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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郑重声 明 ：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 《构建 中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教

学知识 ） 模型 》 ， 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 博±（ 请勾选 ） 学位期间 ， 在导师的指导下进

行的研巧工作及取得的研巧成果 。 除文 中 己经注 明 引 用 的 内 容外 ， 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 已

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 对本文的研巧做 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均 已在文中作 了 明

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

作者签名 ：

日期 ：如如 長 月 如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构建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模型 》 系本人在华东师

范大学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题生 ／博±（请勾选 ） 学位论文 ， 本论文的著作权

归本人所有 。 本人 同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 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 ， 并 向主管部 口和

学校指定 的相关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 电子版 ； 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及数据库被查阅 、 借 阅 ； 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 、 硕±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

库进行检索 ， 将学位论文 的标题和摘要汇编 出版 ， 采用影印 、 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

位论文 。

本学位论文属于 （请勾选 ）

（ ） １ ． 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 口 审查核 定 的
＂

内 部
＂

或
＂

涉密
＂

学位论文 ＊
， 于

年月日解密 ， 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２ ．不保密 ， 适用上述授权 。

导师《名
寺 本 人答名 ^

＼ 年＾ 月 （（ 曰

＊ ＂

涉密
＂

学位论文应是 己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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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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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陈 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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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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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复旦大学附属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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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网络时代给教育带来 了 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挑战 ， 对教师将信息技术整

合入教育教学提 出新的要求 。 教育研究领域对于教育技术知识的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中期就己经开始 ；
２００ ５ 年 ， Ｍ ｉ ｓｈｒａ 和 Ｋｅｏｈ ｌ ｅｒ 提 出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知识 ） 理论 ， 教育技术知识的研究进入信息技术与学科 内 容 、 教学方法深度融

合的新阶段 。

本研究基于 ＴＰＡＣＫ 理论框架 ， 构建 中学地理学科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整合

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模型 。 首先 ， 通过对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综述 ， 介绍 ＴＰＡＣＫ

的起源及＾ ：：大构成要素 ， 梳理国 内 外研究的现状 。 接着 ， 通过相关概念界定 ， Ｗ

及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基点分析 ， 构建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 ，

并对该模型进行 内涵阐释 、 要素分析和特征分析 。 之后 ， Ｗ最被业 内认可的施密

特五点式李克特量表为基础 ， 开发设计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

表 》 和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 Ｗ两份量表为主体进

行 问卷调查 ， 对所得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 最后 ，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 结合

现实提出提高在职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的建议 。

本研巧的创新么处在于 ： 从理论研究层面 ， 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引 入地理教育研

究领域 ， 构建 了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理论模型 ； 从实践应用层面 ， 开发设

计 了Ｇ－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和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为 日 后教师教育技术知识水

平的测量提供 了工具 。

关键词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测量量表 ，

要素 ，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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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

） 立德树人对教师信息技术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Ｈ中全会明确提 出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坚持立德树人
， 。

。 教

育部在 ２０ １ ４ 年 ３ 月 制定的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

见 》 中 ， 提 出要改进学科教学功能 ， 为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 ， 要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 ， 并改进教学方式 ， 对教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 的能力

提出 明确要求 。

＇

早在 ２０ １ ０ 年制定的 《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年 ） 》

中就明确提 出
＂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

， 提高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

力 ， 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 ，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２

《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

行 ） 》 将
＂

具有适应教育 内容 、 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知识
＂

作为教师

的通识性知识写入基本要求 。

３

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 ，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

学的能力 ， 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 。

（二 ）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师职业的影响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斗^来 ， 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 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

教育技术的革新也不断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形态和教师教育 的方式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之后 出生的孩子
一

出生就浸润在
一

个信息交互的大数据环境 ， 美 国学者 Ｍａｒｃ

Ｐ ｒｅｎｓｋｙ 将这些在数字时代出生的孩子称为
＂

数字止著
’ ’

（ Ｄ ｉｇ ｉｔａ ｌＮａｔ ｉ ｖｅｓ ） ， 而与此

相对 ， 那些并非在数字时代出生 ， 之后逐渐学 习 并适应信息技术的人群则被称为

Ｗ

数字移 民
。

（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Ｉｍｍ ｉｇｒａｎｔｓ ） 。

４

很显然 ， 在教育领域 ， 学生成为
＂

数字±著
＂

，

而教师则是
Ｕ

数字移 民
＂

， 许多新的技术或许学生 比教师更加擅长 。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 ．教育部 关 于 全 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 实 立德树人根 本任 务的 意 见

［

ＥＢ ／〇Ｕ ．

（
２ ０ １ ４ －

０４
－

０８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ｏｅ ． ｇｏ
ｖ ． ｃｎ／ｐ

ｕｂ ｌ ｉ ｃ ｆ ｉ ｌ ｅ ｓ／ｂｕ ｓ ｉ ｎ ｅ ｓ ｓ／ｈ ｔｍ ｌ ｆｌ ｌ ｅ ｓ／ｍｏ ｅ ／ｓ ７０ ５４／２０ １ ４０４ ／ｘｘｇｋ
１ ６ ７ ２２

６ ． ｈ ｔｍ ｌ ．

２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教育 改革和 发展规划 銅要口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巧Ｂ／ＯＬ
］

．

（
２ ０ １ ０

－

０７
－

２ ９
）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 ｅｄｕ ． ｃ ｎ ／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ｆｉ ｌ ｅ ｓ／ｂｕ ｓ ｉ ｎ ｅｓｓ／ｈ ｔｍ ｌ ｆｎ ｅ ｓ ／ｍｏｅ／ｍｏｅ ８ ３ ８／２０ １ ００ ８ ／９ ３ ７０４ ．ｈ ｔｍ ｌ ．

３

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教育 部 ． 中 学教 师 专 业标准 （试行 ）

［
ＥＢ／〇Ｕ ．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２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ｅ ． ｅｄｕ ． ｃｎ ／ｐｕｂ

ｌ ｉ ｃｆｌ ｌ ｅ ｓ／ｂｕ ｓ ｉ ｎ巧 ｓ ／ｈ ｔｍ ｌ ｆｉ ｌ ｅ ｓ／ｍｏｅ／ ｓ６ １ ２ ７／２ ０ １ １ １ ２ ／ １ ２ ７ ８ ３ ０ ． ｈ ｔｍ ｌ

４

Ｍ ａｒｃ Ｐ ｒｅｎ ｓｋｙ ． Ｄ咕 ｔａ ｌ Ｎ ａ ｔ ｉ ｖ ｅ ｓ
，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Ｉｍｍ ｉ

ｇ
ｒａｎ ｔ ｓ

［
Ｊ

］
．Ｏｎ 化 ６ Ｈｏ ｒ ｉ ｚｏｎ

，

２００ １
，
９

（
５

）
：  １

－

６ ．

１



与此同时 ， 新教育形态的风靡也对教师提 出挑战 。 过去几年里 ， ＭＯＯＣ 、 可

汗学院 、 ＴＥＤ 等 国外在线课程打破时空限制 ， 改变 了传统的面对面教育形式 ；

在 国 内 ， 翻转课堂 、 微课也逐渐为众人所 了解 ． ． ． ． ． ．教师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

挑战和机遇 。

（Ｈ ） 地理学科内容的要求

地理信息技术是现代地理科学的重要技术手段 ，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来 ， 遥

感技术 、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地理空间分析 。

关于地理信息技术的教学 己经成为中学地理学科不可或缺的
一

部分 ， 这就对中学

地理教师的地理信息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提出 了要求 。

此外 ， 地理课程标准对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做 了详细规定 。 《义务教育地理

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提出 ， 教师要积极将信息技术和地理信息资源融入地理

教学实践 ， 帮助学生逐渐优化学习方式 ， 丰富地理教学活动 ；

５

《普通高中地理

课程标准 （ 实验 ） 》 要求 ， 重视信息技术对地理教学的作用 ， 善于将信息技术应

用于教学实践 ， 帮助学生逐渐形成地理信息意识和分析处理技能 。

６

综上所述 ， 信息网络时代对中学地理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能力提出新

的要求 。 那么 ， 中学地理教师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这
一

要求 ？ 当前

他们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水平如何 ？ 受那些因素影响 ？ 怎样提高这
一

水

平 ？

第二节 研究 目 的及内容

新
一？

轮课程改革注重学科核 屯、价值的发挥与核也素养的养成 ， 而学生地理学

科素养的养成离不开地理教师的努力 ， 训练有素的专业教师是实现学科育人价值

的前提 。 那么 ， 信息 网络环境下要发挥地理学科的价值 ， 地理教师必须具备
一

定

的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知识和能力 。

本文的研究 目 的 ， 就是探巧当前 中学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水

平和影响 因素 ， 为提高这
一

水平提出合理化建议 。

５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 定 ． 义 务教 育地理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１ 年化

） ［
Ｓ

］
．北京 ：

北京 师 范 大学 出 化社
，
２ ０ １ ２ ．

６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 订 ．普通 高 中地理课植标准 （
实验

） ［
Ｓ

］
．北京 ：

人 民教育 出化社
，

２０的 ．

２



围绕这
一

目 的 ， 本文的研巧 内容主要有 ：

（

一

） 对 ＴＰＡＣＫ 理论进行简要介绍 。 在国 内地理教育研巧领规了ＰＡＣＫ
＂
—

词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 因此需要对 ＴＰＡＣＫ 理论进行简耍介绍 。

（二 ） 构建中学地理教师 的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模型 。 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

在地理教育研巧领域进行本±化 、 学科化构建 。

（Ｈ ） 构建测量量表 ， 对中学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水平和影

响因素进行测量评价 ， 并对量表进行检验 。

（ 四 ） 根据量表数据分析结果 ， 为提高 中学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

识水平提出建议 。

第Ｈ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本研巧依托 ＴＰＡＣＫ 理论 ， 构建中学地理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模

型 。 其研究价值及意义主要有 ；

（

一

） 为新课改的实施保驾护航 。 新
一

轮课程改革正步入深水区 ， 直面前所

未有的创新机遇和风险难度 ， 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 、 评价者 ， 教师的知识结构和

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效果和成败 。

（ 二 ） 将 ＴＰＡＣＫ 研究 引入地理教育研究领域 。 国 内地理教育研巧领域关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非常少 ， 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 ，
ＴＰＡＣＫ 理论的 引 入将为教师知识结

构 、 知识水平研巧提供
一

个新的切入点 。

（Ｈ ） 开发设计用于测量中学地理教师知识水平和影响因素 的测量量表 。

ＴＰＡＣＫ 理论的 引 入提供 了
一

个从技术角度研究教师知识水平的视角 ， 其直接应

用价值就是对于教师知识水平测量工具的开发 。 本文将结合地理学科特点 ， 开发

设计针对 中学地理教师的测量量表 ， 为 日 后教师教育技术知识水平的测量提供工

具 。

（ 四 ） 为提高中学地理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水平提 出建议 。 采

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利用数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 出合理化建议 。

３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路线图

本文使用 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巧法两大类 。

（ 〇 文献研究法 。 通过文献研究法 ， 了解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历史 ， 确定

本研究的研巧基础 。 本文将使用文献研究法对 ＴＰＡＣＫ 的起源与构成 、 ＴＰＡＣＫ

量表的开发设计 ， 及前人研究的影响教师专业发展与知识水平提高的 因素进行

梳理 ， 掌握 国 内 外研究的现状 ， 总结这些文献对本研究的启示 ， 在此基础上进行

模型构建和量表设计 。

（ ２ ） 调查研巧法 。 它是本研究使用 的主要研究方法 ， 又分为专家咨询法和

问卷调查法两种 。 首先 ， 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构建的 中学地理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

科教学知识模型进行修改和优化 ； 之后 ， 采用 问卷调查法 ， 对开发设计的测量量

表进行 问卷调查 ， 收集数据 ， 对量表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 ， 并通过数据结果分析

教师的知识水平和和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大小 。

根据 Ｗ上方法 ， 本文的研究路线 图如下 ；

构建 中学地理教师的Ｇ －ＴＰ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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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的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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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ＴＰＡＣＫ 研究综述

第一节 ＴＰＡＣＫ 的起源及构成

ＴＰＡＣＫ是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的缩写 ， 有时也写作

ＴＰＣＫ ， 中文译为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ＴＰＡＣＫ 的概念最早 由来 自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的米什拉 （Ｍ ｉ ｓｈｒａ ） 和科勒 （ Ｋｏｅｈ ｌｅｒ ） 提 出 ，
二者于 ２００５ 年在密

歇根州立大学开展的
一

项关于教师职业发展培训 的项 目 中发现 ， 培训者和受训者

虽然都意识到技术对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 的重要性 ， 并有意识学习这些技术 ，

但很少有人将技术与具体的课程教学 内容和课程教学方法有效融合 ， 基于这种情

况 ， 米什拉和科勒在舒尔曼 （ Ｓｈｕｌｍａｎ ） 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ＰＣＫ ，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的基础上 ，

７

提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ＴＰＡＣＫ ） 。

２００６年 ， 米什拉和科勒在＜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化 ｒＴｅａｃｈ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Ｏ
—

文中 ， 对 ＴＰＡＣＫ 进行了详细阐述 ， 对其结

构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 。

８

２００８ 年 ， 科勒等人在＜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ＴＰＣＫ

）
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
—

书中构建了ＴＰＡＣＫ的结

构图 ， 如下所示 。

７

Ｓｈｕ ｌｍａｎＬ Ｓ ． Ｔｈｏ泌 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ｓｔ ａｎｄ ：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
． 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 民ｅ ｓｅ ａｒｃｈ ｅｒ ，

１ ９８６ ． １ ５
（
２

）
：４

－

１ ４ ．

ｓ

Ｍ ｉ ｓｈ ｒａ
＾ 
Ｒ

， Ｋｏｅｈ ｌ ｅ ｒ
， Ｍ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ｐ
ｅｄａｇ

ｏｇ
ｉｃａ ｌ ｃｏ ｒＵｅｎ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ｆｏ ｒ ｋａｃｈｅｒ ｋｎｏｗ ｉ ｅｄ呂ｅ ［
Ｊ
］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 ｌ ｌ ｅｇｅ Ｒｅｃｏ ｒｄ
， 
２００６

， 
Ｐ ： １ ０ １ ７

－

１ ０５４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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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ＴＰＡＣＫ 结构图
９

ＴＰＡＣＫ 框架包含Ｈ个核也要素 、 四个复合要素和
？

个外围 因素 ， 其英文全

称及对应的 中文名称见下表 。 ＴＰＡＣＫ 本应简称 ＴＰＣＫ ， 鉴于
＂

ＴＰＣＫ
＂

这
一

缩写全

由辅音字母组成 ， 既难记忆又难发音 ， ２００７ 年 ， Ｍ ｉ ｓｈ ｒａ 等人在第九届全美技术

领导峰会上 ， 征求 了每
一

位教育协会领导和杂志编辑的意见后 ， 将
＂

ＴＰＣＫ
＂

更名

为
“

ＴＰＡＣＫ
＂

， 读作
。

Ｔ－Ｐａｃｋ
＂

。

９

Ｋｏ ｅｈ ｌ ｅ ｒ
，
Ｍ ．

，
Ｍ ｉ ｓｈ化 Ｐ． ． Ｔｈ ｅＨ ａｎ ｄｂ ｏ ｏｋ ｏ ｆ  ｔ 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
ｅｄ 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ｍ州 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
ＴＰＣＫ

） 
ｆｏ ｒ ｅｄｕ ｃ ａＵ） ｒｓ

［
Ｍ

］
．

Ｍ ａｈｗａｈ ． Ｎ Ｊ ： Ｌ ａｅｗ ｒｅｎ ｃ ｅ Ｅ ｒ化ａｕｍ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ｔ ｅ ｓ ． ２ ０ ０ ８ ．

６



表 ２
－

］ＴＰＡＣＫ 模型中各要素及对应的 中文名称

Ｉ

英文缩 写
Ｉ英文全称 中 文名称

，ＴＫ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

ｅ技术知巧

ＣＫ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
ｅ学科 内 容知识

＂ 、

ＰＫ化ｄａ
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教学 法知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Ｃ ｏｎ 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整 合技术 的 学科

１化

 ＾


内 容如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Ｐｅｄａ呂ｏｇ ｉ 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整合技术 的教学

复合


法知识


要素ＰＣＫ化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 ｏｎｔｅｎ ｔ 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学科教学法知巧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 ｌＣ ｏｎｔｅｎｔ整合技术 的 学科
ＴＰＡＣＫ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

一 一

教学知巧

Ｃｏｎ ｔｅｘ ｔｓ境咏 因 素

下面对各个要素作进
一

步解释 。

Ｈ个核屯、要素 ：

（ １ ） 化 ： 技术知化 是指教师学习 、 使用 、 适应新技术的能力 。 笔者通过

整理有关 ＴＫ 概念的文献认为 ， ＴＫ 主要是指新兴的信息技术 、 实验材料和技术 ，

如计算机 、 电子 白板 、 常用办公软件 、 图像视频处理软件的使用 ， 班级交流软件 、

管理软件 ， Ｗ及个人发展方面所需技术的使用等 。

（ ２ ）ＣＫ ； 内 容知化 舒尔曼认为 内 容知识包括 ： 概念 、 理论 、 观点 、 组织

框架知识 、 证明和证 明 知识 、 Ｗ及发展这些知识所建立的实践和方法 。

１ ０

简言之 ，

内容知识不仅包括教授本学科课程所需的基本专业知识 ， 还包括深层次的 内容组

织结构知识 ， 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

（ ３ ）ＰＫ ： 教学法知识 ， 是指教师应用于课前准备 、 课堂教学 、 课后辅导 、

课外管理与沟通的策略 。 如激发学生学 习 兴趣的策略 、 有效组织教学 内容的策略 、

课后作业布置的策略 、 与学生和家长有效沟通的策略等 。

四个复合要素 ：

（ Ｏ ＴＣＫ ： 整合技术的学科 内 容知识 ， 是指利用技术将教学 内 容知识更好

地呈现 、 转换 、 传递 ， 如在地理课中利用Ｈ维立体图像展现某地的地势特征等 。

ＴＣＫ 要求教师对技术的使用便利之处和使用方法有
一

定 的 了解 ， 这样才能在教

授某
一

知识点时想到利用该技术 。

ｉ ｎ

全 美教 师教育 学 院协会创新 与 技术委 员 会主编 ．任友 群 、 詹 芭主译 ． 整合技术 的 学科教学知识 ：教育 者手册 ．

教育科学 出 化社
，

２０ １ １ ． ０ ９ ．

７



（ ２ ）ＴＰＫ ：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化 是指教师在利用教学法进行教学时 ，

充分利用技术进行辅助 ，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 ＴＰＫ 可 Ｕ认为不涉及具体的学科

内容 ， 即这种改善教学法的技术可 レッ为各学科所使用 ， 而不受 内 容的影响 ， 如利

用 网络聊天技术开展课后讨论等 。

（ ３ ）ＰＣＫ ： 学科教学法知识 ， 是指根据具体学科 内容选择恰当 的教学方法 ，

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 内容 ， １＾１建立起学生原有认知与新知识之间 的联

系 ， 有效达成教学 目 标 。

（ ４ ）ＴＰＡＣＫ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是指将技术与具体的教学 内容 、

教学方法相融合 ， 让教师更好地带领学生经历某个学 习过程 ， 达成特定的教学 目

标 。 例如在地理课堂上 ， 利用星图软件 ＳｔａｒＣｈａｒｔ 帮助学生理解宇宙 中各星体与

黄道的相对位置等 。

一

个外 围 因素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境脉因素 ， 根据 ＴＰＡＣＫ 研究专家 Ｍ址 ｉｏ Ａ ．Ｋｅ ｌ ｌｙ 的界定 ， 境脉因

素是指在
一

个师生共存的课堂 中 ， 由课堂的物理环境 （ 即软件和硬件设施 ） 、 学

生的认知特点 、 家庭背景 、 屯、理素质 ， Ｗ及班级整体的精神面貌等诸多 因素结合

在
一

起的协同作用 。

Ｕ

由于 ＴＰＡＣＫ 往往涉及多种影响 因素和作用条件 ， 因此对

于上述因素的考量可 Ｗ增强对教学实践的实际指导意义 。

第二节 ＴＰＡＣＫ 研究现状

一

、 国外研巧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詹艺 、 任友群通过整理国外有关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文献 ， 将这些

文献与实践分为四类 ， 见图 ２ －２ ， 分别为 ： ＴＰＡＣＫ 的概念研究 、 ＴＰＡＣＫ 与教师

教育研究 、 ＴＰＡＣＫ 与 Ｋ－

１ ２ 课堂 中的技术整合 、 ＴＰＡＣＫ 与实践 。 其中 ， ＴＰＡＣＫ

与教师教育研究的数量最多 ， 其次为 ＴＰＡＣＫ 与 Ｋ －

１ ２ 课堂 中 的技术整合 。

１ １

Ｋ ｅ ｌ ｌｙ
Ｍ ．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Ｓｅｎ ｓ ｉ ｔ ｉ ｖｅ Ｔｅａｃｈ ｉ ｎ

ｇ 

ｗｈｈ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 Ｉｍ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ｉ ｎ

ｇ 
ＴＰＣＫ ｉ ｎ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Ｍ ｉ ｘｅｄＣ加 ｔｅｘ ｔ ｓ

［
Ａ

］
， Ｒ Ｃａｒ ｌ ｓ ｅｎ

，
ｅ ｔ ａ ｌ ． Ｓｏｃ ｉ ｅｔｙ 

ｆｏ ｒ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Ｔｅｃｈ打ｏ ｌ ｏｇｙ 
足 Ｔｅａｃｈｅ ｒ Ｅｄｕ ｃ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
Ｃ

］
．

Ｓ加 Ａｎ ｔｏｎ ｉ ｏ
： 
Ｔｅｘａｓ

，Ｕ ＳＡ ： ＡＡＣＥ
，
２００７ ： ２ １ ９９

－

２２０２ ．

８



／／
＾

ＴＰＡＣＫ的／
Ｎ

、ＴＰＡＣＫ与巧脚Ｗ
／（巧念研究

（

＇

ｊ教育研究 ） ＼

／ＴＰＡＣＫ与 

Ｋ －

１ ２ ｉ＊／Ｖ

＇
－

—
－


一

＾
？

＼

Ｉ室 中 的技击整音 ｔｒａｃｋ与实巧
／

） Ｉ

＼研究与实巧豆足的背景 ；／

图 ２
－

２ 国外 ＴＰＡＣＫ 研究与实践现状
１ ２

东北师范大学徐鹏等人系统地整理 了 国外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 １ ３ 年公开发表的

１ ００ 篇 ＴＰＡＣＫ 相关研究文献 ， 从研巧 内容角度将这些文献分为五个方面 ； ＴＰＡＣＫ

的本体研究 、 ＴＰＡＣＫ 的测量方法研究 、 ＴＰＡＣＫ 的培养策略研巧 、 基于 ＴＰＡＣＫ

框架的教师培养研巧 、 基于 ＴＰＡＣＫ 框架的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研究 。

Ｕ

在ＥＲＩＣ 、 Ｗｅｂｏｆ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Ｄ ｉ ｒｅｃｔ 、 ＳｐｒｉｎｇＬ ｉｎｋ 、 Ｗｉ ｌ ｅｙ
Ｏｎ ｌ ｉｎｅＬ ｉｂｒａｒｙ

数据库 ＂
＂

ＴＰＡＣＫ
＂

或
＂

ＴＰＣＫ 

＂

或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为标题词对 ２００５年至 ２ ０ １ ５ 年十年的外文文献进行检索 ， 对检索到的文献的标题 、

年份 、 研究主题进行分析 ， 并结合詹艺 、 任友群 、 徐鹏等人的研巧 ， 笔者将 目 前

关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分为两大类 ：

（ １ ） 对 ＴＰＡＣＫ 本体的研巧

针对 ＴＰＡＣＫ 本身的研究 自 米什拉和科勒提出 ＴＰＡＣＫ 的框架 Ｗ来
一

直不 曾

间断 。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 ＴＰＡＣＫ 框架的完善和改进 、 ＴＰＡＣＫ 测量量表

的研究 、 ＴＰＡＣＫ 的有效性研巧等 。 如 ＬｅａｎｎａＭ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 ｌｔ 和 Ｊｏ ｓｈｕａ 吐 Ｂａｍｅ ｔｔ

于 ２０ １ ０ 年重新修订 了ＴＰＡＣＫ 的结构框架 ， 制订 了
一

个包含 ２４ 个测试条 目 的测

量量表 ， 数据显示 ， 虽然这
一

框架在理论研究 中 的确有用 ， 但在实践中 ， 各要素

之阁很难真正区分开 ， 并对 ＴＰＡＣＫ 中各因素的属性进行 了
一一

分析 。

Ｗ
Ｓａｈ ｉｎ 于

Ｕ

詹艺 ，
任友群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的 内涵及其研 巧现状简化川 ． 远程教育杂志 ，

２０ １ ０ ．０４ ： ７ ８
－

８ ７ ．

＂
徐鹏 ，张银王 Ｗ宁 ，刘艳华 ． ＴＰＡＣＫ 国外研 充现状及 盾 示町 中 国 电化教育 ，

２ ０ １ ３
，
０９ ：ｍ－ｍ ．

＂
Ａｒｃｈ ａｍｂ ａｕ ｌ ｔ

， 
Ｌ ．Ｍ ＇

， 
＆Ｂ ａ ｒｎ ｅ ｔ ｔ ． Ｊ ． Ｈ ．Ｒｅ ｖ ｉ ｓ ｉ ｔ ｉ ｎ

ｇ 

ｔ 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
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 ｃｏｎ ｔｅｎ 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 Ｅｘｐ ｌ ｏ ｒ ｉ ｎｇ 
ｔｈ ｅ

ＴＰＡＣＫ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
Ｊ
］

． Ｃｏｍｐ
山ｅｎ＆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２ （Ｈ ０ ． ５ ５

（
４

）
： １ ６５６

－

Ｉ ６６２ ．

９



２〇 ｎ 年设计 了
一

个测量量表 ， 通过测量职前教师在英语语言教育方面的表现 ，

对 ＴＰＡＣＫ 的七个要素的有效性 、 可行度等进行双测验 ， 结果显示该 ＴＰＡＣＫ 量

表在有效性 、 可行度方面有较好的表现 。

＂

（ ２ ） 对行为者的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

这里的行为者既包括 中学教师 、 大学指导教师 、 职前教师 ， 也包括学生 。 对

这些行为者 的研巧主要包括 ： 行为者的 ＴＰＡＣＫ 水平的测量 ， 培养策略的研巧 ，

ＴＰＡＣＫ 与具体技术相结合共同应用于实践的研究等 。 正如詹艺 、 任友群等人的

文献研究结果 ， 在对 ＴＰＡＣＫ 的检索结果中 ， ＴＰＡＣＫ 与教师教育的研巧文献在

数量上 占绝对优势 。 如 ＡｎａｔＯ ｓｔｅｒ
－Ｌｅｖ ｉｎｚ 和 Ａｖ ｉｖａ Ｋ ｌ ｉｅｇｅｒ 于 ２０ １ ０ 年设计 了

一

个

电子量表 ， 用 Ｗ测试教师对在线任务的完成情况 ， Ｗ检验技术知识 （ ＴＫ ） 融入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ＴＰＡＣＫ ） 的程度 。

＇

句 ｉｍｅｒ Ｂ ａｙａ 和 Ｗａ
ｊ
ｅｅｈ Ｄａｈｅｒ 在

Ａ ｌ
－

Ｑａｓｅｍ ｉ 教育学院的
一

项针对学院指导教师的 ＴＰＡＣＫ 发展水平 ， Ｗ及送些教

师对 电脑的态度 ， 对信息与通信技术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简称 ＩＣＴ ） 的熟练程度的测验 ， 研究发现通过实验干预后 ， 这些教师对 电脑的态

度更加积极 ， ＩＣＴ 熟练程度大大提升 。

ｎ

二、 国 内研巧现状

国 内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巧起步较晚 ， 笔者通过读秀 、 万方 、 中 国知 网等数据

库 ？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或
＂

ＴＰＡＣＫ
＂

为主题检索词 ， 检索到 的书籍

专著最早发表于 ２０Ｈ 年 ，

＂
主要集中于 ２０ １ ３ 年之后 ， 不仅数量极其有限 ， 而且

书 中涉及 ＴＰＡＣＫ 的 内容所 占篇幅也很少 。 在检索到的杂志文章 中 ， 最早的发表

于 ２ ０ １ ０ 年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文章数量几乎呈指数增长 ， 如 图 ２ －

３ ，

一

方面说明 国 内

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关注度迅速上升 ， 另
一

方面也表明 当前对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处

于快速增长期 ， 距研究的后续平稳期还有
一

段时间 。

＇ ５

Ｓ ａｈ ｉ ｎ
：

ｌ ． ．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ｏｆ ｓｕ 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
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 ｒＵｅｎ 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
ＴＰＡＣＫ

） ［
Ｊ
］

． Ｔｕ ｒｋ ｉｓｈ

Ｏｎ ｌ ｉ ｎ ｅ  ．ｌ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Ｅｄ ｕ ｃａｔ ｉ ｏ ｎａ ｌ Ｔｅｃｈｎ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１

， １ ０
（

１
） ， ９７

－

１ ０ ５ ．

＇ ６

Ｏ ｓ ｔ ｅ ｒ
－Ｌ ｅ ｖ ｉ ｎ ｚ Ａ

，

Ｋ Ｍ ｅ
ｇｅ ｒ Ａ ． Ｏｎ ｌ ｉ ｎ ｅ  ｔａｓｋ ｓ ａｓ ａ  ｔｏｏ ｌ  ｔｏ

ｐ
ｒｏｍｏ ｔｅ 化ａｃｈ ｅ ｒｓ

’

ｅｘ
ｐ
ｅｒｔ ｉ ｓｅ ｗ ｉ ｔｈ ｉ ｎ ｔ ；ｈ ｅ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 Ｃｏｎ ｔｅｎ ｔ 拉ｌ 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ＴＰＡＣＫ

）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ｄ ｉａ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ｌ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 ２ ０ １ ０
， 
２

（
２

）
： ３言４ －

３ ５ ８ ．

１ ７

色ａｙ ａ Ａ Ｎ． Ｄ ａｈ ｅ ｒ 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ｏｆ Ｃｏ ｌ ｌ ｅｇｅ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ｏ ｒ

＇

ｓ

＇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Ｐｅｄａ
ｇ
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ｙ ］

． Ｐ ｒｏｃｅｄ ｉ ａ 
－

Ｓｏ ｃ ｉａ ｌ ａｎｄ 良純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２０ １ ５ ． １ ７ ４ ： １ １ ６６
－

１ １ ７ ５ ．

Ｉ Ｓ

邓海编 ．我国 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 问题与对策 ．北京 ： 夕 ｈ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２０ ｉ ｎ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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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６ ０

’数量

 ４ ９

２ ０


Ｑ ＾  — ．
  

２ ０ １ ０年２ ０ １ １
年２ ０ １ ２

年２ ０ １ ３
年２ ０ １ ４年２ ０ １ ５年

图 ２
－

３ 国 内关于 ＴＰＡＣ Ｋ 的非书籍类型的文章发表数量

２ ０ １ １ 年 由全美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创新与技术委员会主编 ， 任友群 、 詹艺主

译的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教育者手册 》 出版 ， 该书是第
一

部全面介绍
＂

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的手册 ， 共分为Ｈ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介绍 ＴＰＡＣＫ 的概

念及 内涵 ； 第二部分分别 阐述 ＴＰＡＣＫ 在数学 、 科学 、 语言艺术 、 社会科学 、 世

界语言 、 艺术教育 、 体育等具体学科 内容领域中 的运用 ； 第Ｈ部分论述怎样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融合到教师教育 中 。

Ｉ ９

２０ １ ３ 年徐章稻在所著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研究 》

一

书中 ，

探讨 了面 向学科的信息技术走 向课堂教学的教学知识基础的来源 ， 这些教学知识

基础是如何获得 的 ； 在课例 中表现 出来的 ＴＰＡＣＫ 有哪些特点 ， 针对这些特点如

何使教师获得这些知识等 问题 。

Ｗ

２０ １ ４ 年徐鹏在所著 《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影响 因素模型构建研究 》

－

书中 ，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 出发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回 归分析的方法 ， 对

教师学 习 和应用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ＴＰＡＣＫ ） 的影响 因素进行 了 系统的

研究 ， 最终构建 了 包括动机 、 自 我效能 、 学校 、 人为 、 政策制度 、 职业发展和教

师培训屯个维度 的影响 因素模型 。 除上述几本专著专 口论述 ＴＰＡＣＫ 的概念 内

涵 、 性质特点 、 整合应用 外 ， 李文吴在所著 《信息技术支持下 的教师实践性知识

Ｉ Ｓ

全美教师教 育学院协会创新与技术委 员 会主編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教育者手册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０９ ．

Ｍ
徐章稻 著 ． 信 息技术支持 下 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研究 ．北京 ： 科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１ ．

２ １

徐鹏若 ． 教师 整合技术学科 教学知识影响 因素模型构建研巧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４ ． ０ ７ ．

１ １



研究 》

一

书 ，

２２

徐福荫 、 黄慕雄在所编 《教育技术协同创新与 多元发展 》

一

书 ，

２ ３

李克东 、 谢幼如在 《融合创新 信息技术促进高等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 》
一

书 中

都嫂及或运用到 ＴＰＡＣＫ 的概念或结构框架 。

２４

根据在 中 国知网 的检索结果 ， 目 前 已发表的期刊论文 中对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主

要阵地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 。 其 中华东师范大学 ｙＸ教科院课程与教学

系任友群 、 詹艺 ， 和数学系袁智强为代表 。 任友群 、 詹艺二人如上所述 ， 主译 了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教育者手册 》

一

书 ， 对 ＴＰＡＣＫ 的起源与发展 、 概

念与结构 、 测量量表等进行 了 系统梳理 ， 并 高校师范生为例对师范生 ＴＰＡＣＫ

体系的培养策略进行 了有益探索 ； 袁智强结合数学学科探讨 了如何准确方便地测

量教师的 ＴＰＡＣＫ 水平 ， 教师的 ＴＰＡＣＫ 水平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何关系 ， 如何

基于 ＴＰＡＣＫ 框架设计出有效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 东北师范大学 Ｗ教育技术学

专业王 宁 、 徐鹏为代表 ， 上述徐鹏所著 《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影响

因素模型构建研巧 》
一

书作为标志 。

第Ｈ节 ＴＰＡＣＫ 研究启示

通过 Ｗ上对国 内外关于 ＴＰＡＣＫ 研究进展的综述 ， 笔者认为关于 ＴＰＡＣＫ 的

研究具有 Ｗ下特点 ；

一

、 我国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起步较晚 ，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 ， 处于研究

的迅速上升阶段 。

二 、 从研究 内容来看 ， 我国 己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 ＴＰＡＣＫ 理论本身 ， 尚处

于对 ＴＰＡＣＫ 的介绍和初级研巧阶段 。

兰 、 ＴＰＡＣＫ 研究在我国各学科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 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数学 、

英语学科 ， 地理学科中关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 。

因此 ， 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框架与 中学地理教师的素养体系相结合 ， 为新课改背

景下构建中学地理教师素养体系提供了
一

个新新的视角 。

２ ２

李文臭著 ．信息技术支持下 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巧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１ １ ．

２ ３

徐福亂 黄慕雄编 ．教育技术协同创新与 多元发展 ．北京 ： 北京 邮 电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０ １ ．

２４

李克东 ， 谢幼如主编 ．融合创新 信 息技术促进高等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１ ２ ．

１ ２



第Ｈ章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构建

ＴＰＡＣＫ 结构 的提 化提供 了
一

个从教师教育技术角度研究教师知识结构 的全

新视角 ， 本章将基于 ＴＰＡＣＫ 理论构建地理学科教师的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

模型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

、 教师教育技术知识

要 了 解教师教育技术知识的 内涵 ， 必须先清楚何为教师教育技术 。 教师教育

技术概念 的建构 ， 遵循 了
＂

技术
一？ 信息技术

一？教育 （ 信息 ） 技术
一

＾教师教育

技术
＂

的过程 ， 后
一

个概念都是在前
一

个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 。

／
＇

技术

／／
■

＂

信息技术

ｉ／教育 （ 信息 ） 技术

教师教育技术 ｉ

： ： ： ； ： ；

Ｊ

 二：

图 ３
－

１
＂

教师教育技术
＂

概念的建构

技术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 １ ９７７ 年版的 《供发展 中 国家使用 的许可证贸 易

手册 》 中 ， 将技术定 义为 ， 进行栽培
一

种植物 、 制造
一

种产 品 、 管理
一

个工商业

企业等各种农工商业活动时 ， 所使用 或隐含其 中 的
一

整套系统的知识体系 。 从定

义可 看出 ， 技术的概念范畴非常广 ， 凡是涉及生产生活 中所使用 的方法 、 服务 、

流程中反映 出 的系统知识都可称之为技术 。

信息技术 。 教育部于 ２ ００４ 年 １ ２ 月 颁布的 《 中 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 试

行 ） 》 中 ， 将信息技术定义为 ， 用 Ｗ支持信息 的获取 、 传递 、 处理 、 存储和呈现

等过程的
一

类技术 。 信息技术的概念紧紧围绕
＂

信息
＂

展开 ， 将技术的概念进
一

步缩小 。

２ ５

教育 （ 信息 ） 技术 。 其实
＂

教育技术
＂

与
＂

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
＂

有

很大不 同 。 根据 《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 试行 ） 》 中 的定义 ， 教育技术

２ ５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教 育 部 ． 教 育部 关 于 印 发 《 中 小 学 巧 师 教 育技 术 能 力 标准 （试行 ） 》 的 通知

［巧 ／０ ！＿ ］
．（ ２ ０ ０４ １ ２

－

１ ５
）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 ＼ｖ ．ｍｏｅ ．

ｇ
ｏ ｖ ． ｃ ｎ／ ｓ ｒｃ ｓ ｉ ｔｅ ／Ａ １ ０ ／ ｓ ６ ９ ９ １ ／２ ００４ １ ２ ／ ｔ ２ ００４ １ ２ １ ５ １ ４ ５ ６ ２ ３ ． ｈ ｔｍ ｌ ．

１ ３



是指 ， 在教学过程中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过程中 ， 对相关资源信息进行优化设

计 、 分析管理 、 反馈评价等 ， 实现教学效果的优化 。 而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信息

技术有 ： 电子音像技术 、 多媒体电子计算机技术 、 网络通信技术 、 人工智能技术

和虚拟现实技术等 。 本文中为避免冗余 ， 将
＂

技术
＂

等 同于
＂

信息技术
＂

， 因此 ，

将
＂

教育信息技术
＂

有时称之为
＂

教育技术
＂

， 而
＂

教师教育技术
＂

也主要是指

教师所具备的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 。 后文不再对此进行刻意 区分 。

教师教育技术 。 我国 目 前的 中学教师队伍大多按照学科进行分类 ，

一

般而 言 ，

每
一

位中学教师都与
一

口专业的 中学课程相对应 ， 因此
＂

教师
＂

本身就 内在的含

有
＂

学科
＂

的涵义 。

＂

教师教育技术
＂

也即学科教师所具备的学科教育技术 。 根

据王 Ｗ宁教授团队的定义 ， 教师教育技术 ， 是 Ｗ实现教育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为

目标 ， 从教育技术支持并服务学科教学的维度重组教育技术学科知识结构 ， 通过

教育技术学科化的途径 ， 构建适合学科教师教学使用 的教育技术理论及实践体

系 。

２６

通过对
＂

教师教育技术
＂

概念的定义可 レッ看出 ， 只有实现教育技术与学科教

学的深度融合 ， 才能真正使得信息技术为教师所用 ， 从而提高教师的教育技术能

力 。 为此 ， 教师需要具各充足的教育技术知识 。

通过 Ｗ上论述 ， 本研究认为 ， 教师教育技术知识 ， 是指教师所应掌握的具备

学科特征的教育技术知识 ， 包括常规的教育技术知识 （ 如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和方

法 ， 教学和学习信息 、 资源的获取 、 管理 、 转化和输出 的知识 ， 自我提高的教育

技术知识等 ） 和各个学科专业领域的教育技术知识 （ 如各个学科不 同 的软件应用

知识 、 专业资源网站知识等 ） 。

二 、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姚姿如的研巧 ， 教育技术知识的发展经历 了Ｈ个阶段 ， 如

图 ３
－

２ 所示 ； 第
一

阶段为 ２０ 世纪中叶 ， 教育技术知识经历 了
一

个从无到有的形

成阶段 ， 这
一

阶段 Ｌ^ ＣＡ Ｉ（计算机辅助教学 ） 、 ＣＡＬ（计算机辅助学 习 ） 的大范

围应用为标志 ； 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进入教育技术知识与课程 内容的初

步整合阶段 ， 这
一

阶段 Ｗ 扣ｓｔ
－

ｉｎ－Ｔ ｉｍ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适时性教学模式 ） 、 ＷｅｂＱｕｅ ｓ ｔ

２６

戴锡堇 ． 基于 ＴＰＭＫ 的数学教师教育技术知识构建研巧
［巧 ．东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４ ．

１４



（ 网络探究教学模式 ） 、 ＴＥ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ｉｎ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即理科

学 习 的技术增强模式 ） 等教学模式的 出现为标志 ； 第Ｈ阶段为 ２ １ 世纪初期 ， Ｗ

米什拉和科勒提 出 的 ＴＰＡＣＫ 为标志 ， 进入教育技术知识与学科 内 容知识 、 教学

法知识的深度整合阶段 。

２ ７



Ｓ 广

＂

 ＼
＇

２ ０世纪 中叶州世纪 ９０年代０；＾
２ １世纪初期

＾ ？ 教 育技术知识
＾＾？

教肯 技术知识

＇

＇

ｌ丫
－ 教胃ａ术如只

从无到宵的形成与课程 内容初步量宝气
阳谷

５
识 、

阶段Ｓ合的阶段Ｉｆ教度賢
采

、 ／Ｊ次整合阶段 Ｊ

图 ３
－

２ 教育技术知识发展的Ｓ个阶段

虽然对于教师教育技术知识的研究 己经进入第王个阶段——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

研究 ， 但是国 内 关于 ＴＰＡＣＫ 与 中学具体学科相融合的研巧仍处于起步阶段 ， 且

各个学科发展不平衡 ，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 、 英语学科 ， 地理学科几乎是

空 白 。 鉴于此 ， 笔者建立 了
＂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的概念 。

所谓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是指 中学地理教师在地理教学中所应具备的

地理学科 内容 、 地理教学法 、 地理教育技术知识的整体 ， 及其各知识之间 的相互

融合的知识体系 。

需要说明 的是 ， 米什拉和科勒提 出 的 ＴＰＡＣＫ 理论中 的
＂

Ｋ
＂

， 是英文

＂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的简写 ，

一

般中文译作
＂

知识
＂

； 但在 ＴＰＡＣＫ 理论中它 明显兼有

知识和能力双重含义 。 在本研究 中 ， 将延续 ＴＰＡＣＫ 理论 中
＂

Ｋ
＂

的含义 ，

一

律

译作
＂

知识
＂

， 兼有知识和能力双重含义 ， 后不再区分 。

２ ７

姚姿如 ，
王 Ｗ宁 ． 教育技术知识学科化研 巧——基于西方教育技术知识研巧的 回溯 ［化 课程 ．教材 ．教法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２ ： １ ０６
－

１ １ ０ ．

１ ５



第二节 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基点分析

要使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 必须找到信息技术与各个学科融合的基

点 ， 也 即信息技术能从哪些方面辅助学科教学 。 对于 中学地理学科而言 ， 信息技

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基点主要在 四个方面 。

一

、 区域认化 直观的空间感受

区域认知是地理学基本的认知方法 ， 是指对人地关系系统的特点 、 存在的 问

题进行分析 、 解释 、 预测的方法和能力 。 将现代信息技术用于 区域认知 ， 能够帮

助学生建立更加直观的空间感受 。

地图是地理教学的第二语言 ， 但长期 １

＾｜来 ， 中学生的识图能力始终是地理能

力 的
一

块短板 。 传统教学往往依靠教科书 中 的插图 、 地图册 ， 或者在 ＰＰＴ 中展

示静态的地图进行教学 ， 这样很难做到地图 的叠加和拆分 ， 展现形式单
一

、 无法

充分体现动态的演进过程 。

现代信息技术 Ｗ计算机技术为先导 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 ， 综合应用多媒

体 、 超文本 、 人工智能 、 网络通信和知识库等计算机技术 Ｗ其声像结合 、 动态展

示 、 色彩丰富 、 图层多样等优点 ， 缩短学 习 时间 的 同时 ，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率 ， 提高学生的学 习 效率 。 例如使用 Ｇｏｏ
ｇ

ｌｅＥａｒｔｈ 软件 ， 可Ｗ让学生看到 台湾在

整个地球上的位置 ， 与 中 国大陆的联系 、 相对位置 ， 与 日 本和太平洋的关系 ， 进

而理解
＂

台湾是中 国通向太平洋的 口户
＂

； 通过对地名 、 天气 、 道路等不 同 图层

的选择 ， 可 看到 台湾的道路状况 、 城市的分布等 。 除了谷歌公司推 出 的 Ｇｏｏｇ
ｌｅ

Ｅａｒｔｈ 外 ， 其他主流的数字地球软件还有 ＮＡＳＡ 推 出 的 Ｗｏｒ ｌｄＷｉｎｄ 、 微软推出 的

Ｖｉ ｓｕａｌＥａｒｔｈ３Ｄ 、 ＥＳＲ Ｉ 公司 的 ＡｒｃＧ ｌｏｂｌｅ 、 武大吉奧公司 的 Ｇｅｏ创ｏｂ ｌｅ 等 。

２ ８

此外 ，

在天体运动 、 等高线剖面图等方面 ， 借助现代空间信息技术 ， 可 文^启 发学生的空

间想象力 ， 培养空间分布格局的觉察能力 。

二、 综合思维 ； 整体的地理过程

综合思维是地理学基本的思维方法 ， 是指全面 、 整体 、 动态地认识地理事物

Ｍ
刘家兴

，蔡祗 ，
蔚正青 ． 基于 Ｇｏｏｇ ｌ ｅ Ｅａｒｔｈ 的

＂

地理野外实习基地
＂

数字化教学模型研究叫 ． 广州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
２００９

，
０ ５ ： ４ １

－

４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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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象的思维品质 与 能力 。 在地理教育 中 ， 现代信 息技术可 结合各种技术 ， 使

教学更生动 、 直观 ，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如多媒体教学可融合多种计算机技术 ，

将讲授 、 演示 、 地图 、 图表 、 地理教具 、 模型 、 野外考察 、 实 习等结合 ， 将地理

的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
一

体 ， 通过技术处理在大与小 、 远与近 、 动与静 、 快与慢 、

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转化 ， 从而达到通过现象看本质 的效果 。

２９

传统的 中学地理教学往往依靠教师带领学生 ， 由
一

个地理要素 出发 ， 从理论

和既有知识分析理想状态下 ， 该地理要素的变化对其他各地理要素带来的影响 。

分析过程带有很大的主观意愿 ， 分析结果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迁移应用 。

而如果使用现代信息技术 ， 如模拟分析软件 、 数学变量模型 ， 或者相关教学

网站的学习 资源等 ， 可 Ｗ让学生通过改变某个变量 ， 直接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情

况 。 这
一

类教育技术资源与现实的拟合度大大高于教师对现实的主观分析 ， 更加

接近现实 。 例如 ， 在讲解
＂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

的 内容时 ， 可 Ｗ通过狼 、 羊 、 草

模型 ， 将草分别设置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两种情况 ， 观察方格 内 羊群和狼群

的数量变化 。 通过这
一

模型可 １＾看到
＂

草
＂

这
一

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 ， 让学生

对 自 然界中各地理事物的整体性建立初步认识 。

Ｈ 、 人地协调观 ： 真实的 问题情境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和地理教育 的核也观念 ， 是指正确认识人类与地理环境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 并能够 ＾心 自 身行动建立和保护这种协调统
一

的关系 。 培养

学生的人地协调观离不开真实的 问题情境 。 《地理国际教育宪章 》 认为
＂

在宣扬

关也全球社会的前途时 ， 应该强调知行合
一

＂

， 关注现代社会发展中 的 问题 ， 关

注世界人 口 、 资源 、 环境的变化 。

Ｗ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生 了解真实的社会 问题提供 了详细而真实的资料 。

随着 电子音像技术 、 虚拟现实技术 、 网络通信技术等的发展 ， 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

可 ［＾足不 出户就将现实生活 中 的真实情景带入课堂 ， 让学生看到 己经发生的和正

在发生的地理事件 ， 真正实现知识从生活中来 ， 到生活中去 。 例如 ， 借助气象台

网站的实时数据和遥感图像 ， 教师可 Ｗ带领学生感受
一

次台风对本地天气带来的

２ ９

钟启 泉主编
，
地理教育展望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０２ ：巧７ ．

Ｗ
冯 ｙ ？愈 地理教育 国际宪章

［化 地理学化 １ ９９３
，
０４ ： ２ ８ ９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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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通过 ＢＢＣ 制作 的 《行星地球 》 纪录片 ， 学生可 Ｗ感受从热带丛林到两极

之间壮丽的 自 然景观 ， 从中体会地理景观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规律 ； 通过知名媒

体人柴静的 《苍夸之下 》 纪录片 ， 从公众健康的角度关注雾霸对人类的影响 ， 唤

起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 ． ． ． ． ．现代信息技术让我们超越 了教科书的限制 ， 能够

及时 了解最新最接近真实的现实情境 ， 运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地观念起着重要的

作用 。

四 、 地理实践力 ： 有力的技术支持

地理实践力是指在地理模拟实验 、 野外考察 、 社会调研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

展现的 品质和行动能力 。 《地理教育 国际宪章 》 认为 ， 地理教育在对个人技能方

面发挥着重大的贡献 ， 包括练习 怎样进行野外考察 、 绘制地图 ， 进行社会调研 、

获取和分析二手资料 ， 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等 。地理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 ，

地理的科学性要求尽可能地获取可靠的
一

手 、 二手数据 ， 其人文性要求地理学习

者必须深入社会 内部 ， 了解真实的 问题 。 可 Ｗ说 ， 地理实践为的培养是地理学科

对中学生素养培养方面发挥的最重要的功能之
一

。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野外考察的速度和精度有 了极大的提高 ，

同时获得 了 大量过去所没有的资料和数据 ， 促进 了地理学的发展 。 例如校园数字

气象站依托各种传感器和 自 动气象站监测仪 ， 与个人计算机 、 打印机 、 控制器等

设备相联接 ， 能够实时监测温度 、 湿度 、 气压 、 风速 、 风向 、 雨量 、 蒸发量 、 ±

壤温度 、 王壤湿度等多种气象参数 ； 利用 Ｐａｓｃｏ 公司生产 的传感器可 Ｗ测量太阳

的紫外线指数 、 河水的浑浊度与色度 ； 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和 ３ Ｓ 技术 ， 在户外地

理调查 、 观察受到条件限制而无法进行时 ， 依然可 Ｗ通过模拟现实系统 ， 观察
一

条河流 自源头至入海 口 所经过的地形 、

一

个城市 的功能区划景观等 。

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的有效融合 ， 使得传统的地理学科摆脱 了时间和静态地

图的限制 ， 将Ｈ维 、 动态 、 真实的地球表层事物和生活实景 引入课堂 。 正如 《上

海市地理课程标准 》 所说 ，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
＂

促进地理学 习 的革命 ， 为学生主

动的 、 富有个性的学习创造 良好的环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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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的建立与解釋

通过对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整合的基点分析 ， 信息技术在培养学生的 区域认

知 、 综合思维 、 人地观念巧地理实践力方面 ， 能够提供直观的空 间感受 、 整体的

地理过程 、 真实的 问题情境和有力 的技术支持 ， 为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融合找到

了依据 。 下面笔者将构建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 并对模型进行解释 。

一

、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的 内涵

米什拉和科勒构建的 ＴＰＡＣＫ 模型无论是 内 容知识 ＣＫ 还是教学法知识 ＰＫ ，

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特性 ， 脱离具体学科的 内 容和教学法是不存在 的 ； 而信息

技术在应用于具体学科时 ， 也必然要经历
一

个学科化的过程 。 因此 ， 笔者结合地

理学科的特点 ， 提 出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 如 图 ３
－

３ 所示 。

ｒｌｎ
Ｃｏ ｎ ｔｅｘｔｓ

图 ３
－

３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本研巧提 出 的Ｇ －ＴＰＡＣＫ（ Ｇ －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Ｐｅ舶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模型 ， 即为中学地理教师在信息化环境下 ， 将信息技

术有效融入地理教学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新型知识框架 。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借鉴 了卫星定位的示意 图 ，

一

般而言 ， 利用卫星定位至少需

要 ３ 颗卫星 。 现代地理教师在从事地理教育 的过程中 ， 地理学科 内 容知识 、 地理

教学法知识 、 地理信息技术知识Ｈ者缺
一

不可 ， 而且这王类知识在具体应用过程

中必然相互融合 。 因此 ， 本研巧借鉴卫星定位的示意 图 ， 构建 了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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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 中 ， 保留 了ＴＫ 、 ＰＫ 、 ＣＫ 这Ｈ个核也要素和境脉因素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在王个要素的飄合处和最核屯、的位置添加 了
＂

Ｇ
＂

， 代表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地理的 ） 和 Ｇ打 （Ｇｅｏ
ｇ
ｒａｐｈ 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与地理学科有关的信息

技术 ） 。 在此需要说明 ：

一

、 无论是学科 内容 、 教学法还是信息技术 ， 在具体到某个学科时 ， 都必然

带有专属学科的属性 ， 所 Ｗ在此加上
＂

Ｇｅｏ
ｇ
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地理的 ）

＂

， Ｗ说明该模型

的学科属性 。

二 、 用
＂

Ｇ ＩＴ
＂

代表
＂

巧地理学科有关的信息技术
＂

， 它在 中学地理学科中

的核屯是
＂

３ Ｓ
＂

（ ＲＳ 、 ＧＰＳ 、 Ｇ ＩＳ ） 技术 ， 但又不限于 ＝大技术 。 将
＂

Ｇ ＩＴ
＂

单独

列 出 ， 是因为 ， 不 同于其他中学学科 ， 中学地理学科拥有专口服务于本学科的地

理信息技术模块 ， 而这
一

模块本身就是学科 内容 、 教学方法和信息技术Ｈ者的融

合 。 所 Ｗ ， 在本研究中
＂

地理信息技术
＂

不再单独属于
＂

技术知识
＂

。

＝
、 由于

＂

Ｇｅｏｇｒａｐ
ｈｉｃａｌ ／ Ｇ ＩＴ

＂

的组合书写和拼读较为繁琐 ， 本研究统
一

用

字母
＂

Ｇ
＂

来代表 。 所 Ｗ在本研巧中 ， Ｇ 并不是代表地理知化 在该模型 中也不

是
一

个单独的要素 ， 它必须与其他Ｈ个核必要素重新沮合才具有意义 。

二、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的要素分析

根据 ＴＰＡＣＫ 模型中各个要素的名称及关系 ， 下面分别对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中

各个要素进行解释和分析 ， 各个要素的英文简写 、 全称及中文名称如下表 。

表 ３
－

１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中 的各要素及对应的中文名称

英文 简 写英义全称 中 文名称

化 、 、ＧＴＫＧ－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ｌ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地理技术知识


要；ＧＣＫ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地理学科 内 容知识
呆巧ＧＰＫ

￣

Ｇ－Ｐｅｄａｇｏｇｉ 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理教学 法知识

Ｇ－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ＧＴＣＫ



内 容知识


妊 么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整 合技术 的地理教学
Ｇ了化



法知识


＇

ＧＰＣＫＧ－Ｐｅｄａｇｏｇｉ 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Ｇ－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ｏ打ｔｅｎｔ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知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境脉 因 素


（ １ ）ＧＴＫ（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地理技术知识 ） ， 是指地理教师在

从事地理教学的过程中 ， 用 提高教学效率 、 优化教学效果 、 评价教学成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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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 。 在海量数据和移动学 习 的发展 日 新月 异 的时代 ， 教师必须不断提高使用

信息技术的能力 ， 增强 自 己的核屯竞争力 ， 才能在被称为
＂

数字±著
＂
一

代的学

生面前游刃有余 。 ＧＴＫ 主要包括常规的计算机技术和地理学科特有的地理学科

相关技术两大类 。

常规的计算机技术包括 ： 网络资源搜集技术 ， 如常规的上网查询 、 下载音视

频资料等 ； 多媒体教学资源呈现技术 ， 如 ＰＰＴ 、 Ｗｏｒｄ 、 Ｅｘｃｅ ｌ 、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 等 ；

教学交流与传播技术 ， 如 ＱＱ 群 、 微信群 、 讨论社区 、 上传作 品资料等 。

地理学科相关技术又包括王类 ：

一

是作为教学 内容的地理信息技术 ， 由遥感

（ ＲＳ ） 技术 、 全球定位系统 （ ＧＰＳ ） 技术 、 地理信息系统 （ Ｇ ＩＳ ） 技术 ， 即我们

通常所说的 ３ Ｓ 技术 。 二是地理教学实验室或专用地理教室 中用于地理教学的技

术 ， 如数字天球系统 、 数字王球演示系统 、 数字气象站数据收集系统 、 Ｐａｓｃｏ 公

司生产 的传感器系统等 。 三是与地理学科相关的其他信息技术 ， 主要包括
一

些可

用于地理教学的软件 ， 如 Ｇｏｏｇ ｌｅＥａｒｔｈ 、 Ｍａｐ ｉｎｆｏ 、 星 图软件等 。

（ ２ ）ＧＣＫ（ 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 它是指中学地理

教师从事地理教学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地理科学知识 ， 主要包括作为
一

口 自然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地理科学知识 、 地理研究方法知识和地理信息技术 内容知识 。

地理科学知识包括 ： 自然科学领域的地理知识 ， 如地质地貌学知识 、 气象水

文学知识 、 王壤植被学知识 、 资源环境学知识等 ；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地理知识 ，

如城市规划学知识 、 旅游地理学知识 、 人 口 与人文地理学知识 、 经济地理学知识

等 ； 自 然与人文融合的地理知识 ， 如 区域地理学知识 、 可持续发展知识等 。

地理研究方法知识包括 ： 计量地理学方法 、 地图与测量学方法 、 地理野外工

作方法 ，
Ｌ义及作为

一

种地理研巧方法使用 的地理信息技术 。

地理信息技术 内容知识包括 ： 遥感地学 、 测绘学 、 地理信息系统等理论及应

用知识 。

（ ３ ）ＧＰＫ（ 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地理教学法知识 ） 。 它是指地理教师

在从事地理教学的过程中 ， 所遵循的教育学 、 屯、理学 、 课程与教学理论等方面的

一

般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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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知识包括 ： 关于教育的功能 、 目 的 ， 教学策略 、 教学理念 、 目 标 、 原

贝 Ｉ

Ｊ 、 评价方法等知识 。

屯、理学知识包括 ： 知识的分类与获得的知识 、 学习发生的过程知识 、 学生的

认知发展知识等 。

课程与教学理论知识包括 ； 课程与教学 的 目 标 、 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

课程与教学的组织及结构 、 课程实施的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等 。

（ ４ ）ＧＴＣＫ（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 ｃａ 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

容知识 ） ， 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地理学科 内容进行数据收集 、 整理分析 、 表

达转换的知识 ， 使地理教学 内容更加直观、 立体 、 真实 ，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地

理事物及其之间 的关系 。 技术与地理学科 内容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首先 ， 技术使得地理内容的表达更加直观 、 真实 。 例如 ， Ｈ维立体影像还原

了Ｈ维世界的地形 ； 地理纪录片可 将真实的世界带入课堂 。

其次 ， 技术使得收集第
一

手地理数据资料更加精确 、 便利 。 地理学中 的 自 然

地理 内容关注地球表层的地质 、 地貌 、 气象 、 水文 、 ±壤 、 植被等 自然地理要素

的分布 、 运动规律 ， 借助现代地理测量仪器如数字气象仪 、 紫外线传感器 、 河流

流速测量仪等 ， 能够更加便利的收集信息 ， 并将信息传输至网络平台 ， 实现数据

的分析与共享 。

（ ５ ）ＧＴＰＫ（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Ｐｅ如ｇｏｇ ｉｃａｌ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

法知识 ） ， 是指如何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地理教学的知识 。 技术与地理教学

法的结合主要表现在 ：

首先 ， 技术使得课程 內 容的姐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 面对不同学习风格 、 不

同学习层次的学生 ， 教师可 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出不同呈现形式的课程 内

容 。

其次 ， 技术使得教学评价更加及时 ， 促进师生 、 生生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 。

（ ６ ）ＧＰＣＫ（ Ｇ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 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 是

指地理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地理学科特有的 ， 对应于具体的地理教学 内 容的教学方

法知识 。 教师的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一

般来 自 于师范教育中 的
＂

地理课程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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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或
＂

中学地理教学法
＂

课程 ， 及 自 身在中学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 。 它包括 ：

在进行地理 内 容教学时能够选择恰 当 的教学策略呈现 、 讲解教学知识 ； 实现地理

地图 、 图表 、 文字之间 的有效转化等 。

（ ７ ）Ｇ－ＴＰＡＣＫ（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化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ｅ ， 整合技术

的地理教学知识 ） ， 是在讲授具体地理学科 内 容时 ， 教师对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辅助 ，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 ， 使得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 教学效果更加直观有

意义所应具备的知识 。 在送里 ， Ｇ －ＴＰＡＣＫ 是指笔者所构建模型 中 的走要素之
一

，

它是教师在不断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成的
一

种实践性经验 ， 是技术知

识 、 内容知识 、 教学法知识Ｈ者在地理学科中 的有效融合 。

（ ８ ） 境脉因素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 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决定 了教师除了 需要具备完整

而系统的技术知识 、 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 ， 还需要对教育活动展开的物理环境 、

学生的瓜理特征 、 班级的精神面貌有
一

定的 了解 ， 因此 ， 境脉因素是教师知识框

架中 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

３ １

Ｓ 、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的特征分析

Ｇ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模型作为中学地理教师在从事地理

教学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知识框架体系 ， 具有整合性 、 层阶性和差异性 。

（

一

） 整合性

在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中 ， 各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 ， 也不是简单的拼凑 ，

各要素彼此融合 、 相互支持 ， 共同构成地理教师的知识体系 。 如图所示 ， ＧＴＫ

（地理信息技术知识 ） 与 ＧＣＫ（地理学科 内 容知识 ） 的融合 ， 产生 ＧＴＣＫ（整

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 利用技术将教学 內容知识更好地呈现 、 转换 、 传

递 ；
ＧＴＫ（地理信息技术知识 ） 与 ＧＰＫ（地理教学法知识 ） 的融合 ， 产生 ＧＴＰ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法知识 ） ，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地理教学方法进斤优化设

计 ，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
ＧＣＫ（地理学科内容知识 ） 与 ＧＰＫ（地理教学法知识 ）

的融合 ， 产生 ＧＰＣＫ （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 而位于核也区域的 Ｇ －ＴＰＡＣＫ（整

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是 ＧＴ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 ＧＴＰＫ（整

３ １

Ｋｅ ｌ ｌ

ｙ 
Ｍ ．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Ｓ ｅｎ ｓ ｉ ｔ 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 ｉ ｎ

ｇ 

ｗ ｉ 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 Ｉｍ
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ｉ ｎｇ 

ＴＰＣＫ ｉ ｎ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ｌ

ｙ
Ｍ ｉｘｅｄＣｏｎ ｔｅｘ ｔ ｓ

［
Ａ

］
．Ｒ Ｃａｒ ｌ ｓｅｎ

， 
ｅｔ ａｌ ．Ｓｏｃ ｉ ｅｔ

ｙ
ｆｂ ｒ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Ｉ ｉＵｅｍ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 ｃｅ ２００７
 ［
Ｃ

］
．

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 ｉｏ
， 
Ｔｅｘａｓ

，
Ｕ ＳＡ ： ＡＡＣＥ

， 
２００７ ：２ １ ９９

－

２２０２ ．

２ ３



合技术的地理教学法知识 ） 、 ＧＰＣＫ（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Ｈ者的交互融合 ，

一

名 中学地理教师 Ｇ －ＴＰＡＣ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水平的高低体现了教

师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地理教学的水平 。

（

Ｓ－ＴＰＡＣＫ
 Ｉ

图 ３
－

４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中各要素之间 的整合性

（二 ） 层阶性

在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及米什拉和科勒的 ＴＰＡＣＫ 模型 中 ， 技术知识 、 内容知

识和教学法知识都是其核屯、要素 ， 然而这三个要素在教育发展的过程 中并非同时

出现 ， Ｈ者经历 了 先学科 内 容知识 、 再教学法知识 、 最后 出现技术知识的过程 。

正如习传芳在 《 中学地理教学法 》

一

书中所说 ， 最初为实现传授地理知识的 目 的

＂

只要理解教材 内 容 ， 就可
＇

教书
’ ＂

， 这时的教师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

教

书匠
＂

。 随着对于儿童也理发展和对于学习行为的研巧 ， 人们发现遵循儿童的学

习规律可 １

＾＞１让教学获得更大的成功 ， 因而专业的教学法知识成为教师的必备知

识 。

３ ２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生成为
＂

数字±著
＂

， 他们从
一

出生就面对
一

个 电子信息和 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 ， 而信息技术对于教育的辅助作用不言而喻 ，

因此 ，

一

个现代意 义上的教师必须具备充足 的信息技术知识 。

整 合技术 的 学科教学法 巧识

图 ３
－

５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中要素之间 的层阶性

ｎ／］ 传游 ． 高如珊 ． 中学地理教学法
［
Ｍ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宁 化版社 ．

１ ９８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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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差异性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只 是中学地理教师所应具备 的知识的
一

个框架 ， 具体的知识

内容因教师所教授的学生年龄 、 教师所在学校的硬件设置 、 教师 自 身 的授课特点

而有差异 。 例如 ， 教授 中学低年级学生的教师更加关注使教学 内 容更加直观的信

息技术 ， 而高年级教师更加关注能够对具有挑战性 、 发散性的知识进行 引 导的信

息技术 。 教师 自 身 的教学特点也会决定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 、 应用频率 ，

例如喜欢经常摆弄技术的教师更倾向于将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 ， 而不擅长信息技

术的教师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手绘 、 口授方法进行地理教学 。 此外 ， 教师在应用

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时 的教学表现 （ 知识的运用效果 ） 还会因教学 内容 、 教学条件 、

学生也理等境脉因素而有所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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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水平测量及影响因

素分析

教育研究者总是希望 自 己的理论研巧能够应用于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 ， 对于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也是如此 。 笔者希望通过对 ＴＰＡＣＫ 的研究 了解教师整合技术与

教学的水平 ， Ｗ及哪些因素会影响教师的这
一

水平 。 因此 ， 本章在 Ｇ －ＴＰＡＣＫ 模

型的基础上 ， 分别构建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 中学地

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 之后通过 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 并对数

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

第一节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的构建

一

、 国外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简述

对于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的研巧是 ＴＰＡＣＫ 研巧的
一

个重要方 向 ， 在这方

面 ， 国外学者做 了大量研究 。

早在米什拉和科勒提出 ＴＰＡＣＫ 概念的第二年 （ ２００６ 年 ） ， Ｌｅａｎｎａ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ｈ

和 Ｋｅｎｔ Ｃ ｒｉｐｅｎ 就在
一

项关于美国 内华达州教师在线培训 的研究中 ， 设计 了
一

份

ＴＰＡＣＫ 为框架的包含 ２４ 个测试题 目 的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经过两年的修改 ，

于 ２００９ 年应用于
一

项美国 Ｋ－

１ ２ 在线教师调查 中 。

３ ３

２００９ 年 ，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学的施密特 （ Ｄｅｎ ｉ ｓｅＡ ．Ｓｃｈｍ ｉｄｔ ） 等人联合 ＴＰＡＣＫ 的提 出者米什拉和科勒等人

一

起设计开发 了
＂

职前教师教学和技术知识调查
＂

问卷 ， 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 ，

将最巧的 ７ ５ 个测试题 目 修改为
一

份包含 ４７ 个测试题 目 的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３ ４

２０ １ ２ 年 ， 新加坡 国立教育学院的蔡清生 （ Ｃｈ地 Ｃｈ ｉｎｇ Ｓ ｉｎｇ ） 设计开发 了
一

个包

括 ４６ 个题 目 的走点式李克特量表 ， 对参与
一

口Ｗ沈２ ．０ 相关教师培训课程的 １ ２ ９６

名新加坡职前教师进行 了测试 。 通过对课前测试结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课后测

试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最终将测试量表的题 目精简为 ３４ 个 。

３ ５

此外 ， 美 国

巧
Ａ ｒｃｈａｍｂａｕ ｌ ｔ

，
Ｌ ． Ｍ ．

，
＆Ｃ ｒ ｉ

ｐｐ
ｅｎ

，

ＫＪ ．

（
２ ００６

）
．Ｔｈｅ

ｐ
ｒｅｐａ

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 ｖｅ ｏｆ ｏ ｎ ｌ ｉｎｅ Ｋ －

１ ２化ａｅｈ ｅ ｒｓ  ｉ ｎ Ｎ ｅ ｖ ａｄ ａ ．

Ｉ ｎ Ｔ

＇

． 民ｅｅｖｅ ｓ ＆Ｓ ． Ｙａｍａｓｈ ｉ ｔ
（
Ｅ ｄｓ ．

） ，

Ｐ ｒｏｃｅｄｄ ｉ ｎｇｓ ｏｆ  １ ；ｈ ｅ Ｗｏ ｒ ｌ ｄ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ｏｎＥ －Ｌｅａｒｎ ｉ ｎｇ 
ｉ ｎＣｏ ｒｐｏ

ａｒｔｅ
，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

，

Ｈ ｅａ ｌ ｔｈｃａｒｅ ，ａｎ ｄＨ ｉｇｈ灯 Ｅ 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化Ｐ

． １ ８ ３６
－

 １ ８４ １
）

．Ｃｈｅ ｓａｐｅａｋｅ ， 
ＶＡ ：Ａｓｓｏｅ ｉ ａｔ ｉ ｏｎｆｏ ｒ  ｌ ｉｈ ｅ Ａｄｖ加 ｃｅｍｅｎ ｔ ｏｆ

Ｃｏｍ
ｐ
ｕ ｔｅｒｓ ｉ ｎ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３４

Ｓ ｃｈｍ ｉ ｃｉ ｔ
： 
Ｄ ． Ａ ．

，

Ｂａｒａｎ
，
Ｅ ．

，
Ｔｈ ｏｍｐ ｓｏｎ

，

Ａ ． Ｄ ．

，

Ｍ ｉ ｓｈ ｒａ
＾ 
Ｐ．

，
Ｋｏｅｈ ｌ巧 

Ｍ ． Ｊ －

，
Ｓｈ ｉｎ

： 
Ｔ．Ｓ ．

 （
２００９

）
． Ｔｅｃｈ 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Ｐｅｄ 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 ｎ ｔｅｎ 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
ＴＰＡＣ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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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ｍｅｎｔ ａｎ ｄｖａｌ ｉ ｄ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 ｔ  ｉｎ ｓ ｔｒｕｍ ｅｎ ｔ ｆｏ ｒ

ｐ

ｒｅ 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  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 ．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 民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ｉｎＥｄｕ ｃａｔｉ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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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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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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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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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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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 Ｓ －

，
Ｋｏｈ

： Ｊ ．Ｈ丄 ． ． Ｅｘａｍ ｉ ｎ ｉ ｎｇ ｐ
ｒｅｓｅｒｖ ｉ ｃ ｅ 化ａｃｈ ｅｒｓ

’

ｐ
ｅ ｒｃｅ ｉ ｖｅｄ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ＰＡＣＫａｎｄｃ

ｙｂｅ
ｎｖｅ ｌ ｌ ｎ ｅ ｓ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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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翰大学的 Ｃｈａｒ ｌ ｅ ｓＲ ．Ｇｒａｈａｍ 、 新加坡 国立教育学院的苏梅等人都对 ＴＰＡＣＫ

量表的设计做过有益探索 。

通过梳理可 发现 ， 李克特量表法是 目 前使用最为广泛的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

方法 。 李克特量表是 由美 国社会屯、理学家李克特 （ Ｌ ｉｋｅｒｔ ） 于 １ ９ ３２ 年在原有的总

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 该量表 由
一

沮陈述构成 ， 每
一

陈述通常有
＂

非常 同意
＂

＂

同意
＂ ＂

不
一

定
＂ ＂

不 同意
＂ ＂

非常不 同意
＂

五种 回应等级 ， 分别记分为 ５ 、 ４ 、

３ 、 ２ 、 １ ， 称为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许多 屯、理学者根据需要也使用走种或九种 回

应等级 ， 称为走点式或九点式李克特量表 。 被测量者各项题 目 的总分代表其态度

强弱 ， 或在这
一

量表测量时的不 同状态 。

在众多研巧者所开发设计的 ＴＰＡＣＫ 量表中 ， ｙＪｌ２００９ 年施密特的五点式测

试量表最被业 内认可 ， 中文翻译如表 ４ －

１ 所示 。 施密特测试量表由 ４７ 个测试题

项沮成 ， 按照 ＴＰＡＣＫ 框架的毛个要素 ＴＫ 、 ＣＫ 、 ＰＫ 、 ＰＣＫ 、 ＴＣＫ 、 ＴＰＫ 、 ＴＰＡＣＫ

的顺序 ， 其所设计的题项个数分别为 ： ７ 、 １ ２ 、 ７ 、 ４ 、 ４ 、 ５ 、 ８ 。 但是 ， 施密特测

试量表在设计之初所预想的被调查者为所有教师 ， 没有学科差别 ， 部分题项在用

于具体学科教师调查时必须予 ［＾取舍变换 ， 如第 ３ １ 、 ３ ２ 、 ３ ３ 、 ３ ４ 题 ， 同时涉及

数学 、 文学 、 科学和社会多 口学科 ， 由于本研究仅针对中学地理教师这
一

群体 ，

因此在设计量表时笔者将这些题项予 １
＾

＞１删除和更换 ， Ｗ契合被调查群体 。

表 ４
－

１ 施密特测试量表

Ｉ

巧号
Ｉ度巧

１嵌知道如何鲜决我 自 ｅ 的技术 问题


２我 能 够银轻松地学 习
一

口技未


３我 能 够 裝跟新技术的 潮流


Ｔ Ｋ４我 经 常 摆弄各转技未


５表知道很 多 不 同 的技未


６我具备使 用技术的技 能

Ｉ７ Ｉ

我有足 够 的机会在Ｘ作 中 巧 巧 技术

ｔｈ ｒｏ ｕ
ｇ
ｈ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ａ ｌ ｅ

ｑ
ｕａｔ ｉ ｏｎ ｍｏｄ ｅ ｌ ｉｎｇ ［

Ｊ
］

． Ａｕ ｓｔｒａ ｌ ａｓ ｉ ａｎ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２

， 
２ ８

（
Ｓｐ

ｅｃ ｉ ａ Ｉ ｉ ｓｓｕ ｅ
，

６
） ， １ ０００

－

１ ０ １ ９ ．

２７



Ｉ
８我 己 经 掌化 了 足够 的 数学 学科知巧


￣￣

９

￣
￣

叛 能 够 使 用数学 思 络去 思考 问履

１ ０我 能够 利 巧 各巧各样的 方法和策略去 发展叛对数 学 学科的 理辑

１ １我 己 经 掌握 了 足够 的 杜会学知识


１ ２我 能 够 使 巧 历 史思维去 思考 问题


１ ３我 能 够 利 巧各种各样 的 方法和策琢去 发展我对社会学 的理巧
Ｃ 
Ｋ

１ ４嵌 已 接 掌据 了 足够 的科学知识


１ ５我 能 够使 用 科学思维 去思考问题


１ ６嵌 能 够 利 用各种各样 的方法和策略去 发展我对科 学 的理巧

１ ７我 已 经 掌握 了足够 的 文学知巧


１ ８我 能够使 巧 义学 思维去思考 问题


Ｉ １ ９ Ｉ

我 能 够 利 用 各种各样 的方法和策略去 发展我对文 学 的巧解

Ｉ
２０

 Ｉ

我知道如何评价学 生 的课堂表现
̄

￣

２ １

￣￣

我 能 够 根据学生的 学 巧 靖况调整教学 活动

２ ２我 能 根据 不 同 学生的 学 习 风化调整教学风化


ＰＫ２ ３我 能够使 巧 多巧方法去评你学主的 学 习


２４我 能 够 在课堂 中 使 用 多种教学方法


２５我对普 通学生的理解 力和达思概念非 常 熬悉


Ｉ２６ Ｉ

我知道如何组該和维持课堂教学
̄

Ｉ
２ ７

 Ｉ

我 能 够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去指 导 学生在数学课堂 中 思考和学 习

我 能 够速巧合么的教学 方法去指夺 学生在文学课堂 中 思考和学 习

’

ＰＣ Ｋ２９我 能够选择合适的教学 方法去指导 学生在科学课堂 中 思考和学 习

？

。我 能 够造择合适的教学 方法去指导 学生在化会学课堂 中 思 考和 学

Ｉ

州

Ｉ

习


Ｉ
３ １

 Ｉ

我知道 能 够 用 于我理 解和学 习 数学 学科 内容的接未

３２我知道 能 够 用 于我理 辑和学 习 文学 学科 内 容的技术
ＪＧＫ


３３我知道 能 够 用 于扶理辑和学 习 科学 学科 内 容的技术


Ｉ３４ Ｉ

我知道 能 够 用 于我理键和学 巧 社会 学 学科 内 容的技未
̄

３５我 能 够 选巧 用 于加强课堂教学 方法 的接未


３ ６我 能 够迭择 用 于加强 学生课堂学 习 的技未


我所参加 的教师培训项 目 能 够促使 我思考技术是如何影响我在课



堂教学 中 使 用 的教学 方法的


３８我 正 在 思 考如何在课 堂教学 中使 用 技术




３９我 能够 根据不 同 的课堂 活动途择合么的技术辅巧


２８



￣

 Ｉ
４ ０
 Ｉ

我 化够 有 效起合数学 学科知识 、 技 未和教学 方法去进行课堂教 学

４ １我 化够 有 效起合文学 学科知识 、 技 术和教学方 法去进行课堂教 学

我 能 够 有 效起合科学 学科知巧 、 技 术和教学方法去进行课堂教 学

， 。我 化够 有 效挺合社会学 学科知巧 、 技東和教学 方 法去进行课堂教
４ ３^



－

Ｔ
＿

ＴＲＡＣＫ４４我 能 够 在课堂 中速择合适的技术 ，
去促进我的教学和学 生 的 学 习

我 能 够 在课堂教学 活 动 中 使 用 有效 的 策咯去超合 我在教师巧训 项
４５目 中 所 学 的课巧 内 容知巧 、 技术知识和教学 法知巧



， ，在 敲合课巧 巧容知识 、 技来知巧和教学法知识于课堂教学 方 岳 ．

４６

我 能 够 故 我所在 学校 或地 区 的 表率


ｒ＾７
１

我 能 够选择可 Ｗ促进课堂教学 的各种各悴的接术
̄

二、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的设计

虽然施密特的 ＴＰＡＣＫ 量表经过项 目 分析 、 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 ， 成为 目 前

最被研究者认可的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但是 ， 由于缺乏学科针对性 ， 这
一

量表却

不能直接应用于某
一

具体学科 。 国 内众多研究者在应用时 ， 必然要对这
一

量表进

行学科化修改 。 目 前研究成果最为突 出 的是数学学科 ， 在这
一

领域 ， 江西师范大

学巧鸿佳 、 东北师范大学戴锡董 、 徐鹏 、 华东师范大学詹艺等人都作 出 了有益探

索 。

在 ＴＰＡＣＫ 量表应用于地理学科方面 ， 华东师范大学苏小兵老师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心斗网络问卷的形式发放 了 《地理教师 ＴＰＡＣＫ 测量量表题项关联性评价问卷 》 ，

根据米什拉和科勒的 ＴＰＡＣＫ 框架 ， ＴＫ 、 ＣＫ 、 ＰＫ 、 ＰＣＫ 、 ＴＣＫ 、 ＴＰＫ 、 ＴＰＡＣＫ

这 ７ 个要素共设计 了６ ３ 个矩阵量表题项 ， 每个题项设置
＂

完全不合适
＂ ＂

比较合

适
＂ ＂

完全合适
＂

Ｈ个 回应等级 ， 根据被调查者的 回应测量该题项与测量 目 标的

关联程度 。 其 问卷结果为笔者设计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提供 了可靠参考 。

本研究 Ｗ施密特的 ＴＰＡＣＫ 量表为基础 ， 参考苏小兵老师的地理教师 ＴＰＡＣＫ

测量量表题项 内 容 ， 初步拟定 了
一

个包含 ２ ８ 个题项的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其各

要素对应的题项数 目 如下表 。

２ ９



表 ４ －

２ 各要素对应的题项数 目 （修改前 ）

ＧＴＫＧＰＫＧＣＫＧＰＣＫＧＴＰＫＧＴＣＫＧ－ＴＰＡＣＫ
心

题 项 数 目５ ５３ ３４ ４ ４ ２ ８

之后邀请教育领域专家和五位被调查者进行 问卷预填写 ， 根据专家意见和被

调查者反馈 ， 删除了部分题项 ， 并对题项表述进行 了部分修改 ， 设定调查群体为 ：

上海市高中地理教师 ， 最终形成 了
一

个包含 １ ８ 个题项的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各

要素对应的题项数 目 如下表 。 回应等级分为 ：

＂

完全同意
＂ ＂

基本 同意
＂ ＂

中立
＂

＂

不太同意
＂ ＂

完全不同意
＂

五个等级 ， 按照 ５ 、 ４ 、 ３ 、 ２ 、 １ 分别赋分 ， Ｗ便后

续统计 。

表 ４ －

３ 各要素对应的题项数 目 （修改后 ）

—



总数
ＧＴＫＧＰＫＧＣＫＧＰＣＫＧＴＰＫＧＴＣＫＧ －ＴＰＡＣＫ

题项 数 目３３２２３２ ３ １ ８

表 ４－

３ 即为笔者设计的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由于地理

学科 内容之中设有专 口 的
＂

地理信息技术
＂

模块 ， 所 在题项设计时除了施密特

量表中所指的
一

般技术之外 ， 另设题项针对教师的地理学科相关信息技术掌握水

平进行调查 ， 如题项 ２ 、 ４ 、 ７ 、 １ ５ 。

此外 ， 为使被调查者更加清楚 ， 笔者借鉴苏小兵老师的 《地理教师 ＴＰＡＣＫ

测量量表题项关联性评价 问卷 》 ， 对题项中提及的
＂

计算机技术
＂ ＂

地理学科相关

技术
＂ ＂

地理科学研究方法
＂

等词 ， 例举数例 ， 文^便理解 。 Ｗ下为笔者设计 中学

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中 的 １ ８ 个题项 。

３ ０



表 ４ －

４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题项

要 素编 号
＾
我 能 够 熟肆化 巧 基 本 的 计义机技术 （ 满如 昨Ｔ 、 化 ｒ ｄ 、 ００ 、 电子却 件 、

１

上 巧 搜 索 和下瑕资巧 等 ） 。



Ｇ Ｉ Ｋ２我 能巧使 用 多 种地理学科相 关技术 （媽如 Ｇ Ｉ Ｓ 化件 、 Ｇ巧 定佐化 、 遥 惑



盈 片 判读 、 Ｇｏ ｏ色 ｌ ｅＥａ ｒｔ ｈ 等 ） 。



我缓 索摆弄各转信患技术 （側如使 用 巧 络、 誰基音科 、 博客 ，
杳！作 与 上



传视源等 ） 。



我能够 熬蘇使 巧 化理科学研 完方法 （辨如地理 实證方法 、 地理调查 方 法 、

４

化理 分析 与 線合方法 、 地理
！

１３ 巧 与 《泽方法等 ） 。



ＧＰＫ５我 能 巧裸据学生 的课堂表现调整教学 （ 例如放没速度 、 变換教学方法 、

调 《教学凤洛等 ） 。



我 能巧使 用 多种 方法巧价学生 的学 习 （例如试卷测验、 行 为 現察记录 、



Ｉ
６

 Ｉ

巧堂打分等 ） 。



７我 所真备巧地理学科知巧足巧应对学生巧 出 巧地理 问题 。

６ＣＫ



Ｉ８ Ｉ

我能 巧遣过 多 种途远和方法巧高 自 己对某一地理知巧 巧认巧 。



不使 用 信忠接术請助 ， 我能够散巧课前 的教学 浩备工作 （纳如編 写教巧 、


９

学 案 ．
躬巧化理攘単工具等 ） 。

６ＰＣＫ

不使 用 偉忽技术绩助 ，
我能够选蘇合适的方法进巧化理巧堂教学 （側如



利 巧 地球化讲豁地接的 貞 转与 公转導 ） 。



我 轮够 熟练使 巧 信忠技术进巧教学设神 （納如巧 巧 昨Ｔ 、 Ａｕ ｔｈｏ ｒｗａ化 、

＿＿＿

＾

Ｆ ｌ ａ ｓ ｈ 进行教学设许 ， 或 网 上下載资 源毒 ） 。



矣能够 熟练使 巧 德巷技术优化教学方法 （ 側如使 用 思維导 逛 狀件遗行 ｜

．
白

１ ２

纳教 学 ，
利 用 虚孩现实进行实 验学 习 等 ） 。



１ ３我 能够 熬练使 用 信怎技术将教学 内容 发布 到 巧络平 台 （例如将巧 味 、 微



Ｉ Ｉ

课化爾发布于 巧誇在 线半 爸 ） 。



我 能巧利 用 合连的 信苦技术展现教学 内 容 （洲如使 巧 Ｓｔａ ｒ化 ａ ｒ ｔ 化体展
１ ４

示 星 空 ，
使 巧 Ｆ ｌ ａｓｈ 动面 策示地球 自 转 与公转等 ） 。

Ｇ Ｔ ＣＫ

我能 够使 用 合速的 佳去技术进行地巧致据的采集 与 管理 （如化 巧教字 气



Ｉ
１ ５

 ［

象仪化集 专 象惊忠 ，
使 巧 Ｇ巧 进行位置现巧 等 ） 。



，我能够在
…堂课的教学过程 中 实 现课堂教学 内容 、 语怎技术和教学 方 法

１ 〇



的 有 效驻合 。



。
我能據在在或教学半 台 开设 网 络巧程 ． 并 纹巧 学生 完 成一段时 间 的 网 络

Ｇ
－

Ｔ ＰＡＣＫ １ ７．

《 Ｊ
—



课枉 学 习 。



我能够设计 并布置地理主题讨论活动 ，
并遷过连 碧 的信甚技术工具從进



Ｉ
１ ８

 Ｉ

学 生 之 间 的 巧作学 习 （ 胡如 ＱＱ 、 微信和讨论化等 ） 。



３ １



第二节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的构建

本节将探讨影响教师专业发展 的 因素有哪些 ， 依据主要影响 因素设计 中学地

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一

、 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简述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
一

个连续的 、 动态的过程 ， 受到来 自 自 身 、 周 围环境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 。 下面笔者将整理国 内 外学者对于教师专业发展影响 因素的研究成

果 ， Ｗ期为制订中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提供参考 。

饶从满 、 杨秀玉 、 邓涛在其合著的 《教师专业发展 》
一

书中 ， 系统地梳理了

国外和 台湾地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教师发展影响因素理论 ，

３６

笔者根据其表述整

理成表 ４ －５ 。

表 ４ －

５ 教师发展影响因素提出者及其主要观点
－

教巧 发展巧 １ｆｔ 因 素
巧 《老




个人巧巧 影 家庭 、 积化的 关键事件与 关键人缺 、 生活 的皮机 、 个人

费斯勒响 因 素的 化 巧 与 意 向 、 兴趣致嗜好、 生命带段


（ Ｆｅ ｓ ｓ ｌ ｅ ｒ
， １ ９班 ） 组 织 环 境 影 学校的规章 、 管理风络 、 公共信任、 化会期望 、 专业组



响 因 素


巧 、 教巧工会


路捉特霍义个人 因 素认知 发展 、 生 蓮发 滚 、 动 化发展


（ Ａ ．Ｇ ｌ ａ ｔ ｔｈｏ ｒ ｎ
，巧境 因 素化会与 社 区 、 学技 系 统 、 学校 、 教学 小 组致宽 系 、 教室

１ ９９ ５ ）



？设进教巧 《展巧特蛛命入活动


个人 层 面个人 志超 、 教学回绩
蔡巧村




外在环读 ；行政管理 、 学杖 聲 氛


学生 、 教巧 、 教育 目 标与谋巧教材 、 教学资巧 、 教学活

校 内 因 素动 、 辅导 与 坦級活动 、 技长 与 学校行政 、 学校的组巧支

化 鸟 人巧 巧 络
巧 见 维


教育巧政机巧 、 相关私 度与政策 、 社 匯 、 相关人 员 对教

校 外 因 素巧 的 角 堂 印 象与 巧望 、 相 关人 员 对教育的基本理念 、 化



Ｉ

会 情巧与 文化


通过该表可 Ｗ看出 ， 各研究者所提 出 的教师发展影响因素理论有两个共同

点 ； 第
一

， 这些影响 因素大体可 ［＾分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 个人因素主

要包括个人的动机发展 、 性情与爱好 、 家庭状况等 ，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环境 、

社会环境 、 教育行政规章制度等 ； 第二 ， 各研究者所提出 的教师发展影响 因素理

３ ６

饶从满 ， 杨秀玉 ， 邓涛著 ．教师专业发展
［
Ｍ

］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３ ２



论 ， 均包括个人志趣和学校行政氛围两大因素 ， 巧其原因 ， 教师 的个人志趣决定

了 教师个人发展的 内在动力 ， 而学校的行政氛围决定 了 教师在个人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支持和阻碍程度 ， 这两个因素是所有教师在个人发展过程中均须面临 的 问

题 。

大陆学者在这
一

领域的研巧也成果颇丰 。 吴捷认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包括 内在因素和外在 因素 ， 外在因素又分为学校和社会两个层面 。

３ ７

韩淑萍将影

响教师专业发展 的 因素做 了更加细致的划分 ， 将其归为 ： 个人因素 、 实践因素 、

情境因素 、 制度因素和课程因素共四个方面 。

３ ８

赵 昌木在其所著 《教师专业发展 》

一

书 中 ， 认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和 自 身因素 ， 并对外部

因素做 了更加具体的阐述 ， 认为外部因素能够为教师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

关怀 ， 主要包括 ： （ １ ） 充足的物质 资源 ， （ ２ ） 丰富的信息资源 ， （ ３ ） 宽松的教育

氛围 ， （ ４ ） 人性化的教师评价 ， （ ５ ） 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 。

３ ９

此外 ， 黎琼锋通过

对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关系 的分析 ， 提出教师培训可 Ｗ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 ， 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 校本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

Ｗ

综合 Ｗ上分析 ， 国 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影响教师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和

环境因素 。 个人因素主要包括 ： 成就动机 、 自 我效能 、 教育信念等 ， 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原动力 。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 ， 学校因素又包括学校管

理 、 资源支持 、 教师和学生的群体氛围等 ， 社会因素包括教育教学规章制度 、 教

育培训等 。

二、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的设计

通过对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的简述 ， 我们可 发现 ， 其影响 因素主要有

个人 内在因素 、 学校 、 教育教学规章制度和教师培训 四个方面 。 教师专业教学知

识的提升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在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的设计过程中 ， 笔者主要从这四个方面设计题项 。 下面将对各

影响因素对应的题项设计过程进行说明 ：

＂
吴览 教师专业成长过程及其影响 因 素研巧化 教育探索 ， ２００４

（
１ ０

）
： １ １ ７

－

１ １ ９ ．

３ ８

韩淑萍 ． 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研 巧巧评町 现代教育科学 ， ２００９
（
５

）
：７６ －

７ ９ ．

３ ９

赵 昌未 教师专业发巧
［
Ｍ

］
． 山东 ： 山东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

Ｗ
黎琼锋 ． 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川 ． 友南师范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２
，
０３ ： ２９

－

３４ ．

３ ３



（

一

） 个人 内在 因素

美国 中部地区教育与学习 实验室高级学者马扎诺博± ， 在布鲁姆的教育 目 标

分类学基础上提 出
＂

人的学习过程模型
＂

， 如 图 １ 。 在这
一

模型 中 ， 自我系统能

够对新任务的合理性作 出判断 ， 决定是否参与到任务中 ， 它主要包括情绪与兴趣 、

重要性和 自 我效能 。

向 化系施 决定 衫


巧 化 汾

足
＾

＞
１

继续 叫前行方
、

＇

儿认知 《统 ＝ 晋 Ｕ 脉 和 巧 叱

Ｖ

认知 系统 ： 加 ｒ．ｗ关信 扫 、

个

知识

图 ４ －

１ 人的学 习过程模型

根据马扎诺的学习过程模型 ， 将影响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个人 内在因素整

合为 ： 对信息技术的认知 、 内在动机和 自我效能感 ， 分别设计了题项 １ ， 题项 ２

和 ３ ， 题项 ４ 和 ５ ， 见表 ４ －６ 。

经过专家评估和预测试 ， 发现题项 １ 和题项 ２ 的测试结果区分度非常小 ， 因

此在 问卷量表优化过程中 ， 删除题项 １ 和题项 ２ ， 最终的影响因素测试量表包含

Ｈ个题项 ， 如下表 。

表 ４ －

６ 个人内在因素的对应题项

巧 号


Ｍ


－

４
． ． ． ． ． ． ． 痴认 为 掌磋与 ．地理教争有矣的侣真姑来 ■

－是地理教师 必去為教爭素 养 ．之… 。

我从 々 权边■
切 《要夺 习 鸟巧 ＞理叔字 有关 巧 （呈 忠化木 。

３我认 为将信皂技术应 用 于地理教学将会事半功倍 。



４我 有 《足的 自 怯乾够 学会并使 巧 与 化理教学 有关的信 屯技术 。



５ Ｉ

我 有 充足的 自 诘遺过信忠技术請巧促进学生 学 习
，
从 而攘高课堂教学效率 。

（ 二 ） 学校因素

教师将信息技术整合到教学的过程中 ， 影响这
一

行为结果的学校因素主要包

括 ： 学校提供的外 出学习机会 、 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 、 时间保障 、 专家团队保

＂
马扎诺 ，肯德尔著 ． 教育 目 标的新分类学

［
Ｍ

］
． 北京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３４



障 、 同事对技术的应用氛围 、 学生对技术应用于教学的反馈等 。

针对每
一

因子 ， 笔者分别设计 了对应的题项 ， 经过专家评估和预测试 ， 结果

显示题项的分辨率较高 ， 因此全部题项予 Ｗ保留 ， 进入最终的量表中 ， 见表 ４ －

７ 。

表 ４ －

７ 学校因素的对应题项

巧 号
＾

１我巧在的 学校 为我巧供 了 充足巧 国 裏紋 、 省 市 設致校纹巧教巧培说化会 。



成所在 的 学枝 为我提供 了 充足的巧件私软 停課津 （ 件ｉ如 电南 、 电子 白板 、 多媒体教
２

《 、 索 用 办公化件 、 Ｇ Ｉ Ｓ 化件 等 ） 。



３我所在的 学校 为 我学 习 和练 习 使 用 信皂化术进行教学巧供 了 充义的 巧 间 课津 。

我巧在巧 学校能巧 为教巧在学 习 和化 巧 信 皂技未的过巧中 ，
提供 《足的 专 家 迅 队 （教

４

学 专 家 、 信去技术专 家等 ） 支诗 。



我所在学校的 巧 事 热衷于学 习 制作和在课堂 中化 用 信 忠化术 （例如 ： 微視须 、 Ｆ ｌ ａｓ ｈ

５

动 画 、 网 巧 等 ） 。



我所在学校 的 学生喜欢教巧在课堂 中 使 用 信忠接术 （ 例如 ： 微視巧 、 Ｆ ｌ ａ ｓｈ 动 画 、 巧

６

 Ｉ

巧 等 ） 辅巧巧学 。



（ 王 ） 教育教学规章制度因素

教育教学规章制度因素包括 ： 国家或所在地区教育管理机构对有关教师教育

技术的规定 、 教师所在学校关于年终奖励和职称评定 的办法中对教师教育技术的

规定 。 据此设计 了 Ｗ下 四个题项 。

由于题项 １ 和题项 ２ 主要考察教师对相关政策制度的是否知悉 ， 经过专家评

估和预测试 ， 笔者意识到这两个题项并无程度之分 ， 不适用于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因此予 删除 ， 仅保留题项 ３ 和题项 ４ 的 内容 ， 重新编号 ， 进入最终的影响因素

评价量表 ， 见表 ４ －

８ 。

表 ４ －

８ 教育教学规章制度因素的对应题项

巧 号
＾

１省 ：
所在化 压妨省希巧教香食

．

理
．

机
■

构娜确下
．

发进地方牛小学教巧教音按术能々冻巧许̄



翅 巧
．法－方案 －

ａ
…－





敕有 化 本 能 為 考該端為 －審 ．

。
一



３国 家 致上海市教育 管理机拘有 关教巧教育技术 的现定 致考祐 办 法 ，
对我将信 息技术

适 用 于地理教学起到 巧显没进作 巧 。



４我巧在 的 学巧 关 子年终莫 劝来巧称详定 巧 办 法 中村教巧教育技术的规定 ， 对嵌将怯

Ｉ
忠 技术运 用 于地理教学起到 明显促进作 巧 。



３５



（Ｈ ） 教师培训 因素

教师培训 因素具体包括 ： 培训 的 内 容 、 资源支持 、 课程设置 、 师资配置等方

面 。 其 中针对地理学科 ， 教育技术培训 内 容又可 １＾
＞

１分为 ： 基本计算机培训技术和

与地理学科相关的信息技术 ， 在题项设计时分别设置对应题项 。 经过专家评估和

预测试 ， 有关教师培训 因素的各个题项区分度 良好 ， 全部予 レッ保留 ， 见表 ４－９ 。



表 ４
－

９ 教师培训因素的对应题项


巧 号
＾

栽参加的地理教巧巧新课程 包含足够的基本 其机技术培诉 内容 （妍如 评Ｔ 、 化 ｒ ｄ 、

１

ＱＱ 、 电子邮件 、 上 网獲索和下載资料等 ） 。



我参加的地巧教巧技术巧社
：课程达含足喷 巧地理学科技术培祁 内容 （例如 ａ ｉ ｓ 化件 、

２Ｇ巧 定位仪 、 遥感 菌 片 判读 、 Ｇｏｏｇ ｌ ｅＥａ ｒｔ ｈ 等 ） 。



我参加巧化理教巧技术巧跑课程 ， 为我瘦供 了 充足的学 习软件 、 学 习 资源和巧件设
３

疮 （钢如禹性能的巧算机 、 Ｇ Ｉ Ｓ 教学化件、 电子 图 书 、 技术手甜、 地理教学教具等 ） 。

我参加巧地理教巧技术巧祁课程 ，
在课程类型设置 （指课化种类 、 数童 ：和组 巧方式 ）

４

方 面 能巧充分满足我的 学 习 需 求 。



５ Ｉ

我 参加的化理教巧技术巧媚课程 ，
在巧 资配备方面非 常合理 。

在具体的 问卷设计过程中 ， 笔者将 Ｗ上四大影响 因素予 Ｗ整合 ， 与水平测试

量表
一

致 ， 采用五点式李克特测试量表法 ， 设定五个回应等级 ；

＂

完全同意
＂ ＂

基

本同意
＂ ＂

中立
＂ ＂

不太同意
＂ ＂

完全不 同意
＂

， 按照 ５ 、 ４ 、 ３ 、 ２ 、 １ 分别赋分 。 另

夕ｈ 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之前 ， 笔者设置了基本信息调查 ， 作为 问卷的第
一

部分 ，

包括 ； 性别 、 学历 、 教龄 、 所学专业 ， Ｗ及任职学校是否有专用地理实验室 。 最

终形成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 见附录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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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节 量表的检验

Ｗ上笔者构建了 《 中 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 中学地理

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 两个量表均为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在具

体的 问卷调查时 ， 笔者将两个量表整合在
一

份 问卷中 ， 将被调查者的性别 、 教龄

等基本信息作为 问卷的第
一

部分 ， 水平测试量表作为第二部分 ， 影响因素评价量

表作为第Ｈ部分 ， 具体 问卷见附录 ３ 。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 ， 随机邀请上海市 １ ５ 区 １ 县共 １ ６０ 位高 中地理教师作为

被调查者 ， 平均每
一

地区 １ ０ 人 ， 采用传统纸质 问卷与 网络平 台 问卷相结合的方

式发放 问卷 ， 其中有效 问卷 １ ５ １ 份 ， 有效率 ９４ ．４％ 。

首先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 ． ０ 对所得数据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 。

—

、 效度分析

结构效度指用于测量结果表现出来的某变量概念结构与测量值之间 的对应

关联程度 。 有学者认为 ， 效度分析最为理想的测量方法是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巧？乂
）
进行测量 。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可 ＾以验证 问卷设计各题项是否可 １＾＾真实测

量出研巧者设计 问卷时变量的某种结构 。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 （
ＥＦＡ

）
的结果 中 ， 用

于评价结构效度的主要指标有累积贡献率 ， 因子载荷 ， ＫＭＯ 值 ， Ｂ ａｒｔｌｅｔｔ
’

ｓ 球状

检验等 。

针对本研究来讲 ， 效度检验使用 ＫＭＯ 值和 Ｂ ａｒｔ ｌｅｔｔ

＇

ｓ 球状检验去衡量 。 ＫＭＯ

值可 兑 明整个变量或者量表的综合概念情况 ， 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

＇

ｓ 球状检验可 Ｗ检验各个

变量是否各 自 独立 。

一

般来讲 ， ＫＭＯ 值大于 ０ ． ８ 说明效度很好 ；
ＫＭＯ 值大于

化 ７ ， 说明效度较好 ；
ＫＭＯ 值大于 ０ ． ６ ， 说明效度在可 ｔＵ接受范围 内 ； 而如果 ＫＭＯ

值小于 ０ ．６ 说明效度较差 ， 问卷题 目 和变量的关系并没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 对

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
＇

ｓ 球状检验 ， 若检验后的 Ｐ 值小于 ０ ．０ １
， 说明变量和题项之间有 良好的对

应关系 ； 如果 Ｐ 值大于 ０ ．０ １ ， 则说明变量和题项之间没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 此外 ，

本研巧还结合因子载荷系数值 、 方差解释率 、 特征值等进斤效度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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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水平测量量表的效度分析

笔者设计的水平测量量表是 问卷的第二部分 ， 对其数据进行效度分析 的统计

结果见表 ４ －

１ ０ ：

兼 ４ －

１ ０ 水平测量量泰的效度分析结果

因 子巧巧 因 子裘荷 系 敌


Ｓ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ＴＫ ２ ０
． １ ６ ７０ ． １ 巧０ ． １ ４ １ ＣＭ）巧０ ．０ ７ １０ ．８９６

３ ０ ． ２４ 

７０ ． １ ９７０ ． １ ４００ ．４０８０ ．０８ ５ ０ ．６４２

ＧＰＫ ５



Ｄ ．２０５０ ．８巧０ ．游 ７０ ．三３ ！０ ．三３ ９Ｑ ．０６ ５

６ ０ ． １ ４６０觀 １０ ．０Ｓ ５０ ． １０６０ ． ！巧０ ． ２ １ ２

ＧＣＫ ７ ０ ． １
７４０ ． ！％０ ． ！巧－０ ．０３６ ０觀００ ． １ ６７

８ ０ ． １ ０７０ ． １ ９ １０ ． １ ２ ５０ ． ３０００ ．巧 １－０ ． ０２ 至

ＧＰＣＫ ９ ０ ． １ ６７０ ．０４３０ ．８９６０ ．０６６０ ． １ ８００ ．０４９



１ ０


０ ． ０７ ６０ ． １ ２ １０ ．８８３０ ． １ ３ ？Ｑ ． Ｑ８ ５Ｑ ． １ ９Ｓ

ＧＴＰＫ ！ １ ０ ． １ 紙 ｛＞ ．２２３０ ． １從化８６４０ ．０９２０ ． ０９６

１ 三 ０ ． ３９４０ ． １ ０３０ ．
１ ５ ３０ ，６２６０ ． １ ８９０ ．３ ３ ５

Ｇ －ＴＰＡＣＫ １ ６ ０ ．５７００ ．３９３ ０ ．０４ ８０ ． ３９３０ ． １ 巧０斯 ３

１ ７ ０ ．拍７０ ．０９ １０ ． １妨０ ． １ ６ １０ ． ０６６０ ．２３ ５



ｎ


０＾５０ ． １ ５ ３ ０ ．
０９５０ ． ０６２０ ． １ ６８０ ． １ ２ ８

畔故 主 ２ ． ０５０ ！ ．巧 ３ １ ．
７ ５ １ ｉ ．６ Ｓ ！ １ ． ５４ ５ １ ． ５ ３ ０

方差 群巧＾ １ ５ ．

７ ７０ １ ３ ． ７９ １ １ ３ ． ４６９ １ ２ ．９２９ １ １ ． Ｓ Ｓ４ １ １ ．

＂

６８

巧 敌 方 若 詳黎＾ １ ５ ．
７ ７ ０２９ ． ５６ １４３ ．０２９巧．９５ Ｓ６７ ． Ｓ４２

＂

＾ ９ ． ６ １ ０

ＫＫ５０Ｘ ０ ． Ｓ巧

＾ ０＾

针对知识水平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 ， 发现共有五个题项与 因子的对应

关系 出现偏差 ， 予 从删除 。 其 中 ， ＧＴＣ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这
一

要素共 由两个题项表示 ， 而这两个题项也在删除么列 ， 但 由于 ＧＴＣＫ 仅 由两个

题项表示 ， 而且此次研究样本有限 ， 由于研究需要 ， 最终在后续进行分析过趕中

也会保留 ＧＴＣＫ 这
一

要素 。 最终对于知识水平量表来讲 ， 在删除题项么后进行

因子分析时 ， ＫＭＯ 值是 ０ ． ８ ３ ５＞０ ． ８ ， 说明效度很好 。 而且从上表可知 ： 共提取得

到 ６ 个因子 ， 这 ６ 个因子旋转后 的方差解祥率分别为 ： １ ５ ． ７７０％ 、 １ ３ ．７９ １％ 、

１ ３ ．４６９
〇
／〇 、 １ ２ ． ９２９

〇
／〇 、 １ １ ． ８ ８４％ 、 １ １ ． ７６８

〇
／〇 ， 总共累积方差解释率为７９ ． ６ １ ０

〇
／〇 ， 并且

各个题项对应的 因子载荷系数值全部均高于 ０ ． ５ ， 最低为 ０ ． ５７ 。

３ ８



综合 上分析 ， 笔者设计 中学地理教师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中 ， 各题项

与 因子之间均有着 良好的对应关系 ， 题项与 因子 的对应关系与专业设定相符合 ，

因而说明知识水平量表具体 良好的结构效度 ， 研究数据可用于进
一

步分析使用 。

（二 ）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的效度分析

笔者设计的影响因素评价量表是 问卷的第兰部分 ， 对其数据进行效度分析的

统计结果见表 ４ －

１ １ ：

表 ４
－

１ １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的效度分析结果

因子《巧 系 鼓
因 子巧巧


１ ２ ３ ４

！ ０ ． ２妨 ０ ． ７１ ８ ０ ． １ ５２？０ ． 巧７



２



Ｏｍ


０＾０＾ ０ ． ２８５

表 评培 

ｉ
‘

—

 ３ ０ ．２５ ３ ０Ｓ３Ｂ０ ．從６ ０ ．２巧

４ ０ ．４ ３９ ０ ．６６０ ０ ．０５ ５ ０ ． ３ ５６

５ ０ ． ５ ２ ７ ０Ｊ６５０ ．巧８ ０ ， １％

６ ０ ．於 １ ０ ．２ ３６ ０ ．０ １ ９ ０ ． １ ２ １



７



０＾０＾０＾０ ． １ ３ Ｓ

学板 ３ ０成ｄ ０２ １ ８０ ．０８ ３ ０ ． １
７６

９ ０ ． ７７４ ０ ． ３ ６４０ ． １ ２９ ０ ．０４０



１ ０



０＾＾０＾０ ． ２６５

０ ． ０５９０ ． ０３２ ０ ．８０３ ０ ． ０７ ？

个人Ｕ


０＾ 

０＾ ０ ． １ ４４

１ ４ ０ ． ０６４ ０ ． １４２ ０ ．８７３ ０ ． １４ ？

１ ５ ０ ． １ ４０ ０ ． ３ １ ９化 ３巧化７７９

么义衣 車


＂



Ｕ


０＾＾０＾０ ．８２２

种社牲連 ３ ．９ ：ｎ ２ ． ３ ８０ １ ． Ｓ０５



方
１ 
巧巧立


２ ６ ． ｉｒ


２ １ ．游 ？ １ ５ ． ８６８



１２ ．０３０

系 巧 方 差 辑線巫 ２ ６ ． １ ３ ７ ４ ７ ．２３ ４ ６３ ． １ ０３叫． １巧

ＫＭＯ 迂 ０ ． ８巧

Ｓ ｉ
ｇ

． ０ ． ０００

从上表可知 ，对于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来讲 ， 其在进行因子分析时 只删除掉题

项 １ １ 。 最后 因子分析的 ＫＭＯ 值是 ０ ． ８ ７９＞０ ． ８ ， 显示该量表效度很好 。 从上表可

知 ： 共提取得到 ４ 个因子 ， 这 ４ 个因子 的旋转后 的方差解辞率分别为 ： ２６ ． １ ３ ７％ 、

２ １ ． ０９７％ 、 １ ５ ． ８６８％ 、 １ ２ ． ０３ ０％ ， 总共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７５ ． １ ３ ３％ 。 并且各个题项

３ ９



对应 的 因子载荷 系数值全部均高于 化 ５ ， 最低为 化 ５ ６５ 。

这说明 ， 在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中 ， 题项与 因子之间均有着 良好的对应关系
，

题项与 因子的对应关系与专业设定相符合 ， 因而说明影响 因素量表具有 良好的结

构效度 ， 研巧数据可用于进
一

步分析使用 。

综合 上分析 ， 笔者所设计的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和影

响因素评价量表均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 ， 可 进行下
一

步分析 。

二 、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也叫可靠性分析 ， 它是用来测量研巧变量或者量表在不同测量情况

下的
一

致性程度 。 最常见的信度测量为 内部
一

致性信度测量 ， 即用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ａ

系数去衡量变量或者量表在各个题项得分上的
一

致性情况 。

一

般来讲 ：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 系数希望在 化 ８Ｗ上 ， ０ ． ７ 到 ０ ． ８ 之间属于可 Ｗ接受的范围 ； 而分量表的信度系

数最好在 ０ ． ７Ｗ上 ， 如果在 化６ －０ ．７ 区 间 内 ， 属于还可 Ｗ接受 。 如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

系数在 ０ ． ６下就需要考虑修改量表问卷 。 本次研巧采用 Ｃ ｒｏｎｂａ油 ａ 系数去测量

知识水平测量量表和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的信度情况 。 测量结果见表 ４ －

１ ２ ：

表 ４ －

１ ２ 知识水平测是董表和影响因素评价蛋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

量表


维度 巧巧个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 化

知巧水平ＧＴＫ ２ ０ ． ６９７

ＧＰＫ２ ０ ． ８ １ ？

ＧＣＫ２ ０ ．６６６

ＧＰＣＫ２ ０ ．８ ３ ３

ＧＴＰＫ２ ０ ． ７０６

ＧＴＣＫ ２ ０ ． ７６

Ｇ －ＴＰＡＣＫ３ ０ ． ７６４

影响 因 素 教巧培挪５ ０ ． ８ ８

学校 ５ ０ ． ８９８

个人 ３ ０ ．８２９



政策 净ｊ皮２


０ ． ８ １ ６

从上表可知 ：本次研究共涉及两个量表分别是 ： 知识水平测量量表和影响因

素评价量表 。 知识水平测量量表分为 ＧＴＫ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 ＧＴＰＫ 、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共古个研究变量 ， 影响因素量表分为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

４０



度四个研究变量 。 此 １ １ 个变量的 Ｃ ｒｏｎｂａ沈 ａ 系数分别是 ： ０ ． ６９ ７ 、 ０ ． ８ １ ７ 、 ０ ． ６６６ 、

０ ． ８ ３ ３ 、 ０ ． ７０６ 、 ０ ． ７６０ 、 ０ ． ７６４ 、 ０ ． ８ ８ ０ 、 ０ ． ８ ９ ８ 、 ０ ． ８２９ 、 ０ ． ８ １ ６ 。 全部高于０ ． ６ ， 最小

为 ０ ． ６６６ ， 最大为 ０ ． ８ ９８ 。 这说明 ， 知识水平测量量表和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的信度

均在可接受范 围 内 ， 样本 回 答较为准确可靠 ， 也说 明此次研究样本数据可用于进

一

步研究使用 。

第四节 量表数据分析

一

、 变量描述分析

（

一

） 基本信息分析

问卷中 的基本信息包括 ： 性别 、 学历 、 所学专业 、 教龄 ， Ｗ及对被调查者所

在学校
＂

是否有专用 的地理教室或地理实验室
＂

的调查 。 笔者将统计结果绘制成

图 ４ －２ ， 分析如下 。

性别分布 专业分布

：＝

学历分布 教龄分布

ｉＪ窜

图 ４ －

２ 被调查者的性别 、 专业 、 学历 、 教龄分布

就性别而言 ， 女性样本相对较多 ， 比例约为 ６９％ ， 这与 中学教师 的性别分布

整体状况
一

致 。

就专业分布来看 ， ７２％为地理及相关专业 ， ２ ３％为教育 、 课程论及相关专业 ，

其他专业从事高 中地理教学的 比例仅 占 ５％ ， 说明绝大多数上海市 的高 中地理教

师均具有地理或教育专业背景 。

４ １



就学历而言 ， 样本中本科学历 占 比最高为 ６８％ ， 研究生学历 占 ３ １％ ， 说明

被调查者的学历大多在本科及 １＾上 。

就教齡来看 ， 大部分样本为 ３ 年 １＾下 （含 ３ 年 ） ， 比例是 ３ ９％ ， ２４％的样本

教龄在 ３Ｍ ０ 年之间 ， １ ５ 年Ｗ上 （含 １ ５ 年 ） 教龄的样本 占 ２４％ ， 与 ３
￣

１ ０ 年教齡

的 比例大致相当 。

此外 ， 针对
＂

学校有没有专用 的地理教室或者地理实验室
＂

这
一

问题的 回答 ，

４４％的被调查者所在学校有专用地理教室或者地理实验室 ， 即大约
一

半的被测试

学校有专用地理教室或地理实验室 。

（二 ） 各要素及影响因素描述分析

对于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量表和影响因素量表进行描述性分析 ，

旨在通过分析两个量表具体对应的研究变量的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和标准差 ，

去 了解被调查者对于知识水平的 ７个要素 、影响因素的 ４个方面的整体态度情况 ，

其统计数据见下表 。

表 ４ －

１ ３ 各要素及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

？度題々样本 表小化 最大化 平々值 括准盖

ＧＴＫ １ 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４０１００

ＧＰＫ１ ５ １２ ．５０５ ．００４ ．２３０ ．７ １

ＧＣＫ１ ５ 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４ ． 巧０ ．７０

知巧水平ＧＰＣＫ１ 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７ １ １ ．０５

ＧＩＰＫ１ ５ 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０ ．撕

ＧＴＣＫ１ 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３７０．９９



Ｇ－ＴＰＡＣＫ１ ５ １１ ．６７５ ．００３ ６ １化８６

表巧巧训１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Ｑ３ ．３００斯

巧々 巧素学校 １ 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 ． １ ８０９８

个人 １５ １２ ．３３５ ．００４ ． １５０ ． ７２



政策制度 Ｉ 別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３４１ ．０８

根据知识水平的走个要素平均值的大小进行降序排列 ， 用 ＥＸＣＥＬ 制成雷达

图 ， 见图 ４ －

３ 。 相对来讲 ， 被调查者对于 ＧＴＫ（地理信息技术知识 ） 、 ＧＴＣＫ（整

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这两个变量的平均打分相对较低 ， 分别是 ３ ．４０ 和

３ ． ３ ７ 分 ， 接近于 ３ 分 ， 说明被调查者倾向于对送两个变量表现出 中立的态度 ； 在

被调查者的各项知识中 ， 对
＂

地理信息技术知识
＂

和
＂

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内容

４２



知识
， ，

的掌握相对薄弱 ， 信息技术与学科 内 容的整合方面有待提高 。 而 ＧＰＫ（地

理教学法知识 ） 、 ＧＣＫ（ 地理学科 内 容知识 ） 的打分相对较高 ， 说明被调查者在

不考虑信息技术与学科 内 容和教学法融合的情况下 ， 对传统的学科 内 容和教学法

掌握程度较好 。

Ｇ Ｐ Ｋ

５
４ ． ２３

、

ＧＴＣ Ｋ＾
３ ｉ

＾

＼＾
８ ＧＣ Ｋ

／
ｉｉ疫ＵＶ
一均值

ＧＴＫ
３ ．４

＼
气 ４

Ｇｔ ｐ ｋ

３乂ｒ ３ ． ７ １

Ｇ－ＴＰＡＣ Ｋ Ｇ ＰＣＫ

图 ４ －

３ 知识水平 ７ 个要素的平均值分布雷达图

将统计表 中 四个影响 因素的平均值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绘制成雷达图 ， 见图

４ －

８ ， 可知 ， 被调查者对个人因素的认可态度相对较高 ， 平均得分为 ４ ． １ ５ 分 ， 说

明教师将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整合的 内在动机和 自 我效能较强 ； 而教师培训 、 学

校和政策制度这Ｈ个因素的认可态度稍低 ， 说明可 充分挖掘和发挥这Ｈ个方面

对教师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 的提升作用 。

教师培训

： Ｉ ｓ

入
政策制度

——

０

＾



戶
１８

学校

＼／平均值

Ｖ
个人

图 ４ －

４ 影响因素四个方面的平巧值分布雷达图

４ ３



二、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 旨在分析研究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情况 ， 相关分析通常 由皮尔逊相

关系数 （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 ） 去表示相关性强弱 ， 皮尔逊相关系数值

区 间为 －

１
￣

１ 之间 ； 相关系数＞０ 表示正相关 ， 反之为负相关 。 值越大 ， 相关性越

强 。

此部分在于利用相关分析去研充知识水平量表涉及的韦个变量即 ＧＴＫ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 ＧＴＰＫ 、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分别与影响因素对应的 四个变

量即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之间 的相关关系情况 ， Ｗ便为之后 的 回 归

分析做好准备 。 整理结果如下表所示 ：

表 ４ －

１４ 知识水平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巧计



ＧＴＫＧＰＫＧＣＫＧＰＣＫＧＴＰＫＧＴＣＫＧＴＰＡＣＫ

教巧培训 ．４５７
＂

 ．３９２
＂

．２巧
＂

．２２ １

＂

．４０２
＂

．４５０
＂

．５３ １

＂

学校 ．巧 ３６６
＊ ＊

．３０２
’ ＊

２６２
’’

４４３
一

．４４２
一

．４９３
＊ ＊

个人 ．３８４
＂

 ．４４４
＂

．３２９
＂

．２７８
＂

．４６９
＂

．４ １ ６
＂

．４９ １

＂

政策制度 ．３００
＂

 ．２８８
＂

．２巧
＂

． １ ８３
＊

．３ １ ５

＂

．３８ １

＂

．４０ １

＂

？

ｉ
＾Ｏ ．０５

？？

／＞
＜００ １

根据上表对知识水平各个要素分析如下 ：

从 ＧＴＫ（地理信息技术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的相关

关系倩况来看 ， ＧＴＫ 与它们之间 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０ ．４５ ７ 、 ０ ． ３ ３２ 、 ０ ． ３ ８４ 、 ０ ． ３００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 ＧＴ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ＰＫ（地理教学法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的相关关

系情况来看 ， ＧＰＫ 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化 ３ ９２ 、 化％６ 、 化４４４ 、 ０ ．２ ８ ８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 ＧＰ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ＣＫ（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的相关

关系情况来看 ， ＧＣＫ 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化２７２ 、 化 ３ ０２ 、 化 ３２９ 、

０ ．２２３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

４４



ＧＣ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显著 的正

相关关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ＰＣＫ（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的相

关关 系情况来看 ， ＧＰＣＫ 与它们之间 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０ ． ２２ １ 、 ０ ．２６２ 、 ０ ． ２ ７ ８ 、

０ ． １ ８３ ， 相关 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

ＧＰＣ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显著 的正

相关关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ＴＰＫ（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法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

度的相关关系情况来看 ， ＧＴＰＫ 与它们么间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化４０２ 、 化４４３ 、

化４６９ 、 ０ ． ３ １ ５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加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化因此

说明 ＧＴＰ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Ｔ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政策

制度的相关关系情况来看 ， ＧＴＣＫ 与它们之间 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０ ．４５０ 、 化４４２ 、

０ ．４ １ ６ 、 化 ３ ８ １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

此说明 ＧＴＣ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间均有着

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从 Ｇ －ＴＰＡＣ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

制度的相关关系情况来看 ， Ｇ －ＴＰＡＣＫ 与它们之间 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 化 ５ ３ １ 、

化４９ ３ 、 ０ ．４９ １ 、 化４０ １ ， 相关系数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 ，
而且相关系数值全部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 Ｇ －ＴＰＡＣＫ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

间均有着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 而且这种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 知识水平量表涉及的走个变量即 ＧＴＫ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 ＧＴＰＫ 、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分别与影响因素对应的 四个变量即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之间均有着较为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

利用 ＥＸＣＥＬ 将表 ４ －

１ ４ 中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绘制成柱状图 ４ －

５ ， 会发现 ＧＰＣＫ

（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研究变量之

４５



间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较其他六个知识水平要素最小 ， 说明相关性最低 ； 而

Ｇ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 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较其他知识水平要素最大 ， 说明相关性最大 。 接下来将对数据进

行 回 归分析 ， 进
一

步探究知识水平诸要素与各个影响 因素之间 的影响情况 。

Ｉ

：

 旨

Ｉ

° ＇

｜ ｉ

 Ｉ＆
 Ｉ ＇

ＩＩ 自 Ｉ 區 Ｈ＂ 教师削 ＂

ｒ
＂

ｍｉ ｆＩ Ｉ１ １１ １Ｉ Ｉ
＾

０ ２Ｉｍ
Ｉ■ｍｍＬＩ Ｉ１ １１ １ （■ 政策利度

Ｇ ＴＫＧ ＰＫＧ ＣＫＧＫＫ Ｇ Ｔ ＰＫＧＴＣ ＫＧ Ｔ ＰＡ Ｃ Ｋ

图 ４ －

５ 知识水平与影响因素么间 的皮尔逝相 关系数柱状图

Ｈ 、 回归分析

此部分在于利用 回归分析去研巧变量的影响关系 。 使用多元线性 回 归分析方

法去分析影响 因素的 四个变量即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分别对于知识

水平 的屯个变量的影响关系情况并在最后进行总结 。 此部分共分为八部分 。

（

一

） 影响 因素与 ＧＴＫ 回 归分析

表 ４ －

１ ５ 四大影响 因素与 ＧＴＫ 的 回归分析

非巧 ： 表化 军． 致巧 看 义 罕 叛
ａ 更 重自 玄支


ｔＰＲ
：巧登 Ｒ

：Ｆ

Ｂ巧 ；表
－

４ 差Ｂ ｅｔａ

（
京《 ）０ ． ４ ： ５０ ．

４ ３
＾－ ０ ． ９

＂

：０ ．
３ ３ ：

教巧培巧０ ．４ １ ０

＂

０ ． １ ０ １ （ＵＷ
—

４ ． ０ ４ ：０ ．０００

ＧＴＫ学板〇 ．〇 ！ ４０ ．０９ ８０ ，０ １ ５巧０ ．
Ｓ９００ ． ２ Ｓ４０ ， ２６４ ｉ ４ ． ４ ５ ７

＊ ＊

个人０ ． ４Ｍ
＊＊

０ ． １ ０ ８ ０ ．２ ９广３ ． ７巧０ ．Ｍ０



及友 幸
： 定 －０ ． ０３ ２０ ．０ Ｓ ３－０ ． ０３ ？－ ０ ． ３ Ｓ ５０ＪＷ


＊

／
＞

■＝０化

＊ ＊

＾０
． ０ １

将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送 ４ 个变量作为 自 变量 ， 而将 ＧＴＫ（地

理信息技术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 归分析 ， 从上表可知 ： 模型 的 Ｒ

４ ６



平方值为 ０ ． ２ ８４ ， 即说明这 ４ 个研究变量可 解释 ＧＴＫ２ ８ ．４％的变化原因 。 而且

模型通过 Ｆ 检验 ， 即说明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变量中至少会

有
一

个会对 ＧＴＫ 产生影响关系 。

从上表可知 ， 教师培训 、 个人这两个 自变量的 回 归系数均呈现 出显著性 ， 回

归 系数值分别是 ０ ．４ １ ０ 、 ０ ．４０６ ， 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它们会对 ＧＴＫ 产生正 向影响

关系 。 而学校 、 政策制度这两个 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

它们不会对 ＧＴ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教师培训 、 个人会对 ＧＴＫ 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

学校 、 政策制度并不会影响 ＧＴＫ 。

（ 二 ） 影响 因素与 ＧＰＫ 回归分析

表 ４ －

１ ６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ＰＫ 的回归分析

非巧 ：含化 ？致巧准化 寒 救

ａ 夏量自 变受


ｔ Ｐ反： 词整 民：Ｆ

６巧 ：各巧差Ｂｅｔａ

（无重 ） １ ． ９４３０Ｊ１１ ６Ｊ５５０ ．贿０

巧巧０ ． １８０
＊

０ ．０７２０ ．２４０
＊

２ ．５０４０ ．０１３

ＧＰＫ单校０ ． 汾９０ ． ０６９０ ． １ ３６ １ ．４２ ８０ ． １ ３ ５０ ．２ Ｓ９妨 ！ ４ ． ８ －

；０
＂

个人０ －Ｊ６Ｓ

＊＊

０ ．０７７ ０斯广４ ．７４ ７０ ．０００



鼓表屯 度 －０ ． ０４ ！０ ．０巧－０ ． ０６ １－０ ． ６ ８６０ ．
４９４


＊

／
ｘ０ ．０５

＊ ＊

／
ｋＯ ．０ １

将 ＧＰＫ（地理教学法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 归分析 ， 从上表可

知 ， 教师培训 、 个人逐两个 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性 ， 回 归系数值分别

是 ０ ． １ ８ ０
，
０ ． ３ ６５ ， 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它们会对 ＧＰＫ 产生正 向影响关系 。 而学校 、

政策制度这 ２ 个 自 变量的 回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它们不会对 ＧＰ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教师培训 、 个人会对 ＧＰＫ 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 ； 而

学校 、 政策制度并不会影响 ＧＰＫ 。

４７



（兰 ） 影响 因素与 ＧＣＫ 回 归分析

表 ４
－

１ ７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ＣＫ 的 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 系 鼓巧 ：畫化 系 致

因 突受自 更爱


ｔＰ民
： 巧登 民：Ｆ



Ｂ巧清读羞扫过３



（＊
■

支 ）２款 ７０ ．３３０－ ７ ．６５４０ ．ＷＫ）

巧 ０ ． ０Ｓ００ ． ０ ７ ７０ ． ！紙 １ ．０４４０ ． ２９ ８

ＧＣＫ宇巧０ ． １ ２３０ ． ０７４０ ．巧 １ ．６６６０ ．的 Ｓ０ ．
１ ６ １０ ． １ ３ Ｓ７

． ００２

＊＊

个人０ ＊２５６
￣

０ ．０８２０Ｊ６４
＊＊

３ ． １ ４２０ ．Ｗ２



鼓采《 度 －０ ．０２ １０ ． ０６３－０ ． ０３２－０ ． ３ ３２０７４０


＊

护斯）５
＂

沪０
＇ ０ ！

将 ＧＣＫ（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上表可

知 ， 个人的 回归系数值为 化２５ ６ ， 并且呈现出 ０ ． ０ １ 水平上的显著性 ， 因此说明其

会对 ＧＣＫ 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师培训 、 学校 、 政策制度这Ｈ个 自变

量的 回归系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它们均不会对 ＧＣ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 个人因素会对 ＧＣＫ 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师

培训 、 学校 、 政策制度这王个变量并不会影响 ＧＣＫ 。

（ 四 ） 影响 因素与 ＧＰＣＫ 回归分析

表 ４ －

１ ８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ＰＣＫ 的回归分析

非巧准 化 Ｓ 致掠 ４化 ２ 效
３ １ 玄爱自 吏重


ｔＰＲ
：巧整 Ｒ：Ｆ

Ｂ巧 ；妻读差Ｂ饱

（言 ＊ ）１ ．６２ ８０ ．５０８—３Ｊ０６０ ．００２

教 ＊巧 ＆
＇

０ ．０７９０ ． １ １ ８０矿 ：０ ． ６

＂

； ２０ ． ５０３

ＧＰＣＫ单较０ ． Ｐ ９０ ． １ １ ３０ ． １ ６ ７ １ ． ５ 巧０
． １ １

：０ ． １ １ ６０ ．０９２４ ．
７９６

＊＊

个人０Ｊ２扩０ ． １Ｗ０
＾
２５

＊

２ ．６ １ ６０ ． ０ １０



政策朱 度￣０做 ３０ ．０９ ：－０
． ０３４￣０—巧 ８０ ． 巧６


＊

ｐ
＜０ ．０５

＊ ＊

ｐ
＜０ ．０ ｌ

将 ＧＰＣＫ（地理学科教学法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 ， 从上

表可知 ， 个人的 回归系数值为 化 ３ ２ ８
，并且呈现出 化０ １ 水平上的显著性 ， 因此说明

其会对 ＧＰＣＫ 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师培训 、 学校 、 政策制度这Ｈ个

自变量的 回 归系数均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它们均不会对 ＧＰＣＫ 产生影

响关系 。

４８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 个人会对 ＧＰＣＫ 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师培

ｙ ｉ

ｌ 、 学校 、 政策制度这Ｈ个变量并不会影响 ＧＰＣＫ 。

（五 ） 影响 因素与 ＧＴＰＫ 回 归分析

表 ４
－

１ ９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ＴＰＫ 的 回归分析

非 巧 音 化 孚叛巧 ；秦化 系 奴

互 突更自 更重


ｔＰ民： 巧爸 Ｒ ：Ｆ



Ｂ巧 音读盞Ｂａｔａ



（乐量 ） １三 ７００Ｊ３６－３ ． ７７４０ ． ０００

０ ． １ ４４０ ． ０ ７ ＳＯ ． ｎ ｉ １ ． Ｓ４８０備 ：

ＧＴＰＫ争枚０ ＿２脚
，

０ ．０巧 （Ｋ２５４
＊

２ ． １７９０ ．麵０ ． ３ ３ ８０ ． ３２ １ ８ ，６４０
＊＊

个人０ ． ４ １ ９

＊＊

０ ．妨３ ０ ＿３７ｆ５ ． ０她０ ．货放



政策束； 度 －０ ．０４６０ ．０６４－０ ．０６２－０
．

７ １ ４化４ ７６



＊

的舶
＊ ＊

的饥

将 ＧＴＰ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法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ｆｆ ，

从上表可知 ， 学校 、 个人这两个 自 变量的 回归系数均呈现出显著性 ， 回归系数值

分别是 化２０８ 、 ０ ．４ １ ９ ， 均大于 ０ ， 因此说明它们会对 ＧＴＰＫ 产生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师培训 、 政策制度这两个 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 它

们不会对 ＧＴＰ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学校 、 个人会对 ＧＴＰＫ 产生显著 的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教

师培讲 Ｉ

、 政策制度并不会影响 ＧＴＰＫ 。

（六 ） 影响 因素与 ＧＴＣＫ 回 归分析

表 ４ －

２ ０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ＴＣＫ 的 回归分析

巧 准 化 专 致巧 ：ｇ化 ￥ 致

因 空 重自 玄受


ｔＰＲ－巧登 Ｒ：Ｆ



Ｂ巧准块差Ｂｅ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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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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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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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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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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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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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乂衣 度０ ．０４３０ ．０泌０ ．０４６０ ．３巧０ ． ５９Ｓ


＊

严０ ． ０ ５

将 ＧＴ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

４９



析 ， 从上表可知 ， 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这兰个 自 变量的 回 归系数均呈现出 显著

性 ， 回归系数值分别是 ０ ． ２ ３ ９ 、 ０ ． １ ９ １ 、 ０ ． ３ ９０ ， 均大于 ０ ， 因此说 明它们会对 ＧＴＣＫ

产生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政策制度的 回 归系数没有呈现 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它并不

会对 ＧＴＣ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会对 ＧＴＣＫ 产生显著 的正 向影响

关系 ； 而政策制度并不会影响 ＧＴＣＫ 。

（韦 ） 影响 因素与 Ｇ －ＴＰＡＣＫ 回归分析

表 ４ －

２ １ 四大影响因素与 Ｇ －ＴＰＡＣＫ 的回归分析

啡巧音 化 系 教巧沒化 系致

因 变爱自 吏 至：



ｔＰＲ
－巧巧 Ｒ：Ｆ



Ｂ巧准珠 基Ｂｅｔａ


（
＃

受 ）Ｏ ．％
＂

？０ ． ３ ３ ５－ １ ．
０９５０ ．２巧

教＊巧ｉｌ

ｌ０＾９３
＊＊

０ ．０７８０ －３２３

＊＊

３ ． ７７００ ．０００

Ｇ －ＴＰＡＣＫ串技０ ． １ ６Ｔ０ ． ０巧０ ． １ 姑
’

２ ．２ １ ８０ ．０２８０ ．４ ３４０ ．４ ！ ８２Ｉ９ ７９
＊ ＊

个人０ ．材０
￣

０ ．０８３０Ｊ５８

＊＊

５ ． １故０ ． ０｛柏



波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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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 ．Ｑ５

将 Ｇ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

析 ， 从上表可知 ， 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这王个 自 变量的 回 归系数均呈现出显著

化 回归系数值分别是 〇 ．２９３ 、 ０ ． １ ６６ 、 ０ ．４ ３ ０ ， 均大于 ０ ， 因此说 明它们会对 Ｇ －ＴＰＡＣＫ

产生正 向影响关系 。 而政策制度的 回 归系数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 因此说明它并不

会对 Ｇ －ＴＰＡＣＫ 产生影响关系 。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 ： 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会对 Ｇ －ＴＰＡＣＫ 产生显著 的正 向

影响关系 ； 而政策制度并不会影响 Ｇ －ＴＰＡＣＫ 。

将 ＾＾＾上分析结果在 ＥＸＣＥＬ 中列成表格 ， 如下表 ４ －

２２ ， 其 中 ， 灰色表格代表

该影响因素对该要素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 白色表格代表没有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

响 。

５０



表 ４
－

２ ２ 影响 因素变量对知识水平变量 的影响统计汇总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ＧＴＰＫ ＾７志
｜
Ｇ ＴＰＡＣ

’

Ｋ
 ｜

Ｉ 政策新 玄 Ｉ Ｉ
Ｉ Ｉ Ｉ

＂

］

—

］ Ｉ

Ｂ
亲示 ： 该影响因素对巧要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表示 ： 该影响因素对巧要素巧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

根据上表的统计 ， 可 Ｗ得出如下结论 ：

１ 、 知识水平 的 ７ 个要素受到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 、 政策制度这 ４ 个影响

因素的影响是不 同 的 。 其 中 ， 对 ＧＣＫ 、 Ｇ ＰＣＫ 而言 ， 只有
＂

个人
＂

因素对其产

生 了显著的正 向影响 ；
ＧＴＫ 、 ＧＰＫ 都受到

＂

教师培训
＂

和
＂

个人
＂

因素的正 向

影响 ；
ＧＴＣＫ 主要受到

＂

学校
＂

和
＂

个人
＂

因素的正 向影响 ； 对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而言 ， 除政策制度外 ， 其他Ｈ个 因素——教师培训 、 学校和个人——均对二者产

生 了显著 的正 向影响 。

２ 、 四个影响 因素对知识水平的影响存在 明显差异 。 其 中 ，

＂

个人
＂

因素对知

识水平的 ７ 个要素均产生的显著的正 向影响 ：

＂

教师培训
＂

因素对其 中 四个要素

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 分别是 ＧＴＫ 、 ＧＰＫ 、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 而对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

ＧＴＰＫ 没有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 这符合笔者对题 目 的专业设定 ；

＂

学校
＂

因素倾

向于对 ７ 个要素 中 的复合要素产生影响 。

＂

政策制度
＂

因素对 ７ 个要素均没有产

生显著 的正 向影响 。

３ 、 对于不涉及
＂

Ｔ
＂

（技术 ）
的要素——即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Ｓ个要素来说 ，

＂

个人
＂

因素对其影响最大 ， 说明不被及信息技术时 ， 个人的 内 在驱动力和 自我

效能感会对教师 的知识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

４ 、 ７ 个要素 中 的复合要素更倾向于依赖多种影响 因素 。 如 ＧＴ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同时受到教师培训 、 学校和个人Ｈ种因素的共 同影响 。

５ １



四 、 方差分析

此部分在于利用方差分析 ， 去研究不 同样本的背景情况 ， 包括性别 、 学历 、

专业 、 教龄 、 是否有专用教室等 ， 对于知识水平测量量表和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涉

及 的 １ １ 个研巧变量是否有着差异性态度 ， 如果 出现差异性 ， 那么差异性如何体

现 。 并且在最后进行小结 ， 此部分巧分为六部分 。

（

一

） 性别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表 ４ －

２ ３ 性别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註 别
（
半均值 ：ｉ ：标准差 ）

 ｉ±

知巧水平ＧＴＫ３ ．９化０ ． ８９３ ． １ 狂０ ． ９７１９ ．０９０ ．００
＂

ＧＰＫ４ ．２ ３±０ ． ７４４
．２ ３±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９ ８

ＧＣＫ４ ． ２ ９立０ ． ６９４
． １ ３±０ ． ７０ １ ．

７６０ ． １ ９

ＧＰＣＫ３ ． ８虹０ ．
８９３ ．６ ５± １ ． １ １ １ ．２ １０ ． ２ ７

ＧＴＰＫ４ ． ０９±０ ． ８０３ ． ９６＋０ ． ８００ ． ８ ３０ ． ３６

ＧＴＣＫ３ ． ６ ８±０ ． ９ １３ ．２ ３± １ ． ００７ ．０７０ ．０ １
＊

Ｇ －ＴＰＡＣＫ３ ． ７４±０ ． ８９３ ． ５ 狂０ ． ８ ５ １ ．的０ ．２０

巧咱 因 素 教巧培训３３ ８±０為８３ ． ２ ７±０ ． ９４０ ．４６０ ， ５０

学校３ １化０与２３ ． １ ９± １ ． ０ １０ ． ０ １０ ． ９ １

个人４ ． ２ ３±０ ， ６ ７４ ． 化０ － ７４０ ． ７ ８０ ． ３ ８



政策 削度３ ． ２ ２立 １ ．０３３ ． ３於 １ ． １ １０ ． ８ １０ ． ３ ７

？

／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０ １

利用方差分析去研巧不 同性别样本群体对于知识水平和影响 因素量表的差

异性态度 ， 从上表可知 ： 不 同性别样本对于 ＧＴＫ 、 ＧＴＣＫ 这两个研巧变量均有

着差异性态度 ， 具体对 比平均值可知 ； 相对女性来看 ， 男性样本对于 ＧＴＫ 、 ＧＴＣＫ

这两个研巧变量有着 明显更多 的认可态度 。

５２



（ 二 ） 学历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表 ４ －

２ ４ 学历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学历 （平均值 ±标准差 ）

ｆＰ



本科及 レス下巧 《生


知巧水斗ＧＴＫ ３ ． ３ ７± １ ． ０６３ ．４拉 ０ ． ８ ７０ ． ３６０ ． ５ ５

ＧＰＫ４ ． ２ ５＝０ ．
７ ２４

． ２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７０ ．６ ８

ＧＣＫ４ ． ２０±０ ． ７０４ ． １ １ ＝０ ． ６９０ ． ６００ ．４４

ＧＰＣＫ３ ． ７９＝ １ ． ０３３ ． ５ ４± １ ． ０ ７１ ． ７ ２０ ． １ ９

ＧＴＰＫ４
． ００±０ ．

７９３ ． ９９± ０ ． ８４０ ． ０ １０ ． ９４

ＧＴＣＫ３ ．４０＝ １ ． ０４３ ． ２ ９± ０ ． ８９０ ３ ７０ ． ５ ５

Ｇ －ＴＰＡＣＫ３ ． ６３ ＝ｔ０ ． ８ ７３ ． ５ ７±０ ． ８ ５０ ． １ ７０ ． ６８

彭响 因 考 教巧培娟３ ． ３４立０ ． ９６３ ． ２ ３±０ ． ９ ３０ ．４５０ ． ５ ０

学校 ３ ． １ ９± １ ＿ ００３ ． １ 把０ ． ９４０ ． ０？０ ． ７９

个人４
． １ ８±０ ． ？０４ ． ０９±０ ． ７ ５０ ． ５ １０ ．４８



政Ｉ■熱度３ ． ３ ２± １ ． ０６３ ． ３ ８± １ ． １ ３０ ． ０９０ ． ７ ７

？

ｊ
７＜０ ． ０５

从上表可知 ： 所有 ｐ 值均高于 化０５ ， 因而说明不 同学历样本对于知识水平和

影响 因素量表的态度均表现
一

致 ， 没有差异性 。

（兰 ） 专业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表 ４ －

２ ５ 专业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专 业 （
平均化占标准差 ）


ＦＰ



姓 ■理及相 关专 业 教育 、 课程论及相 关专 业


知巧水平ＧＴＫ ３ ． ３ 
社 １ ． ０ ５ ３ ． ４０±０ ． ９ １０ ． ０３０ ． ８６

ＧＰＫ ４ ． ２ ５古０ ． ７ １ ４ ． ２Ｕ０ ． ７ １０ ， ０５０ ． ８２

ＧＣＫ４ ． ２ ３±０ ． ６５ ４
． １ １±０ ， ７ ７０ ． ７２０ ． ４０

ＧＰＣＫ ３ ． ７虹０
． ９８ ３ ． ５０± １ ． ２ ３ １ ． ８ ７０ ． １ ７

ＧＴＰＫ３ ． ９ ５ｉ〇 ， ８ ２ ４ ． ０９±０ ．
７ ７０ ． ７ ５０ ． ３９

ＧＴＣＫ３ ． ３ １± １
， ０３ １ ４６至０ ． ８９ ０ ， ５４０ ．

４６

Ｇ －ＴＰＡＣＫ３ ． ５ ８＝０
． ８６ ３ ．６４三 ０ ＇ ８ ２ ０ ． １ １０ ． ７４

影吻 因 素 教巧培 劝
！ ３ ． ２５±０ ， ９２ ３ ． ３ ４± １ ． ０２ ０ ． ２２０ ． ６４

学校 ３ ． １ ６±０
． ９ ７ ３ ． １ １ ＝ １ ． ００ ０ ．０ ７０ ． ８０

个人４
． １ ６＋０ ．

７２ ４ ． １ ０＝０ ．
７ ３ ０ ． １ ８０ ．６８



政策麵度３ ． ３４Ａ １ ． １ １



３ ． ２ ３± １ ． ０ ５


０ ． ２６０ ． ６ １

＊

；
７
＜〇 ． 〇５

＊ ＊

ｐ＜ｏｍ

从上表可知 ： 所有 Ｐ 值均高于 ０ ． ０５ ， 因而说 明不 同专业样本对于知识水平和

影响 因素量表的态度均表现
一

致 ， 没有差异性 。

５ ３



（ 四 ） 教龄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表 ４ －

２ ６ 教龄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教齡 （平均化立巧准 差 ）ｆＰ



３ 年 乂^下３
￣

１ ０ 年 １ ０ 年 Ｗ上


知巧 水年ＧＴＫ３ ． ２ ５立０ ． ８９３ ． ５９±０ ． ９ ３３ ．
４ ５± １ ． １４１ ．

４６０心

ＧＰＫ４ ． ０担０７ ７４ ． ２ ０±０ ． ６８４ ．
４ ２±０ ． ６４３ ．４ １０ ．０４

＊

ＧＣＫ３ ． ９９±０ ．
７ １４ ． ２４立 ０ ．

６９４ ． ３ ３±０ ．６ ５３ ．６５０ ． ０３
＊

ＧＰＣＫ３ ．４６± １ ． ０８３ ．６６±０ ．
９ ５４

． ０２± １ ．０ １４ ．３２０ ． ０１
＂

ＧＴＰＫ３ ． ９４±０ ． 巧３ ． ９５立０ ． ８６４ ．０９±０ ． 巧０ ． ６００ ．巧

ＧＴＣＫ３ ． ２ ７±０ ． ９０３ ． ３於 １ ． ００３ ． ４狂 １
．
０９０ ． ５ ００ ． ６ １

Ｇ －ＴＰＡＣＫ３ ． ５ ５±０ ． ７ ７３ ． ５ ７＋０ ． ８３３ ． ７ ０±０ ． ９８０ ．４ ５０ ． ６４

影响 因 考 教师巧娜３ ． ４把０ ． ７ ５３ ．０６±０ ． ９５３ ． ３６± １ ． １ ２１ ．６ ７０ ． １ ９

学校３ ． ２０±０ ．９４３ ．０狂０ ．
９２３ ． ２４± １ ． ０７０ ．４６０ ． ６３

个人４ ． ０９±０ ．
７４４ ． １ 把 ：０ ． ６５４ ． １ ９±０ ．

７４０ ．３４０ ．
７ １



政策乾度３ ． ５ ５± １ ．００３ ．０３主 １ ． ０ ７３ ． ３担 １ ． １ ４２ ． ７４０ ．０ ７

？

ｐ
＜０ ．０５

＊ ＊

／
Ｋ０ ．

０ １

从上表可知 ：不 同教龄样本对于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这王个研究变量均有着

差异性态度 ，
具体对 比平均值可知 ：相对来讲 ， 教龄越长的样本 ， 他们对于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这王个研巧变量有着明显更高的认可态度 ： 而对于涉及技术的其他

要素 ， 不同教龄的人群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性 。

（五 ） 是否专用教室或实验室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表 ４
－

２ ７
＂

是否有专用教室或实验室
＂

对研究变量方差分析

是否 有 专 用教室或 实验室 （
平均化立标准差 ）

ｆＰ

 圣 ＾

知巧水牛ＧＴＫ ３４６±０ －９９ ３ ． ３６± １ ． ０ １０ ． ３９０ ． ５ ３

ＧＰＫ ４
． ２ ６立０ ． ６８ ４ ． ２ １±０ ． ７４０ ． １ ５０ ．

７０

ＧＣＫ４ ０ ７±０ ．
７３ ４ ． ２ ６±０ ． ６７２ ． ８００ ． １ ０

ＧＰＣＫ ３ ． ８６古０ ． ９６ ３
． ６０± １ ． １ ０ ２ ． ２４０ ． １ ４

ＧＴＰＫ ３ ． ９ ５＋０ ． ７９ ４ ． ０３立０ ． ８ １０ ． ３ ２０ ． ５ ７

ＧＴＣＫ ３ ． ３ ５主０ ． ９６ ３ ． ３ ８± １ ． ０３０ ． ０４０ ． ８４

Ｇ －ＴＰＡＣＫ ３ ． ６３±０ ． ８ ３ ３ ． ５９±０ ＿ ８９０ ． ０８０ ．
７８

巧吻 因 素 教 巧巧娟３ ．
４９±０ ． ９０ ３ ． １ｆｅ０ ． ９ ７４ ．４６０ ．０４

＊

学校 ３ ． ４ １ 

止０ ． ９０ ３ ． ００± １ ．００６ ．４９０ ．０１
＊

个人 ４ ． １ １ 立０ ． ６９ ４
． １ ８±０ ． ７４０ ． ４４０ ． ５ １



政策衡度３ ．４把  １ ． ０３


３ ． ２ ７± １ ． １ ２０ ． ８３０ ． ３ ６

？

ｊ
３＜０ ． ０５

５４



从上表可知 ： 是否有专用教室的两类群体对于教师培训 、 学校这两个研究变

量均有着差异性态度 ， 具体对 比平均值可知 ：相对没有专用教室 的群体来讲 ， 有

专用教室的样本群体 ， 他们对于教师培训 、 学校这两个研究变量有着明显更高的

认可态度 。

通过 上分析 ， 将结论总结如下 ：

１ 、 相对女性地理教师来看 ， 男性地理教师对于 ＧＴＫ 、 ＧＴＣＫ 这两个研究变

量有着明显更多的认可态度 。 说明 男性地理教师在将信息技术整合入地理教学的

过程中更具有性别优势 。

２ 、 教师的教龄越长 ， 对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ＰＣＫ 送兰个研究变量有 明显更高的

认可态度 。 说明在不考虑
＂

技术
＂

的情况下 ， 地理教师的地理学科 内容知识和教

学法知识会随着时间的累积 ， 经验的积累 ， 水平不断提高 ； 而教师 的教学技术类

知识并不会随着教龄的增加 出现明显的提高 。

３ 、 所在学校有专用地理教室或专用地理实验室的地理教师 ， 对于教师培训 、

学校这两个研究变量有着明显更高的认可态度 。 这是因为 ， 学校有专用地理教室

或专用地理实验室 ， 能够在
一

定程度说明学校对于地理学科和信息技术的重视 ，

同时也为教师实践培训成果提供平 台 。

４ 、 不 同专业样本和不 同学历样本 ， 对于知识水平和影响因素量表的态度均

表现
一

致 ， 没有差异性 。 说明专业和学历对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水平影

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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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研究小结

＾方上笔者通过变量描述分析对样本基本分布做 了探究 ， 通过效度检验和信度

检验对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 了检验 ， 通过相关分析 、 回 归分析对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和政策制度四个影响 因素对于韦个知识水平要素的具体影响状况作 了

一

番探巧 ； 另 外 ， 还通过方差分析对其他因素如性别 、 教龄 、 专业等对于各个研

究变量的影响做 了 简单分析 。 现将研巧结论总结如下 ：

（

一

） 笔者所开发的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 中学

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高 ， 所得数据可

用于进
一

步研究 ； 量表本身可作为测量工具 ， 用于测量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地理

教学知识的水平 ， 并可对影响因素做深入探巧 ， 为其他研巧者提供参考 。

（二 ） 信息技术知识在地理教师的知识结构 中仍是薄弱环节 。 上海市高中地

理教师对于知识水平的 ７ 个要素的掌握水平 ， 由 高到低依次为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ＴＰＫ 、 ＧＰ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 、 ＧＴＫ 、 ＧＴＣＫ 。

（Ｈ ） 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这Ｈ个因素能够对技术知识 ， Ｗ及技术与学科

内 容 、 教学法整合的知识产生较大的影响 ， 因此可 Ｗ考虑从这Ｈ个方面采取措施

提高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水平 。 此外 ， 被调查者对政策制度因素 的认可

度普遍较低 ， 说 明政策制度对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的整合的作用有很大的发

挥余地 。

（ 四 ） 男性教师对于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更高 ， 可 Ｗ考虑充分发挥男性教师

在技术方面的带动作用 ； 专用 的地理教室或地理实验室为教师实践培训成果提供

了平 台 ， 可促使教师更好地将信息技术融入地理教学中 。

除 上四个结论外 ，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还可 Ｗ看出 ： 当前在 中学教师队伍中 ，

女性教师所 占 的 比例较大 ， 而女性教师对于技术的掌握没有男性教师好 ， 所 Ｗ总

体而言 ， 中学地理教师队伍的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 而在诸多影响 因素中 ， 教师的

专业和学历对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水平并没有太大影响 ， 教师需要在教

学实践中不断学习 ， 提高 自 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

５ ６



第五章 提高在职教师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的建议

上
一

部分笔者在施密特 ＴＰＡＣＫ 量表的基础上开发设计 了 《 中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

Ｗ这两份量表为基础开展 问卷调查 ， 对调查数据进行了 定量和定性分析 ， 得 出 了

上海市高中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平均状况 ， 及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和

政策制度等因素对教师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的影响程度 。 问卷结果显示 ， 上海市高中

地理教师的信息技术知识在知识结构 中仍是薄弱环节 ， 有待提高 ， 下面筆者将结

合新课改的实施提 出
一

些建议 。

第
一节 提高教师培训的有效性

教师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在我国各个省份和地区均有针对在职

教师的不定期培训 。 ２０ １ ０ 年 ， 国家教育部 、 财政部联合实施 了 中小学教师 国家

级培训计划 ， 简称
＂

国培计划
＂

， 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 。 国家对教师培训 的重视可见
一

斑 。 但是研究者调查发现 ， 教师培训效果

的总体认可度较低 ， 教师培训 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

一

、 定期开展教师培训需求调研

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工作 的 目 的是对教师进行职后继续教育 ， 不断提高他们

的知识水平 、 教学能力 ， 从而提高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 。 这就需要充分 了解教师

的发展诉求和培训 需求 ， Ｗ便有 的放矢 ， 设计制订符合需求的培训课程 ， 提高教

师培训 的有效性 ， 更好地为教师服务 。

在 《中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中 ， 对于题项
＂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在课程类型设置 （指课程种类 、 数量和组织方式 ） 方

面能够充分满足我的学 习 需求
＂

， 被调查者 中持肯定态度 （ 即选择
＂

完全同意
＂

和
＂

基本同意
＂

） 的 比例约为 ４０％ 。 这充分说明 当前的教师培训工作亟需对接受

培训者的需求进行详细调研 。 在这
一

方面 ，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张新老

师在 《基于发展诉求的 中学地理教师 区域培训策略研究 》
一

文中 ， 从队伍基本构

成 、 课改理念与行为 、 专业发展定位等多方面对教师的发展诉求进行调研 ， 在 中

学地理教师培训调研方面做出 了有益尝试 。 此外 ， 调研时还需要充分考虑教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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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 教龄 、 性别等基本情况 ， ｗ便进行分层培训 。

二 、 构建科学的培训课潰体系

２０ １ ４ 年教育部颁布 了 《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 （试

行 ） 》 ， 明确 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的课程 目 标 ， 提 出 了详细的课程建设要

求 。

４２

但是 ， 在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中 ，

＝分么二

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地理教育技术培训课程中 ， 没有包含足够 的与地理学科相关的

技术培训 内容 ， 而无学科差异 的基本培训 内容则较多 ； 在师资配备 、 资源支持方

面的满意度也相对较低 。 这反映出 当前的地理教师培训在 内容 、 师资和资源配置

等方面仍然缺乏合理性 。

构建科学的培训课程体系可 从两方面着手 。 从传统培训方式角度 ， 合理的

培則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对课程 内容进行理论论证 ， 对培训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

的科学分析 ， 进而对培训课程不断修改和优化 。 从现代学 习方式角度 ， 随着互联

网 的发展进入 Ｗｅｂ２ ． ０ 时代 ， 每个人都既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 ， 也是其生产者和

分享者 ， 随着智能手机 、 平板 电脑 、 移动互巧网的普及 ， 人人都可能成为培训课

程 内 容的贡献者 ， 看似毫无体系可言 的课程 内容恰恰最能迎合教师的学 习 需求 ，

而随时随地 、 碎片化的学习方式也能充分解决 Ｗ往集中培训 中 的时 间冲突和地点

不便 。 正如 《培 ｉｊ ｌ

ｌ课程标准 》 所说 ， 我们需要推行
＂

菜单式 、 自 主性 、 开放式
＂

的教师培训选学机制 ， 确保按需施训 。

Ｓ 、 重视学科相关技术的应用训练

教育部于 ２０ １ ４ 年颁布 了 《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 试行 ） 》 。

４３

对

教师提 出
＂

应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
＂

的基本要求 ， 和
＂

应用信息技术转变学

习方式
＂

的发展性要求 。 中小学教师
＂

应用
＂

信息技术的能力 日 渐受到重视 。

地理学本身有其专 口 的技术 内容——地理信息技术 ， 作为地理学
＂

第二语言
＂

的地图早 己进入电子时代 ， 这就要求作为
＂

数字移民
＂

的教师必须不断掌握新的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 《 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 能 九培训课程标准 （ 试行 ） 》

的通巧
［
ＥＢ／〇Ｗ 

．

（
２０ １ ４

－

０５
－

３ ０
）

．

ｈｔｔｐ ： ／Ａｖｗｗ． ｍｏｅ ． ｅｄ ｉｕｃｎ ／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ｆｉ ｌｅ ｓ／ｂｕ ｓ ｉｎｅ ｓ ｓ／ｈｔｍ刷ｅ ｓ／ｍｏｅ ／ ｓ７０ ３ ４ ／２０ １ ４０６／ １ ７ Ｑ ｌ ２６ ． ｈｔｍ ｌ ．

４ ３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 《 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 能力标准 （ 试行 ） 》 的通知

巧Ｂ／〇ｍ ．

（
２ ０ １ ４ －

０ ５
－

２７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ｍｏｅ ． ｅｄｕ ． ｃｎ／
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ｆｉ ｌ ｅ ｓ／ｂｕ ｓ ｉｎｅ ｓｓ ／ｈ ｔｍ ｌ ｆ ｉ ｌ ｅ ｓ ／ｎｉｏ ｅ／ｓ６９９ １ ／２０ １ ４０６／ １ ７０ １ ２ ３ ． ｈ ｔｍ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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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相关技术 。 但现行的教师培训 内容 ， 仍 ｗ技术的理论讲解和演示为主 ， 忽视

ｒ技术的应用训练 。 Ｗ 《上海市浦东新区 ２０ １ ３ 年春季教师选修课程招标 目 录 》

为例 ， 在全部 ２７口课程中 ， 涉及地理学科相关技术培训 的课程有 ４口 ， 分别是 ：

《地理
＂

３ Ｓ
＂

技术 》 《地理实验教学指导 》 《地理教学中 的 图片及影音素材的处理

和应用技巧 》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地理图表绘制技法 》 ， 但 《地理
＂

３ Ｓ
＂

技术 》 侧

重对
＂

３ Ｓ
＂

技术的系统理论介绍 ， 《地理实验教学指导 》 侧重于对传统实验器材

和仪器使用方法的讲解 ， 较少涉及现代地理教学和地理实验仪器的应用 。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 约有
一

半的被调查者所在的学校有地理专用教室或地理

实验室 ， 内设有数字星球系统 、 数字星象仪等地理教学仪器 ， 但在教师培训课程

中 ， 没有关于这些仪器的应用训练和课程开发培训 。 因此 ， 新的教师培训体系必

须重视对学科相关技术在实践应用层面上的培训 ， 只有送样才能使技术真正惠及

一

线教学 。

第二节 发挥学校环境的影响作用

学校环境包括学校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 下面从这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

一

、 建设先进的硬环境

中学校园 的硬环境是指应用于教学 中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 如笔记本电

脑 、 电子 白板 、 专用 的地理实验室 、 地理实验仪器 、 Ｇ ＩＳ 软件等 。

通过对问卷中
＂

你所在学校是否有专用地理教室或专用地理实验室
＂

这
一

问

题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 相对于没有专用教室的群体来讲 ， 有专用教室的样本群体 ，

对于教师培训 、 学校这两个研究变量有着明显更高的认可态度 。 专用 的地理教室

或地理实验室为教师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地理教学提供了练习和实践的平台 ， 为教

师将培训所学学 Ｗ致用提供 了锻炼的机会 。 目 前 ， 上海市许多 中小学校都根据 自

身条件建设了先进的实验室 ， 如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中学 ， 就依托上海海事大

学的师资力量和资源支持 ， 建立了航海实验室和基于航海实验室的校本课程 ， 如

图 ５
－

１ 所示 ， 供本校和外校师生共同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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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Ｓ
－

１ 上海市北蔡中学的航巧实验室

二 、 创造 良好的软环境

学校的软环境是指学校的行政管理理念 、 专家团队支持 、 同事和学生对技术

与教学融合所持的态度等 。

对技术持开放 、 支持态度的学校能够为教师外 出 参加培训学 习提供机会和时

间保障 ， 这对于新入职教师来说尤为重要 。 在
一

项关于
＂

新教师在工作 中面临 的

主要 问题是什么
＂

的调查中 ，

＂

缺乏闲暇时间进行研修 ， 工作压力大
＂

成为大多

数教师面临的主要 问题 。

４４

地理教师并非专业的技术人员 ， 师范教育或职前教育阶段的教育技术课程大

多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 鲜有实践演练的机会 ， 因此在职后 的教学实践中 ， 许多

教师都会面临各种技术难题 ， 这就需要学校为教师提供充足的技术专家支持 。 此

夕ｈ 还可 Ｗ建立教师发展共同体 ， 充分发挥技术专家 、 学科教学专家和教师各 自

的优势 ， 建立 良性的学 习沟通机制 ， 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 。

在学校的软环境中 ， 同事对于技术的态度和热情也能从
一

定程度上影响教师

本人对于技术的态度 ， 良好的研究氛围能够激发教师学 习 的热情 。 在 问卷调查中 ，

数据结果显示男性教师对于技术的掌握程度高于女性教师 ， 因此学校方面可 レッ考

虑充分发挥男性教师的带头作用 ， 提高学校整体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

Ｗ
左显兰 ．

｜

｜

｜ 小学新教师入职教育研 巧
［
Ｄ

］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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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节 激发个人学 习动化

根据 ＴＰＡＣＫ 研究专家 Ｋｅ ｌ ｌｙ 对于 ＴＰＡＣＫ 框架 中境脉 （ Ｃｏｎｔｅｘ ｔ ｓ ） 要素 的研

究 ， 教师的也理素质属于境脉要素的范畴 ， 这些屯、理素质包括个人的情绪和兴趣 、

内在驱动力 、 自 信也等 ， 它们会对 ＴＰＡＣＫ 框架 中 的 ７ 个要素产生不 同程度 的影

响 。 对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中 的 ７ 个要素与 《 中学地理

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中 的个人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 回归分析发

现 ， 个人的 内在驱动力和 自我效能感对每
一

个要素都会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 这说

明教师积极的学 习 态度和 自 信也 ， 能够激发教师的学习动力 ， 提高教师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水平 。 因此 ， 教师作为未来社会人才培养任务的承担者 ， 必须树

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 ， 及时更新和提高 自 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

第四节 加强政策制度的引导作用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 国家教育部就颁布 了 《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为标准 （试行 ） 》 ，

２０ １ ４ 年又相继颁布 了 《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试行 ） 》 和 《 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 （试行 ） 》 ， 可见 ， 在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规定

倾向于鼓励教师提升信息技术水平 ，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

但是 ， 对影响 因素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 ， 政策制度因素对 Ｇ －ＴＰＡＣＫ 各个要素

并未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 这说明 己有的 国家 、 地方 、 学校的政策制度 ， 在教师

教育技术与学科融合的过程 中 ， 并未发挥应有的 引 导和激励作用 ， 许多教师对这

些巧策规定并不十分清楚 。 因此 ， 在未来的教师专业发展 中 ， 应该制订行之有效

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 加强政策制度的 引 导和激励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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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主要做 了 Ｗ下工作 ：

（

一

） 对 ＴＰＡＣＫ（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 的理论框架进行 了整理 。 文

章第二部分对 ＴＰＡＣＫ 的起源和 ７ 个要素 即 ＴＫ 、 ＰＫ 、 ＣＫ 、 ＴＰＫ 、 ＴＣＫ 、 ＰＣＫ 、

ＴＰＡＣＫ 进行 了详细介绍 ， 并对 ＴＰＡＣＫ 在 国外和 国 内 的进展进行 了 简要梳理 ，

为后文建立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 ） 理论模型奠

定基础 。 也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引入地理教育研究领域 。

（ 二 ） 构建了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 文章第Ｈ部分通过信息技术

与地理教学整合的基点分析 ， 论证 了信息技术融入地理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即信息技术能够在区域认知方面提供直观的空间感受 ， 通过演示整体的地理过程

发展综合思维 ， 让学习者置身真实的 问题情境 ， 培养人地协调发展观 ， 在地理实

践力的培养过程中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Ｇ －ＴＰＡＣＫ 模型 ， 对

模型 中 的７个要素即ＧＴＫ 、 ＧＰＫ 、 ＧＣＫ 、 ＧＴＰＫ 、 ＧＴＣＫ 、 ＧＰＣＫ 、 Ｇ －ＴＰＡＣＫ进

行详细阐述 ， 并对该模型的整合性 、 层阶性和差异性进行 了特征分析 。

（王 ） 对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及影响 因素进斤 了量表测量 。 第 四

部分构建 了两个五点式李克特量表 ； 《 中学地理教师 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 ， 并将这两个量表整合成
一

份调查 问卷 ， Ｗ上海市高中地理教师为调查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 。 经过效度和信度

检验 ， 两个量表具备较高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 所得数据可用 于进
一

步分析 ； 量表

本身可作为中学地理教师的知识水平测量工具 ， 为其他研巧者 日 后使用 。 对数据

进行相关分析 、 回 归分析和方差分析 ， 结果揭示 了教师培训 、 学校 、 个人和政策

制度这四个方面因素对 Ｇ －ＴＰＡＣＫ 的 ７ 个要素的不 同影响 。

（ 四 ） 对提高在职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提 出建议 。 本文从提高教师培训 的

有效性 、 发挥学校环境的影响作用 、 激发个人学 习动机和加强政策制度 的 引 导作

用 四个方面提 出 了
一

些建设性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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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足么处

本研巧存在
一

些不足之处 ， 现说明如下 ：

本文开发设计 了 《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 和 《 中学地理

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影响 因素评价量表 》 两个测量量表 ， 原本各有 ２ ８ 、 ２５ 个题项 ，

整合成
一

份调查 问卷共有 ５ ３ 个题项 ， 加上基本信息调查 ， 约有 ６０ 个题 目 。 在预

测试环节 ， 专家和预测试者均反映题量过大 ， 为保证被测试者在答卷过程中不 出

现敷衍现象 ， 提高数据有效性 ， 笔者将两个量表的题项分别缩减为 １ ８ 、 １ ６ 个 ，

共 ３ ４ 个题项 。 在效度检验对水平测量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 ， 发现共有五

个题项与 因子的对应关系 出现偏差 ， 予 Ｗ删除 。 其中 ， ＧＴＣＫ（整合技术的地理

学科 内容知识 ） 这
一

要素共 由两个题项表示 ， 而此两个题项也在删除之列 ， 但 由

于 ＧＴＣＫ 仅 由两个题项表示 ， 而且此次研巧样本有限 ， 由于研巧需要 ， 最终在

后续进行分析过程中选择保留 ＧＴＣＫ 这
一

要素 。 尽管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删除

部分题项属于效度分析时的正常现象 ， 不会对后续的数据分析产生太大影响 ， 但

对单
一

要素如 ＧＴＣＫ 而言 ， 题量过少的 问题仍然凸显 了 出来 。

在样本选择的过程中 ， 笔者采取纸质 问卷与 网络 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邀请被调

查者 ， 网络 问卷的被调查者是笔者通过聊天软件 ＱＱ 、 微信发布 的邀请信息 ， 这

一

部分被调查者 由于本身是通过信息技术接受并最终完成问卷调查 ， 其信息技术

水平就排除 了
＂

非常低
＂ ＂

较低
＂

的可能 ， 在某称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水平测量量

表数据得分高于真实水平 。

量表的设计开发必须经过
一

个修改优化的过程 ， 但 由于时间原因 ， 加之被调

查者地点分散 ， 工作繁忙 ， 很难进行新
一

轮的 问卷调查 ， 这也是本文的
一

大遗憾 ，

希望在后续的研巧中 ， 能够对这两份量表做进
一

步优化 。

６３



第Ｈ节 研究展望

正如 《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标准 （试行 ） 》 所说 ， 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的专业能力 ，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是各个

学科必须重视的
一

个研究方 向 。 ＴＰＡＣＫ 理论框架的提 出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整合提供 了
一

个研究的切入点 ， 该理论框架在 ２ ００ ５ 年
一

经提 出立即吸 引 了
一

大

批教育研究者 ， 目 前依然有广阔 的研究空间 。

目 前 ＴＰＡＣＫ 在地理教育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 很多研巧者对这
一

理论还

有待 了解 。 本研巧将 ＴＰＡＣＫ 理论应用于地理教师知识水平的测量中 ， 初步建立

地理学科下的 Ｇ－ＴＰＡＣＫ 模型 ， 是对 ＴＰＡＣＫ 研究的初步尝试 ， Ｗ期抛砖引玉 ，

希望在未来有更多 的学者 了解这
一

理论 ， 并对这
一

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未

来 ， 笔者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 ， 进
一

步梳理研究思路 、 完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对测量量表做进
一

步优化设计 ； 此外 ， 笔者将尝试研究教师的知识水平对学生地

理核也素养养成的影响 ， 使 ＴＰＡＣＫ 研巧直接惠及学生的学习 。

６４



参考文献

戴锡董 ． 基于 ＴＰＭＫ 的数学教师教育技术知识构建研究
［

Ｄ
］

．东北师范大学 ，
２ ０Ｍ ．

邓海编 ．我 国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 问题与对策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习传芳 ． 高如珊 ． 中学地理教学法
［
Ｍ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１ ％ ８ ．

冯 Ｗ法 ． 地理教育 国 际宪章 ［
Ｊ
］

． 地理学报 ，
１ ９９３

，
０４ ： ２ ８９

－

２％ ．

韩淑萍 ． 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化 现代教育科学 ， ２００９
（
５

）
：７６

－

７９ ．

黎琼锋 ． 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 ［
Ｊ
］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２

，
０ ３ 。９

－

３４ ．

李克东 ． 谢幼如主编 ．融合创新 信息技术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化 ２０ １ ２ ． １ ２ ．

李文吴著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巧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１ １ ．

刘家兴 ，蔡祗 ，郑正青 ． 基于 Ｇｏｏｇ ｌ ｅＥａｒｔｈ 的
＂

地理野外实习 基地
＂

数字化教学模型研巧叫 ． 广州

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２００９

，
０５ ：４ １

－４ ５ ．

马扎诺 ，肯德尔著 ． 教育 目标的新分类学 ［
Ｍ

］
． 北京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２ ．

全美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创新与技术委员会主编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教育者手册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０９ ．

饶从满 ， 杨秀玉 ， 邓涛著 ．教师专业发厨Ｍ
］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吴乾 教师专业成长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抑 教育探索 ， ２００４
（

１ ０
）

： １ １ ７
－

１ １ ９ ．

徐福荫 ，黄慕雄编 ．教育技术协 同创新与多元发展 ．北京 ： 北京邮 电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０ １ ．

徐鹏著 ．教师整合技术学科教学知识影响 因素模型构建研究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１ ４ ． ０７ ．

徐鹏 ，
张银王 Ｗ宁刘艳华 ． ＴＰＡＣＫ 国外研究现状及启示

［
Ｊ

］
． 中 国 电化育 ，

２０ １ ３
，
０９ ： １ １ ２ －

１ １ ６ ．

徐章错著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研巧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１ １ ．

姚姿如
，
王 Ｌ

：Ａ宁 ． 教育技术知识学科化研巧——基于西方教育技术知识研充的 回溯叫 ． 课程 ．

教材 ．教法
，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１ ０６

－

１ １ ０ ．

詹艺 ，任友群 ．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的 内涵及其研究现状简述
［
Ｊ

］
． 远程教育杂

６５



志
，

２０ １ ０
，
０ ４＾ ８

－

８ ７ ．

赵 昌木 ． 教师专业发展
［
Ｍ

］
． 山 东 ： 山 东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钟启泉主编
，
地理教育展望

［

Ｍ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２
，

０２ ： ３ ７ ７ ．

左显兰 ． 中 小学新教师入职教育硏巧
［
Ｄ

］
． 浙江师范大学 ，

２００２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定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Ｓ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２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订 ．普通高 中地理课程标准 （实验 ）问．北京 ：人民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 巧发 《 中 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试行 ） 》 的通知

［
ＥＢ／〇ｍ ．

（
２〇０４

－

１ ２ －

１ ５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ｅ ．

ｇｏ
ｖ ． ｃｎ／ｓｒｃ ｓ ｉ ｔｅ／Ａ １ ０ ／ｓ６９９ １ ／２ ００４ １ ２値００４ １ ２ １ ５

—

１ ４％２３ 
－ ｈ佈

１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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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试行 ） 》 的通知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１ ４ －０ ５

－

３ ０
）

． ｈｔｔｐ ： ／／＼ｖｗｗ ．ｍｏｅ ． ｅｄ ｕ ． ｃｎ ／ｐｕｂ ｌ ｉｃ ｆｌ ］ ｅ ｓ／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ｈｔｍ ｌｆｉ ｌ ｅｓ／ｎｉｏｅ／ｓ７０３ ４ ／２０ １ ４０６／ １

７０ １ ２ ６ ．ｈｔｍ 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 《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试

行 ） 》 的通知

［
ＥＢ／〇ｍ ．

（
２０ １ ４

－０ ５ －２７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 ｏｅ ． ｅｄｕ ． ｃｎ／

ｐ
ｕｂＨ ｃｆｉ ｌ ｅｓ／ｂｕ ｓ ｉ ｎｅｓ ｓ化 ｔｍ ｌｆｉ ｌ ｅ ｓ／ｍｏｅ／ｓ６９９ １ ／２０ １ ４０６／ １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 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巧Ｂ ／ＯＬ
］

．

（
２０ １ ４

－０４－

０８
）

． ｈｔｔｐ ： ／／ｗｗ ＼ｖ ． ｍ ｏｅ ． ｇｏｖ ．ｃｎ／
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ｆｉ ｌ ｅ ｓ／ｂｕ ｓ ｉ ｎｅ ｓｓ／ｈｔｍ ｌｆｉ ｌｅｓ ／ｍｏｅ／ｓ７０５４／２０ １ ４０４ ／ｘ

ｘｇｋ＿
ｌ ６７２ ２６ ．ｈｔｍ ｌ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务院 ．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年 ）

巧Ｂ ／ＯＬ
］

．

（
２０ １ ０ －０７ －

２９
）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ｏｅ ． ｅｄ ｕｘｎ／ｐｕｂ ｌ ｉ ｃ ｆｉ ｌｅｓ化 ｌｉ ｓ ｉ ｎｅｓ ｓ化ｔｍ ｌｆｉ ｌ ｅｓ／ｍｏｅ／ｍｏｅ
—

８３ ８ ／２０ １ ００

８ ／９３ ７０４ ．ｈ ｔｍ ｌ ．

中华人民巧和 国教育部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 试行 ）

［
ＥＢ ／ＯＬ

］
．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２
）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ｍ ｏｅ ． ｅｄ ｕ ． ｃｎ／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ｆｎｅ ｓ／ｂ ｕ ｓ ｉｎ巧 ｓ／ｈ ｔｍ ｌｆｉ ｌｅｓ／ｍｏｅ／ｓ６ １ ２７／２０ １ １ １ ２ ／ １

２巧３ ０ ． ｈ ｔｍ ｌ

Ａ ｒｃｈａｍｂａｕ ｌ ｔ
’
Ｌ ． Ｍ ．

，
足Ｃ ｒ ｉｐｐｅ

ｎ
，
Ｋ ． Ｊ ．

（
２００６

）
．Ｔｈｅ

ｐ ｒｅ
ｐ
ａ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ｐ
ｅｎｐｅｃｔ ｉ ｖｅｏｆ ｏｎ ｌ ｉｎｅＫ －

１ ２化ａｅｈ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ｖａｄａ ． ＩｎＴ ．Ｒｅｅｖｅｓ ＆ Ｓ ．Ｙａｍａｓｈ ｉ ｔ
（
Ｅｄｓ ．

） ，
Ｐ ｒｏｃｅｄｄｍｇｓｏｆ 化ｅＷｏｒ ｌ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Ｌｅａｍ ｉｎｇ
ｉｎＣｏ ｒｐｏａｒｔ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 ｅｎｔ
，
Ｈ ｅａ ｌ ｔ ：ｈｃａ ｒｅ

，
ａｎｄＨ ｉ

ｇ
ｈ ｅ ｒ巨ｄｕｅａｔ ｉ ｏｎ

（ｐｐ ．  １ ８３ ６
－

 １ ８４ １
）

．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
ｋｅ

， 
ＶＡ ｒＡ ｓ ｓｏｅ ｉ ａｔ ｉ 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 Ａ 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ｍｐ ｕ ｔｅ ｒｓ ｉ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Ａ ｒｃｈａｍｂａｕ ｌ ｔ
，
Ｌ ．Ｍ ．

，
＆良ａｍ ｅｔｔ

，Ｈ ． 民 ｅｖ ｉ ｓ ｉ ｔ ｉ ｎｇ
１ ；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Ｅｘｐ ｌｏｒ ｉｎｇ

化ｅ ＴＰＡＣＫ 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
ｆ
Ｊ
］

．Ｃｏｍｐｕ化 ｉ

＊

ｓ＆ Ｅｄ 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２０ １ ０

，
巧

（
４

）
：  １ ６５６ －

１ ６６２ ．

６６



Ｂ ａｙａＡＮ
，

Ｄａｈｅ ｒＷ ．Ｔｈｅ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ｏ ｆＣｏ ｌ ｌ ｅｇｅ

Ｉ化 ｔｍ ｃ ｔｏ ｒｓ

＇

Ｔｅ ｃ ｈｎ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Ｐ 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ｅｍＫ 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川 ． Ｐ ｒｏｃｅｄ ｉ ａ
－

Ｓ ｏｃ ｉ ａ ｌａｎ ｄＢ ｅｈ ａｖ ｉ ｏ ｒ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ｓ ．２０ １ ５
，

１ ７ ４ ： １ １ ６６
－

１ １ ７ ５ ．

Ｃ ｈ ａ ｉ

，Ｃ ． Ｓ ．

，Ｋｏｈ
，Ｅｘａｍ ｉ ｎ ｉ ｎｇｐｒｅ 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 ｔｅ ａｃ ｈ ｅ ｒｓ

＇

ｐ ｅ ｒｃ ｅ ｉ ｖｅｄｋｎ 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ｏｆＴＲＡ ＣＫａｎｄ

ｃｙｂｅ ｒｗｅ ｌ ｌ ｎ ｅ ｓｓｔｈ ｒｏ ｕｇ
ｈ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ａ ｌｅ

ｑ
ｕａｔ ｉ ｏｎｍｏｄｅ ｌ ｉ ｎｇ＾ ］

．Ａ ｕ ｓｔ ｒａ ｌ ａｓ ｉ ａｎ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Ｔｅｃｈ ｎ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２

，
２ ８

（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ｉ ｓ ｓ ｕｅ

，
６

） ， １ ０００
－

１ ０ １ ９ ．

Ｋｅ ｌ ｌｙ
Ｍ ．Ｃ ｕｈ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Ｓｅｎｓ ｉ ｔ ｉｖｅ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ｗ ｉ化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 Ｉｍ
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ｉ ｎｇ 
ＴＰＣＫ ｉ ｎＣｕ ｌＵｎ

－

ａ ｌ ｌｙ

Ｍ ｉ ｘｅｄＣｏｎ化ｘｔｓ
 ［
Ａ

］
． 民Ｃａｒ ｌ ｓｅｎ

，ｅ ｔａ ｌ ．Ｓｏｃ ｉ ｅｔｙ
ｆｏｒ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 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 ｉ

＇

ｅｎｃｅ２００７
 ［
Ｃ

］
．Ｓａｎ Ａ ｎ ｔｏｎ ｉ ｏ

， 
Ｔｅｘａｓ

，
ＵＳＡ ：ＡＡＣＥ

，
２００７ ：２ １ ９９

－

２ ２０２ ．

Ｋｅ ｌ ｌ

ｙ
Ｍ ．Ｃ 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ｌ

ｙ
Ｓ ｅｎ ｓ ｉ ｔ ｉｖ ｅ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ｗ ｉ １ ：ｈＴｅｃｈ ｎｏ ｌｏｇｙ ： Ｉｍ
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 ｉ ｎｇ 
ＴＰＣＫ ｉ ｎ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ｌ

ｙ

Ｍ ｉ ｘｅｄＣｏｎ ｔｅｘｔｓ
 ［
Ａ

］
． 民Ｃａｒ ｌ ｓｅｎ

，
ｅ ｔａ ｌ ．Ｓ ｏｃ ｉ ｅ ｔｙ

ｆｏｒ Ｉ 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Ｔｅａｃｈｅｒ巨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７
 ［
Ｃ

］
．Ｓａｎ Ａｎ ｔｏｎ ｉｏ

， 
Ｔｅｘａｓ

，
Ｕ ＳＡ ： ＡＡＣＥ

，
２００７ ：２ １ ９９

－

２２０２ ．

Ｋｏｅｈ ｌ巧Ｍ ．

，
Ｍ ｉ ｓｈｒａ

，

Ｐ． ．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
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ｃｏｎ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ＴＰＣＫ
）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ｏ ｒｓ
［
Ｍ

］
．Ｍａｈｗａｈ

，

Ｎ Ｊ ： Ｌａｅｗ ｉ

＇

ｅｎｃｅＥ ｒ ｌｂａｕｍ Ａ ｓ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ｓ
，

２ ００ ８ ．

ＭａｒｃＰ ｒｅｎｓｋｙ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Ｎａｔ ｉｖｅｓ
，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Ｉｍｍ ｉ ｇｒａｎ ｔｓ
［
Ｊ
］

．Ｏｎ 化 ｅＨｏｒ ｉ ｚｏｎ
，
２００ 巧 ）

： １
－

６ ．

Ｍ ｉ ｓｈ ｒａ
，

Ｒ
，
Ｋｏｅｈ ｌ ｅｒ

，
Ｍ ．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 ｉｃａ ｌ

ｐｅ
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ｎ化ｎ ｔ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Ａ 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化ａｃｈｅｒ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Ｊ

］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 ｌ ｌ ｅｇｅＲｅｃｏｒｄ

，
２００６

， 
Ｐ ： １ ０ １ ７

－

 １ ０ ５ ４ ．

Ｏｓｔｅｒ
－Ｌｅｖ ｉ ｎｚ Ａ

，
Ｋ Ｈ ｅｇｅｒ Ａ ．Ｏｎ ｌ ｉｎｅ＾ｓｋｓａｓａ 化〇 １化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ｂａｃｈ ｅ ｒｓ

＞

ｅｘｐｅｒｔ
ｉ ｓｅｗ ｉ ｔｈ ｉ ｎ １ ：ｈ ｅ

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 ｏｎ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ＴＰＡＣＫ

） ［
Ｊ
］

．Ｐ ｒｏｃｅｄ ｉａ 
－

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ｎ ｄＢ ｅｈ ａｖ ｉ ｏｒ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０
，
２

（
２

）
：３ ５４

－

３ ５ ８ ．

Ｓａｈ ｉ ｎ
，
！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ｅ ｃ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ｐ
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ＴＰＡＣＫ
） ［

Ｊ
］

．

Ｔｕｒｋ ｉ ｓｈＯｎ ｌ ｉｎｅ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１

， １ ０
（

１
） ，

９ ７
－

１ ０５ ．

Ｓ ｃｈｍＷ ｔ
，

Ｄ ． Ａ ．

，
Ｂａｒａｎ

，

Ｅ ．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Ａ ．Ｄ ．

，
Ｍ ｉ ｓｈ ｒａ

，
Ｐ．

，
Ｋｏｅｈ ｌ ｅｒ

，
Ｍ ．Ｊ ．

，
Ｓｈ ｉ ｎ

， 
Ｔ．Ｓ －

口００９
）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 ｃａ ｌｃｏｎ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Ｉｅｄｇｅ （
ＴＰＡＣＫ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ａｎｄｖａ ｌ ｉ ｄ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ａｎ

ａｓ ｓｅ ｓｓｍ ｅｎｔ ｉｎ ｓｔ ｒｕｍ ｅｎｔ ｆｏｒ
ｐ

ｒｅ 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 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ｉ ｎ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４２
（
２

）
： １ ３ ２

－

１ ４９ ．

Ｓｈｕ ｌｍａｎＬＳ ．Ｔｈｏ ｓｅＷｈｏＵｎｄ ｅ ｒｓｔａｎｄ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Ｇ ｒｏｗｔｈ ｉ ｎ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
Ｊ
］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 ｒ ， １ ９ ８ ６ ， １ ５
（
２

）
：４ －

１ ４ ．

６７



附录

附录一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 －ｔｐａｃｋ 水平测量量表

完 基不
Ｊ

全 本 中 太
Ｓ

要素题项
ｉＡｔ

不
同 同 立 同

^
意 意意 １


^

ＧＴＫＫ我能够熟练使用基本的计算机技术 （ 例如 ＰＰＴ 、Ｗｏｒｄ 、

ＱＱ 、 电子邮件 、 上网搜索和下载资源等 ） 。



２ 、 我能够使用 多种地理学科相关技术 （ 例如 Ｇ Ｉ Ｓ 软件 、

Ｇ ＰＳ 定位仪 、 遥感图片判读 、 Ｇｏｏｇ ｌ ｅＥａｒｔｈ 等 ） 。



３ 、 我经常摆弄各种信息技术 （ 例如使用 网络 、 维基百



科 、 博客 ， 制作与上传视频等 ） 。

￣

４ 、 我能够熟练使用地理科学研巧方法 （ 例如地理实验

方法 、 地理调查方法 、 地理分析与综合方法 、 地理归纳

与演绎方法等 ） 。



５ 、 我能够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调整教学 （例如放慢速

度 、 变换教学方法 、 调整教学风格等 ） 。



６ 、 我能够使用 多种方法评价学生的学 习 （例如试卷测



验 、 行为观察记录 、 课堂打分等 ） 。

￣

＾ ７ 、 我所具备 的地理学科知识足够应对学生提出 的地理

问题 。

８ 、 我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提高 自 己对某
一

地理知



识的认识 。



ＧＰＣＫ ９ 、 不使用信息技术辅助 ， 我能够做好课前的教学准备

王作 （ 例如编写教案 、 学案 ， 制作地理模型工具等 ） 。



１ ０ 、 不使用信息技术辅助 ， 我能够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

地理课堂教学 （ 例如利用地球仪讲解地球的 自 转与 公转


＾


ＧＴＰＫ １ １ 、 我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进斤教学设计 （ 例如使用

ＰＰＴ 、 Ａｕ ｔｈｏ ｒｗａｒｅ 、 Ｆ ｌａｓｈ 进行教学设计 ， 或网上下载资

源等 ） 。



１ ２ 、 我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方法 （例如使用

思维导 图软件进行 归纳教学 ， 利用虚拟现实进行实验学

习等 ） 。



１ ３ 、 我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将教学 内 容发布到 网络平



台 （ 例如将课件 、 微课视频发布于网络在线平台 ） 。



ＧＴＣＫ １ ４ 、 我能够利用合适的信息技术展现教学 内容 （例如使

用 ＳｔａｒＣｈａｒｔ 软件展示星空 ， 使用 Ｆ ｌａ沈 动画演示地球 自



Ｉ

转与公转等 ） 。



Ｉ Ｉ Ｉ Ｉ Ｉ

６８



Ｉ
１ ５ 、 我能够使用 合适的信 息技术进行地理数据 的采集与

￣￣￣̄

管理 （ 如使用数字气象仪收集气象信息 ， 使用 Ｇ ＰＳ 进



行位置观测等 ） 。



Ｇ－ＴＰＡＣＫ １ ６ 、 我能够在
一

堂课的教学过程中实现课堂教学 内容 、

信息技术和教学方法的有效融合 。



１ ７ 、 我能够在在线教学平 台开设网络课程 ， 并组织学生

完成
一

段时间 的 网络课程学 习 。



１ ８ 、 我能够设计并布置地理主题讨论活动 ， 并通过适当

的信 息技术工具促进学生之 间 的协作学 习 （ 例如 ＱＱ 、



Ｉ

微信和讨论板等 ） 。



Ｉ Ｉ Ｉ Ｉ Ｉ

６９



附录二 中学地理教师的 Ｇ－ＴＰＡＣＫ 影响因素评价量表

完 基不
羣

编ａｆ ｉＴ；全 本 中 太
了

号胃 同 同 立 同
^

意 意意 １


^

１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培训课程包含足够的基本计算机技术培训

内 容 （ 例如 ＰＰＴ 、 Ｗｏ ｒｄ 、 ＱＱ 、 电子邮件 、 上网搜索和下载资

料等 ） 。



２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包含足够的地理学科技术培

教 训 内 容 （ 例 如 Ｇ １ Ｓ 软件 、 ＧＰＳ 定位仪 、 遥感 图 片 判读 、

师Ｇ ｏｏｇｋＥａｒｔｈ等 ） 。

培 ３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为我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软

训 件 、 学习 资源和硬件设施 （ 例如高惟能的计算机 、 Ｇ １ Ｓ 教学软

件 、 电子 图书 、 技术手册 、 地理教学教具等 ） 。



４ 、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在课程类型设置 （ 指课

程种类 、 数量和组织方式 ） 方面能够充分满足我的学习 需求 。



＿
５ 我参加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在师资祀备方面非常合理 。

６ 我所在的学校为我提供 了充足的 国家级 、 省市级或校级的教

师培训机会 。

７ 我所在 的学校为我提供 了充足的硬件和软件保障 （ 例如 电脑 、

电子 白板 、 多媒体教室 、 常用 办公软件 、 Ｇ Ｉ Ｓ 软件等 ） 。



８ 、 我所在 的学校为我学 习 和练习 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提供

学了 充足的时 间保障 。



校 ９ 、 我所在的学校能够为教师在学 习 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 ，

提供充足的专家团 队 （教学专家 、 信息技术专家等 ） 支持 。



１ ０ 我所在学校的 同事热衷于学 习 制作和在课堂 中使用信息技

术 （ 例如 ： 微视频 、 Ｆ ｌ ａｓｈ 动画 、 网页等 ） 。



１ １ 我所在学校的学生喜欢教师在课堂中使用信息技术 （例如 ：

徹视频 、 Ｆ ｌ ａｓｈ 动画 、 网 页等 ） 辅助教学 。

一

 １ ２ 我认为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地理教学将会事半功倍 。

人
１ ３ 我有充足 的 自 信能够学会并使用 与地理教学有关 的信息技



、
１ ４ 我有充足的 自 信通过信息技术辅助促进学生学 习 ， 从而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



１ ５ 国家或上海市教育管理机构有关教师教育技术的规定或考

２
核办法 ， 对我将信 息技术运用于地理教学起到明显促进作用 。



證
１ ６ 我所在 的学校关于年终奖励和职称评定 的办法 中对教师教

̄

＾
育技术的规定 ， 对我对我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地理教学起到明显

Ｓ

 Ｉ

促进作用 。



Ｉ Ｉ Ｉ Ｉ Ｉ

７０



附录Ｈ 高中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水平及影喃因素

问卷

尊敬的老师 ：

您好 ！ 为 了 了解上海市高 中地理教师整合技术的地理教学知识水平 ， 我们设计 了此调查

问卷 ， 调查结果将仅用 于科学研究 。 本 问卷包含 ３ ４ 道测试题 ， 调查大约将 占 用您 １ ０
－

１ ５ 分

钟时间 。 本 问卷采取匿 名 方式调查 ， 保证您所提供的信息绝对保密 。 衷必对您的支持与配合

表示感谢 ！

如果您对本调查 问卷有何建议或者您想 了解本调查的后续研巧结果 ， 请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地理教育教学研究基地

件芳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７ 日

—

、 基本信息部分 。

性别 ： 男 □女 □

学历 ： 专科 □本科 □研巧生 □

所 学 专 业 ： 地理及相关专业〇教育 、 课程论及相关专业□其他专业 〇

（

＂

地理及相关专业
＂

， 例 化 ： 地理科学 、 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 、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 自 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 自 然地理学 、 人文地理学等 ；

“

教育 、 躁程论及相关专业
＂

， 例如 ： 课程

与教学论 （ 地理 ） 、 学科教学 （ 地理 ） 等 。 ）

教龄 ： ３ 年 Ｗ下 （含 ３ 年 ）
□３

－

１ ０ 年 □ １ ０
（含 １ ０ 年 ）

－

１ ５ 年 □

１ ５ 年 Ｗ上 （ 含 １ ５ 年 ） □

学校是否有专用 的地理教室或地理实验室 ： 是 □否 □

二 、 请您斤细阅读下表中的题项 ， 选择
一

个与您实际情况最为相符的答 在相应趣Ｉ
Ｓ打叫

＂

。

完 基不
Ｊ

编全 本 中 太
了

？题项口 口 主 口 不
号 同 同 立 同

胃
意 意意 ２
^

１我能够熟练使用基本的计算机技术 （例如 ＰＰＴ 、 Ｗｏ ｒｄ 、 ＱＱ 、

电子邮件 、 上 网搜索和下载资源等 ） 。



２我能够使用 多种地理学科相关技术 （ 例如 Ｇ １ Ｓ 软件 、 ＧＰＳ 定位

仪 、 遥感图片判读 、 Ｇ ｏｏｇ ｌ ｅＥａｒｔｈ 等 ） 。

３我经常摆弄各种信息技术 （ 例如使用 网络 、 维基百科 、 博客 ，

制作与上传视频等 ） 。



我能够熟练使用地理科学研巧方法 （例如地理实验方法 、 地理

调查方法 、 地理分析与综合方法 、 地理归纳与演绎方法等 ） 。



５我能够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调整教学 （ 例如放慢速度 、 变换教

学方法 、 调整教学风格等 ） 。



６我能够使用 多种方法评价学生的学 习 （例如试卷测验 、 行为观

Ｉ

察记录 、 课堂打分等 ） 。



Ｉ Ｉ Ｉ Ｉ Ｉ

７ １



７

 Ｉ

我所具备的地理学科知识足够应对学生提 出 的地理 问题 。 Ｉ Ｉ Ｉ Ｉ Ｉ

我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提高 自 己对某
一

地理知识的认识 。
̄

９不使用信息技术辅助 ， 我能够做好课前 的教学准备工作 （例如

编写教案 、 学案 ， 制作地理模型工具等 ） 。



１ ０ 不使用信息技术辅助 ， 我能够选揮合适的方法进行地理课堂教

学 （ 例如利用地球仪讲解地球的 自 转与公转等 ） 。



１ １ 我能够熟练使用 信 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 （ 例 如使用 ＰＰＴ 、

Ａ ｕ ｔｈ ｏｒｗａｒｅ 、 Ｆ ｌ ａｓｈ 进行教学设计 ， 或网上下载资源等 ） 。

１ ２ 我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方法 （例如使用 思维导 图软
＇

件进行归纳教学 ， 利用虚热现实进行实验学 习等 ） 。



１ ３ 我能够熟练使用信 息技术将教学 内容发布到网络平 台 （例如将
̄

课件 、 微课视频发布于 网络在线平台 ） 。



１ ４ 我能够利用合适的信息技术展现教学 内容 （例如使用 Ｓ ｔａｒＣｈａｒｔ

软件展示星空 ， 使用 Ｆ ｌ ａｓｈ 动画演示地球 自转与公转等 ） 。



１ ５ 我能够使用合适的信息技术进行地理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如使

用数字气象仪收集气象信息 ， 使用 ＧＰＳ 进行位置观测等 ） 。



１ ６ 我能够在
一

堂课的教学过程 中实现课堂教学 内容 、 信息技术和

教学方法的有效誠合 。



１ ７ 我能够在在线教学平台开设网络课程 ， 并组织学生完成
一

段时

间 的网络课程学习 。



１ ８ 我能够设计并布置地理主题讨论活动 ， 并通过适当的信息技术

工具促进学生之间 的协作学 习 （ 例如 ＱＱ 、 微信和讨论板等 ） 。



１ ９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培训课程包含足够 的基本计算机技术培训

内 容 （ 例如 ＰＰＴ 、 Ｗｏｒｄ 、 ＱＱ 、 电子邮件 、 上 网搜索和下载资

料等 ） 。



２０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包含足够的地理学科技术培

训 内容 （例如 Ｇ Ｉ Ｓ 软件 、 ＧＰＳ 定位仪 、遥感图片判读 、 Ｇｏｏｇ ｌ ｅＥａｒｔｈ

等 ） 。



２ １ 我参加 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为我提供 了充足的学 习 软
—

件 、 学习 资源和硬件设施 （例如高性能的计算机 、 Ｇ Ｉ Ｓ 教学软

件 、 电子 图书 、 技术手册 、 地理教学教具等 ） 。



２ ２ 我参加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在课程类型设置 （指课程种

类 、 数量和组织方式 ） 方面能够充分满足我的学习 需求 。



我参加的地理教师技术培训课程 ， 在师资配备方面非常合理 。
̄

２ ４ 我所在 的学校为我提供 了充足的 国家级 、 省市级或校级的教师

培训机会 。



２ ５ 我所在的学校为我提供了充足的硬件巧软件保障 （例如 电脑 、

电子 白板 、 多媒体教室 、 常用办公软件 、 Ｇ Ｉ Ｓ 软件等 ） 。



２ ６ 我所在 的学校为我学 习 和练 习 使用信 息技术进行教学提供 了

充足的时 间保障 。



２ ７ 我所在的学校能够为教师在学 习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过程 中 ， 提

供充足的专家团队 （教学专家 、 信息技术专家等 ） 支持 。



２ ８ 我所在学校的 同事热衷于学 习 制作和在课堂 中使用信 息技术

（例如 ： 微视频 、 Ｆ ｌａｓｈ 动画 、 网页等 ） 。



７２



２ ９

 Ｉ

我所在学校的学生喜欢教师在课堂 中 使用信 息技术 （例如 ：微视

频 、 円 ａｓｈ 动画 、 网 页等 ） 辅助教学 。



１
￣

〇 我认为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地理教学将会事半功倍 。
̄

我有充足 的 自 信能够学会并使用 与地理教学有关的信息技术 。

３ ２ 我有充足的 自 信通过信 息技术辅助促进学生学习 ， 从而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 。



３３ 国 家或上海市教育管理机构有关教师教育技术的规定 或考核

办法 ， 对我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地理教学起到 明显促进作用 。



３４ 我所在 的 学校关于年终奖励和职務评定 的办法 中对教师教育

技术的规定 ， 对我对我将信息技术运用 于地理教学起到 明显促

Ｉ

进作用 。



Ｉ Ｉ Ｉ Ｉ Ｉ

７３



后记

又到 了 紫藤 萝盛开的季 节 ，
淡雅 的 芳香 、 梦幻 的 色彩 ， 在 第 四教学楼前 恣

意地开着
，

一如王年前 。 王年 ，
我是 多 么 幸运 ，

可 Ｗ 用 人生的王年时 间 在 华 师 大

的 臂 弯 里没取知识 的 汁液 ，
体味成长 、 独立 、 坑 变 的 痛 苦与 快 乐 。 感谢之年里遇

到 的每一个人 ，
我的老师 、 同 口 、 朋友们

，
谢谢你们 参与 了 我这王年的人生

，
并

让我成 为 今天 的 自 己 。

感谢我的 导 师段玉 山老师 。 治 学严 谨 、 视野雄 阔
，
而 又審智风趣 、 机智 幽

默 。 在
。

千 国 教材难度比较
＂

研 究 中 ，
段老 师 带领 团 队不断分析优化 ，

力 求呈现给

读者一份清晰准确 的研究成果 ；
近年来更是推动 着 中 国地理教育研究走 向 国 际

化
，
也为 我们打开 了 研 究的 国 际视野 ；

而听段老 师 的课程或是讲座 ，
绝 没有枯燥

的说教
，
总 能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 氛 围 中 感 受 到 学者思 想的深違 。 五年如 白 骑过

隙
，

。

铁打的老段 ，
流水的学生

， ，

，
流水无痕 ，

转过 身 ， 却 已是桃李满 因 。

感谢陈 昌 文老师 ，
独到 的 见解犹如夏 日 里薄荷的清香 ，

总 能 营造 出
一份清

凉安静的 学术思考氛 围
，

让人清醒 ，
让人想念

， 多 想再听一次陈老师对 《 国 际地

理教育 宪章 》 的讲解啊 。 感谢卢 晚旭老师 ，
如果我 日 后在实证研 究领域有所造巧 ，

卢 老师 当 功不可没
，
在此尤其要特别感谢 卢 老师 支持我的

。

上壤重金属 污 染
＂

研 究

小课题
，
圆 了 我拿着样品在玻璃仪器 间 做

。

实验 员
＂

的 小 小 心
＇

愿 。 感谢史立志老 师 ，

既是师兄 又是老师 ，
将各项繁琐 的 事处理的井井有条 ，

爱看 书 爱钻研各种 办公软

件
，
课余还给我们开个办公软件小讲座 ， 真真是

＂

行政小达人
＂

。 也感谢陈胜庆老

师 、 吴照老师 、 王化老师 ，
让我看到在地理教育 实践 中 ， 有这 么 一批扎根于一錢

的教育教学研 究者 ，
他们 用 扎实 的教学功底 、 创新的研究思路

，
将地理教育研 究

的 成 果惠及每个孩子 。

感谢我的 同 口 。 感谢 同
一级的 李亚 、 緣蠢 、 彭双双 ， 同

一天进入这个校 园

的 我们 ，

一起疯过笑过 闹 过 ，

互年的 同 窗早 已让我们结下不解之缘 ； 感谢周 维 国

师 兄 、 旋晚伟 师姐 ，

五年来总是照顾我 、 关 ‘。我
，

让我在魔都 的 日 子里 时常 感 受

到 亲情般的 温暖 ； 感谢郭锋涛老师 、 蒋连飞师兄 、 卖倩师姐 、 覃丽玲师姐 ，
Ｗ及

各位师妹师 弟们 ， 在最 美 的 时光里 与 你们欢聚在 美 丽 的华 师 大 ，
是我的福 气 。

感谢我的好朋友 吕 佳 、 户 正 荣 、 毛 阿娜 、 南 立娟 ，
如果说朋 友是一笔财 富 ，

那你们就是我的 无价之 宝 。 在我二千几年的生命旅程 中 ，
你们有 的都 已 陪伴我看

过 了 十几年的 花开花 落 ， 谢谢你们 。

最重要的 ，
感谢我的 家人 。 老爸

， 谢谢你 支持我来华 师 大读研的 决 定 ，
你

总 能 比我更 了 解我 自 己 ，
做你 的女儿

， 是我今生最 大 的福 气 ；
也感谢一直默獸奉

献 的妈妈和可 爱的妹妹 ， 谢谢你们 给 了 我一个温暖的 家 ， 有 家 才 有 了 与 这个世界

千 丝万缕的联 系 。 谢谢我的 爷爷奶奶 ， 我知道不 管我走的 多远 ， 累 了 总 有个地方

可 Ｗ—觉天 亮 ， 我知道这就是幸福 。

最后
，
感谢生命 中 出 现的每一个人

，
我知道在时 间 的 长河里每一个生命都

如沧海一粟 ，
能遇 见那是前生 多 少 次的 回阵啊 ！

件 芳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于 华 东 师 范 大学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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