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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选取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８年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主题的１１１６篇论文，运用计量可
视化分析方法对论文的研究趋势、研究内容、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基金、共引文献、发表期刊分布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发现：我国教师实践性研究成果急剧下滑。可以通过扩展研究对象，尤其是对高校教师的研究；鼓励西部高校、职业院

校、非师范类高校根据学生的特点积极探索教师实践性知识；加大实践性知识与各学科的融合度丰富该领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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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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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要改进教师培训内

容，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一线实际，组织高质量培

训，使教师静心钻研教学，切实提升教学水平［１］。

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我国

教师专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教师所讲授的专业知

识、教育学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法规、教师

职业道德修养等课程，这些理论知识因高度凝练，

脱离于教师的一线教育教学经验，致使教师在实

际中教学很难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

２００３年陈向明发表的《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
展的知识基础》指出：实践性知识是真正主导教

师实践、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起实质作用的一

种知识［２］。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

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

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３］。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体现，关系到我国教

育教学的质量，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３０年里，我国学者对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做
了哪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的研究方

向是什么？本文借助计量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收录的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进行
统计分析，以期更为直观、系统地揭示以往的研究

成果，为今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方向提供可

借鉴的思路。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为避免检索“关键词”“篇名”而造成研究范

围的缩小，本研究使用“主题词”在 ＣＮＫＩ数据库
中输入“教师”和“实践性知识”进行检索，检索的

层次分为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两类。硕博论文共

５５８篇，其中硕士论文４９４篇，博士论文６４篇，博
士论文约占硕博论文总数的 １／１０。期刊论文 １
４５４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 ５６２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约占期刊论文总数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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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所有论文进行进一步筛选，剔除“编者按”

等与本研究无关的论文，仅保留硕博论文及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最终确定 ５５８篇硕博士
论文和５５８篇期刊论文，共计 １１１６篇论文。检
索未设定论文初始年限，仅设定终止年限为２０１８
年，因第一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源于 １９９６
年，因此研究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８年。
２．２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计量可

视化的方法对１１１６篇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论
文进行分析。因计量可视化分析每次最多分析

２００篇文献，因此运用Ｅｘｃｅｌ辅助统计分析。分析
的内容包括：研究趋势、研究内容、研究者、研究机

构、研究基金、共引文献、发表期刊分布。

３　统计结果与分析
图１中虚线表示教师实践性知识期刊论文的

研究情况，实线表示硕博论文的研究情况。通过

图１我们可以看出：（１）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对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势是相对吻合的，相对

期刊论文而言，硕博论文的研究趋势平缓、成果滞

后，主要因为硕博论文从选题到论文完成需要２～
３年时间。（２）期刊论文所体现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以
前是初步探索期，没有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学术界对其关注也不多。１９９６年张建在《外
国教育研究》上发表的《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哲

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可算作我国在教师实践性

知识研究领域的初次尝试。２００３年 １月随着陈
向明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的《实践性知

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正式开启了我国

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序幕。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是
研究活跃区，研究成果呈逐年递增状态，到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高峰，全年共有 ６９篇核心论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是研究衰退期，研究成果大幅下滑。硕博
士论文通常研究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具有学术性的

问题，因此２００３年之前没有教师实践性知识领域
的论文。其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是研究活跃期，研究成果逐年攀升，到 ２０１７年
达到顶峰，全年共５０篇硕博论文，其中６篇博士
论文，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是研究衰退期，研究成果迅
速下滑，２０１８年仅１９篇硕博论文，其中３篇博士
论文。

图１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势

３．１　关键词
图２显示了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１１１６篇与主题

相关的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关键词词频情况。

居于前三位的是“教学情境”“实践智慧”及“反思

性实践”，说明研究者在研究实践性知识时以现

实的教学情境为基础，通过引导教师反思性实践

而生成，形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研究路径，突破了

以往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思路。通过图２也
可以推断出我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注重从理

论上先区分实践性知识、条件性知识、教师专业知

识、学科教学知识等概念；或提出了学习共同体是

实践性知识产生的媒介；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通过

教师的教学反思、教育实习、课堂教学生成。

图２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关键词

３．２　主题词
图３、图４分别是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中与

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关的主题词词频情况。结果显

示：教师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实践性、教师专

业发展、新手教师、教师成长、课堂教学、教师知识

等都是其共同的主题高频词。相异之处在于期刊

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师范生、职前教师，硕博论

文的研究对象除师范生以外，具体到幼儿教师和

语文教师，出现了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划分。期

刊论文尚未体现出研究方法，而硕博论文出现了

个案研究、叙事研究、调查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

推断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硕博论文主要以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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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主，通过教师的实际课堂教学进行研究。硕

博论文在教师知识的基础上出现了教育信念的概

念，根据陈向明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划分，包括关

于教师自我的知识、关于科目的知识、关于学生的

知识、关于情境的知识，它们都受到教师更上位

的、有关教育本质的理念的影响。由此可见，硕博

论文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探究上升到信念层面，

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

图３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主题词－期刊论文

图４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内容－主题词－硕博论文

３．３　研究者
图５显示在我国长期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

究领域的学者，以北京大学的陈向明为首，自

２００３年发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第一篇文章后，进
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截至 ２０１８年，共发表
１１篇期刊论文。其次为杨卉、王陆、张慧霞，均来
自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

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和中等教育，他们将

在线实践社区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结合起来开展研

究，实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与具体学科的融合，发

表了近１０篇期刊论文。云南师范大学的王艳玲
发表了７篇期刊论文。

图６是各高校指导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关硕博

论文的指导教师情况，学生的论文选题在一定程

度上会倾向于导师研究领域，因此通过导师指导

论文的数量也可以推断出该领域的研究者。图６
显示江西师范大学的项国雄指导了６篇论文，均
为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的马云鹏指导了４篇
论文，其中１篇博士论文、３篇硕士论文；华东师
范大学的钟启泉指导了３篇论文，均为博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斌华指导了３篇论文，均为博
士论文。

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第一位撰写硕博论文的作

者和被下载数、被引用数最高的论文的作者也需

要说明。第一篇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核心概念的

硕士论文源自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凤香，其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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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论文《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故事———教师个

人实践性知识建构的社会学分析》，指导教师是

康丽颖。第一篇以教师实践性知识为核心概念的

博士论文源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姜美玲，其２００６年
完成的论文《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导师是钟启

泉。该论文也是被下载、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

被下载数是８６７５，被引用数是２５３。

图５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者－期刊论文作者

图６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者－硕博论文指导教师

３．４　研究机构
期刊论文的研究机构实质上是研究者所在的

单位，硕博论文的研究机构实质上是导师与学生

所在的单位。图７、图８分别表示有１０篇以上研
究成果的研究机构。一般而言，取得硕博士学位

需要在研究领域发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的撰写

也需要前期小论文的积淀，且硕博论文的导师因

长期关注某一领域，也会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因此

期刊论文研究者的单位与硕博论文作者、导师的

单位应有重合。图 ７、图 ８所示：华东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学者都较为关注教师实

践性知识，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共发表３６篇期刊
论文，指导完成５６篇硕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的研究成果多体现在期刊论文中。

通过这些机构我们也发现以北京、上海为首

的中东部地区高校引领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

究，西部高校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中东

部的高校都是“双一流”高校、师范类高校，尚未

显示西部高校、职业院校、非师范类高校。

图７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机构－期刊论文

图８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机构－硕博论文

３．５　研究基金
研究基金为论文成果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和

人力保障，研究基金支持项目的数量可以体现教

育管理部门对该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图９是期
刊论文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基金分布，其中

全国教学科学规划基金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

支持力度最大，共有４１篇论文受基金资助。其次
是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分别有 ８篇和 ５篇论文受到资助。
在各地方性基金中江苏省教育厅较为重视教师实

践性知识的研究，分别资助了江苏师范大学、南京

晓庄学院等８所来自不同高校的教师研究实践性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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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基金

纵观各省份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实践性知识

研究设立的基金，多数来自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的基金仅显示了陕西省、四川省和贵州省，且受资

助的论文数较少。

３．６　共引文献
在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１１１６篇教师实践性

知识论文总参考数是３４２１０，总被引数是１５７９４，
总下载数是９３９７３７。期刊论文的篇均参考数是
７．９３，硕博论文的篇均参考数是５３．２９。期刊论文
的篇均被引数是２０．０８，硕博论文的篇均被引数是
１０．７２。期刊论文的篇均下载数是７８５．４６，硕博论
文的篇均下载数是９６４．４４。

一个研究领域中总有一些文章是绕不过去的

核心论文，也就是共引文献。通过图１０可以看出
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文章是陈向

明２００３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的《实
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被引用

２０９次。其次是陈向明 ２００９年在《教育研究》上
发表的《对教师实践性知识构成要素的探讨》，被

引用４５次。２０１１年陈向明等出版的《搭建实践
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被引用

４３次。２００３年佐藤学著、钟启泉译的《课程与教
师》，被引用３８次。２００７年舍恩出版的《反映的
实践者》，被引用３２次。
３．７　发表期刊分布

发表期刊的分布可以推断期刊对某一领域研

究的关注程度。图１１显示了自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发
表了１０篇以上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的期刊。其
中全球教育展望、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探索都是

长期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杂志，分别发表了２８
篇、２７篇、２１篇论文。

图１０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共引文献

图１１　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

教育探索、教学与管理、中小学教师培训、中

国教育学刊都是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可见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

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

４　研究成果衰退的反思
通过图１中梳理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趋

势我们发现自２０１５年以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急
剧下滑。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４．１　 核心课题的结题，致使后期研究成果减少
优秀的研究团队和课题项目为研究成果产出

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保障。陈向明在北京市

教育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研

究”历时 ３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９），成为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领域成果最多的课题。其课题组成员由大

学研究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组成，客观、真实、系统、

全面地研究了教师实践性知识。课题研究过程

中，共召开了３８次正式会议，在国内教育类核心
期刊上公开发表４０多篇论文。随着课题项目的
结题，研究成果也逐渐减少。尚未出现其他研究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核心课题组。

４．２　 教师评价标准不完善，致使关注教师实践
性知识研究者减少

随着２００６年我国颁发《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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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２００６〕５６号）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国人部发〔２００６〕５９号）等
文件。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决定，２００９年 １月
起，我国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绩效工资

分配政策。绩效工资分配政策是激励政策，引导

教师朝向“绩效”努力。制订合理的薪酬方案可

以吸引有能力的求职者，挽留称职的员工以及对

工作成绩出色的员工进行激励和嘉奖［４］。一些

学校为使“绩效”结果客观公平，一刀切地采取量

化的考核方式，使教师开始关注易于量化的教学

工作数量，忽视难以量化的教学质量。越来越多

的教师和研究者也不再探究教师实际教学能力的

提升，“无形”的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教学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便迅速被忽视。

５　今后研究的方向
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教

师的教学能力关乎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关乎国家

的长远发展。教师的专业性集中在日常的教学工

作中，而支撑教师教学工作的，就是教师的“实践知

识”［５］。实践性知识与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紧密

相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学实践的不断更迭推

动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不断发展，因此对教师实践

性知识的研究应当是持续发展的过程。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对个人教学经验的

反思和总结，是提升课堂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陈

向明在《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定义、内容类型、表征

形式、构成要素和生成机制、生成媒介都进行了翔

实的研究。通过图４硕博论文中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的主题词，我们发现在硕博论文中已经出现将研

究对象具体到某一阶段或某一学科教师的倾向。

不同阶段、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应当有

差异性，因此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可以更加丰富。

５．１　 扩展研究对象，加强对高校教师的研究
通过图２、图３、图４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

关键词、主题词词频及图１１教师实践性知识论文
发表的期刊分布，发现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是

主要研究对象。国内研究教师实践性知识最核心

团队是以陈向明为首的团队，他们的主要研究对

象也是中小学老师。而在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以“教
师”“实践性知识”主题词为基础增加“高校”主题

词仅能检索出 ２０篇 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论文，３９
篇硕博士论文。

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大多都是师范生，受

过较为正规的师范教育。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学

科课程外，还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学

法等课程，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教师资格考

试，经历过至少１学期的中小学教学实习活动，对
教师实践性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积累。相对来

说，可以具备教师的胜任资格。而高校教师则不

然，高校教师多为研究生学历，本科及研究生阶段

均在学习学科课程，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教师专业

知识，更没有教育实践经历，进入高校工作后经过

高校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成

为教师。根据舍恩“专业知识不能与专业经验分

离。实践情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往往都非常复杂，

而理论知识则往往是单纯的、概括的、简化

的”［６］。可见，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受到理论和

实践的双重限制，加之高校的发展依赖于科研成

果，高校的科研成果依赖于教师的科学研究，高校

教师还兼有科研和教学双重任务。近些年，很多

高校将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评聘职称的最重要的指

标，高校教师越来越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导致

一些高校教学质量下滑，难以培养出社会需要的

人才。高校教师的工作时间不能完全集中在教学

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提升

教学能力成为教师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教师实践

性知识是决定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因素。因此，

研究和培养高校教师实践性知识可以算作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５．２　 鼓励西部高校、职业院校、非师范类高校开
展研究

通过图７、图８、图９发现无论是研究机构还
是研究基金，中东部地区的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

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关注程度较高。具体体现为

上海、北京、江苏、东北、山东等区域的高校，陕西、

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西部地区虽有关注，但研

究成果非常少。且中东部高校中以“双一流”高

校、师范类高校的发文贡献率高，西部高校、职业

院校、非师范类高校贡献率明显偏低。英国著名

物理化学家波兰尼指出：“人们将知识的产生看

成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过程是非常可笑的，在知识

的产生过程中，个体非理性的因素是根本不能缺

少的。”［７］石中英也指出：本土知识是本土人民长

期以来生产和生活斗争的智力结晶，是解决本土

社会问题最好的智力工具［８］。西部地区，尤其是

西部偏远地区学校有其独特的教育模式，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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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都不同于东部地区，他

们是教学质量相对较弱的地区，是教学质量亟待

提高的地区。因此，可以加大对西部高校、职业院

校、非师范院校的教师进行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及

培训，以有效地提高其教学质量，缩小东、西区域

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

５．３　 加大实践性知识与各学科的融合度
未来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是有关当

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

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９］。图５显示
在我国关注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领域的学者中除

陈向明等研究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高等教育、中

等教育的学者，还有杨卉、王陆、张慧霞等研究计算

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学者。他们将在线实

践社区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相结合，先后发表了《教

师在线实践社区中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建构的个案

研究》《远程校本研修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特征研

究》等近１０篇论文，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开阔了新
思路。正如张庆华所言：“现阶段的教师实践性知

识研究正在从静态方式描述实践性知识的结构、表

征形式转向深度挖掘实践性知识建构规律、形成机

制和生成媒介等。”［１０］由此可见，不同学科知识相

互碰撞可以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且教师实践性知

识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教学融

合。例如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如何适切地应用在文

科、理科、工科教师的实际教学课堂中，以全面提高

各学科领域教师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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