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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于美国兴起的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发展迅速，但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相对薄
弱，国内研究匮乏。对国外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进程及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并就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对音乐

教师教育发展的启示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我国音乐教师教育提供先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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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是当下教师教育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面，由美国学者舒尔曼（Ｓｈｕｌｍａｎ）
１９８５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ＡＥＲＡ）年会的演讲
中提出。他将学科设置中用于研究和学习的知识

与教授本学科所需的“课目和教育学的混合知

识”区分开来，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是一种具有“可

教性”的知识，是“表达和阐述科目的方式，使其

易于被学生理解”［１］。１９８７年，舒尔曼进一步提
出构成教学知识基础的七类知识：（１）课目内容
知识（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通用教育学知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３）课程知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４）课目教育学知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５）关于学生及
其特性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６）教育情境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７）教育目标与价值的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ｄ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ｎｄｖａｌ
ｕｅｓ）［２］。

我国学者大多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以下简称“ＰＣＫ”）译为“学科教学知识”，
这一译法实际上存在概念理解上的窄化倾向。

首先，舒尔曼并没有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简单等同于
“教学”或“教学法”。他认为缺失的是具有“可

教性”的课目内容和知识，这种知识是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识知”主动创造出来

的，是一种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别于一般的

“学科教学知识”，不仅包含学科教学内容，还包

含促进学生情感发展、道德发展、人格完善等的教

育内容，是一种教育学化的、再造的、生成的知识。

所以，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翻译成“教育学”更贴近舒
尔曼的原义。此外，“ｃｏｎｔｅｎｔ”在英文中的含义
很广，有点像我国的“文化”一词，既宽泛又具

体，如果简单将其翻译成“学科”显然不妥。“学

科”一词在我国一般特指具体科目，如音乐学

科、数学学科等，但教育活动显然不能隶属于某

一学科，所以，将“ｃｏｎｔｅｎｔ”翻译成“课目”，即整
个课业的项目，要更为妥当。鲍尔［３］（Ｂａｌｌ）曾明
确指出，舒尔曼最核心的贡献之一是丰富了

“ｃｏｎｔｅｎｔ”一词的含义，将其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区 别 开 来。因 此，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译成“课目教育学知识”更能
体现其丰富的现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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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外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进程
国外学者对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教师教育中“缺
失”范式的提出为特征，开启了学科教学知识研

究新阶段，这个阶段以舒尔曼的研究为代表。

１９８５年，舒尔曼在 ＡＥＲＡ年会上最先提出 ＰＣＫ
这一术语。他在对比分析加利福尼亚州 １８７５年
与１９８５年教师评价测验内容后，发现前者９５％是
测验学科内容知识，后者则主要为教学法知识，进

而指出许多州在审核过程中仅考核学科知识与教

学知识的不足，提出教师教育中的“缺失”范式。

１９８６年，舒尔曼将学科设置中用于研究和学习的
知识与教授本学科所需的“课目和教育学的混合

知识”区分开来，认为 ＰＣＫ是最有用的形式及最
强大的分类、解释、例子、诠释和示范，是系统阐述

学科并使其易于理解的最有用途径。ＰＣＫ同样
包括对使专业知识学习变得容易或困难的因素的

认知。１９８７年，舒尔曼进一步指出教师应通过复
杂的、专业的方式了解他们的学科，目的是教学

“课目教育学知识”。舒尔曼指出，对于一名想进

行教学的教师而言，仅仅理解一门学科的知识是

不够的，这种理解必须与一般课目原理、课程知

识、学习者知识及其个性特征相关知识相联系。

此时的ＰＣＫ已从内容知识中分离出来，作为教师
知识的一种并列于其他６种类型的知识。

第二阶段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课目教育学知识
的动态建构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科克伦（Ｃｏ
ｃｈｒａｎ）、格罗斯曼（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马格努森（Ｍａｇ
ｎｕｓｓｏｎ）。科克伦［４］等基于心理学视角，用动态的

“识知”（ｋｎｏｗｉｎｇ）替代了静态的“知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强调对教学动态过程的“识知”，同时使
“如何教”各个方面的“识知”都得到发展，表示为

ＰＣＫｇ（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ｉｎｇ）。
第三阶段以２０世纪末至今的动态整合、学科

化研究为特征。例如，威尔（Ｖｅａｌ）［５］为不同文献
中提到的ＰＣＫ提供了两种分类法：一般分类和属
性分类。此外，基于舒尔曼的 ＰＣＫ定义，一些研
究者用学科英文首字母加在 ＰＣＫ前形成学科
ＰＣＫ，如：数学（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ＰＣＫ为 ＭＰＣＫ，希尔
（Ｈｉｌｌ）的研究认为ＭＰＣＫ包含数学课目内容与学
生的知识、课程知识、数学课目内容与教学的知

识［６］；基于信息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 ＰＣＫ为

ＴＰＣＫ，意在将技术、课目知识和教育学知识三者
整合，如 安 吉 莉 （Ａｎｇｅｌｉ）和 维 兰 尼 德 丝
（Ｖａｌａｎｉｄｅｓ）的研究［７］；读写领域（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ＰＣＫ
为 ＬＰＣＫ；体 育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ＣＫ 为
ＰＥＰＣＫ。鲍尔发现，涉及学科教学知识的文章中，
大约有四分之一集中在科学教育，其他学科相对

较少［３］。

在音乐教育领域，关于ＰＣＫ的研究历程大致
为：１９９２年，杜陵（Ｄｕｌｉｎｇ）［８］探讨了两位中学音乐
教师 ＰＣＫ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１９９９年，康
维［９］（Ｃｏｎｗａｙ）表示，“ＰＣＫ包括对学习乐器与成功
教授乐器的策略相结合的问题的认知”。２００４年，
巴兰缇妮（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和帕克（Ｐａｃｋｅｒ）［１０］认为音
乐ＰＣＫ是“音乐教学知识技术，音乐以一种有意
义的方式吸引学生，有效实施音乐课程，从音乐的

各个方面去评估学生的能力，解释和证明音乐的

概念”。２００６年，巴兰缇妮［１１］的研究进一步表

明，“音乐教师认为提升音乐教师教育的职前课

程的有效途径是将情境化和整合贯穿在课程

中”。２００８年，哈斯顿［１２］（Ｈａｓｔｏｎ）指出，学徒式观
察、方法课及教师间合作都可能是音乐教师 ＰＣＫ
的主要来源。米利肯（Ｍｉｌｌｉｃａｎ）在 ２００７［１３］和
２００８［１４］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国，ＰＣＫ已经被广
大音乐教师证明是一项必备的价值技能”。他在

２０１３年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专家型教师的教学
思想特征是ＰＣＫ的核心组成元素，而另一个关键
元素是将课目知识与学生自身的知识和个性整合

起来［１５］。２０１３年，鲍尔（Ｂａｕｅｒ）［１６］在研究中提出
了一个新名词“ＭＴＰＡＣＫ”，即技术整合型音乐课
目教育学知识。他的研究发现“ＣＢＡＭＬｏＵ”（课
堂上技术整合的水平）与“ＭＴＰＡＣＫＱ”（研究者
开发的音乐学科 ＴＰＡＣＫ问卷）高度相关，即教师
的ＴＰＡＣＫ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将技术运用于教
学中。他认为，如果音乐教师能充分了解各种信

息技术的支持情境和局限性，熟知哪种技术适用

于音乐性内容的互动和课堂环境等，学生就能从

这种音乐学习方法中受益，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

经验。

２　国外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音乐学科

领域ＰＣ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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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音乐教师ＰＣＫ的来源
哈斯顿认为，学徒式观察、方法课及教师间合

作都可能是ＰＣＫ的主要来源，但是当前职前教育
中方法课的形式和传递出现了问题。他认为应该

将信念、哲学、社会学、个人史都考虑进来，一同来

发展和修订这门课程，因为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

职前教师对ＰＣＫ来源的判断。康维（Ｃｏｎｗａｙ）［１７］

在２００２年的研究中针对美国主流大学新近毕业
学生的观念展开调查，他从新近毕业学生及其合

作的教师和管理者那里收集到相关数据。参与者

表明，教学、职前实习、整体性工作和实用课程是

教师教育计划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价值最小的是

教师教育课程、随意且杂乱的教学观察以及乐器

的方法课。他根据参与者的建议，呼吁修订方法

课的程序。巴兰缇妮和帕克在 ２００４年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了新入职教师前３年的教学数据。教师
们认为有 ２４项音乐教师知识和技能是重要的。
这些知识和技能分为四类：音乐知识与技能，不含

教育学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一般教育学的知识与

技能，以及课目教育学知识和技能。教师们认为

课目教育学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教师们也渴

望在方法课上获得更多的课目教育学知识和技能

的训练。如果实际情况下方法课并不是 ＰＣＫ的
来源，那么，职前教师要从哪里学习 ＰＣＫ呢？汉
森（Ｈａｎｓｏｎ）和赫林顿（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表明，职前教
师的ＰＣＫ主要来自他们自己已有的学校学习经
验，即“学生在进大学前就知道教学是怎么回

事”［１８］。玛德（Ｍａｒｄｌｅ）和沃克（Ｗａｌｋｅｒ）的教师学
习四阶段说认为学徒式观察是 ＰＣＫ的有效
来源［１９］。

２．２　音乐教师获得ＰＣＫ的有效途径
根据杜陵的结论，在职音乐教师必须做到：

（１）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性观察；
（２）观察其他教师的教学；（３）参与音乐方面理论
和应用的研讨会；（４）参与行动研究，系统地检查
自己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他进一步指出，短期的

专业发展项目能帮助教师形成教学策略上的“完

整技能”，但是会议项目不能满足教师的长期需

要。弗里德里克斯（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２０］于２００１年调查
了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校的所有的器乐教师共

９６０位，回收有效问卷 ２４２份，问卷有效率为
２５．７％。这些教师认为最有效和最有价值的四项
专业成长活动是：（１）现场教学指导；（２）观察其

他人的排练；（３）参加音乐会议；（４）参加音乐会。
巴兰缇妮２００６年的研究表明，音乐教师获得ＰＣＫ
的有效途径包括在音乐课堂中应用教学技术，引

导学生进行与音乐的有意义互动，有效完成音乐

课程，从音乐各个方面评估学生的能力，以及阐释

和证明音乐性概念。

２．３　技术整合型音乐ＰＣＫ（ＭＴＰＡＣＫ）
２００３年，为探讨音乐教师对教学技术应用的

理解，鲍尔（Ｂａｕｅｒ）、里斯（Ｒｅｅｓｅ）和麦卡利斯特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２１］对为期一周（约 ３０小时）的夏季
研讨会进行了有效性纵向分析。１７个研讨班的
６３位参与者完成了所有的学习。问卷数据分析
显示，这些参与者应用技术的水平和认知明显优

于他们参加研讨班之前的数据。但是，与以往类

似的数据相比（其他学科），他们还是远远落后

的。因此，研究者提出要不断拓展音乐教师专业

发展课程，开始并持续在课堂上运用信息技术。

２０１３年，鲍尔在进一步的 ＭＰＡＣＫ研究中提到，
“ＣＢＡＭＬｏＵ”是指音乐教师在课堂上的技术整合
水平，其通过自我评估来确定教育技术使用水平。

研究标注了八种水平（由低到高排列）：不使用、

取向、准备、机械使用、常规使用、精致使用、集成

和更新。此外，他设计和开发了两个技术整合的

音乐教师课目教育学知识问卷（ＭＴＰＡＣＫＱ），包
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测量各因素的组成、单独

和联结，形成音乐教师的 ＴＰＡＣＫ；第二部分是探
究参与者开发ＴＰＡＣＫ各个组成部分的路径；第三
部分是收集问卷信息。最后，他运用皮尔逊积矩

相关系数（简称“ＰＰＭＣＣ”或“ＰＣＣｓ”）计算参与者
技术整合水平报告与其ＭＴＰＡＣＫＱ问卷分数是否
存在联系。得出结论：两组变量之间具有适度的、

积极的、有意义的关系（ｒ＝０．５１，ｐ≤ ０．０１）。
２．４　通过音乐活动类型分类获取ＴＰＡＣＫ

“音乐学习活动类型分类”是根据音乐家参

与的艺术的三个流程来组织的：创造、表演和对音

乐作出反应。约翰（Ｊｏｈｎ）［２２］认为，音乐课堂要想
成功进行技术整合，就要对学生学习经验进行仔

细规划。“音乐学习活动类型分类”给教师提供

了一个指导，使他们能有效地计划课程来整合音

乐性内容、教育学内容和技术。在开发课堂计划

的时候，教师常常根据学习活动的类型来思考，这

有助于帮助学生达到课程目标。研究者们将活动

类型以准分层的方式排列，几乎每一种音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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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包含了多元化的音乐才能。例如，即兴创

作是一种创造艺术，但同样强调听（反应）和表演

的技能。哈里斯（Ｈａｒｒｉｓ）和霍弗（Ｈｏｆｅｒ）［２３］认为
音乐教师要善于捕捉音乐学习中最重要的行动，

以及学生在参与某种特殊学习活动时做了什么

（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实地考察）。此外，他们

认为活动类型应与课程计划、项目和单元相结合。

从可用活动类型表格中根据内容标准规定的学习

目标进行选择，能使教师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技

术整合水平，获得ＴＰＡＣＫ的发展。

３　音乐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对音乐教师
教育发展的启示

３．１　修订现有方法课
康维、巴兰缇妮、哈斯顿等的研究表明，方法

课原本应是音乐教师ＰＣＫ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实
情况却恰恰相反，方法课不仅不能为音乐教师获

得ＰＣＫ提供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音乐
教师对ＰＣＫ的理解。霍奇斯（Ｈｏｄｇｅｓ）［２４］的研究
支持了方法课对教学实践影响甚小的观点。他通

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方法课的内容早被学生

遗忘（或者从没真正学习过），因为方法课不能将

具体的方法或概念与真实生活情境下的教学联系

起来。那么，如何修订现有的方法课？哈斯顿对

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以在同所学校上过

３个学期乐器方法课的６位学生阶段的职前教师
为研究对象，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和分析归纳

法收集了６组数据。研究明确了器乐教学中关于
ＰＣＫ的各种实例可以细分为速度的控制、乐器演
奏中问题的解决方法、直接的问题、模式、学生自

我评估、技术、知识的传递、听觉技能发展、分节

法、计数、呼吸练习、唱歌和拨奏技巧。他认为音

乐教育者在第一次教学活动时首先必须意识到职

前教师掌握了哪些 ＰＣＫ，又是从哪里获得这些
ＰＣＫ的，从而得知职前教师可能缺乏的知识是什
么，再对照以上细分的实例进行针对性教学，实现

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提升。

３．２　将现有课程整合和情境化
巴兰缇妮的访谈者提出音乐与教育学整合的

必要性，因为他们感觉到在实践的音乐课堂上将

这两种知识联结起来是十分困难甚至是无能为力

的。因此，职前音乐教师教育应重视教育学知识

与技能的习得，将职前准备的重点放在专业知识、

技能与音乐教学实践的整合与联系上，这是职前

音乐教师在面对教学工作压力之前亟待改进的方

面。巴兰缇妮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发现，新入职

教师认为实习是解决理论与实践脱离问题最重要

的课程，但实际情况是，短暂的实习不能使职前教

师生成足够的ＰＣＫ。这就需要改进实习机制，并
将现有课程整合和情境化。一种途径是将教育学

与学科专业知识相结合的概念贯穿本科教育的每

个课程，而不仅仅是“音乐教学法”一门课程。

“要整合和情境化，就意味着实践意识要贯穿在

课程的始终，加上反思性讨论，明确现有教育理论

与音乐教师将来在课堂教学初期的内容有没有联

系起来。在实践中，ＰＣＫ与技能和专业知识与技
能可以作为联结音乐知识与技能和通识知识与技

能的桥梁。”［１４］

３．３　开展技术整合型音乐ＰＣＫ研究
当前，信息技术被视为教与学的一部分，那么

教师不仅需要开发出 ＰＣＫ，还要理解信息技术本
身及其如何与ＰＣＫ交互。很多研究者认为，信息
技术也许能作为一个有效突破口，将割裂的几种

知识联系、整合起来。但现在国内外都少有研究

者探究音乐课堂和实践中信息技术的整合。学者

们发现音乐教师运用信息技术主要是出于其他目

的———邮件、备忘录、学生讲义、计划、海报等，很

少是出于课程目的。当多尔夫曼（Ｄｏｒｆｍａｎ）［２５］询
问教师为其自身专业发展使用各种信息技术的目

的时，１８％的教师表示是为了创作或编排音乐，
３％的教师表示是为了通过音序器创作音乐，７％
的教师表示是为了给现场表演录音，２１％的教师
表示是为了听赏 ＣＤ，１２％的教师表示是为了伴
奏，７％的教师表示是为了多媒体演示。一般教
育领域的技术整合相关研究也发现，教师运用的

技术是基于他们从自学或专业发展中获得的知

识、技能和态度的。这意味着，教师缺乏真正了解

信息技术的学习机会。如果能为他们创设这种机

会，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开发自己的 ＴＰＡＣＫ，而是
尝试将其运用于教学或学习。

３．４　开展音乐学科ＰＣＫ的本土化研究
自１９８６年舒尔曼提出ＰＣＫ理念至今的三十

多年间，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改

革和创新，不断完善 ＰＣＫ的内涵。从“ＰＣＫ”到
“ＰＣＫｇ”，从普通 ＰＣＫ到学科 ＰＣＫ，ＭＰＣＫ、
ＴＰＣＫ、ＬＰＣＫ等以具体学科领域为研究对象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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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大量涌现。此外，国内学者对 ＰＣＫ的理解也
日趋成熟，从将ＰＣＫ译为“学科教学知识”到译为
“课目教育学知识”，ＰＣＫ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
和饱满。这些都预示着 ＰＣＫ的本土化构建将摆
上日程。

目前，国内音乐学科 ＰＣＫ研究刚刚起步，这
意味着我国音乐教师教育研究具有滞后性，所以，

开展音乐学科ＰＣＫ研究，特别是结合我国音乐教
师教育现实进行本土化研究，是我们当前应该特

别予以关注的问题。在对 ＰＣＫ进行本土化构建
的时候，我们应意识到，音乐学科有着不同于其他

学科的独特性。正如鲍尔所说，ＰＣＫ对于每个学
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音乐教师运

用的 ＰＣＫ的形式不同于数学教师、英语教师、科
学教师等的ＰＣＫ形式。因此，仅仅将现有的ＰＣＫ
研究成果生硬照搬至音乐学科领域显然是行不通

的，我们切不可一味照搬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

应寻求与本学科密切相关的“适切性”。

参考文献：

［１］ＳＨＵＬＭＡＮＬＳ．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１９８６
（２）：４－１４．

［２］ＳＨＵＬＭＡＮＬ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ｆｏｒｍ［Ｊ］．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７（１）：１－２３．

［３］ＢＡＬＬＤＬ，ＴＨＡＭＥＳＭ Ｈ，ＰＨＥＬＰＳ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Ｉ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５）：３８９－４０７．

［４］ＣＯＣＨＲＡＮＫＦ，ＤＥＲＵＩＴＥＲＪＡ，ＫＩＮＧＲＡ．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４）：
２３８－２７２．

［５］ＶＥＡＬＷＲ，ＭＡＫＩＮＳＴＥＲＪＧ．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４）：１－１８．

［６］ＨＩＬＬＨＣ，ＢＡＬＬＤＬ，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ｏｐｉ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４）：３７２－４００．

［７］ＡＮＧＥＬＩＣ，ＶＡＬＡＮＩＤＥＳＮ．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ＴＴＰＣＫ：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ＰＣＫ）［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１）：１５４－１６８．
［８］ＤＵＬＩＮＧＥＢ．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Ｔｈ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１９９２．

［９］ＣＯＮＷＡＹＣ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ｆ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４）：３４３－３５６．

［１０］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Ｊ，ＰＡＣＫＥＲＪ．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ｃｅ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
ｅａｒｌｙ－ｃａｒｅｅｒ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Ｊ］．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３）：２９９－３１２．

［１１］ＢＡＬＬＡＮＴＹＮＥＪ．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ｒ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３７－５０．

［１２］ＨＡＳＴＯＮＷ，ＬＥＯＮＧＵＥＲＥＲＲＯ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Ｐｅｄａ
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ｂ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４８－５９．

［１３］ ＭＩＬＬＩＣＡＮ Ｊ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Ｎｏｒｍａ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２００７．

［１４］ＭＩＬＬＩＣＡＮＪＳ．Ａ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６７－７８．

［１５］ ＭＩＬＬＩＣＡＮ Ｊ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ｄ
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Ｕｐｄａｔ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４５－５３．

［１６］ＢＡＵＥＲＷ．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５１－６４．

［１７］ＣＯＮＷＡＹＣ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ｉｒ
ｍｅｎ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ｕ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２０－３６．

［１８］ＨＡＮＳＯＮＤ，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Ｍ．Ｆｒｏ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ｔｏｃｌａｓｓ
ｒｏ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ｙｅａｒ［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７６．

［１９］ＭＡＲＤＬＥＧ，ＷＡＬＫＥＲ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ｍ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Ｌｏｎ
ｄｏｎ：ＣｒｏｍＨｅｌｍ，１９８０．

［２０］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Ｃ．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ｈｉｇｈ

５９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３年第１５卷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ＳａｎＤｉｅ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２００１．

［２１］ＢＡＵＥＲＷＩ，ＲＥＥＳＥＳ，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Ｐ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ｖ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ｕ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４）：２８９－３０１．

［２２］ＪＯＨＮＰＤ．Ｌｅｓｓ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ｕｒｒｉｃ
ｕｌｕ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６（４）：４８３－４９８．

［２３］ＨＡＲＲＩＳＪ，ＨＯＦＥＲ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ａ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ａｓｅｄＴＰＡＣＫ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Ｊ］．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２）：
４０８７－４０９５．

［２４］ＨＯＤＧＥＳＣ．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ｆｙｏｕｃａｎ’ｔｂｌａｍｅ
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ｈｏｃａｎｙｏｕｂｌａｍｅ？［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２（６）：２５－２９．

［２５］ＤＯＲＦＭＡＮ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ｈｉｏ’ｓｓｃｈｏｏｌｍｕｓｉｃ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ｕ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Ｊ］．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ｕ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３５）：２３－４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ＣＫ）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ＹＩＮ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ｕｓｉｃ，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ＣＫ），ｗｈｉｃｈ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ｈ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ｕｓｉｃ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ａｃｋ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ｕｓｉｃ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ｓｉｃ；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