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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CK理论”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

赵　琼　黄艳丹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30）

摘　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济社会建设、人们福祉增进息息相关。在我国教育现在化发展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不断提

高，并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所以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对社会发展，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提升教

师的教学能力便成为了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TPACK理论”的核心概念，探究TPACK在教师职业发展中所拥有的

现实意义，探究“TPACK”理论应用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科学的、有效的培养策略，以期发挥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促进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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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ocial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Therefore,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has distinc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TPACK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PACK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PACK"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give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TPACK theory";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 Teaching ability

引言

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职业院校的

规模得到了不断地扩大，迫使学校不得不调整专业设置、优化教学

模式、加速师资建设、更新育人理念。为持续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

现代化发展，政府相继出台了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建设及改革的

政策文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都从新时代的价值意蕴下，分别明确了当代职业教

育的基本任务与主要方向。并且现代学徒制、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制造 2025 等战略规划，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职业院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师团队的建设要求教师

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为此，职业院校应通过“TPACK 理论”，优

化教师能力提升方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职业成长。

一、TPACK框架的“理论提出”及“核心概念”

现代科技的更新与发展，为教育技术的改进与优化提供了支

持，与此同时也使现代教育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部分教育工作

者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式，面对全新的教育技术环境，会显得

“无所适从”。因此，科勒与米什拉在舒尔曼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整

合技术的教学知识”（“TPACK 理论”），以期帮助教师更好地处理

技术、教学与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在二人之前，便有学者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2001 年皮尔森在教师知识体系中融入科技元素，

以此完善教师知识结构，使其能够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诉求。研究

中也出现了与科勒相似的表述，例如 E-PCK、ICT-PCK 等。因此

“TPACK 理论”的提出与应用，是一个经过了漫长的深化、细化及

发展的过程。2006 年，科勒与米什拉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建构了

“TPACK 理论”框架，并详细阐述了框架的理论内涵与概念结构，

指出 TPACK 是教师开展技术研究，整合现代科技与教学活动的新

渠道。在此之后，“TPACK 理论”正式出现在教育研究者与工作者

面前，并得到了延伸和拓展。为全面应用“TPACK 理论”，提升职

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我们需要深入分析“TPACK”的核心概念。

通常来讲，“TPACK 理论”是充分整合教师知识的框架体系，

其核心构件包括“技术知识”、“教学知识”、“学科知识”等知识概念。

其基本假设是“技术教学需要教师深入地、有效地、充分地理解技术、

教学及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当技术、教学与学科相互融合、相

互促进时，教学的实效性将会得到持续地强化。因此“TPACK 理论”

是注重知识领域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可以为教师的全

面成长与发展，带来有效的帮助。根据理论研究结果，还能发现，

“TPACK 理论”不仅强调核心知识在教育教学中的必要性，还强调

“复合知识”的关键作用。即整合技术的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

科教学知识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TPACK 理论”为教师应用现

代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晰地阐述了不同知识体系

的内在关系 ；强调了知识单元、知识元素的动态性与融合性。但值

得注意的是，“TPACK 理论”所强调的知识元素是在教学情境中得

到不断展开的。教学情境拥有鲜明的动态性、多元性、复杂性的特

征，包括教学资源、环境、规模、教学理念、校园文化、语言、心

理、社会经验、技能及认识等要素。但除了上述客观元素外，教学

情境还包含着诸多的主观元素，这些主客观元素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共同决定了教师教学的成效。所以在技术与教学相融合的过程

中，教育工作者应提高对教学情境的关注程度。“TPACK 理论”可

以帮助教师在复杂而多元的教学情境中，应用信息技术、科技手段

开展教学活动，并使教师能够了解到教学知识、学科知识与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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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之间的关联，明确哪些技术能够应用到相关的学科教学中，哪些

技术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进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二、“TPACK理论”在职业院校教师发展中的意义

“TPACK 理论”在实践与理论上都证明了其在教师专业发展与

专业知识上的价值，并且帮助教师充分地了解到知识教育与科学技

术的内在联系。一般来讲，任何理论都提出了两种功能。其一，可

以提供完整的视图，帮助人们认知“现象”或“事物”。虽然某些

特定元素、数据及研究表面上没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甚至毫不相关。

然而在理论框架下，却能够实现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及相互制约，特别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探究各要素之间的内在

联系，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其二，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特

定的现象或事件上，并突出那些被误解或忽视的“关系”。“TPACK

理论”所提供的可视化范式，能够以图形的方式，阐述研究的变量、

概念、因素及内容之间的假定关系，让事物或现象的本质，能够获

得全面而清晰的呈现。“TPACK 理论”还可以通过应用、推理、描

述，深化教育情境内涵的形式，为教师提供概念地图或模型，澄清

或描述教师的知识结构，使教学、学科及技术整合成全新的知识形

式，从而指导教师在多元的教学情境中利用科学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解决传统教学形式所存在的难点，调动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提高教学效率。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发展，迫使教师形成新的知

识框架。如果新知识结构能够与时代发展相契合，便会推进教师的

专业发展。“TPACK 理论”可以指引教师建构全新的知识结构，使

教师知识结构与时代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进而帮助教师提高教学

质量，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究其原因在于“TPACK 理论”能够

指引教师通过教学反思的方式，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对技术

应用的认识 ；并通过技术的应用，优化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教学

模式及教学方法，或者深化教师对“教育理论内涵”的内涵，鼓励

其将多元的现代教育理论渗透并融入到教育实践中。

但需要思考的是，所有的框架和理论都是抽象的，理论框架

强调的是“全局”，注重的是“整体”，容易忽视“细节”。并且在

教学实践中，理论常常被误认为是“现实”，而非对现实的抽象化

概述。所以在“TPACK 理论”提出后，我国教育工作者对其持有

肯定与怀疑的态度。持有肯定态度的教师，是因为“TPACK 理论”

能够帮助其深化对教学现象的理解，深化其教学成果。所以会充分

遵循理论的指引，开展各项教学工作。而持有发怀疑态度的教育工

作者，通常会对其理论情景、独立性、性质及组织等方面提出了怀疑，

并通过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但正是因为这

种怀疑态度，让“TPACK 理论”得到了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被更

充分地应用到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过程中。

三、“TPACK理论”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影响因素

“TPACK 理论”框架涵盖技术知识、教学知识、学科知识等知

识维度，以及“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整合技术的教学知识”、

“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学科教学知识”等复合要素。其中技术

知识是职业院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契合了我

国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发展的理念。但由于技术本身不能直接决定

或影响教学成果，所以职业教师应激活技术的育人活力，以现代教

学理念和理论为基础，有效地将教学技术、学科知识及教学方法知

识融合起来，整合起来。然而在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中，却存在诸多

的影响因素，导致教师难以充分利用“TPACK 理论”提升自身的

教学能力，推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个体差异

职业院校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通常受教学情境的影响。

其中包括教室硬件软件设施、班级氛围、心理感知、学生家庭、教

师性格特征、技能、知识等因素。就教师来讲，教师的技术经验、

年龄、性别、学历等因素都影响着教师整合教学知识、技术知识及

学科知识的能力。首先是性别。通过实践调查能够发现，男女教师

对技术应用的态度截然相反，男教师能够更积极地应用科技手段或

技术产品进行教学。其次是年龄。中年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各

类教学活动中的障碍较高，而青年教师则能保持较高的自我效能，

技术应用的维度也比较广泛。最后是技术使用经验。拥有较高技术

使用经验的教师，可以拓展技术的应用维度，并在技术应用中，实

现技术的创新应用。此外是学历。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通常注重

技术的理论性与方法性，可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出发，发掘技术应

用的潜能，实现技术与理论的充分融合。例如将支架理论与互联网

技术相结合，能够提高网络教学的实效。

（二）价值信仰差异

通常来讲，教师的价值信仰是影响技术应用的重要因素。根

据期望价值理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价值信念通常包含了社会

个体对任务的“效用价值”、“成就价值”及“内在价值”的感知。

其中内在价值主要指社会个体在任务完成后，所获得的“满足感”；

成绩价值则指任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至于效应价值指的是任务对

未来发展的“促进性”。价值信仰理论认为“个体的选择”、“在任

务中的坚持、表现及决定”，都是由价值信仰来决定的。所以，在

技术与知识整合中，教师的行为与思想都受其“价值信仰”来影响。

如果教师能够认识到技术应用对教学拥有较高价值的话，那么他们

会有较高的动力去应用技术，从而获得较高水平的、较为丰富的知

识结构。此外，由于教师的价值信仰，通常受其教育背景、教育经

历、人生历程的影响，因此老年教师对技术应用的重要性，会缺乏

关注。而青年教师由于成长于信息化环境中，享受了信息技术所带

来的“实惠”，所以会认识到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教育教学中的

必要性，自觉提升对信息技术应用的“关注程度”。

（三）社会环境变化

首先是教育背景制约。很多职业院校的教师由于没有获得系

统的技术教育，缺乏将学科内容、教学知识及科学技术进行整合的

意识，导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难以将技术与知识进行充分地融合。

而在教师发展中，由于学校缺乏对技术的重视程度，造成技术培训

环节缺失 ；教师在职前，也难以获得技术使用方法、意识等层面上

的支持。其次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制约。现代科技正呈现出不断发

展、变化的趋势，并且比教育理论、技术及环境的变化速度更快。

因此在技术应用中，职业院校普遍会面临如下的问题 ：教师该采用

何种技术进行教学，该应用何种技术来融合学科内容、教学知识。

甚至部分教师由于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坚持采用传统的、

滞后的技术手段开展教学活动，致使课堂教育教学与外部技术环境

出现裂痕。此外，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技术的发展通常会让教育生

态发生变化（慕课、混合式教学），这便导致掌握传统技术手段的

教师，不得不进行自我的优化与调整，从而更好地对技术所带来的

挑战。而这便对教师的自我学习能力，带来了挑战。

四、“TPACK理论”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策略

通过分析影响“职业院校教师整合技术知识、教学知识、学

科知识质量”的因素，能够发现，自我效能、个体差异及环境变化

等因素都会对教师积极、自觉、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带

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其中积极影响是促进教师对技术知识、学科

知识、教学知识的整合 ；消极影响则表现在教师对信息化软件的应

用能力、对信息化术语的了解程度、对信息化知识的获取途径以及

通过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方法的能力上。因此，为更好地培养教师的

教学能力，我们应通过“TPACK 理论”，优化教师的管理体制、支

撑机制，构建科学的培训模式与自我发展体系，提高职业院校教师

的教学能力，推动职业院校的现代化发展。

（一）健全管理体制与支撑机制

职业院校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及学科内容的能力，通常受社

会变化、个体差异及价值信仰的影响。其中社会变化分别从教育背

景、技术革新等层面对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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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来了影响。为此，职业院校应深化理解“TPACK 理论”内涵，

明确技术应用在教师能力提升中所拥有的现实意义。从制度、体制

等层面，提升教师掌握信息技术、创新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及教学

方法的能力。首先是注重标准与政策的制定。职业院校应制定触科

学的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为教师提高教学能力，营造出良好的外部

环境。教育管理信息标准能够为职业院校开展教育管理软件产品的

使用、检测、生产、研制及系统建设等活动，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能够为教育管理信息传递、更新、范围的变革，奠定基础。主要包

括软件设计规范、信息交换标准、管理信息标准等内容。其次是加

强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职业院校应构建一个涵盖信息预测、业务

监管、事务管理、决策探讨的信息系统，满足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的各项要求。在硬件环境建设中，学校应做好“统筹规划”，避免

资源浪费与重复性建设。并结合教师能力提升的特点，构建资源共

享平台，提高资源共享效率。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应结合社会发展

趋势，及时更新技术类别，确保技术更新与平台建设衔接起来。这

样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教师能够时刻把握最新的、最全面的技术

类别，提升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最后，构建教师信息化管理平台。

职业院校应充分考虑中老年教师群体的教学状况、解决中老年教师

在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上所存在的问题，从而通过平台建设

的方式，为其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技术环境，奠定基础。此外，学校

还应为高职称、高学历的教师搭建相应的信息化交流平台，为其提

供优质的研究资源，使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拓宽信息化技术

应用的维度，提高其技术应用的效能。

（二）构建契合教师发展特征的培训模式

“TPACK 理论”注重教师整合技术、学科及教学的能力，但技

术应用是职业教师充分整合各类知识要素的难点。因此职业院校应

结合教师个人差异，制定出分层化的、特色化的教师培训模式，切

实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质量，从而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首先，

构建分层培训模式。虽然我国职业院校在教师培养的过程中，组织

了一系列的培训活动，然而培训效果不够理想，受益者普遍不多。

究其原因在于职业院校的教师培训模式主要采用的是面授模式、标

准化、统一化的程度较高，难以从性别、年龄、学历、技术经验等

角度出发，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培训活动。所以在培训活动开展前，

学校应根据性别、年龄、技术经验、学历层次，将教师划分为不同

的培训小组。例如针对中老年教师，学校应从传统教学模式与信息

化教学的差异出发，先转变教师的观念，再从信息化技术的简单应

用、应用要点等角度出发，为教师提供专门化、基础性的培训。而

针对技术经验高的教师群体，学校应从教学模式、教学体系、教学

方法创新的层面出发，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创新传统的教学形式。

至于高学历教师，职业院校应在信息交流平台建设的角度出发，鼓

励其将有关信息化教学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思路”。对于女

性教师，职业院校不仅要从技术应用、信息化知识获取的角度，为

其开展培训活动 ；还要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提高女性教师对信息技

术的重视程度。其次是构建特色化教师培训模式。职业院校应以

“TPACK 理论”为引领，将教师的学科知识、技术知识及教学知识

融合起来 ；将学习内容进行个性化、模块化设置，并使课程划分为

基础课程、高级课程及提升课程等类别，从而确保不同层次或类别

的教师，都能得到教学能力上的提升。

（三）构建以人为本的“自我发展模式”

职业院校教师能力通常包括“教学设计能力”、“技术应用能力”

以及“专业能力”等内容。教师自我发展模式应包括“以网络学习

为抓手的自我学习模式”、“以参加培训、听课、请教其他教师为主”

的传统发展模式。教师在整合“专业知识”与“教学理论”中，应

结合专业群与教学内容，选择可行的、有效的技术工具，科学优化

教学内容，及时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从而帮助教师更好地提升教

学能力，推动院校的发展。由于价值信仰对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整

合教学、技术、学科等知识的能力，拥有鲜明的影响。因此在教师

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职业院校应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及教师职业

发展等维度出发，突出信息化教学能力在教师自我发展中的作用。

进而通过构建人本化的发展模式，促进教师整合技术知识、教学知

识及学科知识，提升其教学能力。例如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处理

好学习与教学的关系，养成自主学习的意识，通过网络、书籍等媒介，

获取信息化技术知识、教学方法知识及学科知识，并及时了解社会

发展动态及技术变化情况，自觉地、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

方法、教学模式及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教师还应利用信息化技术

打造符合自身学习特点与专业特色的学习环境，积极参与课题项目

与专业建设活动，在理论研究中，发掘新亮点，探索新知识，从而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个人素养与教学能力。当然教师还要将自身所

获得的知识，充分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用实践检验理论，用理论指

导实践，从而通过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实现自我的发展。此外，职

业院校还要为教师提供指导，使教师可以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提

高技术、学科及教学等知识的融合质量，提升教师培养的有效性。

结语

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职业院校要深化对“TPACK 理论”的

理解，要明确信息化教学在教师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进而通过“制

度机制制定”、“培训模式优化”及“自我发展模式搭建”等方式，

帮助教师充分整合“技术知识”、“教学知识”、“学科知识”，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推动教师的发展，使教师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

提高人才的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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