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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CK框架下特殊教育教师的
专业发展新路径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视角

张 燕1,2,赵 斌1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2.西安欧亚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5)

摘 要: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阐

述特殊教育教师的TPACK知识框架内涵,审视TPACK框架下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发现我

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着“教师技术接受意愿不足,缺乏变革理念”“教师知识体系偏重学科教学知

识,忽视教学技术与辅助技术”“教师学科教学知识与技术的深度整合能力较弱”等问题。对此,应通过“促使

特殊教育教师角色转型,适应持续技术变革的挑战”“重构特殊教育教师知识体系,促进技术与特殊教育的深度

整合”“将TPACK作为特殊教育教师培训内容,合力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等措施,促进新时代特殊教育教师的

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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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是一门由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其中哲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既为特殊

教育的理论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又为特殊教育的实践创新不断开辟新的路径。进入21世纪,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开始进入特殊教育领域,为特殊教育的发

展带来重大机遇,由此我国特殊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但是,“技术”因素的加入使得教师

原有知识体系发生了变化,教师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需要解决的议题,其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就提出,当前存在的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开发能力不强、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

不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不够等问题制约着教育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1]。面对这种现

状,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PedagogicalandContentKnowledge,简称TPACK)
为教师专业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TPACK是教师将技术知识、教学法知识、学科知识三者进行有效整合而形成的一种知识框

架,强调技术对于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性,是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2]。特殊

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如盲生与聋生有着完全不同的信息接收渠道)以及特殊教育内容的复杂性,都
迫切需要技术与特殊教育学科的深度整合。因此,探讨TPACK框架下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有助于特殊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整合相关技术,提升教学效果,从而更好地满足特殊儿童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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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需求。这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能为我国特殊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本研究将对TPACK框架下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困境进行探讨,并结合困境产生的原

因,尝试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寻求有效路径,从而为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可持续化发

展以及特殊教育质量的改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TPACK框架内涵及特殊教育教师的TPACK知识结构

(一)TPACK框架内涵

舒尔曼(Shulman)教授认为教师知识是在教学法知识和学科知识的复杂互动中产生的,技术

知识是游离于教师知识之外的辅助知识[2]。2005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勒(Koehler)教授与

米什拉(Mishra)教授在舒尔曼“学科教学法知识”(PCK)的基础上,引入“技术知识”元素,提出

TPCK概念,后 改 名 为“整 合 技 术 的 学 科 教 学 知 识”(TechnologicalPedagogicalAndContent
Knowledge,简称 TPACK)。TPACK主要强调“技术知识”(TK)、“学科知识”(CK)、“教学法知识”
(PK)三个核心要素,由这三个核心要素交织形成了四个子要素,即“学科教学法知识”(PCK)、“整
合技术的学科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TPACK)[3]。TPACK框架下的理念并不认为技术知识是游离在教师知识体系之外的辅助知识,而主

张将技术知识纳入教师的知识体系中,并认为技术知识、学科知识与教学法知识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TPACK框架下的理念还强调教师要筛选并整合各个独立领域中的优势部分,使之形成一个新的有机整

体,持续不断地维持与创造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达到“1+1>2”的教学效果。
苏珊(Susan)等人提出整合技术教学的实施过程:第一,准确定位学生的需求及学习目标;第

二,选定恰当的技术;第三,选择时机将技术整合融入教学过程;第四,监控整合技术教学对学生的

影响[4]。由于每一种技术本身功能的可供性与限制性、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学生的多样性,
会有不同的境脉课堂,所以技术与学科教学内容的整合也是存在差异的[5]11。因此,教师在进行技

术与学科教学知识整合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教学法”和“学科”这三个核心要素,对于境脉课堂中

的其他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能忽视。TPACK是一个全新的教师知识领域,尽管

其本身仍然处于不断完善中,但是TPACK对于“技术知识”的重视以及将可利用的教育资源系统

整合为学生的学习资源以寻求便利的理念,是符合信息化时代教育发展趋势的。

图1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结构

(二)特殊教育教师的TPACK知识结构

TPACK与具体学科相结合是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此类研究的重要走向。在我国,TPACK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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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数学、英语、地理等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中,但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的

TPACK能力发展还尚未得到重视。鉴于特殊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技术与特殊教育学科的结合与

其他学科存在诸多不同。在特殊教育领域,技术主要通过“教学技术”和“辅助技术”两种形式为特

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来诸多机遇:“教学技术”可以帮助特殊教育教师创设更加生动的教学情

境、提供丰富的知识呈现方式、实施差异化教学、更好地监控与评价学生的表现等;“辅助技术”对于

特殊儿童的发展则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它可以补偿特殊儿童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延伸特殊儿童的

身体功能等。特殊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整合必将成为新时代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
特殊教育教师应该在何时、何地、选择何种技术促进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教师又应该如何将技术知

识与学科知识以及教学法知识进行整合使教学更加符合特殊儿童的认知特点,这些问题应得到研

究者们的重点关注[4]。
表1 特殊教育教师的TPACK知识框架

分类 知识内涵

学科知识(CK) 特殊教育教师的学科知识(CK)主要涉及学生应该学习什么的问题,类似于教师
所需的本体性知识,如培智学校的学科内容主要包括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
适应、劳动技能、唱游与律动、绘画与手工、康复训练等课程

教学法知识(PK) 特殊教育教师的教学法知识(PK)是指所有学科所共享的一般教学法知识,类似
于教师教学所需的条件性知识,如教师所掌握的讲授法、演示法、实验法、讨论
法等各种教学方法以及合作教学、差异教学、个别化教学等各种教学策略

技术知识(TK) 特殊教育教师的技术知识(TK)是TPACK框架中最具变化性的元素,在特殊教
育领域,教师除了需要掌握普通教师所需的各种教学技术,还要掌握点显器、读
屏软件、IPAD应用软件、PECS等辅助技术

学科教学法知识(PCK) 特殊教育教师的学科教学法知识(PCK)是指特殊教育教师在具体学科教学过
程中,针对不同的学科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法对其进行表征的知识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 特殊教育教师的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是指技术与一般教学法的互动
组合,即教师在教学活动环节借助技术实施教学设计、完成教学任务的知识

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TCK) 特殊教育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TCK)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所教学科知
识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技术手段呈现学科知识,从而使学科知识更加符合特
殊儿童的认知特点,更容易为教育对象所接受与理解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特殊教育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指特殊教育教师能够根
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全面考虑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和技术知识,针对不同
的教学内容灵活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并与相关的技术进行整合来开展教学,在
三者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层次整合[6]

二、基于TPACK框架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一)教师的技术接受意愿不足,缺乏变革理念

技术接受意愿作为一种内在动机深刻影响着特殊教育教师TPACK能力的发展,它是教师积

极参与TPACK活动的关键因素,也是教师技术整合能力发展的起点[7]。但是,目前我国特殊教育

教师普遍缺乏信息化的意识与理念,对于信息技术重要性的敏感程度还不够高,并未认识到信息技

术给特殊教育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缺乏应用信息技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

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本身具有复杂性、专业性等特点,而接受和学习新技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

精力,这会在无形中增加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负担。
除此之外,习惯了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教师往往缺乏变革理念,会本能地抵触或拒绝信息技术

给教育教学带来的巨大改变[8]。但是,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技术,这个活跃因素使得教

师的知识体系不断发生着改变,任何技术都处于一种随时会过时的危险之中,这就迫切要求教师树

立变革的意识,努力适应信息技术给教育教学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同时,教师要更新自身的教

育理念及知识体系,主动接受教育领域当中的各种变革,满足时代发展对特殊教育教师日益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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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需求,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时代教师。
(二)教师知识体系偏重学科教学知识,忽视教学技术与辅助技术

TPACK作为一个由多领域交织所形成的复杂知识体系,每个独立领域的发展都是教师

TPACK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技术因素的引入使得教师原有知识体系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教
师要形成整合技术的教学能力,就必须具备扎实的技术知识、教学法知识以及学科知识,并且能够

将三者进行有效整合。但是,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更注重的是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
学法知识”,对于“技术知识”的关注较少。在教学技术方面,高等师范院校往往只是开设一门通识

性的“计算机技术”或“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主要教授学生一些通用办公软件的使用,并未有针对性

地对不同学科应该掌握的不同技术进行分类教学,教育技术课程往往存在课程定位不清、教材内容

陈旧、缺乏学科联系等问题[9]。
辅助技术同样对于特殊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教师需要通过这些技术来维持、改善或弥补特殊

儿童受限的功能,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参与学习[10]。但是,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中很少

涉及教师应该掌握的辅助技术,以及根据特殊儿童的不同需要完成辅助技术的适配等相关知识。
在美国,辅助技术的适配知识是每位特殊教育教师都应该了解的内容。例如:美国马里兰州就要求

教师学习SETT理论,并根据SETT理论框架为学生完成辅具的选择,在SETT框架中,教师要搜

集学生本身、学生所处的日常环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明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最后将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与潜在的可用辅助技术进行适配,并
由此形成辅助技术的解决方案[10]。在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中涉及此类知识,不仅凸显了技术在特

殊教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技术课程的学科针对性,能够为特殊教育教师未来的

教育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教师学科教学知识与技术的深度整合能力较弱

TPACK并不是简单地将“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技术知识”进行叠加,而是教师要将这三

者整合为一体应用于教学当中,强调三者之间的交互性、整体性和融合性,也就是突出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法知识的深度整合[2]。这意味着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揭示出特殊儿童在技术支持的环境下

是如何思考和学习的,并运用技术来协调学科内容与学生需求、学习目标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

个新的有机知识体,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但是,目前高等师范院校仅关注“传授何种技术知识”
以及“如何传授技术知识”给教师,很少涉及“如何将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学科进行整合的教学”。
然而,“学习技术”与“学习利用技术”之间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如果只分别教给教师信息技术知识

和学科教学法知识,但不涉及知识整合的方法,那么很容易导致教师知识体系各部分之间因缺少融

合而产生割裂。教师在面对不同的学科内容时,如果具备关于应该选择何种教学方法以及何种技

术并对三者进行有机整合的知识,那么可以使学科内容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也可以使特殊

教育教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满足特殊儿童的教育需求。
现实中,教师往往误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看作将电脑教学技术应用在教学活动中的能

力,这极度窄化了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有调查表明,特殊教育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

课堂演示的占83.72%,创设情境的占69.25%,对学生进行个别化训练的只有22.22%[11]。由此可

见,目前,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还处于低级阶段[12],信息技术在特殊教

育领域内的应用还只停留在一种“呈现工具”的初始状态,而在更深层次上开展对特殊儿童特定领

域能力的干预、实施个别化教学、监控特殊儿童的学习表现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特殊

教育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知识的深度整合不足,不能使教师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

本性的改变,从而无法引发特殊教育教学的深刻变革[13];另一方面,特殊教育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知识的深度整合不足,也加深了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在信息化进程中的“数字能力”鸿沟,即尽管特殊

教育学校具备数字化教学工具及教学资源,但是因教师缺乏相关信息素养而无法利用这些工具或

资源,从而导致工具或资源的闲置或浪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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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PACK框架下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

(一)促使特殊教育教师角色转型,适应持续技术变革的挑战

1.增强教师变革意识,促使教师成为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随着技术作为一种学习工具融入特殊教育领域,教师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教师知识也从相对

静止走向了变动不居,这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特殊教育教师要

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水平,增强自身的变革意识,从传统的教育教学固有模式中挣脱出来,接受技术

发展给特殊教育带来的巨大改变。技术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升级,这会使得教师

的整个知识体系随时发生变化,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面对这种不稳定性,特殊教育教师

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成为终身学习的践行者,积极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不适应、困难和变

革[5]21,持续不断地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成为一名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的新时代教师。

2.提升教师的创新意识,促使教师成为教育技术的创新者

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模式,TPACK重新审视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强调教师要发挥

教育的主导作用,成为学生学习最有力的促进者。当前,教师的主导行为方式逐渐由课堂讲授为主

的显性行为转变为课外教学设计为主的隐性行为[14]。这就意味着,教师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应用

者,而是要主动地面对信息技术给特殊教育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发挥自身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探

索与创新,成为技术的设计者。有些技术并不是专为教育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所设计,不能直接

应用于特殊教育教学,但是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教师应该具备这样的敏感性,即善于找出各种技术与

特殊教育之间的契合点,发掘技术本身的教育可见性,针对特殊儿童的特点及需求对技术作出相应

的调整,使技术能够为特殊教育所用,从而发挥技术的最大效能。同时,教师也应该充分发掘身边

的资源,主动探索与创新各种有助于特殊儿童学习的新技术,成为教育技术的创新者,并将其成果

应用于教学中,帮助特殊儿童更好地学习。
(二)重构特殊教育教师知识体系,促进技术与特殊教育的深度整合

1.开设针对特殊教育学科的技术课程

在传统的培养模式中,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往往只看重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却
忽视了“技术”这个活跃因素对当今教师知识体系的重要影响。而美国通过“单独开设一门技术课

程”“将技术融入所有的课程内容之中”“在大学和K-12学校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创造丰富的技术学

习经验”“给予职前教师在该领域进行技术实践的机会”“提升对软件、硬件的可获得性”等一系列措

施,将技术知识整合进教师的知识体系中,其做法值得我们借鉴[15]。首先,我们应在完善技术硬件

和软件等设施的基础上,为特殊教育教师开设专门的教学技术和辅助技术课程。通过开设有针对

性的教学技术课程,促使教师广泛利用可以应用于特殊儿童教学的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为特殊儿童

提供多种知识识别手段、多种表达方式以及多种学习方式。通过辅助技术课程的开设,帮助教师了

解适用于每一类特殊儿童的辅助技术。例如:针对盲生设计的视觉增强技术、视觉替代技术;针对

聋生设计的听觉增强技术、听觉替代技术;针对有沟通障碍的特殊儿童设计的扩大和替代沟通技术

等。同时,也要教会教师如何进行辅助技术的适配,从而为每一位特殊儿童选择最有利于其发展的

辅助技术。

2.促进技术与特殊教育学科教学的深度整合

仅仅为特殊教育教师开设单独的技术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教会教师如何将技术与

自己的学科教学进行深度整合。安杰利(Angeli)等人就提出如果只针对TPACK中各自独立的知

识模块开展教学而不专门对 TPACK 进行特别指导,那么就不会带来教师 TPACK 能力的增

长[16]。因此,我们不能将眼光局限于教师的学科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技术知识(TK)的发

展,还要关注教师的“学科教学法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

知识”(TPK)以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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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已经从为教师提供单独的技术课程转向了为教师开设专门的TPACK课程,这也

是为了发展教师技术整合能力的一个新举措[17]。我国也应有选择性地为特殊教育教师开设相关

的技术课程。为此,可以尝试通过几种整合性途径提升教师的TPACK能力。
第一,增加微格教学、技术教学法或者专门的TPACK模块或课程,教会教师面对不同障碍类

型的儿童,应该怎样进行技术与学科之间的整合才能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使得教师能将各个元素

灵活地进行整合,以各类特殊儿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开展教学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辅助。
第二,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技术实践”的机会,使其在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开展教学设计、教学

实施以及教学反思的练习,从而有效提升其技术整合能力[18]。
第三,借鉴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提出的LBD(LearningByDesign)方法,在特殊教

育教师群体中形成“设计小组”,针对某一具体的教学问题,小组成员合作寻求对问题的技术解决方

案,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利用技术,同时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和发展“整合技术的

学科教学知识”(TPACK)[19]。
第四,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谢奎教授创立的EDCITE(EvaluationDigitalContentforInstructional

andTeachingExcellence)教师实践项目,在教给教师技术知识、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的同时,注重培

养教师对可应用于教学的数字化技术的评估能力,即教师要能够识别可以应用于教学的各种技术,
在评估各种技术质量的基础之上,最终确定使用何种技术能够使得教师的教学效果最大化。该项

目经过一年的实践,不仅提升了教师的 TPACK能力,还增强了教师在教学中应用技术的内在

动力[20-21]。
(三)将TPACK作为特殊教育教师培训内容,合力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

1.将TPACK作为特殊教育教师培训内容

技术因素的引入之所以会使教学过程变得复杂,一方面是因为新元素的加入使得整个教学系

统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培训支持教师将会无法完成“整合”的任务[5]42。2012
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推进

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的深度融合,为特殊教育教师专门建立网络研修社区,开展特殊教育

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专项培训”[22]。这启示我们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教师的TPACK能

力发展,通过建立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库或者网络研修社区等方法,将TPACK作为教师培训的内容

之一,通过技术的手段向教师传授技术知识,带领教师适应技术为特殊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持续不断

的新变化,积极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帮助教师深刻理解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同
时也教给教师一些具体的整合策略,使得技术为特殊教育所用,并在与特殊教育学科的整合过程中

发挥技术的最大效能。

2.加强特殊教育与技术学科之间的合作

特殊教育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特殊教育必须在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中才能够获得理论上的支撑与

实践上的进步。技术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也使得特殊教育专业必须建立起与技术学科、院校之间的

协作培养机制,打破高校教学与管理之间的壁垒,充分挖掘相关学科、院校的资源优势,并进行资源

整合。一方面,特殊教育专业可以与网络学院、计算机学院进行合作,通过开设相关选修课程或者

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及时更新特殊教育教师的技术知识,并促使特殊教育教

师借此对自身的学科知识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特殊教育专家与相关技术学科专家的教师

学习共同体,着力探究技术与特殊教育的深度整合策略,从而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技术发展给特殊

教育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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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rofessionalDevelopmentPathforSpecial
EducationTeachersintheTPACKFramework

———FromthePerspectiveofInformationTechnology

ZhangYan1,2,ZhaoB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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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umanitesandEducation,XianEurasia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TPACKisanimportanttheoreticalbasisfor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thenew
era.Thisstudy,throughelaboratingspecialeducationteachersTPACKknowledgeframework,puts
forwardthat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specialeducationteachersinChinaisfacing“teachers
technologyacceptancewillingisnotenough,lackingofaconceptofchange”,“teachersknowledge
systememphasizesmoreonthedisciplineteachingknowledgeandneglectsteachingtechnologyandas-
sistanttechnology”,“theteachersarenotcompetentindeep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
anddisciplineteaching”andsoon.Inviewofthis,thisstudyputsforwardsomeprofessionalim-
provementpathsforspecialeducationteachers,suchas“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teachers
rolestocontinuetoadapttotechnologicalchanges”,“restructuringteachersknowledgesystemto
promotethedeepintegrationofspecialeducationandtechnology”,“takingTPACKasteachertraining
contenttojointlyrespondtochallengesbroughtby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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