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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绘制与分析CNKI核心期刊中有关教师专业发展文献的知识图谱,揭示了近20年我国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演进历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发现: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

发展、被持续关注和缓慢下降等4个阶段,在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途径4个方面呈现规律性变

化。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国家新政策将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新动力;教师自主发展研究将成为

研究新焦点;技术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将备受关注;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将逐步深入;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范式有望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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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

“教师专业发展”,国内至今未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综合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
一是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就是教师本身的专业成长过程,如叶澜教授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应该理解

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或教师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1];二是认为“教师专业发

展”就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如台湾学者罗清水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为提升专业水准

与专业表现而经自我抉择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与学习的历程,以期促进专业成长改进教学效果,提高

学习效能”[2]。这两种观点一脉相承,都体现了我国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内涵更全面、更立体的

认识,都推动了我国研究者对该领域不断展开更丰富的研究。
为直观呈现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变路径,本文对近20年(1998-2017年)

CNKI核心期刊中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统计和可视化分析,以期探寻未来一

段时间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CNKI学术总库”为数据源,利用高级检索功能,以“(核心期刊=Y)并且年(1998至2017)
并且(题名=教师专业发展)(精确匹配)”为检索条件,共检索出2229篇期刊论文。本文以此2229
篇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样本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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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技术对文献信息进行处理。文献计量法是一种以研究

领域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探索文献的各种特征及量变规律,以此来描

述、评价和预测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方法[3]。为直观反映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

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本研究还使用了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概况

(一)发文量及年度分布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研究起步于世纪之交,随后迅速升温发展,之后关注

度虽有起伏,但总体保持较高水平。据此可知,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
被持续关注和缓慢下降4个阶段。

图1 发文数量与年度分布情况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萌芽起步阶段。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关于“教师专

业发展”一词出现在文献题名中的情况是:1998年之前并未含有这样的文章,1999年时出现了第

1篇,2000年空缺,2001年有4篇,2002年有20篇,2003年有44篇。在这个阶段,教师专业发展研

究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我国有学者开始聚焦该领域并进行相关研究。此时,恰好是新课

程改革启动时期,该领域出现初步发展的迹象应该与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有密

切关系。

2004年至2008年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迅速升

温,直至2008年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研究的文献发文量达到顶峰,共计191篇。

2009年至2013年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被教育研究者持续关注阶段。这一时期,该研究

领域的发文量虽有波动,但年均发文量仍维持在175篇以上,其中2013年发文量达到又一高峰,共
计191篇。这可能是由于2011年和2012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和《教
师专业标准》两个文件。“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再次引起了我国学者对该

领域的重视。

2014年至2017年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缓慢下降阶段。随着时间的延长和研究的深入,
该领域的研究日益成熟,但同时要取得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成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由此发文量

缓慢下降。
(二)文献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由图2可以看出:姜勇(10篇)是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核心期刊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其
次是胡惠闵(9篇)、卢乃佳(8篇)、汪明帅(7篇)、李森(7篇);再次是李剑(6篇)、曲铁华(6篇)、林
浩亮(6篇)、江世勇(6篇)、张忠华(6篇)、顾小清(6篇);最后是发文量在3~5篇的作者,其人数更

多。由此可见,有部分学者对该领域保持着持续关注,并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分析以上

作者所属机构发现,61.97%的高产作者均来自高等师范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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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作者与文献数量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各机构发文数量,笔者将近20年发表10篇及以上论文的机构及其发文量进行

整理后制成图3。由图3可以发现:高等师范类院校发文量占论文总量的36.65%;教育部6所直属

师范大学发文量占总量的16.69%;华东师范大学在该研究领域表现突出。这说明高等师范类院校

研究人员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和主力军。同时,图3数据也表明,基础教育(包括教研室、管
理机构和中小学)人员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贡献还不够。

图3 作者所属机构与文献数量分布情况

(三)论文来源期刊分布

由表1可以看出,刊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论文的核心期刊比较集中,载文量居前20位的核心

期刊载文总量为1401篇,占文献总量的62.85%。这些核心期刊均属于教育类,且大多属于综合

教育类。由此可见,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
表1 载文量居前20位的核心期刊文献数量分布

序号 刊名  载文量(篇)比例(%) 序号 刊名  载文量(篇)比例(%)

1 教育理论与实践 132 5.92 11 教育发展研究 61 2.74
2 中国成人教育 127 5.70 12 全球教育展望 52 2.33
3 教学与管理 120 5.38 13 中国电化教育 48 2.15
4 当代教育科学 120 5.38 14 继续教育研究 43 1.93
5 教育探索 105 4.71 15 中小学管理 41 1.84
6 教育与职业 92 4.13 16 外国教育研究 40 1.79
7 教师教育研究 77 3.45 17 教育导刊 39 1.75
8 中国教育学刊 70 3.14 18 现代教育科学 36 1.62
9 上海教育科研 66 2.96 19 现代教育管理 35 1.57
10 中小学教师培训 62 2.78 20 课程·教材·教法 35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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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热点与演变路径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2229篇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绘
制了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在图4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圆形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

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代表这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4]。通过分析关键词共现知识

图谱中各节点的大小,可以发现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
另外,表2还列举了近20年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文献中出现频次大于10的关键词(其中一

些如教师、专业发展等词汇没有呈现)。
表2 出现频次大于10的关键词

初现年份 关键词 频次 初现年份 关键词 频次

1999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教师专业知识 15
专业发展问题 13

在职教师 11
小学教师专业 23

培训者 18
学习活动 18
价值取向 15

教师专业标准 15
反思性实践 10
教师教育 72
学习过程 22

校本课程开发 12
专业发展学校 12
专家型教师 11
个案研究 10

教育教学行为 10
中小学 10

校本培训 66
教师专业化 50
行动研究 47

美国 36
实践智慧 31
信息技术 26

教师专业水平 22
反思 20

教师专业素质 24
教学效果 23
教学质量 19

反思性教学 16
教学工作 14
反思能力 11

新课程改革 30
幼儿教师 28
集体备课 26
影响因素 20
同伴互助 20

教师专业能力 18
主体性 14

农村教师 46
校本研究 27
备课组 13
年级组 1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青年教师 36
对策 28

实践性知识 27
困境 24

教学研究 18
教育叙事 12

策略 42
教育改革 27
校本教研 25

学习共同体 23
教育事业 10

模式 17
教育理论 17
教育智慧 16
小学教师 16
教育实践 16
体育教师 24
新课程 24

教育理念 19
英语教师 18
教师发展 17

途径 17
学科教学知识 12

合作文化 10
高校教师 41

中小学教师 28
大学英语教师 19
实践共同体 13
知识结构 22
教学艺术 21
外语教师 13

问题 13
大学教师 25
教学知识 13
高职院校 23

路径 12
教育质量 12
教师培训 24

高校 20
初任教师 15
专业标准 12
教学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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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谱使用CiteSpace软件的“标签(articlelabeling)”功能,调节知识图谱节点标签的数量

(threshold)为10,标签大小(frontsize)为10,节点大小(nodesize)为20。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结合图4和表2数据可以发现,近20年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较为多元

化,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途径4个方面,且随时间推移

呈现规律性变化。

1.研究背景

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背景方面,从教师专业标准(2001)-教师专业化、信息技术(2003)-新课

程改革(2005)-教育改革、教育事业(2008)-新课程、教育理念(2010)-教育质量(2015)等热词及

其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研究是基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发展起来的,新课程改

革的启动与全面实施推动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同时,国家对教师专业要求的不断重视、信息

技术在教育中的日益融合、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等因素,都促使越来越多的教育研

究者关注教师专业发展领域。

2.研究对象

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方面,从在职教师(1999)-专家型教师(2002)-幼儿教师(2005)-
农村教师(2006)-青年教师(2007)-小学教师(2009)-体育教师、英语教师(2010)-高校教师、中
小学教师、大学英语教师(2011)-外语教师(2012)-大学教师(2013)-初任教师(2016)等热词及

其变化可以看出,研究对象从最初一般意义的教师和优秀教师逐渐拓展到各学段、各学科、各发展

阶段甚至不同年龄和地域的教师,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从基础教育领域扩展到整个教育领

域的趋势更为明显。

3.研究内容

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内容方面,从教师专业知识(1999)-价值取向(2001)-教育教学行为

(2002)-实践智慧、教师专业水平(2003)-教学效果、教学质量、教学工作、教师专业素质(2004)-
教师专业能力(2005)-实践性知识(2007)-教育理论、教育智慧、教育实践(2009)-学科教学知识

(2010)-知识结构、教学艺术(2012)-教学知识(2013)-教学能力(2017)等热词及其变化可以看

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起步于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情感与态度、教学风

格与效果等方面。2001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一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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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观念、提高职业道德和教育教学水平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5]。之后,我国教师专业发展

的研究内容便由关注教师专业知识逐渐转向关注教师综合素质,且研究内容逐渐具体化、精细化。
学者们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结构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例如:傅道春认为由专业知识、职业能

力、教师教育理念组成了教师专业发展内容[6];李瑾瑜认为教师专业从其本质和内容结构上看应包

括教育理念、专业知能、专业道德及专业精神等4个方面[7];赵巧云认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应该包

括7个维度,即专业道德、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教育理念、心理健康、个性特征、自我专业发展需要

与意识等[8]。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学者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结构的研究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内容逐

渐多样化、具体化。

4.研究途径

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途径方面,从培训者、学习活动、反思性实践(2001)-教师教育、专业发展

学校(2002)-校本培训、行动研究、反思(2003)-反思性教学、反思能力(2004)-集体备课、同伴互

助(2005)-校本研究、备课组、年级组(2006)-教学研究、教育叙事(2007)-校本教研、学习共同体

(2008)-合作文化(2010)-实践共同体(2011)-教师培训(2016)等热词及其变化可以看出,“反
思”“培训”“合作”一直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这可能与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提出以及《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实施密不可分。《纲要》明确“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

的分析与反思”[9],而“反思”自出现至2004年一直都是教师专业发展途径的热点关键词。之后,教
师专业发展途径虽未将其明确列为热点词汇,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各种途径中“反思”都是必不可

少的重要一环。《纲要》还提及对教师进行培养和培训,在专业发展学校学习、参与校本培训等都是

常见的培训方式和途径,直至2016年教师培训仍旧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关于“合作”,新课程鼓

励教师之间积极开展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这一概念逐渐成为集体备课、同伴互助、成立学

习与实践共同体等的代名词,每个新组织形式的出现都是对“合作”概念的具体化与深化。由此可

见,我国学者一直不懈地寻求新的研究点,以期对教师专业发展途径形成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体系。

三、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展望

(一)国家新政策将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新动力

为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2018年1月2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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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务院首次发布的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它为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和创新

能力,培养和造就大量骨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型教师指明了方向[10]。除此之外,2018年3月

28日教育部等五部门颁布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为建强做优教师教育、促进

教师教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培养未来卓越教师提供了制度保障。由前面

的分析可知,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与国家教育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密切相关,《纲要》《教师专业标

准》等重大文件的颁布推动了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不断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国家新政策和文件

的颁布将引起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成为该领域发展的新动力。未来几年,国内势必会

掀起新一轮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热潮,其研究走向也受国家政策及实施进程的影响。
(二)教师自主发展研究将成为研究新焦点

目前,我国已经为各学段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一系列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但这些保障更多是

一种外在的要求,它使教师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来自教师的声音”。实际上,
教师是具有自主性的教育者,教师的专业成长更多应来自内部[11]。因此,引导教师自主发展才是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更为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教师自主发展能为教师持续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提升教师的自主性、自觉性与自信力,在唤醒教师的内在尊严、激发教师内在潜

能方面更有作用。因此,今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视角可能会从外在制度研究逐渐转变为推进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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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发展研究。我国教育研究者或将在明确外在制度与教师自主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加强对

教师自身内在发展需求、身份价值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推动教师从被动的遵从者转变为主动的追求

者、从不自觉的服从者转变为自觉尝试新路径的探索者[12]。由此,才能建设出一支真正高素质的

优秀教师队伍,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
(三)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将备受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

影响已初步显现,对教师不仅提出了新目标,还明确了教师要利用现有技术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新

要求[13],可以说,信息技术已然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近20年来,技术支持的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重点,其内容主要聚焦在技术课程整合研究上,时常伴随着新

概念和新成果的产生,如“TPACK”框架等。另外,技术支持的教学实践研究,重点关注教师如何使

用新技术(如 MOOC、微课等)改进课堂教学、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以及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师培训研

究(如远程培训平台的设计、网络培训模式的构建等)方面。2018年4月18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继续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

合,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三项主要任务[14],这为今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供了技

术支持。因此,在这样一个技术被广泛应用、教育信息化被广泛倡导的将来,如何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推进教师服务平台的建设与

运用、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等,可能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新趋势,而如何引导教师积极把握和主动应

对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可能也是今后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四)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将逐步深入

通过以上热点分析发现,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还未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但不可否认的

是,评价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我国,早期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大多从理论角度出发

谈及评价活动、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过程和基于评价结果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确立等内

容[15]。这些评价均较宽泛,尚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评价规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2013
年,唐圣权构建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专业发展指数计算公式[16]。

2015年,殷玉新又通过分析TALIS项目形成一个以教师与学校、教师与课堂、教师与培训为“经
度”,以内容、行为和理念为“纬度”的教师专业发展全视角测量和诠释的框架[17]。当然,这些评价

体系和框架还需要更多学者和教师的检验与认可。由此可看出,我国学者对于教师专业发展评价

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视角逐渐开始由较宽泛的理论评价研究转换至具体可操作的评价体系研究,
今后或将持续深入。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的兴起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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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有密切的关系。该文件的实施程度和效果,可以通过开展广泛的教师专

业发展评价来检验。
(五)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有望实现新突破

不同的研究范式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从多种研究角度出发达到最终的研究目的。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既需要用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也需要用实地调查、量化分析的方

式进行探索和总结[18],还需要开展行动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改善实施效果。目前,我国学

者仍倾向于采用思辨研究方式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价值和规律的创新,以达到对该领域的理论

引领作用。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教育研究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被国际所认可,实证研究范式大踏步地进入到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对我国现有的教

育研究范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全国教育实证研究大会的召开更是为推动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从思

辨走向实证贡献了坚实的力量。这种导向会对我国今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式起到指引作用,促
使我国学者在范式使用上有所突破、在提高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水平方面有所侧重。以此来看,基于

事实证据开展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然”研究、探寻相关问题规律、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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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是今后该领域研究范式选择的趋势。如果能够将相关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运用到实践教学

中并注意成果提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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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drawingandanalyzingthescientificknowledgemapofliteratureon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inCNKIcorejournalsinthepast20years,thispaperrevealstheevolutioncourse,re-
searchfocusandfuturedevelopment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research.Theresearch
foundthat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hasundergonefourstages:starting,rapiddevelop-
ment,continuousattentionandslowdecline,andshowedregularchangesinfouraspects:research
background,researchobject,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ntent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path.In
thefuture,thedevelopmentdirectionmaybeasfollows:thenewnationalpolicydocumentwill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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