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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十大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通过检索和梳理文献发现,国际上对于教师创新能力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低迷—发展—繁荣”三个阶段,目前

仍具备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进而聚焦国际教师创新能力研究进展、热点及趋势,以近5年

总计1657篇SSCI期刊相关论文为研究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各国之间合作比较紧密,但总

体上以独立研究为主、合作研究为辅,还未形成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该研究领域已形成十大

主题聚类、三大热点领域———教师创新能力的时代性、教师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创新能力的发挥;“探索教

师创新能力的有效培育策略”“健全教师创新能力培育的支撑机制”“打造教师创新能力的数字赋能路径”和

“推动教师创新能力驱动的教育改革实践”将成为教师创新能力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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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教育、科技、人才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共同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国际竞

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归根结底是国家间人才的

竞争,打造以创新人才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力资

源强国成为驱动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

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

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1]。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基 础 性、战 略 性 支

撑”[2],拔尖创新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

着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创新人才的培养

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墨守成规的教师

无法培养守正创新的学生。由此,打造一支规

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教师队

伍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培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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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吹响了新时代“兴国必先强师”

的号角。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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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

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随后,《教师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新时代

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等文件均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国际上,教师职业定位越来越趋向于学习

设计师的角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教育技能司副司长、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负责 人 安 德 烈 亚 斯 · 施 莱 克 尔 (Andreas
Schleicher)强调,若要培养学生应对未来的能

力,教师必须具备专业化的创新力[3]。2017年

以来,OECD连续发布4份聚焦教学法的报告,

探讨教师教学法知识、教学法的作用与创新实

施,如游戏化学习、可视化学习、图像识别技

术、课堂行为分析技术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于2021年11月发布的《一起重构

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
mainingourfuturestogether:A newsocial
contractforeducation)报告中,将教师视为教

育和社会转型的关键人物,教学法不再以教师

主导的课程为重点,而是强调合作、协作和团

结,敦促课程转向生态学习、跨文化学习和跨

学科学习。教育教学工作从仅仅关注教到关

注学,从关注底层的回忆与再现、技能与概念,

到更高层级的解决问题、思维迁移,这些都对

教师创新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4]。

本研究以SSCI期刊库中“教师创新能力”

研究的相关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发文情

况、研究力量、热点领域及研究趋势进行分析,

以期为我国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

设提供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文献数据库来源于 WebofScience

核心合集。为保证所搜索的文献更加贴合研

究领域,引文索引选取SocialSciencesCitation
Index(SSCI)作为文献数据来源库。以“tea-
cher’creativity”or“teacher’innovation”作为主

题词进行检索,范围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关
键词和KeywordsPlus;文献类型选择论文、综
述及在线发表;在文献样本的时间跨度设置

上,对总体发文量不设置时间跨度,以期了解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样态。同

时,考虑到分析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最新成

果及发展走向的精准性,选择以近5年(2018—

2022年)为时间跨度,获得初筛文献1659篇。

将所获文献以“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格
式和纯文本文件形式导出,再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献除重和数据清洗,最终得到有效

文献1657篇,以此作为除总体发文量外其余

分析的数据来源。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以CiteSpace6.1.R3版本为研究工具,对教

师创新能力研究的文献样本进行可视化数据

分析,从整体视角分析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热
点及趋势。一是分析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发

文情况及发文趋势;二是对教师创新能力的研

究力量进行共词分析,包括对作者、机构、国
家、关键词、突变词、共被引文献、被引作者和

期刊等不同维度的节点类型、信息进行分析,

呈现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系列共现图及关键

词突现图;三是对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高频关

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根据相似性、亲属性和相

异性,将同质关键词进行有序组合,实现高频

关键词的分类,挖掘其内在联系,探讨教师创

新能力研究的方向和发展趋势。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发文概况

文献样本的时间分布及发文数量的变动

趋势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该领域研究成果的

分布情况。不设置时间跨度,对教师创新能力

研究在库文献进行数量统计,共计4027篇,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数量逐步稳定增长(见
图1)。由于涉及年份较多,图1仅呈现教师创

16



新能力研究的整体趋势,具体各年数据详见图

2至图4。线性模型回归拟合R2 值为0.855,

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文量之间线性关系较

强,较符合指数函数拟合的增长模型。根据检

索结果,最早一篇文献出现于1959年,此后30
年间,单年文献数量均处于较低水平(见图2)。

直至1991年,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发文量开始出

现增长趋势(见图3)。2008年后,教师创新能

力研究单年发文量破百,并持续增长(见图4)。

基于此,本研究将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发展历

程大致总结为“低迷—发展—繁荣”3个阶段。

图1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逐年文献数量(1959—2022年)

  研究“低迷”阶段(1959—1989年)。如图2
所示,文献数量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发文量不

高,线性模型回归拟合R2 值仅为0.024,表明

在此阶段研究文献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在数

量上有所增加,研究整体上比较低迷。自1991

年起,研究进入“发展”阶段(1991—2007年)。

如图 3所 示,文 献 数 量 明 显 上 升,R2 值 为

0.729,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文献数量增长明显,

研究学者也开始增多。

图2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低迷”阶段文献数量(1959—1989年)

图3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发展”阶段文献数量(1991—2007年)

  进入“繁荣”阶段(2008年至今),文献数量

的涨幅更为明显,R2 值为0.841,相较之前愈加

趋近于1。由图4可见,2008年后,年均发文量

破百,且增长趋势不减,2021年发文量达到423
篇,2022年截至9月成稿时发文量已达到253
篇。这意味着,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在国际范围

内仍具备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

力,远未到饱和或衰落状态。以下本文将聚焦

“繁荣”阶段中近5年(2018年—2022年)的相

关研究,分析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当下的最新研

究成果及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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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繁荣”阶段文献数量(2008年至今)

  (二)研究力量分析

对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国家、机构和作

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可以梳理出该领域研究

力量的分布情况,它是评估该领域核心研究力

量的重要参考依据。

1.国家发文情况

从宏 观 层 面 进 行 分 析,网 络 节 点 选 择

“country”进行运算,得到各国教师创新能力研

究发文共现图谱(见图5)。其中,N表示网络

节点数量,E表示连线数量,D表示合作密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N=91,E=209,D=0.051。
即:有91个国家参与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各国

之间进行合作的次数为209次,各国之间合作

比较紧密。

图5 各国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发文共现图谱

  各国教师创新能力研究文献的数量、中心

性、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等如表1所示。

其中,发 文 量 排 名 前10的 国 家 分 别 为 中 国

(345)、美 国(322)、西 班 牙(193)、澳 大 利 亚

(142)、英国(136)、土耳其(62)、荷兰(60)、德国

(59)、加拿大(54)、挪威(37)。在合作网络中的

中心性代表该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可

客观反映在合作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表1可

见,中心性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英国(0.35)、

澳大利亚(0.28)、美国(0.22)、西班牙(0.14)和

中国(0.12)。文献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

是评价一个国家在某一学术领域影响力的重

要指标。在总被引频次方面,排名前5的国家

分别 为 美 国(2021)、中 国(1483)、西 班 牙

(1222)、英国(985)、澳大利亚(914);在篇均被

引频 次 方 面,排 名 前5的 国 家 分 别 是 挪 威

(8.56)、德国(7.52)、英 国(7.24)、澳 大 利 亚

(6.43)、西班牙(6.33)。
表1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文献来源国家相关信息统计

排名 国家 发文量 中心性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1 中国 345 0.12 1483 4.29
2 美国 322 0.22 2021 6.27
3 西班牙 193 0.14 1222 6.33
4 澳大利亚 142 0.28 914 6.43
5 英国 136 0.35 985 7.24
6 土耳其 62 0.00 183 2.95
7 荷兰 60 0.02 326 5.43
8 德国 59 0.1 444 7.52
9 加拿大 54 0.07 250 4.60
10 挪威 37 0.11 317 8.56

  综合所有指标,美国以总发文量322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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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0.22、总被引2021次以及篇均被引6.27
次,在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排名

第一。中国虽然总发文量最高,但在节点中心

性、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上都处于较低

水平,说明我国学者在教师创新能力研究方面

的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该研究

领域,中国的主要合作国家为泰国、澳大利亚、

海地、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罗马尼亚、

加纳、巴基斯坦、新西兰、埃塞俄比亚、俄罗斯

等12个国家。中心性最高的国家为英国,其合

作国家数量高达21个,说明中国学者在该领域

虽然发文量最多,但与其他国家学者的联系与

合作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他国学者的沟

通与交流,增强在该领域的话语权。

2.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样本文献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研究机

构共17个,具体见表2所示。其中,发文量排

名前5的研究机构为香港教育大学(30)、台湾

师范大学(26)、西班牙格拉那达大学(24)、墨西

哥蒙特雷科技大学(20)、西班牙塞尔维亚大学

(20)。此外,表2显示,总被引频次排名前5的

机构为西班牙格拉那达大学(243)、西班牙塞

尔维亚大学(210)、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196)、

台湾师范大学(161)、香港教育大学(142);篇均

被引频次排名前5的研究机构分别是澳大利亚

莫纳什 大 学(11.52)、西 班 牙 塞 尔 维 亚 大 学

(10.50)、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10.25)、西班牙

格拉那达大学(10.12)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9.75)。综合分析,虽然香港教育大学发文

量最多,但文献总被引频次及篇均被引频次均

较低,尤其是篇均被引频次仅为4.73,说明该

校在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还

有待提升。

表2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高产机构信息统计

排名 机构名 发文量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1 香港教育大学(EducUnivHongKong) 30 142 4.73

2 台湾师范大学(TaiwanNormalUniv) 26 161 6.19

3 西班牙格拉那达大学(UnivGranada) 24 243 10.12

4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TecnolMonterrey) 20 91 4.55

5 西班牙塞尔维亚大学(UnivSeville) 20 210 10.50

6 香港大学(UnivHongKong) 18 105 5.83

7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 17 196 11.52

8 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NormalUniv) 17 38 2.23

9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TechnolUniv) 17 50 2.94

10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UnivHongKong) 15 119 7.93

11 华中师范大学(CentChinaNormalUniv) 14 71 5.27

12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Salamanca) 12 123 10.25

13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StateUniv) 12 117 9.75

14 华东师范大学(EastChinaNormalUniv) 12 43 3.58

15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Univ) 11 30 2.72

16 澳门大学(UnivMacau) 11 48 4.36

17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nivUtrecht) 11 84 7.63

  3.研究作者发文情况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author(作者)”,time
slicing(时间跨度)设置为“2018—2022”,时间

切片以“1年”为单位,运行CiteSpace得到作者

共现图谱(见图6)。图谱中,N=225,E=158,

D=0.0063,表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关系

还不够紧密,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虽然图

6显示,部分作者节点之间连线较多,表明其间

有着合作研究关系,但更多的作者节点零散地

分布在合作网络之外,表明其为独立研究的作

者。概而言之,在总体上该研究领域表现为以

独立研究为主、合作研究为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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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作者发文情况共现图谱

  图中字号大小与作者发文量呈正相关关

系。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标准

计算公式为m=0.749 nmax,其中,“nmax”
为所统计的作者中的最高发文量,本文为12,
因此计算出m 约为2.59,即发文量在3篇以上

者为该领域核心作者。据此,本研究中核心作

者共计53人,总发文量233篇。通常情况下,
当核心作者的发文总量占该研究领域全部文

献数量的50%以上时,即认为该领域形成了具

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本研究中,

核心作者发文量仅约占总载文量的14%,说明

在该领域还没形成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核

心作者群。
本研究对发文量在6篇以上的作者进行了

统计,具体见表3所示。表3显示,淡江大学的

学者 WangYi-Hsuan与武汉科技大学的学者

ZhangXugang并列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均为

12篇。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的核

心作者多为中国学者。

表3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领域核心作者信息统计

排名 作者 所属机构
发文
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最高被引文献及被引次数

1 WangYi-Hsuan 淡江大学 12 27 2.25
IntegratingGames,e-BooksandARTechniquestoSupport
Project-basedScienceLearning(9)

2 ZhangXugang
武汉科技

大学
12 22 1.83

ApplicationofDesign-BasedLearningandOutcome-Based
EducationinBasicIndustrialEngineeringTeaching:ANew
TeachingMethod(6)

3 WangHung-chun
台湾师范

大学
10 25 2.5

Usingvirtualrealitytofacilitatelearnerscreativeself-effi-
cacyandintrinsicmotivationinanEFLclassroom(14)

4 HuangXianhan 香港大学 9 55 6.11
Whatreallycounts? Investigatingtheeffectsofcreative
roleidentityandself-efficacyonteachersattitudestowards
theimplementationofteachingforcreativity(19)

5 YangYuqin
华中师范

大学
7 16 2.28

Fosteringstudentscreativityviaeducationalrobotics:An
investigationofteacherspedagogicalpracticesbasedon
teacherinterviews(7)

6 WangJian
美国德州
理工大学

6 7 1.16
Influenceofscienceinstructionreformonacademicper-
formanceofeighthgradestudentsinChineseinner-Mongo-
liaautonomousregion(4)

7
Ramirez-Montoya
MariaSoledad

墨西哥蒙特
雷科技大学

6 33 5.5
TrendsfortheFutureofEducationProgramsforProfes-
sionalDevelopment(17)

8 FletcherTim
加拿大

布鲁克大学
6 26 2.23

Usingmeaningfulexperiencesasavisionforphysicaledu-
cation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practic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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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热点领域分析

研究热点领域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

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

学问或专题,可通过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

等分析进行有效识别。对教师创新能力研究

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keyword
(关键词)”作为网络节点,运用pathfinder(寻
径网络算法)并修剪切片网络,得到关键词共

现网络图谱(见图7)。图谱中,N=364,E=

1093,D=0.0165,表示教师创新能力研究整

体结构较为紧凑,各关键词之间联系较多,焦
点问题较为集中。表4为教师创新能力研究中

词频在6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及其所对应的

中心度。其中,排名靠前、词频在100次以上的

关键词分别为“teacher(教师)”“education(教
育)”“student(学生)”“model(模式)”“innova-
tion(创新)”“highereducation(更高学历的教

育)”“know-ledge(知识)”“perception(悟性)”。

图7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表4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1 teacher 247 0.01 11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90 0.07
2 education 241 0.01 12 technology 90 0.03
3 student 195 0.02 13 school 90 0.02
4 model 121 0.02 14 creativity 90 0.01
5 innovation 115 0.01 15 performance 89 0.02
6 highereducation 110 0.01 16 belief 78 0.02
7 knowledge 102 0.03 17 achievement 71 0.02
8 perception 102 0.01 18 classroom 70 0.08
9 impact 93 0.02 19 teachereducation 67 0.02
10 science 91 0.03 20 educationalinnovation 60 0.03

  运用Log-likeihoodratio(LLR)算法对教

师创新能力研究的关键词聚类进行计算,得到

如图8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8显示,教
师创新能力研究已形成“professionaldevelopment
(专业发展)”“teacherforcreativity(教师创新)”
“highereducation(更 高 学 历 的 教 育)”“science
education(科学教育)”等10个聚类。图中,聚类模

块值(Q 值)=0.4724>0.3,表明教师创新能力研

究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
0.7291>0.5,表明教师创新能力研究聚类图谱

结构清晰,热点领域分布较理想。将10个聚类

的研究主题及其特征词(LLR)进行整理,结果

如表5所示。其中,“容量”指各研究主题下所

包含的特征词数量,“剪影度”表示聚类内部成

员之间的紧密度或成员同质性,一般数值大于

0.7则说明紧密程 度 良 好。表5显 示,除 了

“scienceeducation(科学教育)”和“implemen-
tation(执行)”聚类剪影度小于0.7以外(但也

高于0.6),其余主题的聚类剪影度均高于0.7,
表明该关键词聚类图谱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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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5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关键词聚类与研究主题

聚类 研究主题 容量 剪影度 特征词(LLR)

0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专业发展 51 0.715 nnowledge;pro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education;professional

learningcommunity;implementation;support;policy;reform

1 teachingforcreativity
创造性教学 50 0.733 model;perception;creativity;performance;motivation;selfeffica-

cy;experience;work;behavior

2 highereducation
更高学历的教育 46 0.789 teacher;education;student;innovation;highereducation;technol-

ogy;belief;educationalinnovation

3 scienceeducation
科学教育 40 0.662 achievement;classroom;language;skill;engagement;pedagogy;

scienceeducation;literacy

4 publichealth
公共卫生 36 0.704 competence;learning community;education;health;learning

communityofpractice;primaryschool;sustainabledevelopment

5 physicaleducation
体育 32 0.702 school;quality;curriculum;program;physicaleducation;preser-

viceteacher;pre-serviceteacher

6 implementation
执行 29 0.643 children;intervention;learningeffectiveness;efficacy;informa-

tiontechnology;involvement;genderdifference

7 computationalthinking
信息思维 27 0.771

science;neuralnetwork;gamification;environment;adoption;
virtualreality;secondaryeducation;activelearning;computa-
tionalthinking;project-basedlearning

8 teachertraining
教师培训 26 0.73 thinking;COVID-19pandemic;context;metaanalysis;barrier;

intelligence;ability

9 musiceducation
音乐教育 18 0.728 impact;musiceducation;educationalreform;distancelearning;

choice;resource;time;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

  结合图8与表5,可将当前教师创新能力

研究的热点领域进一步总结为3类。

1.教师创新能力的时代性

聚类“#4公共卫生”和“#7信息思维”的
特征词均体现出时代性。具体而言,“#4公共

卫生”体现了学校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

属性,已有研究中所包含的特征词蕴含了3种

与教师创新能力提升有关的社会场域:(1)教
师实践共同体中创新能力的发挥;(2)教育可

持续发展需要教师具备创新能力;(3)社会场

域的变化会对教师创新能力发展提出新要求,
例如“公共卫生”与“COVID-19pandemic”相联

系,说明201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仅

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它同时也对教师的教育教

学工作带来挑战,需要教师在新形势下发挥创

新能力。聚类“#7信息思维”下包括“项目式

学习”“计算思维”“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游戏

化”等特征词,体现了学者们都关注到在“互联

网+”时 代 教 师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的 必 要 性,如

Fernandez-Batanero等指出,数字能力的重要

性是当今教师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赋予教师

数字能力对教师创新能力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是对教育创新和教师创新能力培养需求

的呼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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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创新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

师专业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是影响教师能

走多远的重要影响因素。聚类“#0专业发展”
“#2更高学历的教育”“#8教师培训”均体现

了当前众多学者对教师创新能力培养路径的

探索。“#0专业发展”的特征词包含了知识、
专业发展、教师教育、专业学习共同体、政策、
改革等,表明教师创新能力与教师专业成长密

切相关,是专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教师

创新能力的发展不仅与教师教育有关,也与政

策支持和教育改革密切相关。“#2更高学历

的教育”的特征词表明教师可以通过学历提升

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高学历教师不仅可

以提高课堂教育教学水平,同时也能促进学校

教育内涵式发展,促进教师自我创新能力的更

好生成。“#8教师培训”的特征词体现出培训

是教师职后发展的权利,培训对教师专业成长

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优化教师

创新能力的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如Scull等

人对澳大利亚COVID-19时期教师培训的创

新行为进行了梳理,包括改变教学模式、为所

有初级教师教育课程转向提供完全在线的环

境等[6],其在推动教师培训因时而变的同时,也
促进了教师创新能力的发展。

3.教师创新能力的发挥

聚类“#1创造性教学”“#3科学教育”
“#5体育”“#6执行”“#9音乐教育”的特征词

均体现了教师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1创

造性教学”的特征词包括模型、感知、创造力、
表现、动机、自我效能感、经验等,一方面展现

了教师创造力对创造性教学的重要性,创造型

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凝练形成创造性教学模式,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创造性教学的关键在

于教师自我对于创造力的信念[7]。聚类“#6
执行”的特征词体现出创造性教学与性别、学
生父母、课程安排、学习效果等密切相关。学

者 Henriksen等指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能

积极地将创造性倾向从外部爱好/兴趣转移到

教学实践中[8],由此应根据现实环境和教授对

象去开展创造性教学。同时,不少学者关注到

了发挥教师创新能力对达成“#3科学教育”成
效的影响。学者Bakkenes等人运用实验法识

别和记录教师在教育创新的环境中所进行的

各种学习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习结果,最后

提出了改进教师学习方式的具体建议,对如何

支持和促进教师发挥创造力实施科学教育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9]。“#5体育”和“#9音乐教

育”则都指向了具体的学科,其特征词一方面

指向学科教师如何发挥创新能力,如Slade等

人开发了以游戏和学习为中心的灵活教学模

式,指出学科教学模式的优化与变革都对教师

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0],另一方面指向不

同学科教师创新能力发展的特点,如Sydykova
等明晰了在现代教育条件下音乐教师创造力

的概念及培育方法,论述了音乐教师创造力发

展的特点,并确定了音乐教师创造力的结构成

分及其形成的主要阶段[11]。
(四)研究前沿

关键词突变分析是指通过一段时间内,该
领域在知识网络中频次快速增长的关键词的

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来预测领域内的新兴趋

势,从而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对教师创新能

力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突发性探测,将
最小持续时长设置为“2年”,伽马值设置为

0.7,运行获得“fosteringcreativity(培养创造

力)”“curriculuminnovation(课程创新)”“edu-
cationalreform(教 育 改 革)”“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sustainabledevelop-
ment(可持续发展)”“intention(意向)”等24个

突现词(见图9)。5年时间内涌现出20余个突

现词,突现词出现频率高、更新快,表明教师创

新能力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态,研
究视角多元。其中,延续至今的突现词有“项
目式学习”“可持续发展”“网络”“意图”“工程教

育”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教师创新能

力”领域的未来研究趋势。
时线图谱(timezoneview)是一种侧重于

从时间维度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它着重

反映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分布和变化情

况,因而能够从时间维度上帮助我们把握该研

究领域的主题发展及变化趋势。从图10可以

看出,在2018-2022年期间,教师创新能力研

究领域形成了10大主题研究,且随着时间发

展,各类主题研究不断深化、不断聚焦。2018—

2019年,该领域研究主要聚焦专业成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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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课程创新、教师培训、个案、创新推广等

关键词;2020年初,新冠疫情背景下,出现了以

网络、远程学习资源、教学创新、项目学习等关

键词;作为这一趋势的延续,2020年后,教师创

新能力的发展与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出现了3D
打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关键词。

图9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10 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时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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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时线图谱,结合

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预测未来教师创新能力

研究将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展开:

1.探索教师创新能力的有效培育策略

一方面,教师培训是全面有效推进在职教

师创 新 能 力 发 展 的 重 要 途 径。如 学 者 Kri-

chesky等指出,打造教师职业学习(协作)共同

体有助于教师创造力的发展,特别是跨学科教

师间共同体的建立,可以加深教师对教育创新

和学校改进的认识[12]。在我国,于2022年4
月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也

提出:“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

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

要求。”[13]新课程标准强调的课程核心素养与

跨学科及学段衔接等紧密关联,要求教师树立

课程的整合、融合、跨界意识。毫无疑问,教师

唯有主动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

创新能力,自觉增强自身核心素养,锤炼自己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才能肩负起新时代立

德树人的重任与使命。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

利用教师培训来赋能教师,推进精准培训及专

题培训,有效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

和创新能力,应得到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增强教师自我更新意识是教师

创新素养提升的必然要求。教师创新能力可

以赋予教师职业生涯持续生命力,同时,教师

的职业属性决定了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学习与

创新是教师职业生命的一大特征。但客观上,

教师职业生命又具有阶段性特点。按照休伯

曼教师职业生涯周期理论,教师会经历入职

期、稳定期、实验和岐变期、平静和保守期、退

出教职期等不同阶段。已有调查研究显示,

56.6%的教师承认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存在

“停滞与退缩期”[14]。而创造型教师在教育教

学活动中,能根据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解,发现

和创设各种有利的教育情境与条件,不仅可以

履行点化人之生命的使命,更能激发自身职业

活力。“创造是教师价值之所在”,作为教育

者,教师首先得自己具有丰富的精神生命,这

样才可能带给学生丰富的精神生命。当教师

具有了自由自觉、主动发展的意识并在教育教

学中创造性工作时,才能将活生生的生命与活

生生的世界融为一体,才得以进入一种自我更

新式成长的境界,教师职业也才可能成为一种

自由自觉的存在。故此,如何帮助每一名教师

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发现并憧憬实现自我价

值,赋予教师职业生涯持续生命力,培养创造

型教师,也将是未来“教师创新能力”研究的方

向之一。

2.健全教师创新能力培育的支撑机制

开放灵活的支撑机制是教师创新能力培

育的重要保障。不少研究认为,学历提升是培

养教师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关键路径之一。

更高学历人员在求学阶段经过了更为系统的

科学思维训练,更具有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当其进入教育实践场域,通常更能将理论与实

践进行结合,创造性开展工作。已有数据显

示,202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

专任教师比例为81.02%,比上年增长3.3百分

点,各级各类教师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

化[15],更好地满足了教育教学需要。由此,完

善与健全教师教育支撑机制对教师创新能力

培养的作用不言而喻。未来,相关研究将围绕

3个方面深入展开。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如美

国新泽西州在职教师可通过学分转移加快教

师学历提升进程,英国采取了基于学历提升的

激励模式以及基于变革的创新型发展模式,进

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支持教师学历提升的相

关举措。二是探索建设中小学校优质教师资

源,通过组建全国学科教育联盟,整合高等学

校、教师发展机构等资源,为教师创新能力培

育和提升提供支撑。三是打造学科教育师资

共同体和研修共同体,通过深化教师教育U-G-

I-S模式,形成以国家教师教育基地为引领、师

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

展机构为纽带、学校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

联动的教师教育支撑机制。

3.打造教师创新能力的数字赋能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

整合到一起进行系统谋划、统筹部署,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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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深

远影响。报告中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和“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对教师教育发展具有

重要的变革性意义。国家强调要打造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教师应具有强烈的求

知欲和好奇心,能够接受新事物和面向新世

界,有着与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教育

观念,懂得怎样选择知识和学习知识,并成为

终身学习的先导。但当前,教师在将数字技术

与教学过程进行有效整合上还显得有些力不

从心,多数一线教师虽然经过培训后能够在教

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也会用信息技术检索信

息,但尚不能积极主动地加以利用,存在着使

用信息技术时仅仅是照本宣科,无法利用信息

技术与学生及他人实现有效互动、将教育教学

与数字技术进行有效整合等不足。而教师创

新素养的培育契合国家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的要求,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故此,

在未来的“教师创新能力”研究中,将重点关注

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教师的国际视野、全球意

识和开放心态,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二是未

来教师发展将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趋势、技术

趋势、经济趋势、环境趋势和政治趋势,创新型

教师应能了解、掌握及应用人工智能、混合课

程模式、学习分析、微认证、开放教育资源、高

质量在线学习等关键技术,能经常有意识地了

解和吸收各种有价值的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

策略,创造性地应用新方法、总结新经验,引导

学生以敏锐的眼光、探索的精神、创造性思维

去发现和探索世界。

4.推动教师创新能力驱动的教育改革实践

教师创新能力应广泛作用于教育改革实

践场域。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的创新型人才。随着当下教育综合改革的深

入推进,“新课标”牵动着每一个课堂,教师必

须做教育改革的“践行者”,而“践行”必然要求

教师具备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成为学习型、反

思型、创新型教师。教师的教育教学创新与其

创新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创造也是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不断发展的源泉和秘密武器。因此,进

一步补充通过提升教师创新能力促进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的实践深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教师的教育创新。教师要从知识传播者

转变为智力开发者,不能仅限于传授知识,应
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欣赏和挖掘学生

的天性,使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其充分发挥自

身才能的幸福。二是教师的教学创新。教师

能灵活地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创造

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善于总结新经验,使
每个学生都能够扬长避短得到最好的发展。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

人才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整体创新

水平的重要动能。因此,创新型教师队伍是教

育赋能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的关键力量,也是高

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如何培育和

提升教师创新能力,是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任务之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受时代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

等多维度影响,教师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值得

学界高度关注。尤其在教师创新能力的理论

内涵丰富、培养方式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评价

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索,以为教师

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更高质量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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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nationalprogress,hotspotandtrendofteacherinnovationabilityresearch
———Visualizationanalysisbasedon1657SSCIjournal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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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ateamofhigh-quality,professionalandinnovativeteachersisoneofthetenmajor
strategictasksinChinasEducationModernization2035.Thispaperstudiestheresearchprogress,hot
spotsandtrendsofteachersinnovationability,andfindsthattheresearchfieldhasexperiencedthree
stagesof“downturn,developmentandprosperity”,andstillhasvigorousacademiclifeandgreatde-
velopmentpotential.Basedon1657SSCIjournalpapersinthepastfiveyearsasvisualanalysissam-
ples,thefollowingconclusionsaredrawn:Atpresent,thereisclosecooperationamongcountriesin
thisfieldofresearch.However,independentresearchisthemainresearch,andcooperativeresearchis
theauxiliaryresearch,andthecoregroupofauthorswithstrongacademicinfluencehasnotbeen
formed.Tenthematicclustershavebeenformedinthisresearchfield,coveringthreemajorcontents:
“Theerachangeofteacherinnovationability”,“thecultivationpathofteacherinnovationability”and
“thepracticepathofteacherinnovationability”.Itispredictedthat“exploringeffectivecultivation
strategiesforteachersinnovativeability”,“teachereducationmechanismtoimproveteachersinnova-
tiveability”,“digitalempowermentpathtobuildteachersinnovativeability”and“educationalreform
practicetopromoteteachersinnovativeability”willbecomefourtrendsinthisresearc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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