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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与实习：谁与 TPACK 更密切?  

——基于对语文学科师范生 TPACK 知识的实证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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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and Profil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PACK Knowledge in Chines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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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PACK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教师有效整合 ICT 开展教学。本文聚焦于具体学科语文领域下，

通过对某师范院校文学院作为教师筹备军的 261 名师范生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其 TPACK 现状。结果发现，语

文学科师范生的 TPACK 水平有待提升，不同年级间的 TPACK 差异不明显。将技术融入到课堂是促进三种单一

维度知识融合的难点。学生的实习经历与 TPACK 的相关不如家教经历明显。培养单位应重视实习环节的规划，

同时鼓励家教工作的参与。 

【关键字】 师范生; 技术—教学法—内容知识; 语文；实习; 家教 

 

Abstract: Studies show that TPACK can be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eachers to understanding the way to 

teach with IC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A survey of 261 pre-service 

teachers majoring in Chinese in one normal university was conducted using TPACK scale. Results show that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major in Chinese have a low score, needing to be improve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grades as for their 

TPACK profiles. It hard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courses. There were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ractice and tutor 

experience, while the latter bring a greater impact on TPACK. Teac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encourage them to be tutors as well.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TPACK) , Chinese, practice, tutor 

 

1. 前言 

随着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以及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教师在课堂中越来越倾向于

使用技术来进行教学。一方面，学生们在高科技的环境中成长，对技术的使用不再陌生，为

技术教学的开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教师响应教育信息化的号召，通过整合技术实现课堂

的教学模式改革，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学习的效果。然而，如何有效地将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课堂教学整合对研究者和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当前教师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即 TPACK）

作为一个教师知识理论框架，对教师进行具体学科的技术整合实践，提升整合 ICT 的能力具

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有效知识这一个问题便引

起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986年舒尔曼提出 PCK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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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教师应具备学科领域的内容知识、教学知识以及学科教学知识。2005 年，美国学者 

Koehler 和 Mishra 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上加入技术元素 Technology，提出 TPACK 理论框架，

在强调教师知识的复杂性、多面性和情境性的同时，试图描绘出为了将技术整合到教学之中，

教师掌握的知识的基本素质。在 TPACK 框架的中心，是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教学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 PK）和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 CK）三种

主要知识形式的复杂交叠。从 2005 年开始，国内外学者对 TPACK 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研究者一致认为对于 TPACK 的研究将有利于提高教师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教师的 TPACK 能力是未来教师必备的能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者对 TPACK 的研究出现从一般理论向具体学科发展的趋势，以细

化和完善 TPACK 的理论系统。在国内，针对教师结合具体学科 TPACK 水平的研究虽正如火

如荼，然而培养师资的主要场所的师范院校鲜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TPACK 的相关研究。

因而本文从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出发，选取学科中最基础的语文科目进行研究，为将要进入到

学校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们提供有效发展建议，也为语文学科师范生培养方案的改进提供

依据，共同致力于促进师范生 TPACK 能力的发展。 

2. TPACK 研究现状 

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徐章韬有关数学教育的 TPACK 研究，将数学教师 TPACK 结构

模型聚类成四个成份：技术的观念和运用、内容的深度和宽度、基于技术的数学教学、基于

技术的课堂管理。2011 年,湖南大学的邓立在硕士论文中涉及到了 TPACK 框架下英语的教育

探索，探究了优秀教师知识体系。在知网中以“TPACK”“TPCK”“技术*教学*学科知识”检索篇

名，获取的 215 篇（直接搜索结果为 237 篇，删除医学用词 TPCK 相关论文、评论稿后剩余

215 篇）文献中，经过对涉及的学科进行编码分析，2011 年至 2015 年（截至 12 月 1 日）分

别有 6 篇、4 篇、15 篇、38 篇、29 篇与具体学科结合的 TPACK 研究相关的文章发表，越来

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从 TPACK 一般性研究向具体学科研究方向发展。 

2.1. TPACK 针对具体学科的研究 

在所有涉及学科的 TPACK 研究中，有 24 篇针对数学学科进行了 TPACK 框架的探索，有

22 篇针对英语学科进行了 TPACK 框架的探索，有 12 篇针对信息技术学科进行了 TPACK 框

架的探索，有 7 篇针对化学学科进行了 TPACK 框架的探索，以及少量的针对物理、化学、

地理、体育、幼教、音乐、教育技术等学科进行探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语文学科的探索

仅有 2 篇文章提及。 

从 Shulman 提出 PCK 到 Koehler 和 Mishra 提出 TPACK，PCK 都是该框架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任何的课堂都至少是内容与教学法的结合，而不同学科下使用的教学法、采用的学

习活动各有不同，因而教师的 TPACK 表现就不得不从具体学科的视角来进行评价与研究。

从文献中体现出来从 TPACK 一般研究向具体学科研究转变的趋势，是符合 TPACK 框架发展

需求的，TPACK 与具体学科间的更精细的整合仍需进行深入的探讨。 

语文作为中小学学科基础之一，伴随着一个中国学生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不仅影响着一个

人的沟通表达、理解等能力，还为其他学科学习、能力培养奠定基础。从目前的 TPACK 研

究成果来看，只有两篇相关文献进行了 TPACK与语文学科的探索。其一是赵桐和唐烨伟（2014）

主要分析了在职语文教师的 TPACK 知识的掌握现状。其二是狄芳（2013）探究了中文专业

职前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素养水平。本研究着手于语文学科师范生 TPACK 知识的掌握现状，

填补不同学科师范生 TPACK 知识掌握情况的调研缺失。 

2.2. TPACK 的师范生教育 

高师院校作为中学师资的摇篮，承载着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重任，培养的教师怎样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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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因而 TPACK 框架下的师范生教育应该受

到更多的关注，如何提升师范生的整合信息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素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

的重要主题。 

经过对 2.2 部分提到的 215 个检索结果进行分析，文献中对在职教师（包括入职实习教师）

的研究达到 79 篇，而针对职前教师的研究仅有 31 篇。学者们对师范专业学生 TPACK 的发

展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调查研究、培养模式及策略研究、专

业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董艳（2014）通过实证调查研究部分发现，我国免费师范生 TPACK

知识还处于较低水平 。刘艳杰（2014）对本科师范生进行了 TPACK 意识的现状研究，对发

展师范生 TPACK 提出建议，如尽可能参加教育实习、实践。培养模式及策略研究方面如詹

艺等人对数学专业师范生 TPACK 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微型课程的实施使得师范生的

TPACK 水平得到提高，在另一篇文章中尝试回答“如何提升师范生的 TPACK 水平”这一问题。

上述作者的研究结果对促进职前教师的 TPACK 能力的研究开展有较大启发作用。 

2.3. TPACK 测量工具——自我报告测量法的发展 

教师 TPACK 水平的测量和评价一直是国外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主要的测量方

法有以下五种：自我报告测量法、开放式问卷法、绩效评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相关研究

在国外已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取得了诸如测量量表、针对的教学策略等诸多研究成果与实践经

验。这些成果为在我国本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丰富的借鉴。 

自我报告测量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 TPACK 的方法，即开发与 TPACK 框架中七

个元素相对应的评估细目 items 形成量表，让教师对自己的 TPACK 水平进行自评估。 

第一份 TPACK 测量量表是由 Schmidt et al. （2009）编制，涉及 TPACK 七个因素的内容，

比较了小学阶段不同学科间教师们的 TPACK 水平差异。该量表的信度良好，而因为样本大

小原因未得到效度的验证。 

Koehler 和 Mishra（2010）在 Schmidt 的量表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教学实际情况，改编为

包括 29 题的七点式量表，用于测量新加坡 1185 名职前教师的 TPACK。然而研究结果发现，

7 个因子不能全部被识别，其中 PK 与 PCK，TCK 与 TPACK 分别合并为新的因子，TPK 的

其中两题自行独立形成另外一个因子。此后另外一些研究者如 Chai（2011a）， Jang & Tsai

（2013）等人也相继报导这种因子“合并”的现象。 

Chai（2011b）通过对 TPACK 七个成分进行概念上的区别，在细目中添加限定性意义的词

句，重新修订了 TPACK 测量量表。结果表明该量表对 214 名新加坡职前教师、455 名新加坡

在职教师、550 名亚洲华人地区职前教师的 TPACK 测试均能地被 7 个因子解释。目前，该量

表仍被广泛使用，且信效度结果良好。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主要来自于 Chai 等 2011 年所编制的 TPACK-ML ( ML，即有意义学习) 量

表，经董艳等（2014）翻译和修订，形成此研究的中文版本，系 7 点式李克特量表，主要包

含 42 个细目（items）以及性别、年级、年龄等人口学统计变量以及家教和实习经历信息。

量表经过初测符合统计学的信效度要求，可以进行使用。 

3.2. 研究程序 

本研究选取某师范大学文学院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调查问卷 269 份，有效问卷 261

份。年级分布、性别分布等基本描述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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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分布 

 男 女 合计 

大一 8 (3.1%） 48(18.4%) 56(21.5%) 

大二 9 (3.4%) 50(19.2%) 59(22.6%) 

大三 10 (3.8%) 69(26.4%) 79(30.3%) 

大四 14 (5.4%) 53(20.3%) 67(25.7%) 

总计 41(15.7%) 220(84.3%) 261(100%) 

 

研究对象的实习经历和家教经历为本文的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师范生的家教经历按照

频次划分有“没有家教经历”、“一周 1-2 次”、“一周 3 次及以上”三种分类。实习经历依据实习

时长进行量化：“没有实习经历”、“少于一个月”、“1 个月到 2 个月”、“2 个月以上”。 

本文运用 IBM SPSS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因素分析等，最后通过对数据

分析结果进行合理解释，为未来的策略研究提供依据。 

4. 研究结果 

4.1. 因子分析与信度 

此问卷包括 42 个项目，KMO 球形检验结果为 0.932，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在 0.001 水

平上显著，表明数据呈较好的线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取主成份分析、正交旋转法、特

征根大于 1 的方法抽取公共因子，结果抽取了 8 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72.318%，因素负荷

在 0.763-0.926 之间。语文学科师范生 TPACK 水平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0，CK、

PK、TK、TKW、PCK、TCK、TPK 的信度分别为 0.763，0.863，0.853，0.783，0.926 ，

0.810，0.861，0.878，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4.2. 描述统计 

表 2  TPACK 各因子描述统计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偏差 

CK 261 1.00 6.75 4.83 1.06 

PK 261 1.00 7.00 5.43 0.90 

TK 261 1.00 7.00 4.68 1.22 

TKW 261 1.00 7.00 5.56 1.11 

PCK 261 1.00 7.00 5.18 0.90 

TPK 261 1.00 7.00 5.47 1.03 

TCK 261 1.00 7.00 5.05 1.18 

TPCK 261 1.00 7.00 5.05 0.95 

 

从上表可以看出，因子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TKW> TPK> PK> PCK> TPCK> TCK> CK> 

TK，单一维度中分值最低的是 TK，可能原因是语文学科作为文科，课程多是阅读、体会、

研讨类型，较少利用一般技术元素开展教学活动。最高的是 TKW 因子，可能与学生需要在

网络中大量搜集学习资料，同时开展在线交流分享活动有关。此外可以明显发现，除 TK 外，

CK以及包含CK的复合因子得分都相对较低，即当前师范生在学科内容知识方面的水平较低，

需增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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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差异分析 

4.4.1. 年级差异  

表 3 年级差异 

（M±SD）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F 事后比较 

CK 4.56±0.94 4.76±1.19 4.81±1.03 5.14±1.02 3.24* 大一<大四 

TK 4.41±1.28 4.76±1.24 4.45±1.16 5.11±1.11 4.90** 
大一<大四 

大三<大四 

TKW 5.52±1.07 5.52±1.21 5.47±1.18 5.73±0.96 0.75  

PK 5.36±0.77 5.37±1.04 5.31±0.95 5.68±0.75 2.39  

PCK 5.17±0.86 5.13±0.84 5.06±0.99 5.37±0.85 1.51  

TCK 4.65±1.29 5.20±1.17 4.94±1.17 5.40±0.99 4.87** 大一<大四 

TPK 5.39±1.01 5.43±1.10 5.34±1.06 5.73±0.91 1.95  

TPCK 4.91±0.96 5.12±1.06 4.89±0.87 5.32±0.95 3.19*  

 

表 3 反映出在 CK、TK、TCK、TPCK 四个方面呈现出学业年级间的显著差异。四年级学

生的 CK、TCK、TK、TPCK 水平显著高于一年级，这说明培养课程促进了师范生的学科知

识增长，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对学生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后 Scheffe 检验中 TPCK 因子

没有体现出显著性差异，表明 TPACK 水平没有随着年级明显提升，师范生技术-学科-教学法

整合能力有待进一步培养。 

此外，出乎意料的发现是，语文学科师范生的 PK 水平在四个年级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可

能的原因是在其培养过程中，教学法知识并未引起重视。二次复合因子中包含 PK 的 PCK、

TPK、TPCK 三个因子不显著间接地体现了上述的观点。 

4.4.2. 实习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习经历的丰富与否仅仅导致了 CK、PK 单一维度因子的

差异，表明师范生参加支教或教育实习对促进学科内容知识以及教学法的理解运用有积极的

效果。经过多重事后检验，实习经历对师范生的 TPACK 各因子间的影响均可忽略不计。 

4.4.3. 家教经历差异  

表 4 家教经历差异 

（M±SD） A 无家教经历 B 一周 1-2 次 C 一周 3 次及以上 F 事后比较 

CK 4.73±1.00 4.92±1.18 5.52±0.67 3.91* A<C 

TK 4.57±1.16 4.79±1.33 5.35±0.89 3.06* A<C 

TKW 5.48±1.05 5.63±1.23 6.00±0.85 1.59  

PK 5.36±0.81 5.48±1.03 6.00±0.80 3.35*  

PCK 5.12±0.87 5.20±0.96 5.73±0.67 2.85  

TCK 4.91±1.16 5.27±1.18 5.44±1.20 3.38  

TPK 5.45±1.01 5.48±1.09 5.65±0.98 0.23  

TPCK 4.97±0.89 5.20±1.06 5.18±0.83 1.87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家教经历丰富程度影响 TPACK 的多个因子如 CK、PK、TK、TCK，

表明家教对师范生的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以及技术知识都有促进的作用，同时对技术-学科

内容知识也有积极的效果。 

师范生在选择家教工作即表明对学科内容知识 CK 有较强的效能感，通过从网上能够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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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丰富的学习资料，以进行备课、讲课，在这个阶段中也提升了 TCK 水平。在网络搜索

的过程中，师范生通过课件、视频、教学设计等，学习关于语文学科的技术的使用方法，由

此促进了 PK 知识的提升。可见家教工作从 TPACK 单因子出发，可能逐步促进复合因子的水

平提升，最终实现三种知识的融合。 

4.5. 相关分析 

表 5 基本信息及因子间的相关分析 

 1（年级）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年龄 .735** 1           

3 家教经历 .031 -.015 1          

4 实习经历 .446** .341** .165** 1         

5 CK .197** .125* .168** .157* 1        

6 PK .110 .054 .139* .158* .574** 1       

7 PCK .066 .016 .119 .031 .543** .729** 1      

8 TK .128* .029 .142* .094 .438** .511** .505** 1     

9 TKW .056 -.027 .105 .041 .355** .458** 412** .597** 1    

10 TPK .096 -.010 .036 .080 .380** .597** .587** .693** .621** 1   

11 TCK .178** .059 .158* .104 .498** .471** .494** .694** .609** .647** 1  

12 TPCK .114 .089 .110 .084 .505** .564** .579** .683** .552** .692** .704** 1 

从表 5 的结果看来，师范生的年龄与其 CK 相关，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学生这四方面的知

识会逐渐提升。实习经历与 CK、PK 呈现弱相关，家教经历与 CK、TK、PK、TCK 呈现较

强相关，与上文的差异分析一致。 

此外，从师范生的教学信念的角度，除年龄和家教经历以外，年级、实习经历以及 TPACK

各因子都与其强烈相关，表明三种知识及其融合对师范生形成积极地教学信念有非常重要的

影响。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 主要研究结论 

5.1.1. 语文师范生 TPACK 知识水平较低 

通过计算各个因子的均值，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均值的因子是 TKW（5.55），最低均值

的因子是 TK（4.67），其次是 CK(4.83)，单一维度因子的得分有待提高；TPCK 因子的均值

为 5.05，可见当前语文师范生 TPACK 知识水平较低。各师范院校应该加强对师范生 TPACK

知识的教育，通过针对具体技能的掌握，提高语文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5.1.2. 家教经历与实习经历有助提升 TPACK 部分因子水平 

经分析发现，家教经历对学生的 CK、TK、PK、TCK 四个因子均有促进作用，而实习经

历对 CK、PK 有促进作用，经过对比，实习对师范生 TPACK 能力的促进作用不如家教经历

明显。教育实习工作是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相比家教要更接近于真实的教学场景，

旨在使学生把知识综合运用于教育和教学实践，以培养和锻炼学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能

力，但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 

上述结果可能与实习学校有关，师范生在实习时主要以观摩为主，学习教师的授课方式，

以及班主任管理学生的方式，这会促进师范生的教学法知识 PK。然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

毕竟是新兴的教学方式，很多指导教师也要面临升学率等压力进行试点改革。他们可能采用

稳妥的、没有技术参与的教学方式完成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指导老师为保证原有教学秩序，

可能没有给予学生较多机会开展实践，从而造成实习环节的预期效果没有实现。由此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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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的实习工作环节对学生的 TPACK 水平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为使实习工作发挥在职

前教育阶段中最优效果，可能需在考虑现实情况的条件下，对其实习开展的具体环节进行详

细的规划，比如师范院校与实习学校的指导老师共同商讨实习手册，为师范生有针对性地提

升 TPACK 水平。 

结合院校实际情况，师范生在实习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总结如下：①指导教师重教学法，

轻技术；②学生真正参与实践的机会有限。相比之下，学生在家教时对教学过程有较多地控

制权，因而能够自由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充分运用技术、教学法和学科内容的知识，从而

为提升 TPACK 水平奠定基础。 

5.2. 师范生培养建议 

5.2.1. 加强语文学科内容知识、技术运用以及教学法的整合  

在师范生培养的过程中，要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所教的学科，甚至是某一堂课的内容上。

教师给师范生提供基于 TPACK 框架的指导，帮助他们树立 TPACK 知识观，并在设计一实践

一反思—再设计的过程中积极思考教学法、学科内容、信息技术三者的关系。另一方面，负

责教学法、学科内容、教育技术三类课程的教师可以以异步协同的方式给予指导，使得师范

生的设计更趋于合理，从而获得更切实的 TPACK 水平提升。 

5.2.2. 运用 TPACK 框架制定语文学科师范生培训标准  

根据国外研究的发展趋势，针对 TPACK 在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结合本次对语文

学科的研究结果，制定出语文学科师范生的培训标准。在 TPACK 因子的基础上，进行相关

的培训和实践，并与师范生的专业发展结合起来。在对师范生进行培训的过程中，在培训标

准的指导下评价语文师范生的课堂教学和教师的教案、教学设计等资料，以真实地了解他们

的 TPACK 知识水平，从而有针对性地对语文学科师范生提供个性化的建议。 

5.2.3. 重视对教育实习环节的规划，鼓励家教  

结合本文对教育实习的研究结果，对教育实习的开展过程进行细节层面的讨论。一方面尽

量选择课堂技术运用成熟的实习学校，这样学生通过观摩容易产生整合技术的意识，从而对

其 TPACK 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建立培养单位与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共同培养的机制，

通过制定的培训标准对师范生的 TPACK 能力有针对性的促进，也给予师范生更大的空间将

理论与实践结合。 

此外，建议学生在保证正常的学业秩序基础上，将家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途径，与教育

实习结合起来，分别培养师范生在大班授课和个性化教学两个层面上的教学能力，从而促进

师范生 TPACK 知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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