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期刊是学术话语的集散地，尤其是具有一定影

响力和代表性的期刊更能够敏锐、连续地反映出相

关学术领域的前沿与热点。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

计量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以往文献研究偏于定性

归纳、过于主观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知识图

谱的方法对欧美教师教育 SSCI 期刊作以分析，以期

展现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的发展现状。SSCI（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期刊文献的

代表，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现状。本文主要参考了 2013 年 SSCI 的综合影响因

子排名，选取了办刊主体、研究主题以欧美为主的 6

种代表性期刊，具体名称、综合和影响因子及载文

情况见表 1。

表1：教师教育SSCI高影响因子期刊情况

期刊全名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TEACHINGAND TEACHER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ED
UC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READING TEACHER

2013年综合
影响因子

2.208

1.607

0.804

0.837

0.722

0.566

当年文章数

23

112

29

24

88

7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取的分析工具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

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Citespace 以其适用

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而成为近年来

在文献计量分析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工

具。Citespace 软件的功能包括关键词共现分析、科

研机构合作分析和文献共被引分析等。而 web of

science 的引文资料格式可以直接被 Citespace 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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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从引文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

词共现分析和研究机构合作分析三个方面出发，以

web of science 中的 SSCI 教师教育期刊为主要对象，

旨在揭示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的发展现状和特征。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06-2014 年，单位

时间分区为 1 年，采取径向网络的方法，输出相关的

知识图谱。知识图谱作为显示知识发展与结构关

系的一系列不同的图形，通过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

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建构、绘制和显示二者

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图谱中，某一结点代表了一定

影响力的热点。而结点间的连线代表热点之间的

知识互动关系。结点中年轮的颜色与结点间连线

一致，代表了年限的变化。

（一）引文文献共被引分析

引文文献共被引分析是针对期刊引文文献的被

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及内在规律

的分析方法。在 2006-2014 年这六种期刊中，相关

引文文献共计 96991 篇。对这些引文文献进行径向

网络分析后，笔者又进行了聚类，得出引文文献的

“timeliness”时间轴聚类（如图 1 所示）。

图1 引文文献“timeliness”时间轴聚类

在图谱中，结点代表的是关键的引文文献，而文

献影响程度的高低是通过结点中心性得以体现

的。某一文献的中心性越强，该文献与其他文献在

同一篇文章中作为被引文献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该

文献在共被引网络中的影响力自然就越大。在

Citespace 中，中心性超过 1 的文献在结点外圈被突

出显示。而从 Citespace 的后台输出中，影响力较大

的关键引文文献有 7 篇，具体见表 2。

表2：高中心性引文文献排名

文献名

Frompreparationtopractice：
designingacontinuumto strengthen
and sustain teaching

What do new views of knowledge and
thinking have to say about research
onteacher learning?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The Dreamkeepers：Successful
Teachers of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Perceived Problems of Beginning
Teachers

作者

Sharon Feiman-
nemser

Ralpa T.
PutnamHlidaBorko

Matthew B. Miles
Barney G. Glaser
Anselm L，Strauss

Donald A. Schon

Gloria Ladson-
Billings

Simon Veenman

频次

98

86

212

116

92

77

64

中心性

0.25

0.22

0.15

0.13

0.12

0.12

0.12

从 文 献 的 中 心 性 情 况 上 看 ，Sharon Feiman-

nemser 的《从预备到实践：设计一个加强并支持教学

的连续统》在教师教育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该篇

文章中，作者围绕三个主要问题：教师入职及早期

专业成长的核心任务是什么？传统的教师教育是

怎样强调这些核心任务的？未来教师教育的设计

与实践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教师早期学习的连续

性，从而促进标准化教学和使教师能更为积极地参

与学校改进？［1］正如泽克纳在总结美国教师教育发

展历程中所指出的，美国在教师培养转型中经历了

从“社会效能”向“社会改进主义”的传统转变。［2］前

者基于能力本位，强调培养师范生的应备能力。而

后者把学校教育和教师教育作为建构一个更加公

平社会的核心要素。而 Sharon Feiman-nemser 在文

章中，从教师早期的专业发展入手，阐释了传统教

师培训如何体现对核心能力的关注到现代应促进

教师自主学习，进而将教师发展视为学校改进的主

动力量。

与这种阐释教师教育内容方面的文献相应，

Ralpa T. Putnam HlidaBorko 教授的《新的知识观与思

维方式如何影响教师学习研究》、Matthew B. Miles

的《定性数据分析》和 Barney G. Glaser 等的《基于扎

根理论的发现：定性研究的策略》则是针对研究方

法的反思之作。在该方面，这三个文献集中的突出

之处在于体现了定性研究对教师教育研究的影响

不断加深。如在 Ralpa T. Putnam 等的文章中，区分

了传统“认知取向”的知识观和现代“情景取向”的

知识观，阐释了当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从传统向

现代的转变时，也必然对教师教育的理念造成影

响。认知取向知识观下，学习的过程重在对实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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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掌握，专注于记忆、理解本身。而情景取向

的知识观与此相对，体现为三种特征：学习总是发

生于一定的情景与社会性内容之中；知识的本质是

社会性的；知识靠交往传播。这种知识观的转变体

现在对教师学习的认识上，传统知识观下的教师学

习是一种个体性的认知过程，而与之相对的现代知

识观下的教师学习则是强调学习过程的社会性，突

出在真实情景中教师的自我发展。 Matthew B.

Miles 的《定性量化研究》和 Barney G. Glaser 等的《基

于扎根理论的发现：定性研究的策略》则作为系统

介绍质性研究的著作被大量引用。尤其是 Barney

G. Glaser 等的扎根理论中“持续比较方法”，更是被

众多调查类教师教育文献直接引为方法论基础［3］。

质性研究的大量应用，体现了现代教师教育研究试

图打破单一的理论思辨模式，试图在实践中建构、

生成理论的趋向。

Simon Veenman 的《新手教师应关注的问题》、

Gloria Ladson-Billings 的《守梦人：非裔美籍儿童的

成功教师案例》和 Donald A. Schon 的《反思性实践

者：专业人士怎样在行动中思考》从不同侧面揭示

了教师在真实教育情境中所面临的冲突与挑战。如

Simon Veenman 在文章中将新手教师面临的挑战归

结为课堂管理、促进学习动机、处理个性差异等 8 个

问题，并对这 8 个问题的挑战程度及现实表现作以

调查。［4］而 Gloria Ladson-Billings 在《守梦人：非裔美

籍儿童的成功教师案例》一书中，集中选取了 8 位教

授非裔美籍儿童的成功教师案例，展现了多元文化

背景对教师专业成长提出的要求及现实挑战。［5］

Donald A. Schon 则在《反思性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

何在行动中思考》一书中，针对传统教师专业培训

过度依赖知识的科学性与技术的合理性，忽视了行

动中 的反思问题，提出将反思作为沟通理论与实践

间的桥梁，在教师专业成长中的重要性［6］。

而 Citespace 在提取出高度中心性的关键文献之

外，还能够对文献按被引的情况作以聚类。从聚类

的情况上看，“教师”占据了全部引文聚类的核心。

这反映出欧美教师教育研究以教师为本的宗旨。

此外，“组合”（composition）、“教学关注”（teaching

concern）和“挣扎中的读者”（struggling reader）作为

聚类被析出，则反映出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

教师教育中的融入。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是通过对关键词、主题词

进行共现分析，揭示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结构的演变

状况、学科热点和研究前沿。同引文文献的共被引

关系相仿，当两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

时，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共现关系。这

种共现关系发生的越频繁，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就越

紧密，通过结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现出来。本研究

中，笔者运用 Citespace 中的“spotlight”功能对图谱中

的关键结点与连线进行了显性化的处理，中心性较

强的关键词及其联结得以凸显（如图 2 所示）。

图2 中心性关键词及其联结

1. 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

从 Citspace 后台输出的关键词情况可以看出，

中心性较强的关键主题有 11 个，具体见表 3。
表3：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

Education

Comprehension

Engagement

Personal development

Instruction

School

Diversity

Knowledge

Beliefs

Experience

Students

频次

505

107

67

162

133

137

97

78

233

152

48

中心性

0.21

0.19

0.18

0.17

0.16

0.13

0.13

0.13

0.12

0.12

0.12

从关键词的中性词上可以看出，教师教育研究

的热点主题主要体现在教师教育内容和教师教育

研究自身反思两个方面。从教师教育内容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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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特征

围绕“教育”“专业发展”“学校”“学生”“知识”“信

念”几个关键词互动关系较为密切。笔者通过相关

文献发现，欧美的教师教育研究在发展中深受对

“理论-实践”关系反思的影响。在欧美教师教育研

究的早期，教师教育的内容主要针对教师与教学活

动的关系，研究的内容以教师教育理论的建构为

主。后来的一些相关研究又转向教师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融合，进而在研究中试图审视“知识”“信念”

在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街接中的中介作用，近些年

来，这种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入，教

师教育已不再满足于探讨教师自身的理论与实践

的问题，更着重探讨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教师自我发

展与学生发展之间的协调与促进。教师教育得以

面向更为广阔的实践情景。

而从教师教育研究自身反思的角度上来看，由

于对“理论-实践”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教师教育

研究也日益着眼于理论与实践间的转化效能。以质

性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试图不断接近教师实践的

真实场景。同时，教师参与以及将教师个人经历融

入到研究之中的重要意义也愈发凸显，强调以理解

为基础的研究合作关系，对教师叙事关注的研究也

日益受到重视。

2. 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研究的前沿领域

从图谱中结点间连线颜色的变化可以看出，早

期的教师教育研究多集中于“学习”“教学”“学校”

“信念”等这些教师专业成长中基本要素的关注。

而在这些聚集的关键词的外围，结点间连线的颜色

反映出年限由远及近的过渡特征。而从文献计量

的角度，当某一结点连接着不同的年限，且中心性

较强时，这一关键词往往是代表这一研究未来走向

的热点主题。［7］从图谱中反映的类似具有代表性的

关键词为“经历”（experience）、“参与”（engagement）、

“理解”（comprehension）和“文本”（literature）。而从

文献计量指标的角度，Citespace 通过关键词的突现

率衡量热点主题的前沿性。所谓突现率是指文献

被引频次或关键词出现的变化率。在近期突现率

较高的关键词同时是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前沿热

点。在这四个过渡性热点中，“参与”与“文本”同时

又是作为突现率较高的主题。

以“参与”为代表的教师教育前沿主题，在现实

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参与的对

象上看，以倡导高校、基础教育学校合作研究的教

师教育项目不断涌现，日益强调参与研究主体的多

样化。二是有相当多的文献强调要将教师作为反

思的实践者，促进教师在研究中的参与，提倡教师

在参与中的自我发展。［8］而“文本”作为热点体现的

是教师教育研究对教师经验性文本的关注。当“个

体”“认知”取向的知识观被“社会”“情景”取向的知

识观所取代时，与之伴随的是教师教育研究不再把

获得终极、普遍性的知识作为最终的追求，相反，真

正的教师教育知识就存在于教师经验以及作为载

体的文本之中。以文本作为中介力量，可以将教师

的现实经历融入研究中，面向真实的教育场景。因

而，“参与”“文本”突显于传统焦点之外，又作为研

究时间由远及近的过渡点，集中反映了教师教育研

究在发展中日益强调“在实践中”的研究这一重要

趋势。

（三）科研机构合作分析

科研机构合作知识图谱的功能是反映某一学术

领域的核心作者群、核心科研机构以及科研成果的

地理空间分布，理清科研中的知识互动关系。从图

谱上看，国外教师教育研究的各科研机构合作较为

密切。其中，透过结点的中心性可以看出，范德堡大

学在影响性上明显超出其他科研机构。在 2014 年

的 USnew 大学专业排名中，范德堡大学教育领域的

专业排名均名列前茅。其中，各教育学专业所在的

皮博迪学院，共有人力资源与组织开发、领导力、政

策与组织关系、心理学与人类发展、特殊教育、教学

与学习五个系。［9］利用自身专业优势，范德堡大学与

其他大学展开合作，积极推行教师教育研究中的新

理念，对其他研究机构形成了较为广泛的辐射力。

1. 以学习和学习者为中心

范德堡大学从组织管理这一专业强势出发，与

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合作开展的教师

教育评估设计研究。如针对校长与教师管理的教育

领导力研究，即是基于学校绩效与服务于学生成功

的背景，将“领导”视为“通过影响他人达到组织目

标的相互影响的过程”，旨在建立以学习为中心的学

校领导体系。［10］而在与北卡罗林大学合作，针对新

手教师入职培养设计的调查中，范德堡大学又基于

新手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对新手教师的入

职培养应包含何种准备作以探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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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实践的教师培养和问题解决

在美国的教育专业发展中，一度出现教育专业

学位与教育学学术学位培养模式趋同，学术化色彩

过重，实践性淡薄等问题。而范德堡大学的小学教

育专业正是结合未来教师培养过于“学术化”、忽视

专业实践性等问题的反思，进行改进的［12］。反映于

教师教育的研究中，心理测量、录像观察等一系列

手段的运用，使得教师培养问题被置于教学的真实

情境中探讨。如在与莱斯大学的合作中，要是通过

实地调查探讨新手教师如何面对发生于教育教学

中的社会化挑战［13］。

三、欧美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上述“教师教育研究”知识图谱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外教师教育研究发展中呈

现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让教师自我成长成为推进学校改进的重要

力量

传统教师教育知识过多地倚重认知层面的获

得，在对教师的评估机制上也相应地形成了一种

“能力本位”的倾向。在近些年来的教师教育中，这

种传统的教育理念已经日益趋向教师教育知识是一

种社会交往实践的产物，推崇将教师的专业成长视

为教师在教育经历中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过程。

教师不再单纯是某一教师教育设计下被动的对象或

“试验品”。教师自主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

这种针对教师自身的理念变革反作用于教师教育，

使得教师不再成为学校教育治理中的一块“砖

石”。相反，教师既然是学校教育的中坚力量，教师

教育在促进教师更为主动地关注自身专业发展同

时，也必然要激发教师更为主动参与学校建设与改

进的热情。

（二）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变革融入到教师

教育的评估设计之中

教师教育的最终成果要落实于教师的教学实践

之中，在代教学理念由教师的“教”更加注重学生的

“学”转变的过程中，教师教育的评估方法也在不断

创新。这体现为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研究不再单

纯从一种关于教师的先验理论及其基本假设出发，

而是从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激发学习动机出

发，去设计和评价教师教育。正如哈蒙在总结杰出

教师教育项目经验时所指出的，有力推进教师教育

的项目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一方面鼓励“通过聚

焦性的、深入的学习带来清晰、深刻的思考和熟练

的操作”；另一方面，“对学习个体的经验、兴趣、天

分、需求、文化背景等作出反应”［14］。与此同时，这

种学习中心的视角扩展至课堂教学以外，在教师培

训中“培养者-教师”的关系层面上，教师自身也成

为学习者。从而教师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以自身

的经历为蓝本，能够对“学习中心”有更切身的体

会。因而一定程度上，“学习中心”理念在教师教育

中的融入具有教学相长的意义。

（三）以质性研究主导、面向教师实践成为教师

教育研究的方法趋向

近年来，融合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法的质性研

究在教师教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对教师教育

知识的理解发生了从“认知取向”向“社会取向”的

变革，在方法上也要求将教师教育研究视为在教育

实践场景中的建构与生成过程。传统的质性研究

方法常常依赖于单一地观察和解释，在实践中容易

引发模糊的认识，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

同一问题认识差别较大等问题。而当 Glser 提出了

扎根理论，提出“以编码的方式促进概念的发展和

饱和”［15］时，就很好地将量化研究在概念化、系统化

上的优势融入到了质性研究之中。从而有力地回

应了在质性研究中，“如何能系统地获得与分析资

料以获得结论，以在接近真实情况同时提供相关解

释、运用”这一问题。方法的变革也从推动教育研

究者不再将某一教师教育理论的建构作为自己唯

一的目标，转变为面向教师在现实教育教学中的问

题解决。进而，在研究中，对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间的沟通转化中介在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如舍

恩的实践者的反思、由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引发

对教师教学实现中的自我效能［16］，无一不是融入研

究者对“理论-实践”中介的思考。从长远看，这种

基于质性研究和中介性思维的面向实践教师教育

研究有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问题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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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美教师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特征

Review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AI Zi，LIU Haimi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This study does the citation co-occurrence analysis about wester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finds

that current western teacher education focuses on earl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qualitative metho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eacher and teacher as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he attention of key word is teaching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belief which is transformative intervening mechanism. And the influential institution

represented by Vanderbit University displays the radial features of providing learner- central services and

co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acing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earch that focusing on learning and

integra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o school improvement is the current trend of western teacher

educati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important enlightment on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study.

Key words：western teacher education；knowledge mapping；learning central orientation；practic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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