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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师TPACK差异及原因分析
钟 炯

(重庆市第一一○中学校,重庆400067)

摘 要: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新时代教师必备的专业知识。在教育信息化时代,城乡

教师TPACK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城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差距。缩小城乡教师TPACK水平的差距有利于

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分析城乡教师TPACK水平现状以及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并将TPACK与教师学

历、培训和信念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真实数据探究城乡教师TPACK水平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从而为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提出合理建议。结果表明:城市教师的TPACK水平高于农村教师,城乡教师在PCK、TCK、

TPK各维度上和TPACK总体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城乡教师在学历和培训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城市教师的

学历水平和参与培训情况明显优于农村教师;学历与教师的TK、PCK、TCK、TPK和TPACK存在相关关系;

培训以及信念与教师的TK、TCK、TPK和TPACK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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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教育改革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办学水平和国民素质得到大幅度

提高,但必须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城乡间、区域间

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日益突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也指出“加快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1]。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缩小城

乡教师教学水平的差距对于缩小教育的城乡差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教

育信息化进程,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已成为不可逆

转的趋势。TPACK,即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将技术有意义地整合到具体学科教学之

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也是整合技术进行有效教学的基础。因此,TPACK可以用来衡量教师在信

息时代的教育教学水平。本研究拟探究城乡教师TPACK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希望为教师专业

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供一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目前比较常见的是关于职前和在职教师的TPACK现状研究、对比研究以

及培养策略研究,而专门将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对比的研究文献目前还没有

检索到。为弥补研究不足,本文确定了如下研究内容:(1)调查分析我国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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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CK水平现状及其差异,主要从7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分别是CK(学科内容知识)、PK(教学法

知识)、TK(技术知识)、PCK(学科教学法知识)、T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PK(整合技术

的教学法知识)和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2)分析城乡教师在学历、培训和信念等方

面的差异以及TPACK与学历、培训和信念的相关性;(3)提出缩小城乡教师TPACK差距的建议。

(二)研究思路

第一,对国外学者Archambault等人的量表进行本土化改编[2-3],经过初测形成最终问卷。第

二,设计访谈提纲,对问卷内容进行补充调查。第三,运用SPSS21.0分析处理数据,得出城乡教师

TPACK结构中各个维度的水平现状和差异。第四,分析城乡教师在学历、培训和信念等方面的差

异以及TPACK与学历、培训和信念的相关性。

(三)调查工具

本研究调查采用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方式。借鉴Archambault等人的量表,在咨询了该领

域的部分专家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后,对调查量表进行了修改。为了保证量表的科学性,对修改后的

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通过Crorbachsα系数来考察其信度,信度系数为0.886,说明问卷信度较

高;采用KMO来检验其效度,效度系数为0.869,说明问卷效度较好;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

性水平为0.05,说明本问卷的效度很好,适合作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四)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向西部某市农村偏远地区的7所学校随机发放问卷200份,回收

问卷185份,回收率为92.5%,其中有效问卷为170份,有效率为91.9%。然后,在西部某城市地区

的5所学校随机发放问卷260份,回收问卷247份,回收率为95%,其中有效问卷为235份,有效率

为95.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总计

性别 男 156 38.5 405
女 249 61.5

年龄 20~28岁 64 15.8
29~40岁 154 38.1 405
41~50岁 148 36.5
50岁以上 39 9.6

学历 大专及以下 98 24.2 405
本科 279 68.9
研究生及以上 28 6.9

教龄 5年及以下 54 13.3
6~15年 126 31.1 405
16~25年 162 40.0
25年以上 63 15.6

职称 研究员 0 0
高级 95 23.5 405
一级 185 45.7
二级及以下 125 30.9

任教科目 文科(语文、英语、思品、历史、地理) 203 50.1
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164 40.5 405
艺术(音乐、体育、美术、书法……) 26 6.4
其他(信息技术……) 12 3.0

学校区域 农村地区 170 42.0 405
城市地区 235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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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分析

(一)农村教师TPACK水平现状分析

为了解西部某市农村教师TPACK结构中各个维度的整体情况,统计了所调查的农村教师

TPACK结构中各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2。调查中,农村教师的PK、TK和PCK的平均

值均高于中间值,说明农村教师的这3类知识水平较高。但农村教师的 CK、TCK、TPK 和

TPACK整体水平的平均值均低于中间值,说明农村教师的这4类知识水平很低,亟待提升。
表2 农村教师TPACK各维度水平现状

N Minimum Maximum Median Mean Std.Deviation

TK 170 1 4 2.00 2.36 0.722
PK 170 2 5 3.00 3.46 0.544
CK 170 2 5 4.00 3.67 0.575
PCK 170 2 5 3.00 3.43 0.602
TCK 170 1 4 2.00 1.34 0.574
TPK 170 1 3 2.00 1.08 0.616
TPACK 170 1 4 2.00 1.67 0.610

  (二)城市教师TPACK水平现状分析

为了解西部某城市教师 TPACK 结构中7个维度的整体情况,统计了所调查的城市教师

TPACK结构中各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3。调查中,城市教师TPACK结构中各维度的

均值具体情况如下:CK(3.80)>PCK(3.59)>PK(3.53)>TK(2.78)>TCK(2.64)>TPK(2.56)>
TPACK(2.20)。说明我国城市教师已较好地掌握了教育技术信息应用的相关知识,但将信息应用

技术整合于教学中的知识还有待提升。
表3 城市教师TPACK各维度水平现状

N Minimum Maximum Median Mean Std.Deviation

TK 235 1 5 3.00 2.78 0.814
PK 235 1 5 4.00 3.53 0.673
CK 235 2 5 4.00 3.80 0.644
PCK 235 1 5 4.00 3.59 0.677
TCK 235 1 5 2.00 2.64 0.816
TPK 235 1 4 3.00 2.56 0.674
TPACK 235 1 4 2.00 2.20 0.787

  (三)城乡教师TPACK水平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了解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TPACK水平的具体差异。假设样本的方差具有同质

性,故可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4所示,城乡教师在TK、PK和CK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而在PCK、TCK、TPK和TPACK整体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均值的差异值来看,城市

教师在这几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农村教师。结果表明,农村教师的PK和CK水平只略低于城

市教师,无显著性差异,但农村教师的TCK、TPK和TPACK整体水平与城市教师相比还有较大

差距。
表4 城乡差异对TPACK各维度影响的显著性检验

Area N Mean Std.Deviation Std.ErrorMean t

TK Rural 170 2.36 0.722 0.056 -0.559
Urban 235 2.78 0.814 0.053

PK Rural 170 3.46 0.544 0.042 -1.291
Urban 235 3.53 0.673 0.044

CK Rural 170 3.67 0.575 0.044 -2.033
Urban 235 3.80 0.644 0.042

PCK Rural 170 3.43 0.602 0.049 -2.486*

Urban 235 3.59 0.677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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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Area N Mean Std.Deviation Std.ErrorMean t

TCK Rural 170 1.34 0.574 0.044 -4.254*

Urban 235 2.64 0.816 0.053
TPK Rural 170 1.08 0.616 0.047 -7.497***

Urban 235 2.56 0.674 0.044
TPACK Rural 170 1.67 0.610 0.047 -7.569***

Urban 235 2.20 0.787 0.051

    注:*表示在.05水平(双侧)上有显著相关关系;***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有显著相关关系。

(四)城乡教师在学历、培训和信念等方面的差异分析

如表5所示,城乡教师在学历和培训方面有显著差异,在信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农村教师

中,只有43.6%的教师为本科或研究生学历,56.5%的农村教师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城市教师中,

99.1%的教师为本科学历或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只有0.9%的教师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很明显,城
市教师的学历水平高于农村教师。农村教师中,只有32.9%的教师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

的培训;城市教师中,78.3%的教师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
表5 城乡教师在学历、培训和信念方面的差异比较

教师

学历

大专

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培训

有 没有

信念

有 没有
合计

农村教师 96 70 4 56 114 148 22 170
56.5 41.2 2.4 32.9 67.1 87.1 12.9 100

城市教师 2 209 24 184 51 213 22 235
0.9 88.9 10.2 78.3 21.7 90.6 9.4 100

相关性渐进Sig.
(双侧) 0.000 0.000 0.253

  (五)城乡教师TPACK与学历、培训和信念的相关性分析

TPACK各维度与教师的学历、培训和信念的相关性分析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学历与教师

的TK、PCK、TCK、TPK和TPACK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是否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

与教师的TK、TCK、TPK和TPACK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信念和教师的

TK、TCK、TPK和TPACK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从相关系数来看,随着教师学历的提升,教师的

TK、PCK、TCK、TPK和TPACK水平也逐渐增高;参加过培训的教师以及具有教育信息技术应用

信念的教师其TK、TCK、TPK和TPACK水平更高。
表6 城乡教师TPACK水平与学历、培训和信念的相关性分析

学历 培训 信念

TK Pearson .100* -.263** -.202**

Sig. .044 .000 .000
PK Pearson .038 -.058 .055

Sig. .440 .246 .266
CK Pearson .047 -.009 -.046

Sig. .348 0.849 .359
PCK Pearson .168** -.035 -.088

Sig. .001 .487 .077
TCK Pearson .240** -.347** -.234**

Sig. .000 .000 .000
TPK Pearson .152** -.307** -.214**

Sig. .002 .000 .000
TPACK Pearson .275** -.363** -.226**

Sig. .000 .000 .000

        注:*表示在.05水平(双侧)上有显著相关关系;**表示在.01水平(双侧)上有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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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讨论

(一)结果

从前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教师的TPACK结构中各个维度和TPACK整体水平均值情况为:农村教师CK(3.67)>

PK(3.46)>PCK(3.43)>TK(2.36)>TPACK(1.67)>TCK(1.34)>TPK(1.08);城市教师CK
(3.80)>PCK(3.59)>PK(3.53)>TK(2.78)>TCK(2.64)>TPK(2.56)>TPACK(2.20)。

(2)农村教师的TK、PK和CK水平略低于城市教师,而PCK、TCK、TPK和TPACK水平远

低于城市教师。
(3)城乡教师在学历和参与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培训方面有显著差异,在教育信息技术应用信念

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城市教师的学历水平高于农村教师,有更多的城市教师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

应用方面的培训。
(4)TPACK与教师的学历、培训和信念呈显著正相关。
(二)讨论

1.农村教师TPACK水平现状分析

(1)农村教师的CK、PK和PCK分析

农村教师的CK、PK和PCK得分位于前3名,且均略高于中间值,说明农村教师对任教的学科

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以及学科教学法知识掌握得较好,这主要得益于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师培养模

式的影响。访谈中,多数农村教师提到CK、PK和PCK是师范教育和在职培训的主要内容,这也

就成了教师们最看重的部分。另外,近几年国家在政策上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如免费师范生政策、
特岗计划和顶岗实习等举措,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

(2)农村教师TK分析

这里的TK特指教育信息技术知识,此维度的得分排在TPACK结构中第4位,高于中间值,
说明农村教师拥有一定的教育信息技术知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该领域的知识一直处于更新变化

的状态,农村教师对该类知识的掌握逐步落后于时代。在访谈中得知,农村教师的TK主要源于师

范教育阶段的学习,参加工作后,没有获取最新教育信息技术的途径,加之自身驱动力不足,农村教

师TK的增长率几乎为零。
(3)农村教师TCK、TPK和TPACK整体水平现状分析

TCK被定义为“对技术和学科内容互相影响和互相限制的方式的一种理解”[4],即知道哪种技

术最适合用来表征该领域的学科知识以及根据学科内容如何选择最适合的技术知识。TPK被定

义为“对当具体技术应用时教学与学习如何改变的一种理解”[4],即利用技术实施教学、评价、教学

交互等活动,从而达到促进学生学和教师教所需要知识的发展。TPACK被定义为“一种涌现于学

科内容、教学法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4],即将技术整合于学科内容和教学法中,实现三者

的有效结合,发挥技术教学所需知识的最大优势。根据数据分析,这3个维度的得分低于前4个维

度,并且都远低于中间值,说明农村教师TPACK结构中有关技术方面的相关知识非常欠缺。结合

访谈得知:农村教师没有及时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学校缺乏硬件、软件与互联网支持;教师了解教育

信息技术应用的渠道不畅通;农村地区基于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改革停滞。以上这些弊端,严重阻

碍了农村教师TPACK的发展。

2.城市教师TPACK水平现状分析

(1)城市教师的CK、PK和PCK分析

城市教师在CK、PK和PCK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中间值,说明城市教师的教学水平较高,能
够基于学科知识特点和学生已有知识,寻找多种途径来表征学科知识。原因在于城市地区经济发

达,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要求高,招聘教师的条件严格,这就决定了城市教师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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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较好。另外,城市教师参加的培训、评比和竞赛较多,优越的学习环境和适当的竞争机制驱使教

师不断地学习。
(2)城市教师TK分析

城市教师TK维度的得分只略低于中间值,说明城市教师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技

术知识。在访谈中得知,目前该市的大部分学校积极响应新课改号召,提出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理念,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对教师进行包括电子白板、微课制作和网络平台使用等内容

的一系列培训;派教师到先进学校学习经验;定期举办一系列与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有关的竞赛活

动;许多学校的教室都配置了电脑、投影仪、电子白板和幻灯机等。多数教师已开始运用信息技术

来辅助教学,良好的技术环境促进了城市教师TK水平的提高。
(3)城市教师TCK、TPK和TPACK整体水平现状分析

城市教师TPACK整体水平的得分均低于单纯技术知识维度得分,说明城市教师将技术有效

整合于学科内容和教学法中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单纯教授技术并不能真正发展教师的TPACK水

平。城市教师TPACK整体水平较低的原因在于:培训只是针对教育技术的应用,忽视了技术、学
科内容和教学法三者的相互融合;没有梳理技术和学科内容表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如何使用技术

手段来帮助学生学习某一具体的主题缺乏思考。
(三)城乡教师TPACK差异原因分析

1.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差异

前面的调查得知,城乡教师在学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农村学校中,只有2.4%的教师具有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41.2%的教师具有本科学历,而56.5%的教师为专科及以下学历。在城市学校

中,10.2%的教师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88.9%的教师具有本科学历,只有0.9%的教师是专科及

以下学历。学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专业素养。除了学历,影响农村教师专业素养

提升的因素还有以下几点:师范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对农村教育有着轻视和抵触情绪;有的农

村教师本身对知识的掌握不到位,教学能力有限,而又不注重自身专业的持续发展,在专业发展的

道路上越来越落后[5];农村学校对教师在专业上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师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容易丧

失主动了解学科前沿知识和教学改革最新动态的意识,而TPACK是一种全新的教师知识,农村教

师不主动获取,学校也没有提供相应渠道,这就造成了农村教师TPACK水平低下的局面。

2.城乡学校信息化环境的差异

大部分农村学校地处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即便一些教师有心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
也苦于教室没有电脑、投影仪、幻灯机、互联网等设备。另外,农村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学生

信息技术的获取受限,缺乏基本的信息素养,不能配合教师完成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教学任务,为教

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增加了难度。这些因素阻碍了农村教师学习和应用TPACK。

3.城乡教师参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培训的差异

前面的调查显示,城乡教师在参加培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农村学校中,只有32.9%的教师

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在城市学校中,78.3%的教师参加过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

的培训。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比较前沿,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做得

较好,培训专家也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较偏,农村教师外出培训和请专家到校指

导的机会少,而TPACK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不良”的教师知识,没有系统的培训和观看TPACK
课例的直观感受,教师很难将其迁移到自己的教学中。

4.城乡学校管理理念差异

前面的调查显示,城乡教师在“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够促进教学”这一教育理念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城乡教师均认为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但访谈中,多数农村

教师提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仅与出勤率、学生成绩和工作量挂钩,对教师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没有实

质上的支持,而脱离教学科研又使得教师不能把握教学的前沿动态,不懂得信息化时代重建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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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大多数农村学校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整合技术的课堂教学改革,一方面认为

这样的改革会影响学生成绩,另一方面改革本身有难度。同时,学校不注重教师的专业发展,认为

教师的专业发展对于学生成绩的提升见效慢。所以,农村学校管理理念的落后也阻碍了教师的

TPACK发展。

四、农村教师TPACK发展建议

(一)提升农村教师的学历水平是根本

从前面的调查可知,城乡教师TPACK水平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差

异,主要表现在学历水平上。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就需要提升农村教师的学历水平。首先,要提高

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按地区的艰苦程度发放岗位津贴,并对农村教师的家属在工作上给予特殊关

照,同时,为农村教师提供住房,以解除他们在经济上和生活中的后顾之忧[6]。这样,学历较高的高

校毕业生才愿意服务于农村,从而有利于农村教师学历整体水平的提升。当一批批专业素养较高

的教师扎根农村时,他们对 TPACK的学习和应用必定会影响其他教师,这样有利于农村教师

TPACK整体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村教师到高校深造,提升学历,并从经济上给

予支持。农村教师在进修期间会接触到一些学科前沿知识和教学改革的最新动态,学历进修也为

农村教师了解和学习TPACK提供了渠道。最后,师范院校可以开发基于不同学科的TPACK课

程,加强师范生在大学期间对TPACK各单一知识维度的系统学习和对整合技术下课堂教学情境

的深入思考[7],这样有利于无论是城市教师还是农村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后对TPACK的应用。
(二)注重信息化环境的构建是条件

TPACK是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知识,教师要发展TPACK就离不开信息化环

境。首先,在农村学校设置计算机教室,尽可能多地配置电脑并连通互联网。农村教师可以通过网

络了解最新的教育技术和接触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便于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同

时,还能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搜索网络上的精品课程和教学案例进行自主学习。其次,农村教师

可以借助互联网和计算机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学生应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必备素质

之一。最后,基础的信息化条件,有利于教师响应新课改号召,推进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农村

教师在自主学习、帮助学生发展信息素养和尝试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自身的

TPACK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为此,国家应该投入资金建设农村教师培训网络平台,在平台上开放

与TPACK相关的一系列课程和案例,以及设置讨论区。讨论区的设置有利于农村教师提出自己

的疑问和思考,使所有教师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而促进农村教师TPACK的发展。同时,为农村

教师配备电脑,这样农村教师就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限制,与城市教师享有相同的培训机会。
(三)加强农村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是关键

由前面的调查得知,农村教师参与信息技术应用的培训机会较少,这就导致了农村教师TK的

提高极慢,农村教师TPACK现状决定了提升其TPACK水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应提高

农村教师参与培训的人数,让更多的农村教师有机会到教育发达地区了解和学习TPACK。其次,
改革教师培训形式和内容,增强培训效果[8]。农村教师参与培训的机会不多,机会成本较高,因此,
培训效果至关重要。从培训形式上来说,需要将不同方式的培训统整起来,从专业学习、同伴互助、
自主发展三条路径着手提升教师的TPACK水平[9]。最后,培训内容应结合学科,要基于具体学科

设置不同内容的TPACK课程,让教师真正掌握信息技术与本学科教学整合的方法,并把它有效地

迁移到自己的教学中[8]。
(四)更新农村学校管理理念是保障

一方面,农村学校需摒弃“分数第一”的观点,大胆地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推动信息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改变以往单一的评价方式,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评价考

核教师的指标,定期举行整合技术的课堂教学讲课比赛,这样既有利于激发农村教师学习T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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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又有利于教师间开展TPACK的交流。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注重唤醒教

师专业发展的主体意识,使教师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教师TPACK发展对于农村地区

教学水平提升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家研究院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在《认识如何学习》
中指出:“只要恰当地使用技术,技术在促进学生学业成就和促进教师教学上具有巨大的潜力。”[10]

从前面的调查可知,大部分农村教师都能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好的认识基础,如果学校能再加

以强化、创设条件、增强教师自主发展的内驱力,将有利于农村教师TPACK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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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DifferencesbetweenUrbanandRuralTeachersTPACKanditsCauses

ZHONGJiong
(ChongqingNO.110MiddleSchool,Chongqing400067,China)

Abstract:TPACKisthenecessaryprofessionalknowledgestructurefortheteachersinthenewera.In
theeraofeducationalinformation,theTPACKgapbetweenurbanandruralteachersdeterminesthe
educationandteachinggapbetweenthem.ThereforenarrowingtheTPACKgapbetweenurbanand
ruralteachersisconducivetonarrowingtheeducationandteachinggapbetweenthem.Thisresearch
analyzedstatusofurbanandruralteachersTPACK,differencesbetweenurbanandruralteachersin
TPACK,educationalbackground,trainingandbeliefandtherelevancebetweenTPACKandeduca-
tionalbackground,trainingandbelief,toexplorethespecificgapbetweenurbanandruralteachersin
TPACKandmainreasons,soastomakereasonablesuggestionsfornarrowingthegap.Theresults
found:Firstly,urbanteachersTPACKishigherthanthatofruralteachers.Amongthem,theurban
andruralteachershav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PCK,TCK,TPKandTPACKdimensions.Second-
ly,therewassignificantdifferenceineducationalbackgroundandtraining.Theeducationalback-
groundlevelandtrainingparticipationofurbanteachersareobviouslysuperiortothoseofruralteach-
ers.Thirdly,thereisacorrelationbetweeneducationalbackgroundandteachersTK,PCK,TCK,
TPKandTPACK.ThereisacorrelationbetweentrainingandteachersTK,TCK,TPKand
TPACK.ThereisacorrelationbetweenbeliefandteachersTK,TCK,TPKandTPACK.
Keywords:Ruralteachers;Urbanteachers;TPACK;Educationalbackground;Training;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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