大。通过对高频机构的分析,可以窥探学科的主要

① “突现机构”(emergentinstitution)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发表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所占比重明显增大的机构。



研究力量。根据图3可以看出,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有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这些机构也是课程与教学相关

研究的“重阵”,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等研究力量也不容

忽视。同时透过机构合作图谱,得知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和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也有合作,但是合作仍需加强。

通过图4可以发现,华东师范大学自始至终都是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机构;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

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对于教师教育的研究集中在某一时间段;西南大学和东北师

范大学是教师教育研究的“后起之秀”。
(三)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提炼,通过对于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发现论文的核心关注点,有

助于对教师教育研究现状以及热点变化情况的把握。通过CiteSpace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5
所示),导出频次大于等于25的关键词,并分析其“中心性”(centrality),如表2所示。

图5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2 频次大于等于25的关键词及其“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教师教育 916 1.06 15 改革 34 0.02
2 美国 134 0.09 16 课程设置 32 0.01
3 教师教育课程 92 0.02 17 师范教育 32 0.05
4 教师 57 0.07 18 教育技术 31 0.00
5 教师专业化 56 0.00 19 师范大学 31 0.20
6 教育技术能力 54 0.27 20 高等师范院校 31 0.02
7 中小学教师 46 0.02 21 高师院校 30 0.05
8 教师专业发展 44 0.04 22 创新 30 0.01
9 学校 41 0.01 23 课程改革 29 0.00
10 教师教育者 40 0.00 24 高校教师 28 0.02
11 教师培训 38 0.02 25 职前教师 28 0.11
12 教师教育改革 38 0.00 26 核心期刊 27 0.00
13 师范院校 37 0.01 27 课程 26 0.04
14 职前教师教育 36 0.00 28 教师教育一体化 25 0.00



  由图5和表2可知,21世纪以来教师教育相关研究的热点包含教师教育模式、美国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课程、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培训、教师教育改革等内容。这些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其

“中心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说明教师教育研究出现较明显的热点。在分析关键词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读相关文献,总结梳理出21世纪教师教育研究呈现的三大主题:一是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二
是教师教育改革研究;三是教师教育国别研究。

1.主题一:教师教育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教师教育领域之所以存在着所谓身份危机的声音,就在于教师教育还缺乏一套完整

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缺乏对教师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这也是教

师教育学科建设避不开的问题。教育实践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真正落地,同理,教师教育作为

一种教育实践,同样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因此,关于教师教育的理论研究成为21世纪教师教

育研究的主题之一。
就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现状而言,反思式教育被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热点。1983年,Schön提出

了“反思性实践者”的概念,相较于将教学视为一系列行为的工艺模式以及运用科学理论完成既定

目标的应用科学模式,反思式教育认为教师教育应该与实践相结合,教师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

验相互印证与修正,促进职业发展。在此基础上,英国语言教学专家JulianEdge提出了教师发展

的新理论,即反思模式,认为教师发展包括五个维度,即模仿、应用、提炼、反思和行动,进一步对反

思模式进行了细化与完善,这对今后我国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5]。此外,研究者从不同

的理论视角提出了教师教育建构模式。美国学者舒尔曼认为教师学习必备的关键元素有动机、愿
景、社群、理解、实践与反思,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教师学习的六元素模式。哈姆内斯、达林·哈蒙

德等人提出了“在社群中学习教学”的模式,即基于课程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并确定教

学理论的运用方式,在实践中利用教学工具对教学理论进行演练。荷兰著名教师教育专家科瑟根

认为,教师学习与发展要受六个方面问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层面“洋葱”模式,从里到外

的六个层面分别为使命、认同、信念、能力、行为以及环境[6]。有学者提出将蓄意训练理论引入教师

教育,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长期特殊的训练活动,从普通水平达到专家水平,在蓄意训练理论视角下,
要根据蓄意训练的特征以及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特点构建新的教师教育模式[7]。除此之外,还有

学者从文化政治视角出发,对教师教育进行研究。批判教育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认为

“教师教育是文化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其目的在于培养反思型知识分子,因此教师教育的目标不

是培养教书匠,而是培养具有反思性的实践者,通过教师教育实现我国社会民主化等更高层次的

目标”[8]。
就教师教育理论发展而言,虽然学者们不断努力推进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但仍然存在着“理论

缺失”现象,继而导致了在实践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9]。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对教师教育专业化

的引导作用不能被忽视。现实困境反映了我国教师教育在理论层面的不足,但这也正是教师教育

理论发展的大好机遇。教师教育的实践急需成熟的教师教育理论[10]。基于此,有研究者建议从六

个方面提升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树立教师教育研究的本土理论自尊与自信;坚守教师教育研

究的本土化立场;形成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路径;自觉深化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原创;塑造教师教

育研究的中国话语;强化教师教育研究主体的理论担当[11]。

2.主题二:教师教育改革研究

21世纪教师教育研究的另一主题是教师教育改革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取得了

显著成就,为我国基础教育提供了师资保障。但在教师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

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给我国教师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需

要总结教师教育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时代的需求,不断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

21世纪伊始,我国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逐渐由封闭式的培养转变为开放式培养,我国师范类



的培养也逐渐完成了由三级师范到二级师范的转变,教师教育也由职前培养和职后进修的两段式

培养模式逐渐转变为一体化模式[12]。与此同时,各个师范类院校也在向着综合性大学转型。在改

革过程中,“师范教育”的表述方法已经逐渐由“教师教育”一词替代。一些有实力的师范大学创办

了教师教育类学术期刊,积极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教师教育质量[13]。比如西南大

学于2014年创办了以刊载教师教育研究论文为特色的《教师教育学报》,为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水平的提

高。教师教育的改革本意是为了提升我国师范教育的专业性,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充分调动综合

性高校的资源,为师范类教育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但实际实施效果却不理想,没有达到既定的目

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优质师范资源的大量流失。具体而言,开放式、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改革鼓

励综合性高校参与教师教育工作,一方面充分利用综合性高校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引入竞争,促
使教师教育进一步发展。但开放式改革并未真正产生良性的竞争活力,没有真正吸引有实力的综

合性高校进入教师教育领域,反倒使专业化的师范院校向着综合性高校的方向发展,更多地致力于

学科建设,以填补学科空白、完善学科设置,逐渐失去了师范院校的专业性[14]。因此,为了从根本

上解决这一问题,教师教育改革需要加快体制创新,从政策上进行引导,强调师范院校的学科定位,
强化其特色,处理好有特色和综合性之间的关系[15]。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高校也在为教师教育改

革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在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教师教育发展新理念,进一

步满足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需求[16]。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构建教师教育发展

的新模式,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17]。当然,教师专业发展基地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质

量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18],同时教师教育的相关学科建设也不容忽视[19]。总之,作为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教师教育改革除了在课程和教学方面继续努力外,也需要社会上各种力量的支持[20]。
在需要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支持理解的同时,也要寻求政府与大学、中学、小学的密切合作[21]。

3.主题三:教师教育的国别研究

关于教师教育的国别研究也是21世纪教师教育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部

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教师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教师

教育改革[22]。如今,欧洲各国的教师教育摒弃了静态的教师教育观,建立了动态开放的教师教育

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时期[23]。
英国传统的教师教育是以大学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师的发展。

为此,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师教育改革,包括实施“以学校为基地”的教师培养模式以及建立“学
校教学联盟”等措施,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24]。另一方面,英国教师教育中理论与

实践的整合方式也尤其值得借鉴,从而推动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25]。德国十分注重教师教育的

质量,其教师培养时间在欧洲国家中是最长的,虽然面临着教师退休数量急剧增加等困难,但在教

师教育改革中,依然设置了较长的培养时间,以保证教师培养质量。德国教师教育制度,尤其职前

和在职教师的专业化值得我国借鉴。德国在教师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要把

教师教育管理制度摆在首位,同时要关注教师教育的实践导向和实践智慧[26]。美国将培养“高素

质教师”作为教师教育的目标,并根据时代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与融合。美国在教师教育领域的

实践较为成功,无论在教师教育政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模式等方面,还是在教师资格认证以及教

师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都值得我国学习,在力争发展多元化教师教育课程、推动教师培训模式创

新的同时,也要正确掌握政策干预方式[27]。日本面临着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教育对象和教师供求

关系的变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师教育改革,旨在提高教师的专业性,尤
其在教师教育方面十分重视“方法多样化”,彰显人文关怀,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经验[28]。
同时,日本在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和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也十分有益[29]。芬

兰的基础教育较为成功,我国应该学习芬兰的教师培养理念,重视培养师范生研究、知识和实践相



结合的能力[30]。
综上,很多国家的教师教育改革经验都值得我国学习,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

成功经验之时,切不能忽略本国国情,更不能照搬照抄,应该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发展之路。同时,教师教育的国别研究不能等同于外国教育的专门研究,研究者应该树立“立足中

国、放眼世界”的研究理念,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紧密联系,万不能只埋头于外

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之中,也需要把我国的经验介绍给世界。总之,我们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也
要立足国情,利用国际教育交流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教师教育,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发展。

(四)研究层次与期刊分布

1.研究层次

图6 教师教育研究层次分布

从图6可知,教师教育研究层次分布不均匀,很大部分集中在基础研究(社科)层面,所占比重

为74.93%;其次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占比依次为19.84%、4.03%;而政策研究

和职业指导等所占比重很低,不到1%。

2.期刊载文统计与分布

图7 刊载教师教育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

结合图7中刊载教师教育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情况,发现各大教育类学术期刊均关注和刊载

了教师教育相关研究内容,且发文量所占比重差异不大,而《教师教育研究》作为研究教师教育的专

刊,所占比重最高,为21.63%。
(五)论文被引概况

综观教师教育研究领域,质量较高的论文一般被引频次也较高,因而论文被引频次常被用来作



为论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评价指标。本研究统计了21世纪以来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教师教育

研究相关论文概况(见表3)。根据统计数据可知,排名前20的教师教育的论文被引频次都在150
次以上,其中饶从满、王春光合作的论文《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运动初探》被引频次最高,高达

367次。具体而言,该文对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兴起的原因、背景、意义和启示进行了初步探究,

认为反思型教师教育理念不仅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也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更有助于解决理论研究与

实践脱节的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31]。顾明远的《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反思》和贾爱武的《外
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研究综述》被引频次紧随其后,分别为362次和351次。

表3 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论文概况

序号 被引频次 作者、篇名、期刊名、刊发时间、刊期、页码

1 367 饶从满,王春光.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运动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2000(5):86-92

2 362 顾明远.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反思[J].教师教育研究,2006(6):3-6

3 351 贾爱武.外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研究综述[J].外语界,2005(1):61-66

4 347 庞丽娟,叶子.论教师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的关系[J].教育研究,2000(7):47-50,70

5 332 何克抗.关于《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J].电化教育研究,2005(4):37-40,44

6 295 常波.西方反思型教师教育思潮兴起背景综述[J].外国教育研究,2000(2):31-34

7 293 刘学惠.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211-217

8 283
顾泠沅,王洁.教师在教育行动中成长———以课例为载体的教师教育模式研究(上)[J].
课程·教材·教法,2003(1):9-15

9 283 赵中建.美国80年代以来教师教育发展政策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01(9):72-78

10 276
何克抗.正确理解“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目的、意义及内涵[J].中国电化教育,
2006(11):20-21

11 232 曲铁华,冯茁.专业化:教师教育的理念与策略[J].教师教育研究,2005(1):10-15

12 231 黄崴.教师教育专业化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J].课程.教材.教法,2002(1):64-67

13 208 钟秉林.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师范院校的转型[J].教育研究,2003(6):22-27

14 197
赵昌木.创建合作教师文化:师徒教师教育模式的运作与实施[J].教师教育研究,2004(4):
46-49,20

15 195 易凌云,庞丽娟.教师教育观念:内涵、结构与特征的思考[J].教师教育研究,2004(3):6-11

16 191 赵慧.从专业发展学校看美国教师教育改革[J].全球教育展望,2001(7):17-22

17 163
程晓堂,孙晓慧.中国英语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

践,2010(3):1-6

18 161 王少非.校本教师教育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1(7):23-28

19 160 钟启泉,胡惠闵.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建构[J].全球教育展望,2005,34(1):36-39

20 155 王建磐.中国教师教育:现状、问题与趋势[J].教师教育研究,2004(5):3-7,12

三、发展路向

回顾21世纪教师教育研究,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结合文本分析,进行全面审视,发现教师教

育研究曲折发展。就文献数量而言,整体呈上升趋势;就作者贡献而言,尚未形成教师教育研究的

核心作者群;从作者单位而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居多,一线教师和教研员较少;就研究热点而

言,主要呈现出教师教育的理论研究、教师教育的改革研究和教师教育的国别研究三大研究主题;
就分布及被引情况而言,教师教育研究层次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期刊分布较为均匀,各
大教育类学术期刊均有刊载,其中饶从满、王春光合作的论文《反思型教师与教师教育运动初探》被
引频次最高,影响最大。基于此,教师教育研究应继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发展路向,
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实践向纵深发展。

第一,加强教师教育研究队伍建设,尽快形成核心研究群体。研究队伍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

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是否可持续,因此,构建完善可持续的教师教育队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



过整理发现,对于教师教育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教育学背景的研究者,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等研究者

的缺席,使得研究偏于一端。事实上,教师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教育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是需

要多学科研究者特别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和社会学者等共同参与。基于此,为了教师教育研究的

长远发展,建议从政策和实践层面加强教师教育研究的队伍建设。在政策层面,建议政府加强引

导,在政策制度上强调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鼓励教师教育研究;于实践层面,力争不断强化教师

教育研究队伍,积极鼓励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同时也极力倡导学者之间、机构之间的合

作研究,促进教师教育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第二,鼓励多种力量参与研究,进一步丰富教师教育研究层次。如何开展和促进教师教育,不

仅是理论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教学实践者热切关注的问题。广大的一线中小学教师、教研

人员作为我国教学实践的重要力量,在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方面最有发言权,理应成为我国教师教

育研究的主力军,故而要积极鼓励其参与教师教育研究。同理,教师教育研究也不能只局限于为基

础教育培养师资队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的教师队伍建设同等重要,在提倡大中小学教育一体

化的今天,大中小学教师教育一体化也不容忽视,因此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相结

合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第三,拓展研究领域,促进教师教育研究多元化。21世纪以来,教师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

教育的理论研究、教师教育的改革研究和教师教育的国别研究。在日益开放和多元的时代,这些研

究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因此需要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有关教师教育的分学科研究、政策解读

研究、历史研究等都不可忽略。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既可以深入

到某个学科的教师教育培养,又可以认真解读每个政策文件的深层含义,还可以深入挖掘每段教师

教育的历史,进而创新教师教育模式。

四、结 语

21世纪以来,教师教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然而,仍然有遗憾或缺失,尚有广阔的

领域等待我们进一步开拓,还有许多的难题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无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教师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都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也对

教师教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德教育如何推进,教师素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如何改善,教
师教育模式如何创新,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如何深化,教师教育研究共同体如何构建,这一系列问题

需要教师教育研究者深入探索,努力寻求解决之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的指引下,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期望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新时代教师教育研究会更加全面透彻,研究质量也随之更

上一层楼。
有目标意味着有方向,有方向才能产生前进的动力。展望前景,相信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正确领

导下,在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协助下,在教师教育研究力量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将乘着

全国教育大会的东风阔步迈向新征程,谱写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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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andProspectsofTeac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inthe21st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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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iseandfallofthenationalmovementistiedtoeducationandliesinteachers.Inrecent
years,teachereducationresearchhasgraduallybecomeahottopicandhasbeenwidelystudied.This
papertakes2161CSSCIjournalpapersonteachereducationresearchfromCNKIinthe21stcenturyas
samples.UsingthebibliometricanalysisvisualizationsoftwareCiteSpacetodostatisticalanalysison
thenumberofpapers,authorcontributions,researchhotspotsanddistribution.Thestudyfoundthat
intermsofthenumberofpapers,teachereducationresearchhasdevelopedintwistsandturns,but
theoveralltrendisontherise.Asfarastheauthorscontributionisconcerned,thecoreresearch
groupofteachereducationresearchhasnotyetbeenformed.Mostoftheexpertsandscholarsinthe
fieldarefrom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andtherearefewerfront-lineteachersandteachingand
researchpersonnel.Asfarasresearchhotspotsareconcerned,thethreeresearchthemesoftheoretical
researchofteachereducation,reformofteachereducationandnationalstudiesofteachereducationare
presented.Basedonthis,welookforwardtothefutureresearchonteachereducation,andproposeto
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ereducationresearchteamandformacoreauthorgroupas
soonaspossible,encouragemultiplerolestoparticipateinresearch,furtherbalanceresearchlevels
anddeepenresearcharea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researchinadiversified
direction.
Keywords:researchlandscapeofteachereducation;constructingteamsofteachersinthenewera;
teachersmoraleducation;modelinnovationofteachereducation;reformofteachermanag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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