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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学术共同体对外语教师科研情感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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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外语教师学术共同体是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教师发

展的必要途径。本研究借助计算机辅助软件 Nvivo12.0 对质性材料

进行分析与编码，探讨虚拟学术共同体对外语教师科研情感的影

响。研究发现：（1）虚拟学术共同体对教师的科研情感会产生正

向和一定的负向情感；（2）虚拟学术共同体能够促进共同体内教

师的科研和学术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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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角，教师的专

业素养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徐锦芬，2014），教学质量

的提高离不开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过硬的外语师资队伍，而师资

队伍建设需要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途径（徐锦芬等 2020），建立

外语教师学术共同体是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教师发展的必要途径（王

守仁，2017）。教师的专业发展除知识、技能等维度外，还应考

虑其情感维度，教师情感会深刻影响教师认知、职业幸福感和专

业实践（古海波，2016），因此研究教师科研情感对理解教师专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疫情期间某高校硕士生导师建立的虚拟学术共同体

为案例，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借助定性数据探讨自然状态下

虚拟学术共同体对外语教师科研情感的影响因素以及产生怎样的

影响，对教师微观层面的情感进行深入的挖掘，以推动虚拟学术

共同体中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发展。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Lave&Wenger

于 1991 年提出“实践共同体”概念，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

了“学习共同体”的概念，随后出现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越来

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过往研究证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能够不

同程度地激发外语教师的学习动机，促进共同体内部学友之间的

对话与合作。初胜华、张坤媛（202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非正式

MTI 翻译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师的翻译

教学能力。陈先奎、孙钦美（2016）等以网络实践共同体为理论

视角探讨网络共同体中 7 名英语教师和 1 名理工科教师科研领导

力的发展。

（二）三维对话学习理论

三维对话学习理论是由日本学者佐藤学于 2004 年提出的理

念，把共同体内的学习看作意义与人际的“关系重建”，其中包

括教师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教师与自身的关系、教师与他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实践专业发展共同体对教师专业

发展的影响，极少关注教师在虚拟共同体上的合作与互动对其专

业发展的影响（徐锦芬等，2014）；目前国内外外语教师研究主

要集中在教师的“认知”和“实践”两大维度，还没有重视教师

的“情感”维度（古海波，2016）。为此，本研究尝试对某高校

硕士生导师建立的虚拟学术共同体内的教师进行研究，通过定性

数据探讨该学术共同体能否促进外语教师正向的科研情感产生以

及如何促进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欲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虚拟学术共同体在两个维度上对教师的科研情感产生怎样

的效应？

2. 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虚拟学术共同体内教师的科研素养

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二）研究对象

虚拟学术共同体由某大学硕士生导师于 2020 年 5 月组建的微

信群（500 人），该学术共同体的目标是带领自愿加入该群的教师（该

群教师背景丰富，有高校教师、培训机构的人员、中学教师、职

业院校教师；有在读硕士生和博士生，有访问学者等）阅读学术

专著，以实现“在做中学”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提升人生胜任力的

目标。

本研究以一位虚拟学术共同体中的高校外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该教师年龄 34 岁，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龄 11 年，职称为讲师。

（三）研究的分析框架

为了研究自然状态下虚拟学术共同体对外语教师科研情感的

影响因素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

对学术共同体中的某位教师的学习过程、学习心得和总结进行分

析，挖掘学术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对该教师微观层面的情感影响因

素，以推动虚拟学术共同体中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能力的

发展。

为此目的，基于前文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本文改编了金

琳的研究分析框架（2016）并用于指导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该

分析框架有两个研究范畴或研究问题，分别对应两个研究问题，

如下表所示（表 1）：

表 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研究问题 维度 类别 情感体验

学习过程、心

得与总结 三维对话

与客体对话

与他人对话

与自我对话

影响因素

促进因素

阻碍因素

主体

客体

人际关系

（四）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该教师 2020 年 5 月份至 2020

年 9 月期间整理的学习笔记共计 5.5 万字进行分析。该笔记为该教

师自然状态下书写的读书笔记（事先并不知道要被作为研究对象），

因而其内容是该教师真情的流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本文作者有幸参与该学术共同体并参加共同体内的各种学习

活动，因而有机会获取被研究者的相关笔记、聊天记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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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本次只搜集该教师的读书笔记来作为研

究素材。本研究将借鉴古海波（2016）的科研情感清单，详见附录一。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0 对被研究者的相关笔记进行编

码。研究者首先阅读原始数据，对有意义的词组、句子、段落等

进行开放式编码，形成一级编码；再对一级编码进行聚类分析，

形成二级编码，分别见表 2 和表 3。

表 2　“与客体对话”的教师科研情感编码

三级

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

编码
材料来源 参考点 典型引语

教师

科研

情感

正向
积 极

向上
技能 pick 47

我搜索的过程是这样

的： 先 在 百 度 输 入

BlackPaul 和 References

里的一篇作品

负向 困惑 Chapter 6 4

第 148 页 第 八 行 最 后

一 个 单 词“before”，

作 者 为 什 么 用 斜 体，

用意何在？

导师及同

伴
分享 资源分享 31

养成哪怕看一看目录

也 好 的 习 惯， 从 2020

倒 着 往 前 回 溯， 从 浏

览目录、摘要开始

家人 和谐

“18-20

年 后 的

你”材料

2
需要家人的支持和帮

忙

表 3　“与自我对话”的教师科研情感编码

三级

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

编码
材料来源 参考点 典型引语

教师

科研

情感

正向 激动 心得 1 71

很开心有机会听老师

的 课， 激 动 地 心 情 无

法言表

负向 焦虑 反思材料 13

一 路 走 来 很 是 焦 虑，

因为生活和工作中很

多 身 不 由 己， 害 怕 被

身边人贴上“停止”：

瞎折腾“的标签

导师及同

伴
鼓励 总结材料 10

有某老师悉心的指导，

有某老师优秀的三位

学生和各位优秀群友

做 榜 样， 停 止 在 学 术

路上的我又有了新的

动力。除了”三娃妈“的

标签，我想做我自己

家人 支持 材料 7 2

在我看书写作的时候，

家人帮助我带带孩子。

因 此， 维 系 好 家 庭 成

员之间的关系是很有

必要的

（一）正向情感及影响因素

分析表示，该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正向情感，但从总体

来看，正向情感参考点远远多于负向情感参考点，这充分说明虚

拟学术共同体从各个维度拓展了教师的学术视野，对教师的科研

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情感，显著增加了教师科研发展和学术发展的

机会。其影响因素包括优秀的品格、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方面因素。

很开心有机会听老师的课，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心得 1）。

只有仰视，才能真正体会被未知的知识包裹着的那种幸福感

和追逐未知领域的快感。（心得 6）

（二）负向情感及影响因素

分析表示，面对生活（孩子）和工作压力时，该教师又产生

了一点儿焦虑的情绪；分析同时表明，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难

免对不懂的地方充满疑惑，这是学术提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一路走来很是焦虑，因为生活和工作中很多身不由己，害怕

被身边的人贴上“停止”“瞎折腾”的标签（反思材料）第 148

页第八行最后一个单词“before”，作者为什么用斜体，用意何在？

（Chapter6）

（三）导师及同伴的鼓励和家人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该教师通过跟导师、同伴的积极交流，及时

获得支持与鼓励，在短短 4 个月内与导师往来信件次数高达 28 次；

导师与同伴的学术分享为该教师的学术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和谐的家庭关系也是学术提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相对很多群友来说，我最羡慕大家的是有充裕的时间，我的

时间支离破碎，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我能利用的是除了生活

和工作之外的时间，一整天拼凑的时间总量不多。……有幸得到

某老师和几位群友的不断支持和鼓励，我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

假如我想要专心于自己的发展和提升，不仅需要的是自己内

在动力的激发和坚持，更需要家人的支持。比如，在我看书写作

的时候，家人帮助我带带孩子。因此，维系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是很有必要的（材料 7）。

四、结语

虚拟学术共同体对外语教师的发展的确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

响。本研究主要探讨了虚拟学术共同体对教师的科研情感会产生

正向和一定的负向情感；虚拟学术共同体能促进共同体内教师的

科研素养的提高和人生胜任力的提升。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

处：一是主要采取收集教师读书笔记的方式来数据收集；二是仅

对共同体中的教师进行个案研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采用多种数

据收集方法，拓展其研究范围，可改良共同体的成员结构和组织

架构，即应以“异质合作”为原则构建共同体。

衷心感谢本虚拟学术共同体中的好导师辜老师！本研究中的

参与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其读书笔记，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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