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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袁直播技术尧元宇宙尧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尧快速更迭袁为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

知识渊TPACK冤发展提供了丰富情景遥 然而袁推进教师理解和应用新兴技术尧发展 TPACK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袁仅

靠常规培训难以实现遥 研究历时四年袁利用行动研究方法构建了由教育研究人员和教师组成的跨年龄尧跨学科尧跨高校

和跨国界的基于实践要反思的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遥 该共同体聚焦新技术的学习和整合袁通过三步反思法推动

教师提炼和发展 TPACK袁并为教师提供系统化尧专业化尧个性化和长周期的认知支持和情感支持袁从而激发教师基于发

展情景形成行动链袁进而得到反思性成长遥 基于对访谈文本和交流日志的分析袁研究发现教师的 TPACK得到明显发展袁

反思和研究能力得到提升袁TPACK发展信心得到增强遥 研究结果有助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更好地理解数智时代教师

TPACK发展难点和规律袁有效推进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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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我国近年来一再强调建设高素质尧专业化和创新
型教师队伍袁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尧科学研究深
度融合袁更新教育理念尧变革教育模式[1]遥 推进教师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渊TPACK冤持续发展是达成上
述目标的关键遥 TPACK涉及多种类型知识及其整合袁
是指教师为促进学生理解及应用学科内容袁融合学科
内容知识 渊Content Knowledge袁 CK冤尧 教学法知识
渊Pedagogical Knowledge袁PK冤尧技术知识渊technological
knowledge袁 TK冤尧学科教学知识渊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 PCK冤尧 整 合 技 术 的 学 科 知 识

渊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 TCK冤尧整合技术的
教 学 知 识 渊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袁
TPK冤袁形成的对整合技术的教学策略知识尧整合技术
的评估知识尧有关学生的知识尧课程知识袁以及整合技
术的学科教学统领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2]遥

然而袁不少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袁技术在不断更迭袁
教师 TPACK发展并不明显[3]遥本研究团队在实践和研
究中发现高校教师 TPACK发展存在动力不足尧 缺乏
有效方式和支持体系尧 难以持续等问题遥 这是因为
TPACK 发展意味着教师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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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袁识别和聚焦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袁同时关注和了解
新技术尧方法和理念袁不断改进教学遥这一过程涉及教
学行为改进[4]和教学改变[5]袁涉及应用和创造等高阶能
力袁初期还可能增加教学工作量袁很容易令人望而却
步遥尤其对于当前快速迭代的极具易变性尧不透明性尧
不稳定性和革命性等特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6]袁教师个体更加难以应对遥

二尧构建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的
必要性

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被认为是教师学习与发展的

载体和有效途径[7]遥 目前国内外有两种典型的教师学习
共同体袁 即专业学习共同体 渊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袁 简称 PLC冤 和实践共同体 渊Community of
Practice袁简称 CoP冤遥 专业学习共同体这一术语由霍德
在 1997年提出袁五个核心特征分别是支持性和共享型
的领导尧团队创造力尧共享的价值与愿景尧支持性条件
和共享的个人实践遥 专业学习共同体这一概念问世二
十多年来袁 已经在学校和课堂改革中表现出不可忽视
的影响力[8]袁相关研究层出不穷[9-11]遥 实践共同体由莱夫
和温格率先提出袁 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活动及
实践的重要性袁包含共同的参与尧合作的事业及共享的
知识库三个结构要素[12]遥专业学习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
对教师的发展均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袁 二者的区别
在于前者关注共同的愿景尧价值和规范袁以及分享决策
和支持性条件曰 后者重视学习者如何在共享的实践参
与过程中袁通过观察尧模仿尧讨论尧协商等方式学习[10]遥

近年来袁 不少研究者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和实践
共同体的理念推动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袁 并在实践中进
行验证遥例如袁包正委提出学习共同体情境下高校教师
野学习要实践要发表冶三阶循环发展模式袁即高校教师
在学习共同体中通过自主学习尧合作学习尧专家引领学
习等野学习冶活动强化教学发展的基础袁通过野实践冶将
教学认知转化为教学行为袁通过野发表冶系统化教学实
践与教学理论的联系[13]遥 为了提升教师的自主性尧责任
心和归属感袁促进教师整体性成长袁陈向明基于多年的
研究和实践袁提出实践要反思的教师研修[14]及具有自

主管理尧完整性尧进化目的和跨界学习等特征的教师成
长共同体[15]遥 该类研修强调从教师的实践入手袁野努力
创设一种相互信任尧 共同感知要观察要流现要创造的
学习形态袁鼓励教师反思自己思维的特点袁了悟自己和
所在组织的心智模式袁与现有理论对话袁对事情形成主
体间性的理解袁进而改善自己的实践性知识冶[15]遥

然而袁 关注高校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建

设策略的实证研究仍较少袁这导致国家有关教师数字
素养尧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政策难以落地遥因此袁本研
究基于笔者亲身组织和参与教师成长共同体的经验袁
依据实践要反思教师研修尧 教师成长共同体理论袁构
建了高校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袁 并开展行动
研究袁验证其效果遥

三尧研究方法与过程

渊一冤行动研究作为过程方法
行动研究法是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参与袁针

对特定问题施加干预袁旨在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参与
式研究方法[16]遥 本研究使用行动研究法有助于获取干
预渊基于实践要反思的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冤
对问题渊教师 TPACK发展难以持续冤的作用过程和效
果反馈遥 此外袁 由于教师 TPACK发展是一个持续过
程袁且共同体中众多主体行为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和多
变性袁 研究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策略袁
获得阶段性评估和反馈袁 观察和分析共同体与教师
TPACK发展的关系遥 具体步骤如下院

1. 问题诊断院聚焦教师 TPACK持续发展
共同体始创于 2020年袁最初只有 3位成员袁一个

月左右交流一次教学和科研心得袁但教师的 TPACK发
展动力和行为难以持续袁容易停滞遥 前期研究发现袁即
使是较高教学动机和教学能力的教师袁其 TPACK发展
仍需要持续尧系统的触发和支持[17]遥 此外袁教师通过共
同体发展 TPACK袁更重要的是将参与共同体获得的经
验和解决方案应用于实际教学活动中[18]袁尝到教学创
新和教学研究的野甜头冶袁这也是共同体建设的难点遥

2. 行动规划院 以新技术应用情景为主题的
TPACK持续发展路径

为了推动教师 TPACK持续发展袁2024年春季学
期袁本研究制定以下行动规划院
一是扩大规模袁加强异质性和互补性遥本研究邀请

不同教龄尧 学科尧 高校对教学有热情和投入的教师参
与袁构建跨年龄尧跨学科尧跨院系尧跨高校尧跨国界的教
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遥 14位成员分别来自上海
开放大学尧上海海关学院尧曲阜师范大学和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袁且拥有管理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尧计算机科学尧
语言学尧教育学等多学科背景遥 其中袁5位成员的主要
角色是教育研究者袁9位成员的主要角色是教师遥

二是加强互动袁推进跨界参与式学习遥 包括提升
互动频率袁1~2周开展一次面对面或线上集中交流袁
平日通过微信群分享信息和开展研讨曰 丰富互动类
型袁在学习型和情感型互动的基础上袁增加任务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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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袁如协同教学设计尧开展课题研究等曰开展跨界互
动袁建立平等横向学习关系遥

三是聚焦新技术的学习和整合袁开展实践尧协作
和反思遥 共同体持续为教师提供 TK尧PK尧TPK等过程
性知识袁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工作原
理尧局限性尧对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和长远影响尧对教学
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影响袁激发教师形成行动链和提炼
TPACK袁 丰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策略等结果性知
识袁进而推动学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深度学习
和发展高阶思维袁以便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的变化和
社会的发展遥

3. 行动实施与评估院通过三步反思法推动教师提
炼和发展 TPACK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袁论文写作和发表是专业发展

的重要一环遥 因此袁共同体将其作为推动教师提炼和
发展 TPACK的重要抓手袁利用教学设计尧成果汇报尧
会议投稿尧课题申请等契机袁激发教师的行动链袁形成
澄清问题要整合知识要介入行动要验证效果的循环袁
并通过启动阶段尧执行阶段和收尾评估阶段的三步反
思法协同提炼和发展 TPACK遥

渊1冤启动阶段袁教师撰写案例分析表初稿遥教师大
多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袁但很少用文字系统化尧可视化地
表达袁因而无法有效推动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互动遥 共
同体基于案例分析表[19]袁形成基于实践要反思的行动研
究案例分析表袁引导教师反思遇到了什么问题袁有何感
受袁如何思考和行动袁如何验证效果及改进行动袁形成了
哪些 TPACK实践性知识遥 共同体多位老师利用该分析
表系统化尧显性化和可视化思考和行动袁突破经验总结
的瓶颈袁加快写作进度袁形成 TPACK1.0遥 渊2冤执行阶段袁
教师和研究者协同修改案例分析表遥 教师往往从自身
经验角度撰写案例分析表袁这就需要教育研究者和其
他教师通过提问尧经验分享等方式袁激发教师与教育
理论尧其他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尧学生的表现和反馈开
展对话袁深入理解分析表的内涵和价值袁特别是澄清
问题尧收集和分析教学效果证据袁逐步完善分析表袁形
成 TPACK2.0遥完善分析表的过程袁也是研究者和教师
互相激发思考和行动的过程遥 在案例分析表的基础
上袁共同体基于教师 TPACK发展特点袁提炼得到澄清
问题尧整合知识尧介入行动尧验证效果的行动链遥 其中袁
澄清问题是教师 TPACK发展的关键袁为 TPACK发展
提供了动力曰整合知识是问题解决的突破口袁即引导教
师将通过培训尧 共同体交流和讨论等多种途径习得的
TK尧PK尧TPK等新知识用于教学袁同步开展教学设计和
研究设计袁生成初步的 TPACK曰介入行动指在具体情

境中开展教学尧解决问题曰验证效果指根据应用效果袁
不断完善 TPACK遥 渊3冤收尾评估阶段袁教师将案例分
析表拓展为教学论文遥 基于协同修改的案例分析表袁
教师能快速尧便捷地将其转化为教学学术论文袁这是
因为案例分析表包含教学论文的主体内容袁尤其是针
对具体问题的对策和效果遥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充
文献综述尧细化研究设计遥基于教学论文袁教师可以投
稿并参加各类学术交流袁 获得同行和专家的反馈袁形
成 TPACK3.0遥尤其是较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袁评
审周期短袁不管录用与否都会有专家反馈袁如果被录
用则有机会和同行交流袁获得同行的反馈袁推进论文
修改袁进而投稿到高水平期刊遥 这也有助于教师认识
教学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创新性尧迭代性等特征袁提升
教学研究的信心遥 2024年袁共同体教师共发表 2篇期
刊论文袁5篇国际会议论文袁4篇全国性会议论文遥

渊二冤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

法袁基于半结构访谈和共同体交流日志袁考察基于实
践要反思的教师 TPACK持续发展共同体的过程性变
化遥 研究资料包括院渊1冤半结构访谈院研究团队在 2024
年 7月至 8月对共同体 9位教师开展了半结构访谈袁
涉及参与共同体的收获尧2024 年春季学期教学设计
与实施的变化尧2024年秋季学期教学设计与实施计
划尧对整合技术的教学的信心袁以及共同体改进建议
等五方面的问题曰渊2冤交流日志院研究者记录了 2024
年春季学期和教师的十多次交流袁 涉及教师 TPACK
发展难点尧策略的使用及效果袁共计 59,121字遥 本研
究基于 TPACK要素框架 [20]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持续
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袁 分析共同体教师 TPACK成分
和要素尧信心等方面的发展遥 具体步骤包括院

渊1冤确立分析单元遥 分析单元是质性研究资料分
析中的操作性概念遥其功能一是作为解构资料的特定
单位袁即根据研究情境对质性资料进行初步拆解遥 分
析单元可以是意义尧实践尧遭遇尧叙事性结构尧组织或
生活方式遥 二是作为野审核资料的工具冶[21]遥 本研究中
的分析单元包括人物尧发展情景和行动链遥其中袁人物
是共同体所有教师袁发展情景指教师面临的各种具备
叙事情节的故事结构袁行动链指每位教师的具体行动
方式遥 渊2冤建立比较框架袁指以时间为轴线袁从人物尧发
展情景和行动链三方面整理资料遥 渊3冤对每个单元资
料进行编码分析遥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编码方式袁一
部分编码来源于 TPACK要素框架袁 另一部分编码则
源于具体资料袁研究者对材料进行多维度分析袁进而
发现新的关联尧理解和解释遥 渊4冤成文后征求共同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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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反馈意见袁以保证研究的效度遥

四尧研究发现

数智时代为高校教师提供了丰富的 TPACK发展
情景袁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实践要反思的教师 TPACK
持续发展共同体袁引发教师基于发展情景形成行动链袁
进而得到反思性成长袁这包括 TPACK发展明显袁提升
了反思和研究能力袁增强了 TPACK发展的信心遥

渊一冤教师 TPACK发展明显
1. 教师 TPACK基础知识的理解深度化
团队教师跨界学习袁拓宽了学术视野袁加深了对

TPACK知识基础的理解遥 其中袁TK渊生成式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冤尧PK和 TPK 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的教学
应用冤发展最明显袁其次是 TCK渊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行
业和学科的影响冤袁再次是 PCK和 CK袁少有教师提及
PCK和 CK遥

在 TK方面袁9位教师均提到通过参与共同体及
时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遥 其中袁2位老师
还提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态度的转变遥 例如袁Y老师
提到野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无视袁到听到团队专业
老师提及耶语料爷及智谱清言尧秘塔等工具袁再到主动
使用 ChatGPT袁逐渐对新技术的使用感兴趣噎噎经过
使用袁发现它能帮助我提高备课尧文献检索尧讲义修
改尧评价设计等的效率冶遥

在 PK方面袁 不同学科背景成员之间的分享袁推
动教师了解教育教学理论尧方法及研究前沿袁如项目
式教学尧5E教学模式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
的应用袁为其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尧有效的教学策略
和方法遥 9位教师均提及 PK方面的发展袁例如袁新入
职的 L老师提到 野听了 D老师的讲座后发现她对设
计和教学思考得很深入袁 将复杂的问题剖解拆分袁使
得学生更好理解袁更愿意思考袁更有动力做作业遥将原
本枯燥的理论知识袁变得好玩儿又有实操性冶遥

在 TPK方面袁9位教师均提到了解到不同学科教
学设计的新思路尧新工具或者方法遥例如袁Y老师提到
野通过共同体学习了很多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学
方法和研究思路袁包括让学生互相批改作业尧智能化
批改实践作业尧元宇宙模拟教学尧老师利用大模型绘
图尧针对学生的问卷设计等冶遥

在 TCK方面袁 参与共同体的讨论促使一些教师
反思人工智能对相关行业的影响袁进而调整课程目标
和内容遥例如袁C老师在访谈中三次提到前沿袁不仅涉
及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前沿袁还包括新技术对行业和
学科的影响遥

2. 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策略丰富化
在共同体支持下袁教师基于发展情景袁形成澄清

问题尧整合知识尧介入行动尧验证效果的行动链袁丰富
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策略遥这包括提炼直播教学策
略尧丰富学习活动尧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袁以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尧参与度尧学习成果袁尤其是知识应用能
力尧问题解决能力尧人工智能素养等遥
一是提炼直播教学策略遥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

师基于直播教学提炼教学策略遥 例如袁针对直播教学
现场感缺失尧教师无法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尧学生
注意力分散等问题袁D老师提出野五个一冶赋能型直播
教学策略袁包括正能量问候尧课前复盘尧热身案例尧系
统教学尧温暖收尾袁并通过收集学生尧分校教师尧校外
专家等多方反馈袁不断迭代遥 Z老师提炼形成大规模
跨地域团队协同直播教学策略袁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
和收获袁激励了处于摇摆状态的学生参与学习遥
二是丰富学习活动遥多位教师拓展了学习活动类

型袁 从单一的获取型学习活动到整合多类学习活动遥
例如袁 通过共同体袁Z老师了解到项目式学习相关理
论渊PK冤并深入学习袁深刻感觉这种学习方式比传统
学习方式更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袁培养学生应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遂在野模式识别与机器学
习冶课程中应用项目式学习袁发现学生学习兴趣更加
浓厚袁学习效果更好袁还有学生提出将继续深入自学袁
并考虑从事相关工作遥
三是在教学中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遥所有教师积

极探索如何在在教学中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袁如设计
学习资源袁引导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尧搜集和分析资料尧
生成内容等袁将培训和交流所得应用于教学遥例如袁参
与共同体的讨论让 Q老师意识到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以帮助教师创造更丰富尧 更具挑战性的教学内容袁同
时学生也需要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供应链决策等

具体行业中的应用袁 形成伦理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袁遂
在野供应链管理冶课程中使用大语言模型生成全球供
应链的复杂场景和问题袁 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尧更
贴近实际的案例材料曰在每个主要单元结束时袁组织
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袁如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做出的
库存决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遥

3.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TPACK要素间关系紧密化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不局限于整合技术的教学

策略的发展袁开始关注 TPACK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遥例
如院Y老师使用各种评估策略鉴别学生的学习难点袁
如在野心理学基础冶课程考试中请学生回答野促进学习
投入和阻碍学习投入的因素冶袁以更好地了解学生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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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后续教学设计更符合学生需求遥 结合野电子商务专
业学生学情多元袁学生论文写作辛苦冶等有关学生的
知识袁D老师从发展整合技术的评价知识切入袁 和学
校信息中心合作开发专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袁同
时辅助强逻辑干预袁对学生毕业作业开展人机协同的
智能评测遥 通过参与共同体的学习及讨论袁Z老师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理念方面发展明显袁意识到教育不
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讲解袁还需要了解教学理论和教学
方法袁发展有关学生的知识袁以及科学地衡量教学效
果袁并通过科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效果遥

渊二冤教师反思和研究能力得到提升
不少教师提到参与共同体有助于提升教学反思

的意识和能力遥例如院Q老师提到袁教学反思的意识得
到了增强袁开始定期记录教学日志袁分析每堂课的得
失袁特别是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分析教学模式
和学生反馈袁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洞察遥 D老师提到
养成了随时积累素材和复盘反思的习惯袁野一轮教学
结束后袁就有很充裕的素材袁以便梳理和拔高袁相应的
教学成果也就可以比较容易总结冶遥
在反思的基础上袁 大多数教师将研究作为工作的

一部分袁而不是外部的额外负担袁持续发展 TPACK遥例
如院K老师从最初主要听其他教师的分享到找到自己
的教学创新点和研究点袁入职 12年来第一次投稿国际
会议并被录用遥 Z老师提到参与共同体的交流袁教育教
学论文水平得到了提高袁 在教学中有意识采用量表测
量教学效果袁如利用量表测评学生学习投入度尧批判性
思维能力院野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做科学的事情袁 开始比
较初级袁做一些简单实践袁但慢慢会越来越深入袁方向
会逐步凝练袁终会取得有深度的成果冶遥

渊三冤教师 TPACK发展的信心得到增强
学生学习的改善让教师 TPACK发展的信心更足

了遥 例如袁Q老师提到野这种信心来自实践的成功尧同行
的支持尧学生的进步袁以及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理解遥
我现在更加确信袁 技术整合不仅能够提升教学效果袁也
能更好地培养学生适应未来智能供应链时代的能力冶遥

这一信心也体现在所有教师计划在 2024年秋季
学期继续深化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策略遥 例如院Z老师
计划在两门计算机课程中使用智能体袁自动为学生提供
学习帮助遥C老师计划将新的应用场景和技术引入教学
设计与实施袁带给学习者更多的理论尧行业前沿启发遥 Q

老师计划实施跨课程项目式学习袁即设计横跨野供应链
分析冶和野供应链风险管理冶两门课程的大型项目袁让学
生使用真实数据和 AI工具分析与优化复杂的全球供应
链网络曰将游戏化元素引入教学袁开发基于 AI的供应链
模拟游戏袁让学生在竞争环境中做出实时决策袁体验供
应链管理的复杂性曰 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系统袁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曰建立产学研合
作项目袁与本地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袁将提供真实的
供应链问题作为课程项目袁并邀请行业专家指导遥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则提到开展评估改革遥 例
如院N老师计划继续改造应急管理课程和社会心理学
课程袁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教袁加强过程性评价遥 Y
老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支持下设计新开设的

公共必修课野心理健康冶的评估方式袁旨在让不同专业
的学生发挥所长遥 D老师将继续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
育大环境下电子商务专业毕业作业环节的教学过程

管理与教学内容设计遥
总之袁在共同体的支持下袁持续的小进步让教师

不断结合新的发展情景勇于尝试袁 不断获得正反馈袁
提升了创新能力尧设计能力尧导学能力尧自主学习能
力袁以及协作探究能力尧反思能力和研究能力袁推动
TPACK持续发展遥

五尧结 束 语

本研究发现基于实践要反思的教师 TPACK持续
发展共同体袁 是推动教师 TPACK持续发展的有效策
略袁可激发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遥 该共同体通过推
动教育研究者和教师跨界学习袁协同识别问题袁了解
和应用新的理论尧方法和技术袁不断改进教学袁促使教
师加深了对 TPACK知识基础的理解袁 整合技术的学
科教学策略丰富化袁提升了反思和研究能力袁增强了
TPACK发展的信心遥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院一是目前主要以开放大学教
师为主体开展研究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拓展到其他类
型高校袁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和适用性曰二是尚未对
教师的特征和需求进行归类袁有待形成针对不同群体
教师的需求导向的针对性支持方案曰三是目前主要依
赖访谈文本和交流日志袁 未来应加强对教师 TAPCK
发展的量化分析曰 四是有待进一步探讨数智时代
TPACK中技术因素的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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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live streaming, the metaverse,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rapidly evolved, providing rich scenario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However, advancing teacher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ing TPACK are characterized by
longev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rough conventional training alone. Therefore, this
study spanned four years and employed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onstruct a practice-reflection-based
communit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PACK across ages, disciplines, univers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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