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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教师培训则是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主要渠道。教师培训既是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更是促进教育公平与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以“国培计划”的推出为时间节点,回

顾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发展历程,把握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发展脉络,明晰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发展方向,

这些都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十年我国教师培训研究

的相关期刊文献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教师培训模式”“教师专业发

展”以及“国培计划”等关键词成为了我国教师培训研究领域的热点,而“中小学教师培训”“教师培训与教师

专业发展”“教师培训模式与课程”“教师培训的需求分析”“农村教师培训”等主题则成为教师培训研究领域

的主要议题。教师培训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农村教师培训工作问题剖析与改善对策、“国培计划”背

景下培训的实效性及其评估机制等,都是当前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培训的信息化趋向、教师

培训的精准化发展与教师培训的课程化建构则是当下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前沿方向。面向未来,我国教师

培训研究还需要做好3个方面:提升研究理论自觉性,持续推动教师培训基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强化研究

方法科学性,不断推动教师培训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运用;重视研究对象差异性,继续加强教师培训研究对象

的精细化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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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教师培训则是提

高教师队伍质量的主要渠道。教师培训是旨

在提高教师教学和科研能力、提升教师职业满

意度和学术职业发展水平的一种教育投资活

动,它既是教师学习的重要方式,又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

举措[1]。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对完善我国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的政策要求,教
育部和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中小学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下简称“国培计划”)。

国培计划的启动使得我国教师培训工作逐步

迈向了系统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并逐渐形成了国培、省培、市培、县(区)培、校
培的五级教师培训体系。在此实践推动下,有
关教师培训的研究大量涌现,但问题也随之而

来。理论层面对教师培训研究的回顾与梳理

还相对缺乏,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是什么,教
师培训研究的趋势有哪些,教师培训实践的理

论研究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这些问

题研究者都缺乏相应的研究,尤其缺少专门以

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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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

相关期刊文献为样本,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5.7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教师培

训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以期能够对期刊文

献中所反映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进行总

结与归纳,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我国教师培训

研究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文献资料来源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首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中以“教师培训”为篇名,通过高级检索功

能检索CSSCI与核心期刊来源文献,同时将文

献来源出版时间设定为“2011年—2020年”,初
步得到778篇文献。随后,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会

议通报、宣传广告以及成果公告等不相关内容,最
终确定了728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文献。

文献的关键词是对文本内容所进行的高

度总结与概括凝练,是文本内容构成的逻辑起

点,可以较为集中地反映研究的主要内容,具
有“一叶知秋”的作用。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

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可以较为鲜明地呈现当

前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和主流趋势。因

此,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教师培训研

究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进行了关键词的共现分

析与突显检测,以期能够以可视化的形式来呈现

当前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和主流趋势。

二、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文献分析

(一)文献数据整体统计

从发文时间角度看,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

期刊文献数量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总体趋

势,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教师培训研究期刊文献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可知,教师培训研究的

数量趋势在2011—2012年和2016—2017年出

现了两个波峰段,而在2015年出现了一个波峰

顶点。教师培训研究数量波峰段与波峰顶点

的出现与当时国家出台了宏观政策这一大背

景紧密相关。2011—2012年波峰段的出现与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改革实施“中小学教师国

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以及《教育部关于大

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教师教

育课程标准(试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等政策

文件的颁布紧密相关。对教师培训进行改革

的政 策 要 求 掀 起 了 教 师 培 训 研 究 的 热 潮。

2015年波峰顶点的出现则与《教育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

发布关系密切。因此,对“国培计划”改革创新

的急切呼唤与对乡村教师培训的热烈关切促

成了教师培训研究高潮的出现。2016—2017
年波峰段的出现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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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

件联系密切。我国教师培训在体系打造、标准

制定与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向专业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的发展道路迈进,而在此过程中我

国教师培训研究也迎来了新一轮的热潮。
从发文机构角度看,各高校的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开放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以及各地方的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和中小

学校是开展教师培训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
其中,福建教育学院、吉林省教育学院、北京教

育学院、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东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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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发文数量上更胜

一筹。通过进一步分析发文机构的地域特征

可以发现,北京、吉林、上海等中东部地区关于

教师培训研究的成果相对更加丰富。从发文

期刊角度看,《中小学教师培训》(发文量82
篇)、《教学与管理》(发文量63篇)、《中国成人

教育》(发文量55篇)、《教育理论与实践》(发文

量42篇)、《教育与职业》(发文量29篇)、《中国

教育学刊》(发文量20篇)等期刊正在成为我国

教师培训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阵地。
(二)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及共现分析

对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相关期刊文献中关

键词的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和梳理,有助于进一

步捕捉我国教师培训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以
及把握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发展趋势。对近

十年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相关期刊文献中的关

键词进行排序,可以进一步明确哪些研究主题

正在成为教师培训研究领域的热点。我国教

师培训研究高频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及其中心

性,具体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当前我国教

师培训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中小学教师”
“教师培训模式”“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国培计

划”等主题。

表1 我国教师培训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频次及其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教师培训 323 0.66 11 培训模式 27 0.05
2 中小学教师 37 0.19 12 培训课程 13 0.05
3 教师培训模式 18 0.11 13 骨干教师 11 0.05
4 培训 39 0.08 14 主体责任 3 0.05
5 教师专业发展 23 0.08 15 策略 13 0.04
6 专业发展 17 0.07 16 农村教师培训 10 0.04
7 问题 13 0.06 17 “国培计划” 9 0.03
8 国培计划 21 0.06 18 高校 4 0.03
9 中小学教师培训 18 0.06 19 教师培训需求 4 0.03
10 培训需求 15 0.06 20 新教师培训 3 0.03

  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功能可以

得到我国教师培训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该

图谱可以直观地呈现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
由图2可知,“中小学教师”“农村教师培训”“国
培计划”“培训需求”“培训课程”“教师专业发

展”“策略”“问题”等主题与“教师培训”的关联

更加紧密,共现的频次也更高。通过对我国教

师培训研究的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与共现分

析,可以初步对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整体概貌

进行把握。在近10年的教师培训研究领域中,
“中小学教师培训”“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发

展”“教师培训模式与课程”“教师培训的需求

分析”“农村教师培训”等主题是教师培训的主

要议题和研究热点。
(三)关键词的突显分析与阶段判断

利用CiteSpace软件的突显词检测功能对

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突显检测,可以得到

2011—2020年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关键词突

显图谱,具体如图3所示。结合对关键词突显

图谱的分析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研读,依托

“国培计划”的政策背景与教师培训研究所呈

现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将2010年“国培计划”
实施后的教师培训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国
培计划”的初步摸索阶段(2011—2015年)和“国
培计划”的深化发展阶段(2016—2020年)。

1.“国 培 计 划”的 初 步 摸 索 阶 段 (2011—

2015年)

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

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标
志着我国从国家层面开启了基础教育阶段在

职教师的大规模培训工作。根据《“国培计划”
蓝皮书(2010—2019)摘要》显示,10年来中央

财政累计投入“国培计划”经费172亿元,共计

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约1680万人次

的教师参与了“国培计划”[2]。“国培计划”作为

国家层面的教师培训计划,无论是政府重视程

度、经费投入力度,还是参与培训教师的广度,
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国培计划”作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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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教师培训研究最有力的政策支撑,在教师

培训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图3
显示,在这个阶段中“培训”“高校教师”“国培

计划”和“中小学教师培训”等主题成为教师培

训研究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依托“国培计划”
的政策背景,诸多学者对当下教师培训的现状

进行了审视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下教

师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

解决对策与优化路径。从研究对象看,城市教

师与农村教师的差异性尚未得到关注和重视;
从研究内容看,对教师培训问题的诊断成为了

教师培训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从研究类

型看,经验总结与概念思辨是该阶段较为主流

的研究方式,鲜有实证性质的相关研究。

图2 我国教师培训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3 我国教师培训研究关键词突显图谱

  2.“国 培 计 划”的 深 化 发 展 阶 段(2016—

2020年)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培计

划”的政策背景逐渐开始重心下移。相关政策

文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强调支持农村教师,尤
其是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国培

计划”项目基本实现了对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和幼儿园教师的全覆盖,其中边远贫困地

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培训了13900名农

村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成功为农村中小

学教师搭建了国家层面的专业发展平台[2]。关

键词突显图谱显示,在此期间,培训需求与培

训课程成为教师培训研究关注的热点与焦点。
此时“国培计划”已经实施5年多,教师培训的

关注重心开始逐渐从对培训数量的追求转向

对培训质量的聚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

学界开始对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进行分析。
从“按需施训”的呼吁到对需求导向的教师培

训机制的探索,再到教师培训需求分析模式的

构建[3],对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进行调查与分

析已经成为开展教师培训工作的共性认识,并
且对培训对象的需求分析开始不断走向系统

化与规范化,这逐步成为教师培训实效性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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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重要保障与支撑。另外,学界对培训课

程的探讨也反映了对教师培训实效性热切呼

唤的积极回应。从对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分

析到对培训课程设置的思考,再到培训课程的

开发与设计[4],学界对培训课程持续深入的探

讨正在成为教师培训研究走向深入发展的重

要标志之一。但是,无论是对培训需求的重点

关注,还是对培训课程的持续探讨,其根本目

的都是要提升教师培训活动的实效性,推动教

师培训工作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三、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方向

基于上述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同时结合对

相关领域代表性文献的研读,笔者认为,近10
年我国教师培训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主要

集中于几个方面。
(一)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热点

1.教师培训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

角度开始关注教师培训模式相关问题 [5]。可

以说,学界对教师培训模式问题的探讨在教师

培训研究领域中经久不衰,更是成为近10年教

师培训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培训模式研究

所依循的逻辑起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上而下”的研究,即从理论层面

对教师培训的理想模式展开建构,期望能用科

学的教育理论和先进的培训理念来推动实践

层面教师培训模式的革新。一方面,基于对传

统“三中心”(以培训教材为中心、以教育理论

为中心和以培训机构为中心)教师培训模式的

反思,有学者指出实践取向将会是未来教师培

训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6]。此外,在有关教师

培训实践问题的反思中,学者对教师培训需求

的分析占据了重要地位,不断有学者基于教师

培训的需求分析来建构新的教师培训模式[3]。
另一方面,有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

对当前教师培训模式的再审视,并提出了不同

的变革策略。例如:在情境学习理论视角下,
有学者提出建立新型教师培训模式,摈弃导致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培训困境的传统认知学习

理论[7]。基于体验式学习的理论角度,理想的

教师培训模式应该强调教师的“实践体验”,并

将其贯穿于教师培训模式的过程设计、具体实

施以及评价机制之中,从而使培训对象在体

验、反思、分享、评价与检验中实现深度参与[8]。
在“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的观照下,教师培

训模式创新需要依靠明晰培训组织者的培训

理念、创新参训学校的支持制度、聚焦培训对象

的培训需求等来实现,并且“实践自觉”应该成为

引领教师培训实践与教师生命发展的内核 [9]。
另一类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即从实践层

面对优秀的教师培训模式案例进行总结和提

炼,以期能够得到应用层面的借鉴与推广。例

如:河北师范大学“初中数学乡村骨干教师培

训”项目对主题式结构化体验学习培训模式进

行了实践层面的探索[10];北京师范大学“振豫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训”项目则对“U-N-G”农
村教师培训模式进行了初步摸索[11];北京开放

大学“北京市幼儿园新教师培训”项目尝试构

建了“互联网+”教师培训的NEI模式[12]。对

案例的总结与分析,不仅能够为教师培训实践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还能够在理论层面上提炼

出一套具有实践特征的“通则”,从而丰富和发

展教师培训的相关理论。

2.农村教师培训工作问题剖析及其改善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教师培训助推农村教师

专业发展,实现提振乡村教育与助力乡村振兴

的目标,成为学者们聚焦的关键问题。对农村

教师培训的研究首先始于对当下农村教师培

训现状的审视与反思。有学者指出,当前农村

教师培训工作中存在着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与

培训机会缺乏、培训过程形式化与培训活动参

与度低、培训效果差与考核机制不健全等诸多

问题[13];还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培训认识不

到位、培训形式不匹配、培训内容与需求相脱

节、培训方法单一等,都是当前农村教师培训

存在的普遍性问题[14];更有学者从哲学、心理

学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当前农村教师培训在价

值取向上存在着偏重知识与技能传授、过分强调

效率为本以及片面追求社会价值等偏差[15]。
从中可以看出,当前的农村教师培训工作

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学者们也基于教师培训

实施环节与流程从多个角度对农村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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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完善策略。有

学者从教师培训保障机制角度出发,通过培训

政策、质量、经费、监督等方面的举措来推动农

村教师培训的健康发展[16];还有学者从教师培

训资源配置角度出发,通过增加并合理配置经

费、理顺培训管理关系、建立质量检测和评估

机制、实施培训激励措施等手段来确保农村教

师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17];更有学者从教师培

训效果评价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包括学习能

力、实践与应用能力以及综合创新能力的农村

教师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农村教师

培训效果的准确评估 [18]。总而言之,学者们

对农村教师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善对策

的剖析,开始逐步走向理论化与精准化。一方

面,以农村教师培训为对象的相关研究通过引

入各种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可
以对农村教师培训工作的现状进行更为透彻

的理论剖析与审视,使得对问题的把握与反思

更加深入到位;另一方面,以农村教师培训为

对象的相关研究也开始逐渐依循农村教师所

在的地区、学科和学段特点走向精细化,这不

仅使对培训对象的划分更加精准,而且使提出

的对策建议更加适切。

3.“国培计划”背景下培训的实效性及其评

估机制

“国培计划”宏观政策背景下,作为教师队

伍建设重要手段之一的教师培训,如何切实提

升其实效性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问题。
这是因为,教师培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

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是事关教师培训价值的

焦点问题[19]。换言之,教师培训的实效性不仅

是培训活动结束后培训教师想要达到的良好

效果,还是衡量教师培训质量的关键指标[20]。
教师培训如果仅仅停留在对经费投入、参训人

次以及培训时间的追求上,而忽视为培训对象

带来客观实效以及主体获得感,那么难以真正

为教师持续性的专业发展提供内源性动力[21]。
伴随着“国培计划”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传统的

教师培训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教师培训的价

值重心正在被重新定义,教师培训的工作体系

在被升级更新,教师培训的评价模式也逐步走

向系统化,而推动教师培训发生这些变化的关

键动力就是各界人士对教师培训活动实效性

的强烈愿望与诉求。
依托“国培计划”项目来对教师培训活动

的实效性进行评估,成为教师培训研究领域的

重要议题,诸多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研究。有学

者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项目设计、
项目过程和项目结果等维度的评价来科学评

估“国培计划”项目的实效性[22];还有学者构建

了项目质量评估模式,依循评估信念系统与评

估逻辑思维对“国培计划”项目展开适应性评

估、发展性评估、功能性评估、差异性评估以及

改善性评估等,从而实现对教师培训活动实效

性的合理评估[23];更有学者以传统柯氏四级培

训评估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包括培训前评估、
培训结束后评估以及培训成效期评估的三级

质量评估模式,为“国培计划”项目的实效性评

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参考[24]。对教师培

训活动实效性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不仅是推

动“国培计划”向纵深发展的政策要求,更是有

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

必然选择。
(二)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前沿方向

1.教师培训的信息化趋向:信息技术赋能

教师培训

信息技术不仅全方位地渗透到了教育领

域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理念与教育

实践,还推动着教师培训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与

革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
明确指出,要“转变培训方式,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师培训的有机融合,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研修”[25]。一方面是教育革新的时代呼

吁,另一方面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要求。这

些因素决定了教师培训必须走与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之路。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

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兴起为教师培训的发展与

升级带来全新的机遇,使得大规模、低成本、跨
时空的教师培训成为可能[26]。随着“国培计

划”向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培训重心的下移以

及信息化元素在教师培训领域的不断渗透,我
国教师培训工作逐步进入了由粗放式、规模化

发展 向 内 涵 式、精 准 化 发 展 转 型 的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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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7]。处于发展“瓶颈期”的教师培训要想继

续向前迈进并实现突破,就必须牢牢把握信息

技术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抓手,既在内

容与方式上实现更新,又在理念与机制上进行

革新。如何在教师培训领域应用好信息技术,
既实现信息技术赋能教师培训,又利用教师培

训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信息技术素养,这是未

来教师培训研究不得不解决的重要课题。

2.教师培训的精准化发展:对教师培训需

求的分析

2013年,《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培

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实行教师培训需求调研分析制

度”[28]。对教师培训进行需求分析是开展教师

培训活动的先决条件,更是确保培训实效性与

针对性的关键环节。对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

进行分析是教师培训系统运行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确定培训目标、设计培训

课程和实施培训方案的前提,又是进行培训效

果评估的基础,还是影响培训实效性的最直接

和最根本的原因[29]。对培训对象和培训需求

的关注,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教师培训工作开

始走向精准化发展道路,教师培训会基于不同

学科、学段和地区教师的差异化培训需求,设
计出不同的培训目标、内容和模式,充分尊重

教师的专业成长规律;另一方面,彰显着我国

教师培训活动所呈现的专业化特征。教师培

训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本身就是为达成

特定的专业目标而实施的专业活动,而对需求

的分析正是明晰和确定其专业目标的前提,一
旦失去这种前置性环节,教师培训就会失去其

作为专业活动的专业特征。因此,需求分析作

为教师培训工作开展的前提与基础已经成为

普遍共识。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当前对培训

对象培训需求的关注与分析还仅仅停留在表

面,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方式仅能反映出培训

对象的显性需求,不能有效地挖掘培训对象的

隐性需求[30]。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既包括社

会需求、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个体需求,又包

含短期需求、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因此,对
培训对象的需求分析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整
体、动态地把握,即既要强调教师个体专业成

长的近期目标,又要观照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

长期愿景[31]。唯有如此,教师培训才能真正发

挥弥补教师工作实际状态与理想样态之间差

距的预期功能。如何切实做到“以需定学”和
“按需施训”,并通过对教师培训的需求分析来

进一步提升教师培训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教师

培训活动的客观实效性,这仍是极具时代价值

的研究内容。

3.教师培训的课程化建构:教师培训课程

体系建设

伴随着“国培计划”的深入实施,我国教师

培训课程体系建设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国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培训课程标准体系

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国培计划”课程标

准(试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

标准》以及教育部研究制定的11个“国培计划”
项目实施指南[2]。教师培训课程作为制约教师

培训质量的核心要素,其标准的研制与出台不

仅有助于提高教师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更
有助于提升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设置的规范

性,从而推动教师培训课程的体系化建设[32]。
所谓的“课程体系”,指在一定的课程理念统领

下,将课程的各个要素,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功能、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进行排

列组合而形成的有机整体[33]。课程体系建设

固然需要课程标准的引领与示范,但更需要从

整体上对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要素如何发挥引导功能

予以把握,对课程体系如何更加高效地满足培

训对象专业发展的需求进行思考。换言之,如
何构建出更具实践价值的教师培训课程体系,
使其既能重视当下对实际教育教学问题的解

决,又能满足教师专业成长的长期需要,从而

真正实现在实践参与和情景体验中使培训对

象获得持续专业发展的目标,这将是未来教师

培训研究关注的重点。

四、我国教师培训研究的未来展望

伴随着“国培计划”实施的不断深入,我国

教师培训工作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

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立足于

对相关成果的回顾与梳理,考察已有研究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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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缺憾,顺应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培

训工作的政策要求,未来我国教师培训研究还

需要继续提升研究理论的自觉性、强化研究方

法的科学性、重视研究对象的差异性等,由此

不断推动教师培训基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教
师培训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运用以及教师培训

研究对象的精细化区分,真正做到以学术研究

推动教师培训理论的完善与实践的革新。
(一)提升研究理论的自觉性:教师培训基

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割裂一直是教师

培训中突出的问题。培训者往往重视理论教

学,而培训对象则渴望操作方法。这也直接导

致了教师培训研究往往多从培训对象的角度

出发来聚焦教师培训活动本身,并且对教师培

训实践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教师培训理

论问题的探讨[34]。一方面,教师培训本身所强

调的实践体验与情境参与使得对教师培训的

相关研究在实践层面的探索远胜于在理论维

度的构建;另一方面,教师培训对实效性的追

求也使得教师培训研究更加关注在实践层面

改进教师培训,从而使得教师培训成为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水平更有效

的手段。但是,在强调教师培训形而下的“器”
性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教师培训形而上的“道”
性。换言之,教师培训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

教师培训实践的关注上,还需要观照教师培训

的基本理论。这是因为教育研究的目的不仅

是更好地指导当下教育实践的改革,还在于更

好地丰富和发展相关的教育理论[35]。就教师

培训研究而言,既要满足指导当下教师培训工

作改革的实践需求,又要满足丰富和发展教师

教育基本理论的需要。未来,教师培训研究者

还要不断提升理论研究的自觉性,进一步推动

教师培训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要从本体论

的角度厘清教师培训研究的目的、本质、内容

与模式,又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明晰教师培训研

究的方法与范式,切实推进教师培训理论体系

的丰富与发展。
(二)强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教师培训研

究方法的综合化运用

纵观近10年教师培训的相关研究可以看

出,既有基于数据分析而对教师培训具体问题

开展的量化研究,又有采用案例分析针对教师

培训实践现象展开的质性诠释,更有深入探讨

教师培训理论基本概念的哲学思辨。教育研

究是一种事理研究,不仅需要描述和说明“是
什么”,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以及讲述“怎么

做”,它的综合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使用必

须多样化与综合化[36]。近年来,随着教育研究

领域对实践证据与实证数据的重视与强调,原
来在教师培训领域较为缺乏的实证研究开始

逐渐增多。正如有学者所言:“实证研究是教

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37]尤其是作为具

有较强实践性的教师培训研究,更需要基于充

分的实践证据来给出令人信服的学术理由。
在教师培训研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与

情境性的前提下,教师培训研究者想要深入把

握教师培训发展趋势、透视教师培训运转逻

辑、弄清教师培训基本原理,就必须综合运用

多种研究方法来开展相关研究,真正实现教师

培训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切实做到既阐明教师

培训实践中的因果关系,又彰显教师培训理论

中的人文旨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利用

教育研究方式方法的多样性来切实提升解释

和引领教育实践可能性的目标[38]。
(三)重视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教师培训研

究对象的精细化区分

处于不同层级、类型与不同专业发展阶段

的教师,有着不同的专业水平与差异化的专业

发展需求[39]。因此,在“国培计划”不断深入实

施的过程中,相关政策文件中都开始强调对教

师培训项目进行分层、分类与分级实施,并有

针对性地为不同教师群体提供具有差异化的

培训项目与课程,以期能够更加精准与有效地

促进培训对象的专业发展。相应地,教师培训

研究者也开始更加关注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既
从宏观层面,如培训对象所处的地区、学校、学
科和学段等方面予以区别,又从微观层面,如
培训对象的专业发展阶段、专业发展需求以及

专业素养水平等维度进行区分。对研究对象

差异性的关注不仅是教师培训理论深入发展

的前置条件,还是提升教师培训实效性的必经

之路。当下教师培训呈现出培训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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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类型以及培训形式多样化的总体特征。
这决定了复杂性将是教师培训研究的根本属

性之一。任何教师培训研究都有适用性与局

限性,对教师培训处于何种阶段、何种类型和

何种层级的判断是开展教师培训研究的重要

逻辑依据。忽视教师培训不同阶段、类型和层

级之间的差异性就是对教师培训研究复杂性

的抹杀,这不仅会使研究者的思考和分析难以

深入,还会导致给出的建议失之于偏颇,使研

究难以真正触及教师培训的“痛点”,最终只能

落入低效甚至无效的尴尬境地。因此,未来教

师培训研究必须继续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细化

的区分,通过对研究对象特殊性的把握来开展

更具针对性与适切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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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sarethecornerstoneofeducationaldevelopment,andteachertrainingisakeychan-
neltoimprovethequalityoftheteachingstaff.Teachertrainingisnotonlyanimportantpartof
strengtheningtheteachingforce,butalsoanimportantguaranteeforpromotingeducationfairnessand
improvingeducationquality.Therefore,itisnecessarytoreviewthedevelopmentprocessofChinese
teachertrainingresearch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CultivationPlan”,graspthedevel-
opmentcontextofChineseteachertrainingresearch,andclarify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Chinese
teachertrainingresearch.BasedonthevisualanalysissoftwareCiteSpaceandtheuseofbibliometrics
toanalyzetherelevantjournalliteratureonteachertrainingresearchinChinainthepasttenyears,it
isfoundtha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TeacherTrainingModel”,“TeacherProfes-
sionalDevelopment”and“NationalCultivationPlan”andotherkeywordsrunthroughthefrontiersin
thefieldofteachertrainingresearchinChina,whilethemessucha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
teachertraining”,“teachertrainingand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trainingmodels
andcourses”,“teachertraining”“NeedsAnalysis”and“TeacherTraininginRuralAreas”arethe
maintopicsinthefieldofteachertrainingresearch.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andpracticalexplora-
tionofteachertrainingmode,theproblemanalysisandcountermeasuresofruralteachertraining,and
thetrainingeffectivenessandevalu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NationalCultivationPlan”arethe
hotissuesofcurrentteachertrainingresearchinChina.Theinformatizationtrendofteachertraining,
theprecisedevelopmentofteachertrainingandthecurriculumconstructionofteachertrainingarethe
currentfrontierdirectionsofteachertrainingresearchinChina.Facingthefuture,Chineseteacher
trainingresearchstillneedstocontinuetoimprovetheconsciousnessofresearchtheory,continueto
promotethedeepeningofthebasictheoryofteachertraining;strengthenthescientificnatureofre-
searchmethods,andconstantlypromotetheintegrationofresearchmethodsforteachertraining;pay
attentiontothedifferencesofresearchobjectsandcontinuetostrengthenrefinementofteachertrain-
ingresearchobjects.
Keywords:teachertraining;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National
CultivationPlan;researchhotspots;visu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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