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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QQ 是常见的生活媒体工具，其教育功用逐渐被挖掘。本研究以河北省涿鹿县教师 QQ 群为例，探究

QQ 群促进教师胜任新型教学模式的各种实践路径，从 QQ 群支持网络研课、专题教研、实时网络培训、评价反

馈四个方面展开路径探究。之后从 QQ 群支持农村教师学习的路径模型、QQ 群促进教师学习的人力管理和利用

QQ 群的交互导向促进教师深层学习方面进行了讨论分析，最后进行了小结，对 QQ 群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 QQ 群；涿鹿；新型教学模式；路径 

 

Abstract: QQ is a common media tool in life,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Take QQ group of Zhuolu 

country for example ,the study explore the QQ group to promote teachers are qualified for various practical path of new 

teaching pattern, from the QQ group support online class, project research, real-time online training, evaluation 

feedback path to explore the four aspects. And then, the study, from QQ group support rural teachers' learning path 

model, the QQ group to promote the human management and use of QQ group of teachers learning in the interactive 

guide to promote teachers' learning aspects are discussed deeply, finally has carried on the summary, the application of 

QQ group is discussed.  

Keywords: QQ Group, ZhuoLu, New teaching mode, path 

 

1. 引言 

2014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试

行）》的通知（教师厅[2014]3 号）中指出，通过培训，教师要学会利用教师网络研修社区，

有效参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及区域研修。2015 年，国家启动的国培计划也把信息化教学

的课程列入其中（郑燕峰，2015）。 

根据《腾讯 2015 年第二季度财报解读》显示，QQ 月活跃账户数达到 8.43 亿，比去年同

期上升 2%，而整体最高同时在线账户同比增长 13%至 2.33 亿（新浪科技，2015）。这说明

QQ 对于教师来讲，是一种相对容易介入的信息技术手段。 

河北省涿鹿县位于国家级贫困县较多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教师多分布在农村学校。2012

年 9 月，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与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基础教育

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该模式对涿鹿教师来讲是新型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

课堂教学结构，需要老师们掌握并且转变为自己的教学常态，本地课题教师多为年轻骨干教

师，对 QQ 群的熟悉度较高。双方依托该项目，合作成立了“河北涿鹿跨越式教师”QQ 群，本

研究以此群为基础，探索教师胜任新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 

2. 相关研究回顾 

2.1. QQ 群为教师学习提供了较大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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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提供了强有力的交互工具，整合了多种网络交流方式（钟志荣，2011）。QQ 群以其

易用性、可用性及便捷性，目前已经成为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重要组织方式，特别是对于

自组织的教师网络学习而言，依靠 QQ 群建立学习共同体具有较低的技术难度和较广泛的使

用度（孟召坤﹑兰国帅﹑徐梅丹等，2015）。 

2.2. QQ 群拓宽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当前建设教师培训的信息化环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信息化能

力的教师队伍（李正杰，2015）。QQ 是融合于人们生活的一种媒体方式，QQ 群的应用在一

定程度上拓宽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它虽然不是专业的教师发展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学习属性。 

2.3. QQ 群促进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教师专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借助信息化手段，万里勇、赵呈领（2012）等人探究了 QQ 群在

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的互动教学效果，建议要在 QQ 群应用中多发挥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

吸引领域专家加入、考核与评价等（万力勇﹑赵呈领和廖伟伟﹑2012）。孟召坤、兰国帅（2015）

等人基于 QQ 群分析了教师学习共同体，发现学习共同体的活跃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受制

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孟召坤﹑兰国帅﹑徐梅丹等，2015）。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要从教师

职业特性层面考虑引导教师参与讨论交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 QQ 群是利于教师群体开展教研和交流的一种媒体，为开展本研究

做好了铺垫。 

3. QQ 群支撑下教师学习新型教学模式的路径探索 

本研究采用 QQ 群构建教师远程研修共同体，依据个体和共同体发展、知识共享、多途径

参与、成员平等的原则（刘志家，2013），组织各类活动。在开展合作一段时间之后，项目

组逐渐尝试借助 QQ 群开展课题指导和交流活动，主要探索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基于 QQ 群视频进行网络研课，提升课堂操作能力 

对于教师个体来讲，教学真本领显现在课堂，围绕课堂教学开展研究，探索教师胜任新型

教学模式的课堂表现行为是首要考虑的实践。教育管理部门参与项目管理，通过 QQ 群统一

下发通知，明确时间、任务、提交的方案、QQ 群研课操作方法、研课流程等。下图 1、2、3

为 2013 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组织涿鹿县开展《小白兔和小灰兔》的研课现场。 

 

 

 

 

图 1 基于 QQ 群的群体听课界面  图 2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借

助 QQ 群开展远程评课 

图 3 在线听课界面 

这种在线研评新型教学模式的方式改变了教师实地研讨周折的现状，积累了大量在线过程

性数据，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模式、课堂管理的方法、教师语言的驾驭等

都可借此手段分享，对于优势学校帮扶弱势学校、城乡教师共同发展有积极效果。 

3.2. 基于 QQ 群来进行专题教研，加强教师反思能力 

QQ 群的实时交互是一种实时的、碎片化的聊天方式，群里面的实时交流会在短时间内被

更新，因此，信息需要重构，需要再加工，本研究借助 QQ 群实时交流便捷的特征开展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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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教研探索，共同研讨新型教学模式实施中可能出现争议的主题，希望教师能在专题教研

中重构自己的知识结构。 

在前期的准备中，组织者调研明确研讨主题，约定时间组织研讨。下图 4 为语文开展“如

何设计拓展写话环节才能使学生的参与度更高，语言运用更强”的研讨界面，图 5 为语文、英

语教师开展“如何在跨越式课堂中进行学困生的转化”相关研讨界面，图 6 为研讨后的总结。 

   
图 4 教师研讨时分别将自己的观点展示

出来 

图 5 组织者引导 QQ 群

教师进行深度研讨 

图 6 专题研讨后提炼总结 

在教研中，组织者会提前一周把研讨的通知发布到网上，并提前沟通 1-2 个骨干教师，引

导他们成为意见领袖，让教师真正思考专题的解决方法。每次研讨后，教师们借助讨论的方

法策略优化自己的课堂，真正实现 QQ 教研和课堂的融合发展。 

3.3. 基于 QQ 远程桌面开展实时网络培训，提高教师实践知识 

教师的专业发展常以培训的形式推进，通过 QQ 群的实时特性，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在线

培训，根据培训组织的内容和形式选择群交流模式，培训教师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分享荧幕”

或“演示 PPT”，实现现场培训的互动效果。下图 7 为实时培训《基于学习元平台的网络教研

和研讨》在线培训场面。 

  

图 7  QQ 群在线实时培训界面 图 8 教师分享交流实时问题 

实时的 QQ 在线培训为教师广泛的、多元的参与学习提供了路径，这种基于 QQ 的交流方

式无需固定在具体物理空间中，方便了教师的学习。培训完成后，需要对教师参与学习的状

态总结、个体发言情况，培训任务设置等进行提炼总结，为日后开展迭代培训打好基础。 

3.4. 基于 QQ 群开展实时评价反馈，促进教师混合式交流 

QQ 群汇集该地区参与课题的全部项目教师，除了可以开展在线听课、教研和培训外，借

助 QQ 群的路径反馈学习新模式的疑惑、常出现的问题等，促进教师的分享交流和评价反馈

（参见图 8）。QQ 群实时交流评价成为共同体智慧生成的过程，利于教师混合式交流。 

4. QQ群促进教师学习的实践讨论和分析 

4.1. 基于 QQ 群促进教师学习新模式的活动路径 

本研究借助 QQ 群探索教师对新型教学模式的掌握理解状况，依托 QQ 群的方式来了解教

师学习的效果，通过上课实践、专题教研、实时培训、评价反馈等活动去推进教师的学习。

经过梳理，可发现活动之间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四种实践的路径对教师学习很有效果，由

此笔者提炼了 QQ 群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活动路径，参见下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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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QQ 群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活动路径 

针对农村教师群体来讲，教师通过 QQ 听课研课，实现了对新型教学模式的精加工，对教

学模式有最直观的感受和理解，通过专题教研的方式引导教师各抒己见，根据大家研讨的共

性问题进行实时培训，通过 QQ 群进行评价反馈，助力教师对新型教学模式的理解和掌握。

研究发现，基于 QQ 群的系统规划设计提升了教师学习新型模式的成效，教师越来越认可这

几种路径。未来如何利用 QQ 群支持教师个性化学习，实现更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 

4.2. QQ 群促进教师学习新型教学模式的人力作用发挥 

在 QQ 群促进教师对新型教学模式掌握过程中，有教育局领导、教研员、教师、项目组专

家，可以说人力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项目实施中，所有人能清晰看到个体教师表现，

是一种提高教师积极性的无形力量，这与前边文献研究时谈到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吸引领

域专家加入的见解是一致的。未来也会继续探究 QQ 群中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教师自组织

的人力力量，教师专业成长的隐形专家的挖掘等。 

4.3. QQ 群交互导向与教师专业学习的深度 

研究发现，QQ 群整体交互深度与群体交互导向有关联，如借助 QQ 群进行在线研课时，

前后发言的教师会互相影响，主题讨论的深度也与意见领袖或者管理者引导的方向有关。组

织者抓住群体关注点引导大家思考，很快研讨聚焦，讨论相对有效。探索教师掌握新型教学

模式的实践路径，要抓住交互导向的关键因素，如发挥主要导向作用的人员，引起交互讨论

的主题、交互导向发生的时机、教师关注的重要主题等。 

5. 总结与展望 

QQ 群的交流方式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教师成长过程，文章探究了 QQ 群促进教师掌握新型

教学模式的几条路径，可发现四种路径在促进教师学习成长上的效果，但本研究只是过程性

探索，后续继续深化研究，将借助 QQ 群探索数据支撑下的教师学习路径，针对如何借助 QQ

群促进教师的多样化学习、个性化学习、深度学习上进行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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