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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教师信念研究综述
——以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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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信念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己所持的观点，包括

对课堂教学、语言、语言学习、学习者、教师角色、课程改革、

教师专业化等方面的观点。本研究以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自 2013至2023年发表的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论文为数据源，

以“teacher belief”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到自 2013 年

至 2023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共计 21 篇。本研究从研究数量、研究

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四个方面对“教师信念”的研究进行

了统计，并进行统计结果分析，并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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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总体设计

斯台普顿（2018）等学者以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一刊

为资料总结了近 20 年来的语言教学研究焦点，发现教师信念是热

门研究话题。教师信念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己所持的观点，包

括对课堂教学、语言、语言学习、学习者、教师角色、课程改革、

教师专业化等方面的观点。因此，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应用语言

学期刊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自 2013 年至 2023 年间发表的

有关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论文，以“teacher belief”为关键词进行

高级检索，检索到自 2013 年至 2023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共有 21 篇。

从研究数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四个方面，对上述

21 篇实证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以此了解近十年来国际教师

信念研究的趋势变化，为未来教师信念研究进步贡献力量。

二、研究相关内容

（一）研究数量

表 1  2013-2023 年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数量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计

数量 2 1 1 1 1 1 1 4 3 4 2 21

经过筛选研究发现，有关教师信念研究的论文共有 21 篇，其

中 2013 年 2 篇，2014 年 1 篇，2015 年 1 篇，2016 年 1 篇，2017

年 1 篇，2018 年 1 篇，2019 年 1 篇，2020 年 4 篇，2021 年 3 篇，

2022 年 4 篇，2023 年 1 篇，从数量变化上可以看出，对教师信念

的研究是呈增长趋势的，尤其是自 2020 年之后，关于教师信念的

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增加，说明研究人员对教师信念的研究愈发感

兴趣。

（二）研究对象

 通过对上述 21 篇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归纳，

总结出具体研究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3-2023 年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 职前教师 新手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大学教师 总计

数量 3 2 1 7 8 21

比例 14.29% 9.52% 4.76% 33.33% 38.10% 100%

由表 2 可见，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

研究主要是围绕大学教师展开的。具体来说，有关大学教师的实

证研究文献数量最多，共有 8 篇，占 38.10%，其次是关于中学教

师教师信念的研究，共有 7 篇，占 33.33%，关于小学教师教师信

念的研究最少，仅有 1 篇，占 4.76%。因此，从研究对象的角度

分析得出，国际上对教师信念的研究发展非常不平衡，相关研究

主要是针对高校教师展开，缺乏对小学教师的关注。通过对国外

教师信念的研究，也可以对我国的教师信念研究发展有所启发，

小学阶段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对于语言学习，更是打基础

的关键阶段，如果加大对中小学教师信念的研究力度，会促进教

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和专业素质的发展，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

学业成就。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通过对上述 21 篇实证研究论文研究方法进行细致归纳，总结

出具体研究情况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2013-2023 年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纯质化研究 纯量化研究 混合研究 总计

数量 9 4 8 21

比例 42.86% 19.05% 38.09% 100%

由表 3 可见，根据珍妮丝·M. 莫尔斯（2022）对于研究方法

的定义对其进行分类，在教师信念实证研究中，研究方法以质性

研究方法为主，相关实证研究数量达到 9 篇，占 42.86%，其次是

混合研究方法，相关实证研究数量为 8 篇，占 38.09%，关于量化

研究的文章较少，仅有 4 篇，占 19.05%。由此可见，在教师认知

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质性研究设计。但是，该研究结果并不意味

着要加强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而是说明针对教师信念进行单一

的量化研究目前已呈弱化趋势，研究者会偏向于使用混合研究和

质性研究。

表 4 2013-2023 年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数据采集方式

采集方式 调查问卷 访谈 课堂观察 总计

数量 8 15 7 30

比例 26.67% 50.00% 23.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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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见，在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中，数据采集方式以

访谈为主，运用访谈方式采集数据的实证研究共有 15 篇，占

50.00%，数据采集方式以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为辅，运用调查问

卷和课堂观察作为数据采集方式的实证研究分别为 8 篇和 7 篇，

占比 26.67% 和 23.33%。由此可见，信念研究需要加强质性方法

的使用（项茂英，2019），使用最为广泛的当属半结构式访谈和

刺激性回忆访谈、非结构式观察。

2. 研究方法使用成因

在教师信念研究领域中，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

地了解学生和教师的内在需求和特点，为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提

升提供支持和指导。

首先，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提供准确、全面、深入的研究数据。

相较于定量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更加注重研究对象的内在意

义和精神层面。通过深入访谈、现场观察等方式，可以记录下更

多客观、主观的信息，以及更多细节和不同视角的观点，更好地

反映对象的特点和真实情况。

其次，质性研究方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强。它强调理解研究

对象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和需

要，进行灵活和适应性的研究设计。相较于定量研究方法，质性

研究方法更具动态性和探索性，能够及时反映研究对象的变化和

特点，更好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混合方法研究在包括语言教学在内的整个社科领

域正在成为一种潮流，约翰·W. 克里斯韦尔（2021）等学者主张

只有具备明确理由时才将方法混合使用。随着教师信念领域的研

究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研究者们越来越偏向于使用混

合研究方法来探索其中更深的含义和趋势，期望用定量和质性方

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以获得更为全面、准确、深入的研究

结果。

（四）研究内容

通过对上述 21 篇实证研究论文研究内容进行细致归纳，总结

出具体研究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2013-2023 年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实证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 教师信念的内容 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相关性 教师信念影响因素 总计

数量 4 15 2 21

比例 19.05% 71.43% 9.52% 100%

从表 5 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中关于教师信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信念于教学行为相关性方

面，一共有 15 篇，占 71.43%。教师信念和教学行为之间的相关

性研究旨在探究教师信念和教学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提高教师

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关于教师信念的内容研究，发文量 4 篇，

占 19.05%，最后是关于教师影响因素的研究，占 9.52%。其中，

关于教师信念与教学行为相关性研究主要围绕教学课堂展开。

三、研究主要成果

教师信念研究是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有

许多不足之处，如数据采集方式单一，研究内容较为局限等，未

来教师信念领域研究可以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

面改进，为教育事业更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表明大学教师信念研究较为深入，

而对中小学教师信念研究较少，需要增加对中小学教师信念研究

比例。同时，研究发现教师信念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可以拓宽研

究对象，加强对职前教师、实习教师、优秀教师等的研究，这有

助于增强教育领域研究的多样性，以不同研究对象的视角看待教

育问题，可以获得更完整的教师信念特征及内容。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数据采集方式较为单一，目前以访谈、

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为主，未来教师信念研究应该引入更多的方

式来采集数据，如教师日志、有声思维等，多种数据源可以提供

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降低数据缺失和不足的风险，从而保

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最后，在研究内容方面，教师信念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信念

与教学行为相关性研究，研究内容较为集中且单一，今后的教师

信念研究应当扩大它的研究范围，比如加入对教师自我信念的研

究、教师信念与教师实践关系的研究等等，丰富研究内容可以使

得研究结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此外，丰富研究内容

可以从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合作方面考虑，为创造新的知识和发展

新的领域提供支持和动力。

四、研究前景总结

通过对近十年发表在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的关于教师

信念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首先，从研究数量上讲，教

师信念的研究是呈增长趋势的，尤其是自 2020 年之后，关于教师

信念的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增加；其次，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以

大学教师信念研究为主，小学教师信念研究涉及较少；然后，在

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主要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定

量研究的数量很少。在数据采集方式方面，以访谈为主，以调查

问卷和课堂观察为辅。最后，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

师信念和教学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对影响教师信念的因素的

探讨则相对较少。由此可以看出，在教师信念的研究领域中，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教师信念的研究者应当以国外

的教学和教师发展现状为依据，与我国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拓宽

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从而大大增加研究的

深度和质量，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可靠性，进而促

进教师的教育专业化和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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