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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师教育的
研究热点与特点探析

———基于《教学与教师教育》2008至2017年载文分析

王 超,田 小 红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运用CiteSpaceV知识图谱软件,对 Webof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教师教育研究权威期刊《教

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08至2017年间的1430篇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自我

效能感”以及“教师教育实践变革”等4个方面。分析国外教师教育可知:在方式上,强调通过教师的自我发展

来推动教育质量改善;在内容上,由“教学分离”转向“以学为本”,重视职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方向上,以

构建教师教育发展体系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在方法上,坚持问题导向,提倡多元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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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各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和制定教育政策的核心。教师是

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体现了教育的整体质量。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教师队伍

的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教师教育制度变革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有连续性的国家政策,旨
在提高我国教师专业地位、培养业务能力精湛且教学能力突出的世界一流教师[1]。2018年1月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表明我国政府已经从

国家战略层面上认识到了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

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好[2]。在我国参与构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

过程中,除了要切实提高本国的教师教育质量,还要关注国外教师教育变革的新态势。那么,目前

国外教师教育研究出现了哪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议题呢? 本文通过对2008至2017年教师教育研究

领域CSCI期刊《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的载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剖
析了国外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与前沿问题,以期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LawofBradford):“大多数关键文献通常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

期刊,这些期刊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学科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学术水准。”[3]在教师教育研究领

域,《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属于权威期刊,其刊载的文献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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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西方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前沿动态。根据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的期刊引

证报告显示,2018年该期刊的影响因子高达2.473,在教育研究领域排名第2(见表1)。
表1 2018年《教学与教师教育》引证报告(部分)

期刊名称 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

WebofScience论文数 1432
排名 2

被引频次 15563
5年影响因子 3.335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274
期刊影响因子 2.473
期刊所在国 英国

分区 Q1
论文影响力 0.708

注:资料来源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经整理而成

本研究以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检索条件设置如下:出版物名称为Teach-
ingandTeacherEducation;文献类型为Article;语种为English;索引为SCI-EXPANDED,SSCI,

CCR-EXPANDED,IC;时间跨度为2008至2017年。之后,利用CiteSpaceV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去重操作,共获得1430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和文献共被引分

析,探究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热点与知识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热点变迁与研究主题的发展轨迹

进行探讨。
关键词共现图谱是通过对主题词、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揭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演变状

况、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等[4]79。CiteSpace软件中的频次及中心性能够反映特定阶段的研究热点,
因此,可以运用CiteSpaceV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条件设置如下:年度区间设定为2008至2017;
时间切片(yearperslice)设定为1;主题(term)和关键词(keyword)作为节点类型(nodetypes)。运

用CiteSpaceV软件生成国外教师教育研究主题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接着利用“Export-
NetworkSummaryTable”功能,得到有关2008至2017年教师教育研究的主题词频次、中心性等

基本信息的列表(见表2)。该主题词的统计情况是被引频次在50次以上、中心性高于0.05。图1
显示关键主题词节点N=167(表示出现的所有主题词),节点间的连线E=513条(表示主题词间

的关联),ModularityQ=0.4068(模块值>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0.5954(平
均轮廓值>0.5说明聚类比较合理)[5]。

图1 《教学与教师教育》载文主题词共现图谱



利用CiteSpace中的“spotlight”功能对图谱中的关键节点与连线进行了显性化处理,以凸显中

心性较高的关键词及其之间的关联。通过图1可以发现,“教育(education)”“专业发展(profes-
sionaldevelopment)”“信念(belief)”以及“知觉(perception)”等词是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的关键节

点。通过表2可以发现,“新手教师(beginningteacher)”“教师行为(teacherbehavior)”“教师信念

(teacherbelief)”以及“教师自我效能感(teacherself-efficacy)”等词的中心性较高,从频次来看“教
育(education)”“专业发展(professionaldevelopment)”“学校(school)”“教师(teacher)”“学生

(student)”和“教师信念(teacherbelief)”等词均超过了100次。
表2 国外教师教育研究2008至2017年高频关键词(局部)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74 0.14 beginningteacher(新手教师) 11 149 0.08 student(学生)

2 52 0.13 teacherbehavior(教师行为) 12 76 0.08 studentteacher(职前教师)

3 145 0.11 teacherbelief(教师信念) 13 72 0.08 motivation(动机)

4 53 0.11 teacherself-efficacy(教师自我效能感) 14 83 0.07 identity(身份认同)

5 354 0.10 education(教育) 15 215 0.06 professionaldevelopment(专业发展)

6 185 0.10 school(学校) 16 100 0.06 perception(知觉)

7 72 0.10 community(共同体) 17 88 0.06 experience(经验)

8 61 0.10 reflection(反思) 18 68 0.06 reform(改革)

9 78 0.09 context(背景) 19 113 0.05 classroom(教室)

10 165 0.08 teacher(教师) 20 63 0.05 impact(影响)

21 58 0.05 attitude(态度)

  在文献计量学理论中,文献共被引反映的是某领域在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内容

和方向,即研究热点[6]。因此,设置共被引文献(citedreferences)作为主要的网络节点,生成教师教

育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以厘清教师教育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为此,本研究整理出10篇影响力

较大的共被引文献(见表3)。综合高频主题词表2及高被引文献表3,可以发现,当前国外教师教

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自我效能感”以及“教师

教育实践变革”等4个方面。
表3 国外教师教育研究2008至2017年影响力较大文献

序号 被引频次 作者 时间(年)中心性 文献名称

1 49 AVALOSB 2011 0.32 “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TeachingandTeacher
Educationovertenyears”
(《<教学与教师教育>》近十年教师专业发展述评》)

2 45 DESIMONELM 2009 0.22 “Improvingimpactstudies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
ment:towardbetterconceptualizationsandmeasures”
(《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朝向更好的概念化与
测量方法迈进》)

3 28 VESCIOV 2008 0.32 “Areviewofresearchontheimpactofprofessionallearning
communitiesonteachingpracticeandstudentlearning”
(《专业学习共同体对教学实践和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述评》)

4 25 BEIJAARDD 2004 0.10 “Reconsideringresearchon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
(《对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再思考》)

5 25 ZEICHNERK 2010 0.26
“Rethinkingtheconnectionsbetweencampuscoursesand
fieldexperiencesincollegeanduniversitybasedteacheredu-
cation”
(《对高校教师教育中校园课程与田野经验的再思考》)

6 22 KlLASSENRM 2011 0.11 “Teacherefficacyresearch1998–2009:signsofprogressor
unfulfilledpromise?”
(《教师效能研究1998-2009:进步的迹象还是未实现的承诺?》)



 续表3

序号 被引频次 作者 时间(年)中心性 文献名称

7 22 MORANAMT 2007 0.22 “Thedifferentialantecedentsofself-efficacybeliefsofnovice
andexperiencedteachers”
(《新手教师与经验型教师自我效能信念差异的原因》)

8 20 KLASSENRM 2010 0.12 “Effectsonteachersself-efficacyandjobsatisfaction:teach-
ergender,yearsofexperienceandjobstress”
(《教师性别、工作年限和职业压力对教师自我效能感和工作
满意度的影响》)

9 20 FLORESMA 2006 0.06 “Contextswhichshapeandreshapenewteachersidentities:
amulti-perspectivestudy”
(《新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情境:一个多重视角的研究》)

10 20 SKAALVIKEM 2010 0.13 “Teacherself-efficacyandteacherburnout:astudyofrelations”
(《教师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二、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一)关注教师主体性的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研究

教师专业认同反映出教师(包括职前教师)对“专业教师”这一身份的认知、态度和情感[7]57。这

意味着教师的自我意识、生命体验、实践知识等在参与教师专业身份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关注教师主体性在专业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此外,身份认同

(identity)、动机(motivation)、知觉(perception)、反思(reflection)、态度(attitude)、经验(experience)、背
景(context)等高频主题词的出现,凸显了研究者们对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关注。结合共被引文献

及相关文献分析可知,当前关于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以职前教师或新手教师为

主,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形成原因与提升专业认同方法等方面。

在追求宏大叙事和崇尚工具理性的时代背景影响下,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研究往往忽视教师个

人主体性的作用而片面强调政治、社会等宏观层面对教师专业身份的形塑功能[7]57。受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影响,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微观的、后结构的和日常性的话语体系来展开研

究,注重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情境性、复杂性与建构性等特征[8]。弗洛雷斯(FloresM.A.)等人通

过对14名新手教师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从个人因素、专业因素、情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等方

面,探讨了新手教师专业认同形成及重塑的途径。他们的研究显示了新手教师的个人经历与工作

环境在其专业身份认同的形成、构建和重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合作型文化环境中工作的新手教

师,更有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教学态度;个人经历在其教学实践、专业身份认同及其重塑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功能。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显示职前教师教育项目的影响力相对薄弱,这可以通过加强职前

教师实践体验的机会、反思个人经历和改善学校文化环境等方式来增强职前教师对其专业身份的

认同感[9]。心理学中的对话自我理论为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方法。该理论认

为,教师在形成对其专业身份的认同过程中不能把“成为教师”当作终点,而应该看作多个“我的身

份”(I-position)①之间进行持续协商的过程。教师身份的多样性、不连续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决定了

教师要以多种方式跟自己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处理好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这也意味着教师身份

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想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需要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教师在日常生活

中、在教育变革或职业转型时所面临的各种疑惑、困境和不确定性因素[10]。这些研究启示我们,关
注教师的主体性,理解教师自我意识与具体情境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是提升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

① “I-position”是对话自我理论的基本概念,强调了自我关系中“position”(立场、态度、身份)的变化。



有效途径。
因此,增强职前教师与新手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感已日益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通过开展职

前教师教育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准教师们的专业身份认同感。例如:一些研究者对悉尼大

学两年制教育学硕士中的270名一年级学生进行了一学期的追踪调查,探讨了职前教师对专业反

思与教师自我形象(self-imageasateacher)之间的关系问题。结果显示,更多的学生倾向于站在教

师而非个人的角度反思所遇到的教育问题。研究指出,在职前教师教育阶段,准教师们已经开始建

立他们作为教师的形象,同时强调了技术、在线学习的组织与设计对职前教师学习的潜在影响[11]。
此外,有的混合研究还探讨了职前教师和新手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认为教

师专业身份认同具有六大要素,即价值、效能、情感、义务、知识和信念。结果表明,职前教师和新手

教师往往对教学活动持有一种天真的、理想化的认知,而离职教师大部分是因为职业情感枯竭产生

职业倦怠[12]。所以,不管是职前教师教育还是在职教师培训,其项目设计都要关注教师专业情感

的发展,关注教师的生命体验在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形成、建构、重塑中的重要意义。
(二)以教师专业学习为核心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教师教育通常是指职前教师培养和在职教师进修相统一的专业化教育。因此,“教师专业发

展”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也就不足为奇。表2中的新手教师(beginningteacher)、教育

(education)、专业发展(professionaldevelopment)、共同体(community)、背景(context)和反思

(reflection)等词成为高频词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词同时还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反映出教师专业

发展研究领域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和比较成熟的研究主题[13]。表3中序号为1、2、3的

文献具有较高的中心性,表明这3篇文献研究的主题在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影响力较大。通过对

这3篇文献的分析发现,目前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

面上,主要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教师个人因素与专业发展效果

之间的关系。
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不断提高专业水平,获得新知识、新技能并提升专业地位的系统的、持

续的复杂过程[14]。从某种程度上看,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教师进行专业学习的过程。一些学

者指出:“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核心是理解专业发展关于教师学习和如何学习以及将所学的知识转

化到教学实践中并能使学生成长获益的复杂过程。”[15]劳拉·M·德西蒙(Laura.M.Desimone)提
出,在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有效专业发展(effectiveprofessionaldevelopment)的
核心特征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commonconceptualframework)[16]。她认为

使用共同概念框架进行研究,将会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质量。为此,她提出了教师专业研究核

心概念路径模型(pathmodel),如图2所示[16]。该模型反映出了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知识和信念、
课堂教学实践以及学生学业成就四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还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整个过程。
首先,教师能够体验有效的专业学习活动。专业学习活动的有效性体现在准确聚焦预期的学习内

容、教师主动学习、活动的一致性、持续的学习时间以及共同参与5个方面。其次,通过专业学习,
增加教师知识、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改变教师信念和态度。再次,教师借助新知识、新技能或新态

度、新信念,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最后,通过教学变革,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此外,一
些背景因素在该模型中发挥着中介和调节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具有系统性、
持续性和复杂性的活动,专业学习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在专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教师合作学习和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设日益引起教师教育研究者们的关注。一些研究从

实证角度探讨了新手教师的教学效能、教学参与度与专业学习信念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了

新手教师的动机结构与合作型专业学习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鼓励教师进行合作学习、为教

师提供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能够提高教师专业学习效果;教师个人品质如信念、韧性等,不仅可以帮

助教师应对复杂困难的工作,而且可以使教师成长为具有“开放、参与和健康心态”的专业人才[17]。



一些研究者认为,一个良好发展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业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要建立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假设知识来源于教师的日常生活经验,理解这些

知识最好的方式是与那些共享相同经验的人展开批判性对话;二是假设教师积极参与专业学习共

同体将会提高教师专业知识水平以及学生学业成绩[18]。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核心目的在于通

过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因此,学习共同体对教师实践的一个重要影

响是使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并改善学校的教学文化环境。
此外,教师专业学习需求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因国家传统、主流文化、政策环境和学校文

化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因素也会在不同层面对教师的专业学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未来研究,既可以从宏观上探究政策、文化、历史传统等外部因素对教师专

业发展内容、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也可以从微观上探究教师的认知、情感、行为等个人特点对教师专

业成长的作用。而后者的研究会因为教师个人动机、生活经历、特点的不可控而显得更为复杂和

有趣。

图2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核心概念路径模型

(三)以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为方式,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从新手教师(beginningteacher)、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信念(belief)、动机(motivation)、
态度(attitude)和影响(impact)等高频词可以看出,教师效能感研究是当前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热

点。在研究对象上以新手教师为主;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等方

面,并呼吁增加有关教师集体效能感的研究。
自我效能感在教学和学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最重要因素是

实习和入职期间积累的教学经验。班杜拉(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

己能成功实施特定行为的一种信念。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初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malleable),所以

教师第一年的教学经验积累对教师效能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19]。一些研究者通过对255名新手

教师和资深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来源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直接经验是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
所以新手教师的平均自我效能感低于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群体。对于新手教师来说,拥有的教学

资源和支持性人际关系(同事、领导、家长、社区)对自我效能感的增强影响更显著[20]。还有研究者

对来自加拿大西部的143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了教师经验、特质、自我效能感、工作压

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表明:教师的工作经验与教师自我效能感呈非线性关系,从
职业生涯初期到职业生涯中期教师自我效能感呈现开始上升、随后下降的趋势;女教师的工作压力

和课堂管理压力较大,课堂管理的自我效能感较低;工作负荷越大的教师,课堂管理的自我效能感

越强;课堂压力越大的教师,自我效能感越低,工作满意度越低;教年幼儿童的教师自我效能感水平

较高;在班级管理和良好教学能力方面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也越高[21]。由此

说明,教师自我效能感因教师工作经验、性别、工作压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一刀切”式的专

业发展设计可能有时并不奏效,只有制订适合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专业发展方案,才能有效提升教

师专业能力,并且增强新手教师对未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信心。



班杜拉(Bandura)将集体效能感定义为:“集体对组织和实施达到一定成就水平所需行为过程

的联合能力的共同信念。”[22]教师的集体效能感与自我效能感和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也引起

了学者们的关注。一些研究指出,已有的关于教师集体效能的研究开始探讨集体效能感与学生学

业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区域也从美国拓展到意大利、加拿大、以色列、挪威和中国等国家。总体而

言,已有研究对集体效能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刻,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缺乏定性研究和追踪

研究[23]。其中,测量方法与现有理论之间的一致性不足,是阻碍集体效能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
进一步提高测量工具(如集体效能量表)的效度,夯实集体效能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解决问题的途

径。另外,教师教育研究者要注重研究如何开展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关注不同发展阶段教师

效能感的来源与影响因素,从而制订面向不同经验水平、个性特征的教师专业发展方案。教师教育

研究者还要积极与一线教师合作,探究教师效能对教学实践有哪些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等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教师效能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发生机制。
(四)全面推进教师教育实践变革

职前教师(studentteacher)、新手教师(beginningteacher)、教师(teacher)、经验(experience)、
变革(reform)、教室(classroom)、学生(student)以及学校(school)等高频主题词,反映了当前国外

教师教育研究中呈现出一种实践性取向。分析发现,教师教育实践变革包含了“提升学生学业成就

的教师教育课程变革”和“突出终身学习理念的教师教育体系变革”两大主题,体现了教师教育实践

从内容到制度全面推进的特点。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始终是教师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24],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

同的表征:一种表征强调“应用理论”的教师教育模式,即职前教师先在大学中学习理论,然后在教

学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另一种表征强调“实践学习”的教师教育模式,即新手教师的大部分教学知

识都能够在教学中获得,高校教师的教育作用可以被尽可能弱化但不会带来恶果。这两种观念都

反映了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运用第三空间(ThirdSpace)理论①,将
大学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的实践者以及学术性知识联系起来。一方面,在课程中融入教师

实践活动,如将教师写作与研究融入课程中,以便学生既能学习理论知识又能学习与教学有关的实

践性知识;另一方面,将更广泛的社区知识融入职前教育中,如发展与社区的关系等,这些将会影响

职前教师未来文化能力的发展[25]。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从而提高学

生学业表现。因此,教师教育课程的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课程专家给出的权威知识,而是强调课程

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即引导教师在真实情境中认识、体验和反思,从而促进教师的教育信念、态
度、知识、责任、能力、体验和实践等各方面综合发展[26]45。这也说明,学术性知识不再是教师教育

课程内容的唯一来源,职前教师的自传故事(autobiographicalstories)也可以作为有力的、深刻的课

程资源而存在。尤其是那些痛苦的、失败的学习经历,揭示了职前或新手教师作为学习者,在面临

社会文化不平等的境遇下“如何去学习”的奋斗历程,能帮助教师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有

效教学[27]。
教师教育领域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钟摆现象”,这要求政策制定者不断地进行教师教育体

系的变革。这可以从各国纷纷出台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入职标准、教师从业标准等文件,以及完善

教师资格制度、规范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政策中反映出来。同时,教学活动的复杂性要

求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教学实践。所以,教师教育活动,贯穿于教师专业生涯的全部过程。

① 第三空间理论强调个体要运用多重话语来理解世界。该理论拒绝简单的二元对立,如实践和理论的对立、实践经验和学术知识

的对立等,并运用新的方式整合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话语,将“要么、要么”转变为“两者都”。参见资料:ZEICHNERK.Rethinkingthe

connectionsbetweencampuscoursesandfieldexperiencesincollegeanduniversitybasedteachereducation.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2010,61(1-2):90.



佐证之一,即表3中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其涵盖了从职前教师培养到入职教师适应最

后到在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教师教育体系的改革不仅要做好这3个阶段在制度层面

的衔接,还要突出终身学习理念,将正式的教师教育项目与非正式的教师教育活动相结合,扩大教

师专业学习的途径和机会。

三、国外教师教育的特点与前景展望

(一)在方式上强调通过教师自我发展来推动教育质量改善

受到建构主义知识观和人本主义教师观的影响,教师教育在方式上日益强调教师的自我发展。
传统教师教育重视系统的教育教学知识传授,注重通过客观知识的讲解来展开教学,在评价机制上

侧重于标准化考试[26],由此形成了一种“应用理论”的教师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在知识观上秉持客

观主义原则,容易导致工具主义的教师观。教师关于教育教学的知识,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在
内容构成上既有客观性知识(如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等)又有主观性知识

(如教学方法的情境性、教育方式的复杂性等);在获取方式上既有教师或者准教师主动建构的,又
有受教师经历、人格特质、工作氛围、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被动

形成的。
如前所述,近年来的教师教育研究更加关注教师的主体性存在,并强调从生命哲学视角来观照

教师的专业成长。教师不再是某种理念或制度下的“实验品”,而是自身专业发展的主导者、学校教

育教学的重要实践者。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核心素养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在“核心素养”理
念影响下的教师,必然会更加积极地提高自身专业发展水平,主动投身于教育教学实践变革中,从
而推动我国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在内容上由“教学分离”走向“以学为本”,重视职前教师实践能力培养

教师教育知识观的变革引起了教师教育实践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师教育课程往往以知识为

中心,忽视教育实践活动,从而导致了教师与学生的分离、教学内容与实践的分离。由此培养出来

的教师可能具备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缺乏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学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复

杂的实践活动,因而教学实践应是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教育的成效最终要通过教育教学实践的成果来检验,即依据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学业表现

进行评价。国外教师教育研究者十分关注教师教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因此,在内容设计上倾

向于坚持“以学为本”的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在师生关系上,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要以学生的“学”为依据;在职前教师培养上,一方面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

教学观的引导,另一方面则为职前教师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职前教师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

不断检验、反思、总结、提升自己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能力。
(三)在方向上以构建教师教育发展体系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

教师教育实践方式的变革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予以规范和保障。国外的教师教育研究涉及

了职前教师教育、入职教师教育以及职后教师教育等正规教师教育项目,同时也研究了由社区、社
会组织等提供的非正式教师教育项目。这些教师教育项目都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和服务。构建

从职前到职后的培养与培训教师教育发展体系,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力量,国家、社会机构、专家及教

师在这个体系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推动教师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
此外,各国的教师教育制度由于受本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我国在进行教师教育改革时,一方面要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另一方

面要立足于我国传统与现实,从我国深厚的教师教育思想文化积淀以及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汲

取精华,从而把握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向。坚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人文主义方向,秉
持中庸的实践性原则,坚持系统开放与多元化发展举措[28],以此推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模式的形



成与发展。
(四)在方法上坚持问题导向,提倡多元的研究方法

教师教育的实践性取向,要求在方法上将教师教育研究视为在教育实践情境中不断生成与建

构的过程[4]81。国外教师教育研究者的方法意识十分突出,研究方法较为多元。实证研究仍然是国

外教师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随着以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研究范

式的盛行,民族志、叙事研究、个案研究等质性的教师教育研究也日益增多。在其研究中更加注重

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关注教师教育的情境性和复杂性特征,重视探究教师专业身份认同,探究教

育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强调教师个人的体验与反思,直面教育实践中产生的真实问题及其

原因。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实证研究热潮,这反映了我国教育研究者对教育

学前途的思考,也是我国教育学走向科学化的必经之路[29],体现了当代我国教育研究者的理论自

觉与实践意识。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教育研究者需要提高实证研究的质量与水平,运用实证研究

的范式与方法,科学地探讨和评价教师教育的模式、成效等可以量化的问题,为我国教师教育政策

的制定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同时,国外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在教师教育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并不

能通过量化的方式获得解决,实证主义也可能导致谬误。因此,我们需要以问题为出发点,关注教

师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如教师的主体性存在等)[30],坚持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

则,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不断提高我国教师教育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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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TopicsandCharacteristicsofInternationalTeacherEducation
Research:BasedontheLiteratureof“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PublishedBetween2008and2017

WANGChao,TIANXiaohong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WiththeknowledgemapsoftwareCiteSpaceV,thispapercarriedoutvisualanalysisonthe
citationnetworkof1,430researchdocumentscollectedfrom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anau-
thoritativejournalinthefieldofteachereducationresearch,from2008to2017.Theresultsshowthat
thehottopicsofcurrentteachereducationstudiesincludesteacherprofessionalidentity,teacherpro-
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self-efficacyandteachereducationpracticereform.Foreignteachered-
ucationemphasizespromotingtheimprovementofeducationqualitythroughself-development.From
“teachingseparation”to“learning-based”incontent,weshouldattachimportancetothecultivationof
teacherspracticalabilitybeforestartingworking.Constructingteachereducationdevelopmentsystem
andstrengtheningsystemconstructionarethedirectionoffuturedevelopmentofteachereducation.By
adheringtotheproblem-orientedandutilizingthepragmatismmethodologyofmultiplemethods,the
qualityandlevelofteac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canbeimproved.
Keywords:foreignteachereducation;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identity;change
inteachereducation;literatur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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