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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师培训需求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

牛 旭 峰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教师培训需求是科学设计教师培训、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

索相关文献,做可视化分析,对2002年以来中国知网有关教师培训需求的文献进行分析与梳理,回顾我国教

师培训需求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深入推进新时代教师培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

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2002—2009年)、全面实践阶段(2010—2019年)和深化转型

阶段(2020年至今),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教师培训需求的内涵特征、分析方法、内容要素以及影响因素等方

面。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在转型过程中应注重4个方面:通过视角转换形成以教育为核

心、本土发展为基础的内生学术话语;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分层以实现教师培训活动中“教”与“学”的精准匹

配;不断探索创新研究方法,促进主观需求与客观需求相互配合,以达到由表及里深入渗透、捕捉教师真实需

求、提升教师培训效果的研究目的;关注教师需求,引导需求、满足需求,进一步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

良性互动,推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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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

政策支持下,我国教师教育进行了积极、有效

的探索,实施了以“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

划”(以下简称“国培计划”)为代表的多种教师

培训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2022年4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育部等八部门印

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强
师计划”)[1],为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中小学教师队伍指明了方向。2023年7月,
《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

划的意见》发布,要求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

师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国优计划”),并进一

步强调“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要“把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

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

系”[2]。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的政策推动下,教师教育要更精准

地把握教师需求,加快教师培训转型步伐,切
实提高教师培训成效。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
索相关文献,做可视化分析,总结梳理我国教师培

训需求近20年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促进教师培

训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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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对近20年教师培训需求研究的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并形成知识图谱,其中包括发文量年

度分布图、作者及所在机构分布图等,以此来

呈现相关研究热点主题,分析、探讨教师培训

需求研究的未来走向。

(二)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检

索平台进行文献检索,同时为了提高检索数据

的准确 性 与 针 对 性,选 择 新 版 知 网“高 级 检

索”。通过“教师培训需求”的主题搜索,获得

相关期刊文献754篇,学位论文187篇,其中:

学位论文包括3篇博士论文与184篇硕士学位

论文;研究主题涉及“教师培训需求”“教师培

训”“培训需求”“培训需求分析”“需求分析”等

方面;学科覆盖中等教育(31篇)、教育理论与

教育管理(20篇)、学前教育(6篇)、职业教育(6
篇)、高等教育(5篇)、初等教育(3篇)、成人教

育与特殊教育(3篇)、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

用(2篇)、儿科学(1篇);期刊来源包括“中文核

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

源期刊”。通过梳理发现,期刊发文时间跨度

为200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1月15日。

为了进一步确保本次研究数据的有效性,通过

人工筛选的方式剔除了在内容上与本次研究

主题相关度低的相关文献,得到有效文献共计

70篇。此外,以“教师培训需求”作为主题进行

搜索获得相关博士论文3篇、硕士学位论文27
篇,以“教师培训”作为主题进行搜索获得相关

博士论文11篇。

二、研究结果

(一)论文数量分布情况

学术期刊的发文量与数据库收录学位论

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教师培训

需求研究的客观现状。笔者借助中国知网的

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筛选2002年以来相关的

期刊文献、学位论文,并分别对其进行可视化

分析。通过梳理可知期刊发文量年度分布及

发展趋势(图1)、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及发展趋势(图2)、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

布及发展趋势(图3)。此外,以“教师培训需

求”作为主题搜索到3篇相关博士论文,其发文

时间 分 别 在 2011 年、2016 年、2021 年。从

图1、图2、图3可知,2002年至2021年20年

间,我国教师培训需求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即

2002—2009年的初步探索阶段、2010—2019年

的全面实践阶段以及2020年至今的深化转型

阶段。总体来看,不同阶段研究侧重的方面以

及不同类型文献的关注重点都各有不同。

图1 期刊发文量年度分布及发展趋势

图2 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及发展趋势

图3 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及发展趋势

1.初步探索阶段(2002—2009年)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

建设经过长期的调整,基本完成学历补偿培训

工作。1999年9月,《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7号)的公布,

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步入了制度化、规
范化轨道,正式纳入国家继续教育体系[3]。随

着2002年《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意见》的发布以及2003年“全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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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启动,“进一步完善教

师教育制度”,组织实施以新理念、新课程、新

技术和师德教育为重点的新一轮中小学教师

全员培训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和工

作要求。工作要求的变化使得教师培训工作

的理论研究开始将目光下移,从完全关注社会

需求逐步转向同时关注社会需求与教师个体

的需求,但整体来看这种视角是一种初步转换

的视角。从研究成果来看,2002年至2009年

期间,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量平稳波动,

但数量较少,总发文量为12篇。

由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可发现,期刊论

文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教师培训”“教师培训

模式”及“培训需求分析”等方面。硕士学位论

文以初步分析农村教师培训的实践问题为主,

博士论文没有专门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

仅有站在元教育视角审视教师培训的相关研

究,以及针对教师培训教材、培训模式的相关

研究。结合研究主题发现,学者们关于教师培

训需求的探讨主要涉及高校教师培训需求和

中小学教师培训需求。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教师培训需求的研

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教师培训政策的出

台及相关的政策研究为教师培训工作步入下

一阶段作准备,突出表现为教育部启动实施

“2008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进一步

促进了我国教师教育均衡发展和公平发展,促

使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更加务实。

2.全面实施阶段(2010—2019年)

2010年,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

育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

“国培计划”的第一个十年也在此期间走向全

面实施,我国教师在职教育跨入“协同发展”阶

段。根据“五年一轮”教师全员培训的要求,各

级各类教师培训相继开展,相关研究逐步细

化、深入。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更加注重

实践性,论文数量逐步增加,并在2015年即第

一轮教师全员培训基本结束时达到最高水平。

而在第二轮教师全员培训期间,发文量开始逐

年下滑,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在此期间,

相关的期刊论文数量达59篇,硕士学位论文达

25篇,相关博士论文达到10篇之多。

由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可发现,各类文

献研究涉及主题丰富,研究范围包括全国各级

各类学校,其中以中小学具体学科教师需求研

究数量居多;其中期刊类文献研究类型以个案

性的需求分析的实证研究为主,同时包括相当

数量的理论探索,例如培训需求相关内涵、模

式的分析以及模型建构等。值得注意的是,比

较深入的具体需求分析与研究大多集中于硕

士学位论文,在博士论文中出现了少量以教师

培训需求研究为基础进行模式建构与实践的

研究,其他大部分则仍以整体视角看待教师培

训居多,需求研究作为主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呈

现。进入本阶段末期,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中也

逐步出现关于教师培训需求分析在理论、现实

等多方面的变革性思考。

3.深化转型阶段(2020年至今)

自“国培计划”第二轮全员培训完成以来,

学术界对教师教育的探索便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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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育

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的通知》(教师〔2018〕2号)和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

见》(教师〔2018〕13号)等政策文件指导下,我

国教师教育从2020年开始进入深化转型阶段。

“强师计划”的实施和“国优计划”的启动,标志

着我国教师教育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教师培训将迈入

一个深化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将更加注重教师

培训的专业化、标准化、精准化、人本化价值取

向,而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也将随之转型

并不断深化。

(二)作者概况与机构分布

在分析与梳理2002年以来我国教师培训

需求研究成果的同时,不能忽略研究者和支持

机构。对期刊发文量、作者合作情况以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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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机构分布情况的了解,可以为客观评价我

国教师培训需求研究队伍现状提供科学的、可
靠的依据。

从期刊发文量的统计与比较来看,整体而

言,我国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研究的发文量相对

较少。相关统计显示:北京师范大学发文6篇,

山西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分别发文3篇,华
中师范大学2篇,其余机构发文均为1~2篇,

如表1所示。

表1 期刊发文量统计

期刊名称 作者信息 发文机构 发文篇数

教师教育研究 朱旭东、宋萑、赵德成、梁永正、刘伟、刘丽莎 北京师范大学 4
教育科学 赵德成、梁永正、朱玉玲 北京师范大学 1

中小学教师培训 徐恩芹、刘美凤 北京师范大学 1
教育理论与实践 陈花、王爱玲、冯丽霞 山西师范大学 2

课程·教材·教法 张海珠 山西师范大学 1
中小学管理 许占权、何家仁 岭南师范学院 1
教育与职业 曾本友 岭南师范学院 2

职业技术教育 孙自强、周金山 华中师范大学 1
教育研究与实验 蔡迎旗、郑洁 华中师范大学 1

…… …… …… ……

  通过分析期刊发文情况可知,朱旭东、闫
志利、蔡迎旗﹑赵德成等研究者的总发文量

(包括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论文)位居前

列。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发表论文287
篇,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闫志利发表论文252篇,

华中师范大学蔡迎旗发表论文175篇,具体情

况如图4所示。这些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其

理论与实践价值较为突出。在研究者的合作

中,朱旭东、宋萑组成的合作团队以及赵德成、

梁永正、朱玉玲组成的合作团队,是具有较强

代表性的作者群。从合作关系来看,大多数合

作停留于同一机构内部学者之间的合作,相比

之下,跨单位的研究合作并不多见。

图4 期刊作者发文量与所在机构分布

  通过分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可知,师范

类大学为其论文的主要来源机构,其中东北师

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位居前

列,西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等紧随其后。学科专业覆盖教

育经济与管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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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术学、成人教育学、学前教育学、体育教育

训练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理

论经济学等。

有关教师需求研究的期刊论文与硕士、博

士学位论文,其中多数论文注重开发研究与应

用研究,少量论文涉及政策研究与学科教育

教学。

综上可知,师范大学为教师培训需求研究

的主阵地,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较多,其影响力相对较大。学科专业涉及教育

学各专业,还涉及经济学相关专业。除经济学

以外,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还比

较缺乏,且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研究并不多

见。各研究机构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与合作,

研究机构分布不集中,呈现出多点分散聚集的

情况。这些情况导致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学术

共同体难以形成,继而影响教师培训需求研究

甚至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入推进与协调发展。

(三)研究主题

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通常伴随着这

样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教师的培训需求的内涵

是什么;二是教师培训需求的分析方法有哪

些;三是如何确定教师培训需求;四是教师培

训需求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教师培训需求研

究只是教育活动研究的一部分,其中的相关探

讨不能够脱离教师培训活动和教师发展等内

容。通过梳理各类相关文献主题出现频率以

及关键词词云,了解到我国教师培训需求研究

的整体概况,即:以教师专业发展、教育信息化

为大背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国培计划”实施、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为主要途

径,注重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际调查阐明教师培

训需求的理论内涵、动力因素,基于政策文件

对教师培训需求进行宏观思考,厘清教师培训

需求的基本类型,探索教师培训需求分析的方

式方法,建构教师培训需求的评价模型,促进

教师培训活动及实践效果的提升。2002年以

来,我国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主题可归纳为以

下4个方面。

1.教师培训需求的内涵特征

内涵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元研究。对教师

培训需求内涵的研究是开展教师培训活动的

前提,也是基础。对教师培训需求内涵的准确

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学术共同体对

教师培训的理论认识与培训活动的实践导向。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分别作出了

关于教师培训需求的不同诠释。赵德成、梁永

正认为,对于培训需求的正确认识必须摆脱两

种误解,即将培训需求简单等同于培训愿望和

“将培训需求等同于绩效差距”,并认为只有通

过取长补短,将培训愿望与绩效差距整合起

来,既要关注教师的主观愿望,又要重视分析

绩效差距及其原因,才能更为准确、有效地识

别培训需求[4]。宋萑、朱旭东对教师培训需求

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认为教师

培训需求层面包括“社会层面、组织层面、岗位

层面、教师个体层面”,教师培训需求在时间维

度上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并指出“教师

培训需求可以界定为教师工作的理想状态和

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且这一差距需要通过培

训才能最有效地解决,由此所产生的培训需

求”[5]。王晓云等认为教师培训需求可分为显

性需求和隐性需求[6]。孙自强、周金山从“成长

需要”的角度出发,认为教师培训需求来源于

教师个体的历史和当下状态,体现着教师自主

发展的意向与追求,是“教师个体‘内生’的”,

不是通过外在的普遍化标准来规定的[7]。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倾向于通过主

观感受和客观差距等多方面的分析来概括教

师培训需求。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教师培训需

求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与理想的差

距,即在职教师当前在知识、技能等方面所处

的水平与理想要求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主

观愿望的表达,即教师为满足教育教学工作的

需要,在专业、学术、人格等方面产生的学习、

培训需求[8]。

2.教师培训需求的分析方法

李德伟和李燕萍指出,培训需求分析是指

在规划与设计培训方案之前,由有关人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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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各种组织及其成员的知

识、技能、态度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鉴别与分析,

以确定 是 否 需 要 培 训 及 培 训 内 容 的 一 种 活

动[9-10]。因此,教师培训需求分析可以理解为

是在规划与设计培训之前确定是否需要培训、

谁需要培训及需要什么培训的一种活动,是基

于多方因素对教师培训需求及培训活动性质

进行定位的关键,对整个活动的设计规划与有

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长久以来,我国

教师培训在实践中运用的教师培训需求分析

方法主要有两种,即“OTP分析”与“绩效分

析”。所谓“OTP分析”,指的是一种从组织、任

务和人员3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系统、客

观、准确地识别培训需求的方法[11]。“绩效分

析”是一种通过分析现实表现与目标之间的差

距来确定需求的方法[12]。在教育实践中,教育

研究者不断探索教师培训需求分析方法的改

进与创新之路。例如:余新认为“学校组织发

展是我 们 进 行 教 师 培 训 需 求 分 析 的 重 要 基

点”[13];张海珠基于“教师专业标准”对教师培

训需求分析模式进行了探讨[14];唐金彬提出要

立足基层、从需求出发探索满足需求的项目式

研修培养模式[15]。

3.教师培训需求的内容要素

教师培训需求的内容具有多种特征,包括

时代特征、群体特征、地域特征等。这些特征

同时可以概括为教师培训需求本身的时效性

和相对性。因此,对具体的培训内容的研究与

确定,往往需要以特定的背景为基础。从已有

研究来看,培训需求内容的获取主要以各级各

类学校学科教师的培训需求为研究对象,范围

可大可小,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法。例如宋萑、

刘伟、刘丽莎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运用抽样调

查的方法对全国百所中小学实施调查以分析

教师在线教学现状与培训需求的研究[16]。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文献包括期刊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其中硕士学位

论文尤其是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居多,文献法、

调查法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例如耿孟孟(东

北师范大学)通过访谈和观察的方式对农村小

学多学科教师培训需求进行的研究[8],相比同

类主题的调查分析更加深入,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农村教师的主观感受和需求。从具体需求

内容来看,在具体的学员需求研究中主要调查

维度包括教师培训的内容需求、方式需求、师

资需求、时间需求、地点需求、评价需求等。需

求调查维度大致相同,但大部分调查对需求信

息产生的背景、内外在原因等并没有深入的探

讨,仅停留在表层对教师基本信息的了解,少

有深层原因分析。

4.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

2002年以来,除了以上3类研究主题,有

关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还探讨了需求的确定

依据、评价要素与影响因素等。例如,冯光伟

基于对《教师专业标准》的解读,从宏观视角提

出“面向全体、以人为本、能力为重、资源共享、

终身学习、体现专业”等6个方面的教师培训需

求确立依据[17];宋萑和朱旭东通过讨论教师培

训需求的评价要素,对需求评价模型进行的建

构[5];韩素兰和王全乐,专门对教师培训需求如

何转化为培训课程进行了探讨[18]。肖庆业以

福建省6个县18所农村学校435名教师的调

研数据为基础,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模型,实证分析教师个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培训因素及地区因素等5个方面因

素对农村教师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19];徐恩芹

和程桂芳从理论视角提出要理性审视教师需

求[20]。

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主题除了

有关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还包括基于教

师培训需求的培训模式建构、培训质量评估指

标与工具、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以及教师培

训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等方面。研究者大

多基于相关理论探讨教师培训需求问题,其理

论基础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

等,主要包括终身学习理论、成人学习理论、教

师专业化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现代培训理论、培训需求

分析理论、成就动机理论、情境学习理论、马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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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认知行为模式、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行动学

习理论、学习迁移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公共产

品理论,等等。

综上所述,对现有研究从主题进行分析、

梳理可发现,“教师培训内涵特征研究”“教师

培训需求分析方法研究”“教师培训内容要素

研究”“教师培训需求相关因素研究”在逻辑上

属于递进关系。其中,“教师培训需求相关因

素研究”以教师培训需求的内涵、方法、内容为

基础,以实践为核心,主要涉及政策解读、培训

课程设计与实施、培训质量评价等方面。因

此,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在未来发展中应遵循这

一递进的学术逻辑,即通透明晰的学术话语—

精准 具 体 的 研 究 对 象—科 学 适 合 的 研 究 方

式—真实有效的现实互动(如图5所示),从而

促进理论与实践协调发展,不断提升教师培训

质量。

图5 教师培训需求研究逻辑

三、教师培训需求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改革

不断深化,教师培训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为了

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党和政府对教师培

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强师计划”“国优计

划”等系列政策的指引下,“转型”将成为包括

教师培训在内的整个教师教育领域的重要任

务。总体而言,我国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尚存

在缺乏深度与前瞻性思考等问题。因此,相关

研究迫切需要积极思考未来教师教育发展的

走向。“以人为本”“需求优先”“坚持服务”将成

为此次转型的重要理念[21]。教师培训需求的

研究也应在不断适应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变化

中坚持正确的研究路向,转换研究视角,不断

深化研究内容。
(一)学术话语:转换视角、内生为主

规范的学术话语是学术研究良性发展的

必要前提。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关于教师培

训需求、教师需求等概念的研究并不透彻、深
入。大多数研究者对此类概念的分析并不清

晰,而是杂糅甚至混淆的。他们往往基于管理

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培训”“需求分析”“个体

需求”等概念,对“教师培训需求”内涵进行诠

释,并没有揭示其本质特征,少有以教育学学

科本身为起点进行的诠释。这种学科视角的

缺乏往往导致教育领域学术话语被其他学科

话语所挤占、替代,进而无法为教育实践提供

具有内生动力的学术支持。因此,以教师培训

需求话语为例,教师教育研究者应注重以视角

的转换促进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完善。以教育

实践为出发点,通过对教育实践的思辨与分析

去探索由教育实践土壤生长出来的思想观点,

进而对相关学科概念进行系统性融合。简而

言之,教师培训需求话语体系的建构不应该是

按照由“培训”到“需求”再到“教师”的思路,而
应该是从实践出发,“以教师为本”,遵循由“教
师”到“需求”再到“培训”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

究相结合的路径。
(二)研究对象:科学分层、精准匹配

教师个体,是教师培训需求的主要来源,

尽管对参与教师培训的学员进行分层以确认

需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因教师在教育活动

中的主观感受不同,其产生的培训需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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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培训对象和培训需求的关注反映出我

国教师培训工作开始走向精准化发展道路[22]。

对培训学员进行科学分层的目的是推动教师

培训工作精细化。对需求进行精细划分,一方

面能够为开展教师培训活动提供依据;另一方

面使教师培训活动更具有针对性,能够精准匹

配到明确且适合的个体。因此,对研究对象的

分层研究活动是教师培训与参训个体之间有

效联结的桥梁。“强师计划”明确指出要“深化

精准培训改革”,强调要“优化培训内容、打造

高水平课程资源,建立完善自主选学机制和精

准帮扶机制”[1]。对教师培训需求进行科学分

层,是深化精准培训改革的必要前提。对研究

对象进行科学分层,既要基于已有需求研究进

行深入挖掘,更要综合多学科视角进行全面诊

断,并加以分析。

(三)研究方式:由表及里、协调配合

教师培训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对教师需求内容的获取及其变化的分析,

需要突破固有的研究方法。从已有研究来看,

在传统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客观调查方法

尽管对大量信息的收集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其

信息深度不足的问题也愈发凸显。因此,在未

来的教师培训需求研究中,信息的获取需要不

断改进方法,根据不同的培训任务与培训活

动,明确“主观调查”与“客观调查”在活动中的

不同作用,注重采取丰富多样、适切的方法,以

获取更具深度的教师需求信息,并作为研究的

主要分析源。例如,对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不

应该拘泥于问卷的形式,以单纯的数量统计作

为活动设计的依据,而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

不断尝试以质性研究的方式,以较长的调研周

期,追求一定的信息深度。此外,教师培训需

求分析方式方法的选择,同样需要注意学科间

的主次配合得当,使研究者的认知真正能够到

达由表及里,进而揭示教育活动的本质,为教

师培训 研 究 与 实 践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寻 求 解 决

之道。

(四)现实互动:引导需求、满足需求

科学研究来源于现实并为解决现实问题

服务。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应充分体现

学术研究与现实培训之间的密切互动,注重教

师培训需求,通过分析研究加以引导,进而在

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促进教师水平与教育

质量的提升。研究教师需求应注重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注重教师本身的主观感受所产生的

个体培训需求;另一方面要注重为适应社会发

展而产生的教师培训客观需求。个体的主观

感受固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对教

师角色的要求。对教师培训需求的引导,应基

于教师角色的社会性,即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要

求。例如,面对“强师计划”“国优计划”所提出

的新任务、新要求,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

应通过进一步研究教师培训需求与政策之间

的内在联系,并加以正确引导。不可否认的是

教师个体培训需求与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要求

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必然性。因此,关于需求

引导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维系国家政策引导下

的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对

教师需求的满足,应体现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

兼顾、多元和谐的状态。在教师教育的新发展

阶段,教师培训需求的相关研究要加强“人本”

“服务”[21]意识,深度融合“主体间性”、终身学

习、情境学习等现代理念,从教师培训需求出

发,探寻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断促进教师

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共同成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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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YearsofResearchonTeacherTrainingNeeds:ReviewandProspect

NIUXufeng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eachertrainingneedsarethecrucialbasisforthescientificdesignofteachertrainingpro-
gramsandenhancingthequalityofteachereducation.ThroughtheretrievaloftheresearchonChina
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platformandvisualanalysis,thispaperanalyzesandsum-
marizesliteraturerelatedtoteachertrainingneedsonCNKIsince2002.Itreviewsthedevelopmentof
researchonteachertrainingneedsinChina,emphasizingitssignificanceforadvancingtheoreticalre-
searchandpracticalexplorationinteachertraininginthenewera.Researchonteachertrainingneeds
inChinahasgonethroughthreestages:initialexploration (2002—2009),comprehensivepractice
(2010—2019),anddeeptransformation(2020tothepresent).Theresearchthemesmainlyinclude
thecharacteristicsofteachertrainingneeds,methodsofanalysis,contentelements,andinfluencing
factors.Toadapttothedevelopmentofthenewera,researchonteachertrainingneedsshouldfocuson
fouraspectsduringthetransformationprocess:shiftingperspectivestoformanendogenousacademic
discoursewitheducationatitscoreandbasedonlocaldevelopment,scientificallystratifyingresearch
subjectstoachieveprecisematchingof“teaching”and“learning”inteachertrainingactivities,contin-
uouslyexploringinnovativeresearchmethodstopromotethecoordinationofsubjectiveandobjective
needs,withtheaimofdeeplypenetratingfromthesurface,capturingtherealneedsofteachers,impro-
vingtheeffectivenessofteachertrainingresearch,payingattentiontoteacherdemands,guidingand
meetingthesedemands,furtherpromotingthe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theoreticalresearchand
practicalexploration,andadvancing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erworkforceinthenewera.
Keywords:teachertraining;trainingneeds;trainingeffect;guidingneeds;meetingneeds;construction
ofteaching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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