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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信息技术时代全新的教师知识框架,教师发展TPACK对于有效使用

技术进行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至关重要。该研究通过对国外从2005年到2013年公开发表的100篇TPACK相关

研究文献(包括36篇SSCI检索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梳理相关研究脉络，提出在未来TPACK发展过程中，值得注

意的方向有：TPACK理论的学科化研究、TPACK境脉研究、混合式TPACK评价方法研究、高等教育领域基于

TPACK理论框架的教师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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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关键要素，提高
教师质量对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2010年我
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教师教
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造就专业化教师队伍；
在教育信息化领域，2012年颁布的《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由此
可见，未来十年我国将围绕如何培养高质量教师
这一重大课题展开大量研究，那么在进行培养高
质量教师实践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样的
教师是高质量的教师，也就是高质量的教师应该
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面对这一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
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诸多教师知识结
构模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舒尔曼(L.S.Shulman)
提出的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教师知识
结构模型，即整合学科内容知识与教学法知识的
教师知识结构模型。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当代信息技术对教师知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2005年，来自美国的学者Koehler和Mishra首次
将技术知识纳入到教师知识结构之中，提出了整合
技术的教师知识框架(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简称TPACK。从2005年开始，
国外学者对TPACK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时间研究，

通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对于TPACK的研究将有利
于提高教师掌握和运用教育技术的能力。近年来，
TPACK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进行
了初步的概念引进、TPACK理论框架拆解等初步的
理论研究。

一、TPACK概念提出

早在2001年，学者Pierson就开始使用TPCK这
一概念，Pierson的TPCK指的是技术辅助的PCK，
是教师教特定年级特定科目所需的一套多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2005年，学者Niess否定了Pierson对
TPCK这一概念的界定，提出了TPCK不仅仅是一种
知识和技能，而是包含发展中的学科知识、发展中
的技术知识和发展中的教与学的知识等多领域知识
范围内的一种策略性的思维方式，是对技术如何支
持教学和学习的一种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涉及到
为特定内容、特定学生需求和特定教学情境所进行
的计划、组织、批判和概括，Niess对于TPCK的发
展贡献在于她将TPCK从一个静态的概念演变成为
一个动态的概念。与此同时，学者Koehler和Mishra
具体阐述了TPCK知识框架理论，明确将教师的技
术性知识列为教师知识，将TPCK作为教师知识结
构的概念框架。2007年，学者Thompson和Mishra正
式将TPCK更名为TPACK，新名字不仅仅是增加了
一个元音字母，而使得它更便于发音，其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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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有两个：其一是强调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和
技术性知识三类知识对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必
不可少的；其二是强调三类知识互动形成一个整
体，取Total PACKage之意，至此TPACK(整合技术
的学科教学知识)的概念被完整提出。

二、TPACK的理论构成及特性

TPACK框架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学科内容
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四个
复合要素，即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
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以及境脉因素
(Context)[1]。

TPACK框架主要表现出以下三大特性：
1.复杂性。TPACK是一种结构复杂、松散耦合

的知识框架，即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法知识
(PK)和技术知识(TK)三个核心要素之间，即相互联
系，又彼此独立。

2.互动性。TPACK三个核心要素双向互动，技
术知识受到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影响的同
时，反过来也作用于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发知识。

3.平衡性。TPACK三个核心要素、四个复合要
素以及一个外围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平
衡，这种平衡态会随着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而被打
破，随之而来的就是平衡态的重建和维持，如此循
环往复。

三、TPACK国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为检索关键字，
对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
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五大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
2013年。另外，本研究还对由TPACK创立者创办的
“TPACK Newsletters”在线文档进行收集与整理，该
在线文档创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为止已经
发布了16期，记录了TPACK理论实践发展的轨迹，
“TPACK Newsletters”将会成为此项研究文献选取的
重要参考依据。对于符合检索条件的文献，我们将
采用系统结构化的文献综述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首先，对采集文献的基础数据进行初级分析，
包括作者、出版时间、出版期刊和研究地区等；其
次，对相关文献进行内容分析。

通过对数据库的文献检索，本研究共收集整
理TPACK相关研究文献100篇，文献按照出版时间
分布如右图所示，2005年到2008年是TPACK创立阶

段，相关文献主要是Koehler和Mishra发表的理论综
述文献；2009年到2012年是TPACK飞速发展的阶
段，相关研究文献较多，且呈现多研究方法、多研
究领域和多研究内容的趋势。另外，TPACK相关研

在这100篇研究文献中，SSCI检索文献36
篇，主要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mputers & Educatio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等期刊上，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SSCI检索TPACK文献按期刊分布表

期刊名称 文献
数量

Computers & Education 10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7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3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echnolog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1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

本研究将对以上发表在SSCI检索期刊上的高质
量文献进行内容分析，以梳理出了近年来TPACK领
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用于TPACK相关研究最
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
(定性和定量)，早期(2005年至2007年)的研究文献主
要为定性研究，而从2008年开始，TPACK相关研究
的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居多，文献按研
究方法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TPACK研究文献按研究方法分布表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研究

2005-2007 3(100%) 0 0

2008-2013 6(18.2%) 11(33.3%) 16(48.5%)

总计 9(25%) 11(31%) 16(44%)

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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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CK文献数量按年分布图

究文献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于美国、新加坡、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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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1.TPACK本体研究。从2005年Koehler和Mishra

创立TPACK以来，业内学者对于TPACK本体的研究
就不曾间断过，本研究收集整理的研究文献，主要
从TPACK框架的理论完整性和有效性两方面展开研
究。Archambault(2010)利用一个包含24个测试题的
调查问卷对596名来自美国的在线教师进行调查，
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对TPACK框架的有效性进行了
重新的检查，并对未来教师TPACK知识的测量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2]；Niess(2011)通过对比TPACK和
PCK两个不同时期的经典教师知识框架的发展历史
和应用情况，进一步完善了TPACK的理论框架，提
出了TPACK的培养策略、评价方法以及未来的研究
方向；Graham(2011)利用Whetten创立的理论构建标
准重新审视了TPACK的理论框架，指出了TPACK现
有理论框架的诸多缺陷，例如，概念模糊、理论基
础不牢固等[3]。具体相关内容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如
表3所示。

表3  TPACK本体研究文献分布情况表

作者 文献发表期刊名称 出版时间

Koehler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05

Ferdi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6

Koehler Computers & Education 2007

Archambault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

Graham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1

Nies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11

2.TPACK培养策略研究。该部分研究主要是针
对在职教师进行，通过制定培养策略和创新培养
方法，以提高在职教师的TPACK水平。Jang, Syh-
Jong(2010)通过探寻电子白板的应用与教师TPACK
水平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基于电子白板应用的同侪
互助模式，以提高在职教师的TPACK水平[4]；Chen, 
Ching-Huei(2011)通过一个基于任务的学习管理系
统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经实验研究发现，该方法
可以有效提高教师对技术的理解和在教学过程中的
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在实际教学过程用应用技术的
信心，进而使教师的TPACK水平大幅提高[5]。具体
相关内容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TPACK培养策略研究文献分布情况表

作者 文献发表期刊名称 出版时间

Jang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

Jang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010

Kramarski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10

Che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Pol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echnolog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1

Ko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11

Te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Agyei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

Jang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2

Alsofyan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

3.TPACK测量方法研究。该部分研究一直是
TPACK研究的热点，问卷调查法和量表测试法
是两种被研究人员广泛采用的测试方法。Koh,J.
H.L(2010)利用Schmidt等人在2009年设计开发的
TPACK测试量表对新加坡1185名职前教师进行测
试，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最终将Schmidt
测试量表的7个因子缩减为5个因子，它们分别是技
术知识、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利用技术
进行教的知识和通过批判性反思获得的知识，最
终形成一个新的TPACK测试量表。另外，研究还
发现被试对象很难区分包含技术的因子，例如技
术支持下的学科内容知识(TCK)和技术支持下的教
学法知识(TPK)[6]。Sahin(2011)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
7个因子，60个测试题目的TPACK测试量表，通过
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区分效度检验和T-
检验等步骤，最终确定一个包含47个测试题目的
TPACK测试量表，并将此量表用于测试职前英语
教师的TPACK水平[7]。具体相关内容研究文献分布
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TPACK测量方法研究文献分布情况表

作者 文献发表期刊名称 出版时间

Koh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10

Chai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1

Lux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11

Sahin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Yurdakul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2

4.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培养研究。该部分
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利用
TPACK框架制定相应的教师培养模式与策略。
Peeraer,  Jef(2012)基于TPACK框架开设了一个为
期三年的越南语教师的教师培训计划，参与培训
的教师总人数为1191人，研究通过准实验研究，
设立实验组与控制组，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
实验数据，最终发现，参与基于TPACK框架设
立相关课程学习的实验组，在实际教学中利用技
术的能力要明显高于控制组[8]；Annetta,  Leonard. 
A(2013)在一个为期三年的理科教师培训计划中的
第二年，为51名参与培训计划高中理科教师设计
了基于TPACK框架的培训课程，通过博客在线收
集参与培训教师的学习反馈信息，经过数据分析
发现该课程可以有效提高教师在理科教学中应用
技术的能力[9]。具体相关内容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如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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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所示。
表 6  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培养研究文献分布情况表

作者 文献发表期刊名称 出版时间

Doer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09

Baran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Chai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

Peeraer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

Krauskopf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2

Annetta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013

5.基于TPACK框架的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研
究。该部分研究主要是利用TPACK理论框架指导
研究分析，去探寻为什么要在实际学科教学中进行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
教师在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意识。
Holmes(2009)通过对13名职前高中数学教师参与教
师培训活动的跟踪研究，相关研究分析以TPACK理
论框架为指导，研究发现职前数学教师可以有效将
交互式电子白板应用于数学课程教学中，提高自己
的TPAC知识水平；另外，通过整合交互式电子白
板于数学课堂教学中，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视觉表达
和视觉操控能力，并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数学概念
的理解能力[10]；Graham(2012)从TPACK的视角去探
寻教师是如何做出在实际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决
定，研究选取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让他们完成三
个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学习任务，利用开放式问卷对
参与学习任务的职前教师进行前测和后测，发现职
前教师TPACK知识水平的变化，进而去探寻他们是
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做出使用技术的决定[11]。具体相
关内容研究文献分布情况如表 7所示。

表7  基于TPACK框架的信息技术与
课程融合研究文献情况分布表

作者 文献发表期刊名称 出版时间

So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9

Holm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09

Khan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011

Graham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12

四、TPACK国外研究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100篇TPACK相关研究论文的
综述研究，梳理出从2005年TPACK理论创立到现
在TPACK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趋势，主要研究趋势
如下：

(1)研究性质由宏观转向微观。通过对文献的
梳理发现，早期的TPACK相关研究主要以宏观问题
为主，包括宏观理论构建、宏观问题研究等，而随

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近年来TPACK的研究则转向
对TPACK框架下微观概念的界定以及基于TPACK
框架的微观教学问题的解决。例如，TPACK研究
早期(2005—2008年)，研究文献较少(6篇，占总量
的6%)，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研究代表人物有来自
美国的Koehler、Mishra、Niess和Cox等人，研究多
从宏观上对TPACK进行理论建构；而从2009年开
始，研究文献大量涌现，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方向
发展的趋势，研究代表人物有来自新加坡的Chai、
Ching Sing和美国的Harris等人，他们的研究多以基
于TPACK框架的微观问题解决为主。

 (2)研究方法由单一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转
向包含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研究，早期的
TPACK相关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是对
TPACK理论框架的定性建构；从2010年开始，随着
TPACK理论框架的逐渐完善，TPACK相关研究也主
要以实践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也主要以定量研究和
混合研究为主，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TPACK理论框
架。例如，TPACK创始人Koehler和Mishra，在2008
年之前，一直致力于TPACK框架的理论建构研究，
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共计发表研究论文5
篇，著作1部；从2009年开始，Koehler和Mishra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TPACK测量方法和基于TPACK的教
学应用研究，共计发表研究论文9篇，研究方法也
多以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为主。

通过对TPACK相关研究脉络的梳理，我们认为
TPACK教师知识框架在未来教师教育领域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在未来TPACK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
个方向值得业内学者展开研究：

(1)TPACK理论的学科化研究。TPACK教师
知识框架是一个结构复杂且动态变化的理论框
架，要想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去涵盖各个学
科的教师知识体系是不且实际的，因此，下一
步TPACK理论研究方面亟需要界定各个学科的
TPACK框架，也就是TPACK理论的学科化研究。
目前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
Jimonyannis(2010)创立了科学教育学科的TPACK框
架，他将其命名为TPAS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Science Knowledge)[12]。在国内，前沿学者的研究
团队也正在同步进行相关研究，TPACK学科化研
究将覆盖物理、数学、英语和信息化教育等诸多
学科。

(2)TPACK境脉研究。TPACK创立之初由3个
核心概念及4个符合概念组成，2008年，TPACK的
创始人之一Mishra将境脉(Context)引入到TPACK之
中，成为第8个组成部分，但近年来针对TPACK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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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研究极少，只有Mario A. Kelly在2008年开展了
有关TPACK境脉的相关研究，她将TPACK境脉界定
为学生和教师组成的一个具体班级中，由包括课堂
的物理环境(软硬件基础设施)、学生的家庭背景、
认知特点、心理素质和班级的精神面貌等诸多因素
结合在一起的协同作用。因此，在未来TPACK相关
研究中，TPACK境脉研究将成为TPACK理论研究
的重要突破口，有关TPACK境脉(Context)概念的界
定，及其与其它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将成为未来的
研究重点。

(3)混合式TPACK评价方法研究。有关TPACK
测量方法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业内的研究热点，也
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成果，目前TPACK主要的测量方
法以基于测试量表的自我评价法为主，该评价方法
的缺点在于主观因素较浓，未必能客观真实地反应
教师真实的TPACK知识水平。因此，未来包含我评
价法、绩效评价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和开放式
问卷调查法的混合式TPACK评价模式将成为未来
TPACK测量研究的重点。

(4)高等教育领域基于TPACK理论框架的教师
培养研究。通过对前期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
TPACK相关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小学职前和在
职教师为主，鲜有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的TPACK
相关研究。因此，未来高等教育领域TPACK理论和
实践研究也将成为TPACK相关研究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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