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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技术应用反思的现实图景、
问题剖析与优化路向

——基于教学反思文本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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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教师的反思意识和水平是其专业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教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在技术深度

介入教学特别是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时代境遇中，如何解码教师的技术使用密码，进而刻画教师技术使用反思

的图像，并由此探寻提升教师技术使用反思效能的路向，显得尤其关键。该文基于386份一线教师优质技术应用

反思文本的分析，试图探究其在技术应用反思时，反思了哪些内容、体现出的技术观是如何的、不同的人口学变

量之间的差异是如何的、不同反思维度和教师实际开展的课堂教学的TPACK评分相关性如何。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剖析教师在技术应用反思中存在哪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问题，进而探索提出教师技术使用反思行为品性和技

术使用效能的提升之径，助力教师技术使用真正赋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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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问题提出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教育强国建设
方向：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教育数字
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
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2023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的通
知，通知指出“……确保高质量落实课程教学改革
要求，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新技术与教师队伍建设的融
合，加快形成新技术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路径和
新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推动数字
化在拓展教学时空、共享优质资源、优化课程内容
与教学过程、优化学生学习方式、精准开展教学评
价等方面广泛应用……”[2]。2021年10月，中央网
信委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指出“针对教育领域强调要‘不断提高教师运用数
字技术改进教育教学的意识和能力’”。2022年，
教育部正式启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对提升教师
数字素养提出了要求。然而我国教师在数字化教学
理念、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等方面还有所不足，教

师数字素养亟待提升[3]。
目前国家从各个层面对于教师的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融合能力、数字素养等方面提出了全方
位的要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对于技术提出“应用
为王”的要求[4]。培养未来的数字公民，“数字强
师”要先行。那么如何提升教师的教育数字化应用
能力？除了教育相关机构开展的常规培训加专业的
学习，教师自身的反思也必不可少。教师反思是教
师有意识地对自我及自身教学进行观察、评价和调
节，包括自我反思和教学反思两部分，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5]。教师的反思水平决定了一
名教师在教学中的自我观察和认识程度。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教学反思制约着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同
样，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也影响着教师整体的技术
应用选择和行为。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参加全国创新课堂观摩活
动收集到的部分优质课堂的教师技术应用反思文本
进行分析，尝试回答教师在技术应用反思时，反
思了哪些内容？不同的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差异是
如何的？不同反思维度和教师实际开展的课堂教学
TPACK评分相关性如何？还有哪些需要改进提升的
地方等问题，进而对后续如何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
的反思和实践提供基于数据实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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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

在教师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教学反
思主要包括对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学
科特点、学生兴趣、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内容的反
思，并且在整个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能体现出教
师一定的教育情怀和信仰。开展教学反思需要做一
定的准备，有效反思的前提应具备主动反思的素
质、反思的意愿、反思的知识、反思的能力、拥有
反思的时间和利于反思的环境。目前对于已有的教
学反思研究已经相对越来越丰富，整体上来讲，主
要包括教学反思的理论基础、内容和类型、影响因
素、反思能力对教学的作用等研究。张学民、申
继亮等提出了教学反思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促进我国
中小学教师教学反思的建议[6]。叶国月等对教师反
思能力培养做了基本研究，提出教学反思的内容和
如何培养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路径[7]。张婉莉借助
合作学习的形式来看教学反思在自我反思和教学反
思之间的相关性，从实践角度来开展实证分析，以
发现教学反思如何提升合作学习开展的成效[8]。彭
华茂等研究了小学教师的反思类型和影响因素，基
于对27名教师的反思日记开展了相关分析[9]。刘世
斌对教学反思的主要内容和具体的呈现形式做了较
为全面的梳理[10]。赵倩在其研究中通过对数学学科
的教学反思及案例研究总结了反思认识、内容和方
法，通过案例研究来进一步发现影响因素，发现教
学反思的意识与教学反思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是数
学教师成为“发展型”教师的必由途径[11]。国外研
究者对于教学反思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教学反思的内
涵与路径、现状、能力提升策略与评价框架，对教
学反思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的研究较多，比如在
相关研究中发现性别和经验以及情绪是影响教学反
思成效的重要因素[12]。

(二)技术应用在教学中的反思
技术应用反思主要指教师反思在课堂教学中

使用的技术工具、资源、效果、利用技术设计开展
的教学创新以及教师背后的技术认知观念等。有学
者指出“教师的技术运用不仅是一个资源、环境或
文化的问题，更是一个挑战核心价值观的教师信念
问题”[13]，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也体现了
教师的技术观念在其行为背后的重要影响。在当前
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大背景下，教师要全面并深
刻地认识技术对于课堂教学的影响，同时要具备基
本的技术知识技能和技术应用观念和意识，来恰当

地借助技术提升课堂成效，同时又在自身的数字素
养培养和实践过程中，传递给学生正确的技术观，
帮助学生能正确地利用技术开展学习。已有研究者
开展了基于技术应用和相关活动围绕特定学科教学
反思的实践研究，如王英结合自身参与信息化教学
大赛的活动开展了特定课程的反思，具有鲜明的个
性化特色，也反应了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反思水
平和层次[14]。贾宇就信息技术环境下如何进行反思
性教学应用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分析，分析了其必要
性和信息技术环境下应用教学反思的建议[15]。秦立
娟基于初中信息技术课堂开展了教学反思的个案实
践分析，指出教学反思能够帮助教师发现自身课堂
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改进[16]。王帅对
教师如何成为技术熟练者的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做
了深入研究，指出了当下对于教师技术应用存在的
问题，为教师如何应用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熟练者提
供了方向[17]。Halal反思了学生在课堂上自发(非计
划使用)使用智能手机的行为，解决了以下三个问
题：教师如何将智能手机融入课堂；他们如何知道
学生使用手机的方式与他们的学习有关并增强了他
们的学习；适用范围和限制是什么[18]。

(三)借助技术来支撑教学反思
技术既可以成为反思的对象，也可以是一种

反思工具，这取决于使用者的方式和意图。有研究
者开展了如何使用技术支撑教师们更好地开展教学
反思，并且过程性记录反思过程的研究，如金涛提
出了思维可视化技术支持下的教师反思性思维影响
因素模型，来分析技术如何支持教师开展反思。苏
桂霞从一线教师的经验出发，对技术支撑具体学科
的反思做了研究，也体现了一线教师对于反思自身
的学习[19]。Rancor-Passkey等人通过汇集16名教师
进行每周视频会议并利用回放反思教师合作互动体
验，认为教师候选人能够通过虚拟交流培养反思教
学实践的能力[20]。

综上可以看出，对于教学反思的研究，截止
到目前主要聚焦在反思理论、内容、类型、模式、
影响因素以及和学科相关的经验层面。对于教师在
课堂上技术应用的教学反思，主要是以个体零散出
现的研究，整体上该类研究比较少，缺少从技术应
用这一视角专门的教师反思研究，对于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已有的研究更多从课堂行为、调查和访
谈等方式来开展。杨帆在其中的教学反思研究中
通过对301名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历时一年的追踪调
查，发现教师课堂行为会随着反思的开展得到显著
改善，并且这一影响是持续性的[21]。通过相关的间
接研究可以推断技术应用反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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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以及教师的技术应用行
为，那么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现状是如何的，技术
应用背后的教师的技术观念是如何，该如何提升教
师的技术应用反思进而优化课堂教学行为是值得深
入去关注的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观摩活动中的优秀获

奖课例视频及其教师自主反思文本数据，为保障研
究样本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不同层次的优质课例和
文本均衡分布，样本涵盖全国各地参与观摩活动的
对象。结合数据的完整性，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86
个，相关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覆盖了幼儿园、小
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年段典型学科，教师平均教龄
为11.17±7.69年，中高级职称占据26.4%。

表1  386名中小学教师的人口学信息情况

性别 学段 学科 教龄 职称

男 女 幼儿园
及小学

初
中

高
中

文
科

理
科

≤
5年

6—
10年

≥
11年

初
级

中
高级

人数 47 339 241 103 42 206 180 108 108 170 284 102
占比
(%) 12.2 87.8 62.4 26.7 10.9 53.4 46.6 28.0 28.0 44.0 73.6 26.4

  注：中高级职称含中学高级、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初级职称
含中学二级、小学一级与小学二级。

(二)研究工具
教师的反思发生于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是其

对自身开展的教育行动及其过程的个性化思考[22]。
在本研究中结合雷里克和费尔德曼对反思类型的
划分[23]，将技术应用反思界定在价值反思和内容反
思两大模块上，其中价值反思包括伦理和观念反
思，属于更高层次的深度反思，内容反思主要聚
焦具体的应用行为，结合前人已有的对于信息化
支持的课堂行为分析中对于技术行为的不同维度的
研究，进行提炼总结，最后联系教学反思表的内容
框架，设计了技术应用反思框架，并邀请2位该领
域的专家咨询修改，最终确定该框架，并依据该框
架对教师的反思文本进行编码。框架共5个一级维
度，16个二级维度。一级维度中A技术应用基本行
为包含基本技术工具使用、技术应用层次、关键教
学设计事件三个二级维度，B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
包含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学重难点实现、师生深层
次互动、课堂教学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四个二级
维度，C技术适切性包含合理达成教学目标、技术
设计合理高效两个二级维度，D技术创新使用包含
工具创新使用、资源创新使用、平台/系统创新使
用、技术整合创新四个二级维度，E教学技术观包
含技术和教学的关系、教学背后的认知理念、教师

技术素养体现三个二级维度，本研究的分析维度如
表2所示。其中A技术应用基本行为中的技术应用
层次(A2)根据教师在反思中体现的技术应用层次编
码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其余均根据对二
级维度的具体行为描述并结合教师反思中有无该维
度的行为体现进行编码，有则编码为1，无则编码
为0。

表2  技术应用反思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编码

技术应用基本行为
基本技术工具使用

A
A1

技术应用层次 A2
关键教学设计事件 A3

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

教学策略与方法

B

B1
教学重难点实现 B2
师生深层次互动 B3
课堂教学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B4

技术适切性 合理达成教学目标 C C1
技术设计合理高效 C2

技术创新使用

工具创新使用

D

D1
资源创新使用 D2
平台/系统创新使用 D3
技术整合创新 D4

教学技术观
技术和教学的关系

E
E1

教学背后的认知理念 E2
教师技术素养体现 E3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首先由两位研究者根据反思编码框架对

教师反思进行编码，对于编码不确定的内容进行互
相协商和确认，以确保内容编码的一致性，根据编
码结果予以专门的培训，最终有五位研究者共同编
码，再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对教师技术应
用反思的整体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初步了解教师
技术应用反思情况的特征。接着，使用卡方检验分
析教师技术应用反思二级维度分类的人口学差异。
最后，结合两位专家对每个老师的典型技术整合课
例进行观摩并进行TPACK各维度的打分数据，采用
相关分析进一步探索教师技术应用反思与课堂教学
TPACK评分之间的关系。

四、教师技术应用的反思分析

(一)教师对技术应用反思的整体现状
统计教师技术应用反思各一级维度得分占各

维度总分比例，可知A技术应用基本行为反思占
比为65.88%，B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反思占比为
78.63%，C技术适切性反思占比为80.1%，表明教
师主要对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和技术的适切性进行
反思，其次对技术应用基本行为的反思也较多。而
D技术创新使用和E教学技术观的反思占比分别为
23.4%和36.8%，均低于40%，可知教师在在技术的
创新使用方面反思和关注较少，在反思中教师体现
的教学技术观较弱。

将每个二级维度中“有反思”占“有反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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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反思”两类反思总数的百分比绘制成图1所示，
可知教师对A技术应用基本行为、B技术应用效果
及问题、C技术适切性三个维度反思程度较高，其
二级维度“有反思”所占百分比均高于60%，其中
B4课堂教学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的“有反思”
占比相较而言稍低些，为64.8%，其他维度均占
70%以上。而教师对D技术创新使用、E教学技术
观的反思程度较低，其二级维度“有反思”所占
百分比均低于50%，其中D4技术整合创新最低，占
13.2%， E3教师技术素养体现相较而言稍高些，占
43.8%。

进一步分析教师技术应用反思中二
级维度A2技术应用层次中初级、中级、
高级三个层次所占百分比可知，在二级
维度A2技术应用层次中，教师反思体现
的技术应用层次主要集中在中级应用层
次，占48.7%，初级应用层次也较多，
占38.6%，但反思的高级应用层次较
少，占12.7%。

(二)教师技术应用反思的差异分析
使用卡方检验来分析教师对基本技

术工具使用(A1)、技术应用层次(A2)和关
键教学设计事件(A3)的反思差异，由表3
可知，教师有无对基本技术工具使用(A1)
的反思两种频数分布没有显著人口学差
异。90%以上教师都有对基本技术工具使
用进行反思，说明教师普遍能够反思基
本技术工具的使用。而教师技术应用层

次(A2)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中级应用层次，比率接近
一半，其次为初级应用层次，而高级应用层次的反
思较少，但三类技术应用层次的频数分布没有显著
差异。教师有无对关键教学设计事件(A3)的反思两
种频数分布没有显著人口学差异，80%以上教师都
有反思技术应用解决教学重难点、核心关键问题等
教学设计事件。

对教学策略与方法(B1 )、教学重难点实现
(B2)、师生深层次互动(B3)和课堂教学技术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B4)的反思差异进行分析，由下页表4
可知，教师有无对教学策略与方法(B1)进行反思两
种频数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80%以上教师都有对
技术应用的策略、方法的设计与效果进行反思。教
师有无反思教学重难点实现(B2)的两种分布特征在
性别和学段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教
师、初中教师更倾向于反思技术应用促成教学重难
点的实现，女教师、高中教师反思技术应用促成教
学重难点实现相较而言较少。但教师有无对师生
深层次互动(B3)进行反思两种频数分布没有显著差
异，80%以上教师都有反思技术在促进师生/生生互
动行为上发挥的作用。教师有无对课堂教学技术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B4)进行反思的两种频数分布也没
有显著差异，约三分之二的教师会反思在课堂教学
中的技术应用过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可以
更好地设计。

对教师合理达成教学目标(C1)和技术设计合理
高效(C2)的反思差异进行卡方分析，由下页表5可
知，教师有无反思合理达成教学目标(C1)的两种分
布特征在学段和职称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具体而

A1基本技术
工具使用

A2技术
应用层次

A3关键教学
设计事件

有 百分比 χ2(p) 初 百分比 中 百分比 高 百分比 χ2(p) 有 百分比 χ2(p)

性
别

男 47 100.00% 0.139
(0.709)

11 23.40% 27 57.40% 9 19.10% 5.798
(0.055)

45 95.70% 2.149
(0.143)女 338 99.70% 138 40.70% 161 47.50% 40 11.80% 301 88.80%

学
段

幼儿园
及小学241 100.00%

1.582
(0.208)

92 38.20% 118 49.00% 31 12.90%
1.861
(0.761)

215 89.20%
5.740
(0.057)初中 103 100.00% 37 35.90% 53 51.50% 13 12.60% 97 94.20%

高中 41 97.60% 20 47.60% 17 40.50% 5 11.90% 34 81.00%

学
科

文科 206 100.00% 1.147
(0.284)

82 39.80% 96 46.60% 28 13.60% 0.848
(0.655)

185 89.80% 0.014
(0.907)理科 179 99.40% 67 37.20% 92 51.10% 21 11.70% 161 89.40%

教
龄

≤5年 108 100.00%

1.274
(0.529)

42 38.90% 51 47.20% 15 30.60%

0.439
(0.979)

101 93.50%

4.811
(0.090)

6—
10年 108 100.00% 40 37.00% 55 50.90% 13 12.00% 99 91.70%

≥11年 169 99.40% 67 39.40% 82 48.20% 21 12.40% 146 85.90%

职
称

初级 284 100.00% 2.792
(0.095)

113 39.80% 134 47.20% 37 13.00% 0.998
(0.607)

253 89.10% 0.354
(0.552)中高级 101 99.00% 36 35.30% 54 52.90% 12 11.80% 93 91.20%

  表3  教师技术应用基本行为(A)反思二级维度卡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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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师技术应用不同维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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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初中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更倾向于反思技术
应用如何恰当地帮助教师达成教学目标，高中教
师、初级职称教师对技术应用合理达成教学目标的
反思相较而言较少。而教师有无反思技术设计合理
高效(C2)的两种分布特征在职称上具有显著差异，
中高级教师比初级教师更注重反思技术应用是否有
效、是否提高了教学效率。

表5  教师技术适切性(C)反思二级维度卡方分析

C1合理达成教学目标 C2技术设计合理高效

有 百分比 χ2(p) 有 百分比 χ2(p)

性
别

男 41 87.20% 1.147
(0.284)

39 83.00% 0.570
(0.450)女 273 80.80% 265 78.20%

学
段

幼儿园
及小学 192 80.00%

9.981
(0.007)

185 76.80%
2.744
(0.254)初中 93 90.30% 87 84.50%

高中 29 69.00% 32 76.20%

学
科

文科 165 80.50% 0.334
(0.563)

164 79.60% 0.193
(0.660)理科 149 82.80% 140 77.80%

教
龄

≤5年 86 80.40%
0.730
(0.694)

82 75.90%
1.174
(0.556)6—10年 91 84.30% 84 77.80%

≥11年 137 80.60% 138 81.20%

职
称

初级 223 78.80% 5.409
(0.025)

216 76.10% 4.683
(0.034)中高级 91 89.20% 88 86.30%

对教师工具创新使用(D1)、资源创新使用
(D2)、平台/系统创新使用(D3)、技术整合创新(D4)
的反思差异进行进一步卡方分析，由表6可知，教
师有无对工具创新使用(D1)进行反思两种频数分布
没有显著差异，近60%的教师无反思工具使用的创
新性。教师有无对资源创新使用(D2)进行反思两种
频数分布没有显著人口学差异，只有不到30%的教
师在反思中认识到资源的选择和利用的创新性。而

教师有无对平台/系统创新使用(D3)进行反思两
种频数分布也没有显著差异，近80%的教师无
反思平台/系统的创新使用，说明很少教师反
思如何恰当地选择教学平台或者系统更好地融
合教学实现。而教师有无技术整合创新(D4)的
两种反思行为的分布特征在性别之间具有显著
差异，男教师比女教师更能在反思中认识到技
术整合使用的创新性。

对教师技术和教学的关系(E1)、教学背后
的认知理念(E2)和教师技术素养体现(E3)的反
思差异进行分析，由表7可知，教师有无反思
技术和教学的关系(E1)的两种分布特征在性别
上有显著差异，男教师比女教师更能够反思并
认识到技术和教学的关系和角色。教师有无反
思教学背后的认知理念(E2)的两种反思行为的
分布特征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女教
师，男教师更能在各个环节反思个体的技术应

用及效果认知观念。而教师的反思有无技术素养体
现(E3)两种频数分布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人口学变
量对教师反思的技术素养体现无显著影响。

表7  教师教学技术观(E)二级维度卡方分析

E1技术
和教学的关系

E2教学背后的
认知理念

E3教师技术
素养体现

有 百分比 χ2(p) 有 百分比 χ2(p) 有 百分比 χ2(p)

性
别

男 20 42.60% 6.889
(0.009)

26 55.30% 5.309
(0.021)

22 46.80% 0.199
(0.655)女 83 24.50% 128 37.80% 147 43.40%

学
段

幼儿园
及小学 57 23.70%

5.331
(0.070)

94 39.00%
2.894
(0.235)

109 45.20%
0.804
(0.669)初中 29 28.20% 47 45.60% 44 42.70%

高中 17 40.50% 13 31.00% 16 38.10%

学
科

文科 53 25.70% 0.206
(0.650)

91 44.20% 3.372
(0.066)

95 46.10% 0.978
(0.323)理科 50 27.80% 63 35.00% 74 41.10%

表4  教师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B)反思二级维度卡方分析

B1教学策略
与方法

B2教学
重难点实现

B3师生
深层次互动

B4课堂教学技术
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

有 百分比χ2(p) 有 百分比χ2(p) 有 百分比χ2(p) 有 百分比χ2(p)

性
别

男 44 93.60% 2.177
(0.140)

43 91.50% 5.859
(0.015)

36 76.60% 3.172 
(0.075)

34 72.30% 1.345
(0.246)女 291 85.80% 257 75.80% 293 86.40% 216 63.70%

学
段

幼儿园
及小学209 86.70%

5.913
(0.052)

187 77.60%
14.762
(0.001)

202 83.80%
3.089
(0.213)

151 62.70%
1.666
(0.435)初中 94 91.30% 89 86.40% 93 90.30% 72 69.90%

高中 32 76.20% 24 57.10% 34 81.00% 27 64.30%

学
科

文科 178 86.40% 0.056
(0.814)

160 77.70% 0.001
(0.980)

180 87.40% 1.616
(0.204)

138 67.00% 0.957
(0.328)理科 157 87.20% 140 77.80% 149 82.80% 112 62.20%

教
龄

≤5年 97 89.80%

1.998
(0.368)

82 75.90%

0.429
(0.807)

88 81.50%

5.151
(0.076)

73 67.60%

2.345
(0.310)

6—10
年 90 83.30% 86 79.60% 99 91.70% 74 68.50%

≥11年148 87.10% 132 77.60% 142 83.50% 103 60.60%

职
称

初级 245 86.30% 0.253
(0.615)

215 75.70% 2.523
(0.112)

238 83.80% 1.747
(0.186)

182 64.10% 0.219
(0.640)中高级 90 88.20% 85 83.30% 91 89.20% 68 66.70%

表6  教师技术创新使用(D)反思二级维度卡方分析

D1工具
创新使用

D2资源
创新使用

D3平台/系统
创新使用

D4技术
整合创新

有 百分比 χ2(p) 有百分比 χ2(p) 有 百分比 χ2(p) 有百分比χ2(p)

性
别

男 23 48.90% 2.541
(0.111)

16 34.00% 2.566
(0.109)

9 19.10% 0.114
(0.736)

12 25.50% 7.083
(0.008)女 125 36.90% 79 23.30% 58 17.20% 39 11.50%

学
段

幼儿园
及小学 94 39.00%

0.137
(0.934)

56 23.20%
0.670
(0.716)

35 14.60%
4.222
(0.121)

29 12.00%
0.819
(0.664)初中 38 36.90% 28 27.20% 21 20.40% 16 15.50%

高中 16 38.10% 11 26.20% 11 26.20% 6 14.30%

学
科

文科 84 40.80% 1.108
(0.293)

51 24.80% 0.005
(0.943)

35 17.10% 0.033
(0.856)

26 12.60% 0.135
(0.714)理科 64 35.60% 44 24.40% 32 17.80% 25 13.90%

教
龄

≤5年 44 40.70%

0.491
(0.782)

26 24.10%

0.026
(0.987)

17 15.70%

0.315
(0.854)

11 10.20%

1.237
(0.539)

6—10
年 39 36.10% 27 25.00% 20 18.50% 15 13.90%

≥11年 65 38.20% 42 24.70% 30 17.80% 25 14.70%

职
称

初级 110 38.70% 0.069
(0.792)

68 23.90% 0.258
(0.611)

50 17.70% 0.052
(0.819)

37 13.00% 0.032
(0.858)中高级 38 37.30% 27 26.50% 17 16.70% 14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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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龄

≤5年 28 25.90%

0.144
(0.931)

45 41.70%

0.543
(0.762)

47 43.50%

1.193
(0.551)

6—10
年 28 25.90% 40 37.00% 43 39.80%

≥11年 47 27.60% 69 40.60% 79 46.50%

职
称

初级 72 25.40% 0.974
(0.324)

113 39.80% 0.005
(0.943)

128 45.10% 0.724
(0.395)中高级 31 30.40% 41 40.20% 41 40.20%

(三)教师技术应用反思和TPACK的关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教师的反思维度的分析结果，结

合课例视频中教师真实的课堂表现，研究对教师技术
应用反思各维度及总分与教师课堂教学TPACK评分又
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由表8可知，教师反思的技术应用
效果及问题、教学技术观两个维度以及技术应用反思
总分与TK、CK、PK、PCK、TPK、TCK和TPACK各要素
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教师反思的技术适切性与TCK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使用的反思与TPK评分呈
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教师越注重技术应用效果及问
题的反思，技术反思越深入，则有更清晰的教学技术
观，在教学中教师TPACK各要素评分就越高。教师越
能反思技术应用的适切性，教师在教学中就越能在学
科内容知识上整合技术。教师对技术创新使用的反思
越强，在教学中就越能体现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

表8  教师技术应用反思与TPACK评分相关性分析

A技术应用
基本行为

B技术应用
效果及问题

C 技术
适切性

D 技术
创新使用

E 教学
技术观

技术应用
反思总分

TK -0.002 0.122* 0.046 0.054 0.133** 0.115*
CK 0.011 0.135** 0.061 0.048 0.116* 0.118*
PK -0.016 0.136** 0.046 0.055 0.136** 0.118*
PCK -0.004 0.145** 0.060 0.045 0.134** 0.122*
TPK 0.025 0.174** 0.068 0.111* 0.184** 0.182**
TCK 0.017 0.154** 0.112* 0.041 0.107* 0.129*

TPACK 0.010 0.152** 0.070 0.077 0.138** 0.143**

  注：* p<0.05，** p<0.01。

五、问题与讨论

(一)教师技术应用反思多停留在应用行为和效
果层面，深度不足

分析结果显示，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主要集
中技术应用基本行为、技术应用效果及问题和技术
适切性三个方面，教师更关注如何应用技术工具，
使用一定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从而设计关键教学事
件，来实现教学重难点以及师生深层次互动，并不
断反思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使技术设计更合理高
效并达成教学目标。而中小学教师对于深度的技术
创新使用和教学技术观的反思较少，对于创新使
用工具、资源、平台或系统的意识较弱，很少教
师思考技术整合使用的创新性，且很少教师能够
清晰地认识到技术和教学的关系以及教学背后的

认知理念，这和吴砥等对教师数字素养的调查结
论一致[24]。对于教师技术素养体现维度，即通观所
有环节和教学反思深度，反思是否体现出教师具
备一定的技术素养，有体现的教师占比为43.8%，
低于总数的50%，说明教师反思的整体技术素养不
高。对技术应用缺乏深度反思，可能会影响教学
实践效果，因此要促进教师理解技术与教学的关
系，深化教师技术应用的创新意识。

(二)教师技术应用反思具有一定人口学层面的差异
数据分析显示，教师对技术应用的反思水平因

性别、学段、职称的不同有明显变化。研究发现：在
学段方面，初中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能力最高、高中
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能力最低、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
技术应用反思能力居中，主要体现在技术应用效果(B)
及问题和技术应用适切性(C)两方面，其中在技术应
用效果方面以教学重难点实现(B2)差异最为明显，在
技术适切性方面以合理达成教学目标(C1)差异最为显
著，这表明初中教师更加注重课堂教学中技术应用效
果，并反思如何将技术应用与教学重难点、教学目标
的达成和实现更有效的结合。在性别方面，男教师的
技术应用反思能力高于女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能力，
这种表现在五个维度均有整体或部分的体现，如在技
术应用基本行为(A)、技术适切性(C)、教学重难点实
现(B2)、技术整合创新(D4)和技术和教学的关系(E1)方
面，这表明男教师无论在技术应用的行为、技术应用
的效果以及技术应用意识的反思上均强于女教师。在
职称上，中高级教师的技术应用反思能力高于初级教
师的反思水平能力，这种显著性的差异仅体现在技术
适切性(C)方面的反思上，其中合理达成教学目标(C1)
和技术设计合理高效(C2)方面体现最为明显，这表明
相比使用技术而言，高级教师更加关注技术的使用是
否合理、恰当。

(三)教师技术应用反思水平与课堂教学TPACK
评分相关性显著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教师反思的技术应用效
果及问题、教学技术观两个维度以及技术应用反思
总分与TK、CK、PK、PCK、TPK、TCK和TPACK
各要素评分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教师反思的技术
适切性与TCK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使用的
反思与TPK评分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教师在反
思中越关注技术应用效果和适切性，技术创新使用
的反思越强，越能够在反思中体现技术素养，往往
更能将技术有效地整合到课堂教学中，此外，研究
还发现教师对技术应用的适切性反思主要体现在技
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效结合上，而教师对技术的创新
性使用则主要表现在技术与教学法的深入融合上。

续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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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注重对教师技术认知的培养，使教师整
体上理解技术与教学的关系，多维度深入反思课堂
教学的技术应用，并将反思切实转化为行动。

六、优化建议

(一)着眼技术应用行为，有的放矢提高应用水平 
教师对技术应用的深度反思能让其明晰在教与学

中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技术。研究发现教师对技术应用
的反思和应用水平大多处于初级和中级应用层次，如
拖拽、播放、呈现以及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使用
等，高级应用层次如体现教学创新和教学艺术性的技
术应用很少。在进一步推进技术融合课堂教学的过程
中，学校和教育相关部门不仅应该为教师提供相应的
环境、资源与政策的支持，还应组织教师培训，开设
技术整合课程和教学研讨，针对教师对技术的了解程
度和应用层次，为不同学段、不同层级的教师制定不
同的培训计划。对技术应用能力较弱的教师而言，需
要在培训中巩固和加强技术的适切性选择与有效使用
能力，并加强技术与学科内容融合能力；对技术应用
能力较强的教师而言，需加强技术应用反思以及提升
技术与教学整合能力，实现技术整合创新。

(二)正确把握技术迭代规律，持续推进应用能
力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教学载体和应用种
类不断更新换代，功能也在不断完善，教师也需不断
认识了解新技术的功能，进而有目的地进行设计并用
于教学，达到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目的。教师需加
深对不同信息技术的认识，了解前沿技术，正确看待
新旧技术和工具，以功能有用性为导向，不是为了用
新技术而用新技术，才能更有效地掌握选择和使用技
术的策略，融入关键教学的设计，不断反思技术应用
效果和问题，从而合理达成教学目标。学校及教育相
关部门也应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和相应的技术环境，
促进教师理解和使用相关技术，培养正确的教学技术
观，帮助提升教师的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完善教师技
术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探索更有效、更有针
对性地解决技术融合教学实践问题的方法，创新技术
应用，持续推进教师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从而真正实
现新技术赋能新教学的目标。

(三)强化技术观念引领，自觉唤起应用理念更新
教师的技术观念直接影响着其技术使用行为。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教师也应及时转变教
学观念，确立与技俱进、与术同频的技术应用观。
现实中，很多教师并不能清晰地认识技术和教学的
关系，且在技术应用认知上存在惰性，使得技术在
应用于现实教学时陷入万能论和无用论的拉扯中，

这大大遮蔽了技术对教学应有价值的彰显和实现。
因此，教师应该深入理解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战略意
义，积极主动学习、体验新技术，激活并释放技术
在教与学中的作用，充分地认识不同技术的应用情
境和优劣并恰当融入课堂教学。此外，在专业成长
过程中，教师没有必要放弃旧的认知而选择新的观
念，而是扩展他们的认知观念，完善他们的组织和
连贯性。学校也应鼓励教师在教学中恰当使用信息
技术，促进教师对技术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组织
培训和建立激励机制，提升教师自觉转变技术观念
并进行技术反思的能动性，加强教师解决技术应用
问题的能力以及发展创新设计思维。最终，在教师
技术应用观念的唤醒和反思意识的自觉中，促成教
师合宜的技术观形成和发展，由此真正塑造技术观
念引领下的教学新生态。

(四)观照技术使用差异，不断彰显应用的内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学段、性别和职称的

教师在技术应用的反思的各个不同的维度都存在整
体或局部的差异性现象。这些差异性的技术应用反
思能力和水平是个体教师教学改进的基点。造成教
师的技术应用反思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在于教师个体
的技术应用知识、能力和理念具有不平衡性和差异
性，而教师的不平衡的、差异化的技术应用知识、
能力和理念最终会体现在教师的实践教学上，从而
造成课堂教学的技术应用状况的不平衡性和差异
性。观念和实践有时能够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当
老师在实践中遇到技术融合的困难时，可能会放弃
使用技术，但是如果在实践中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
成就感，反而会改变教师自身对技术的观念，从而
进一步推进该类行为。不平衡的和差异的课堂教学技
术应用状况成为不同教师展开进一步学习、反思的重
要起点和资源，而这样的学习和反思实际上是在促成
教师基于技术和个体差异的不断专业发展，这是技术
之于教师个体的内在价值彰显。当然，如何正确把脉
并认识这一起点，如何利用并发挥好这种资源对于教
师技术素养提升乃至专业发展的深远价值，这恐怕是
技术时代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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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ty, Problem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ext for Teaching Reflection

Zhao Yunjian1, Xu Mingxue2, Zuo Zhao2, Guan Jia1

(1.Center for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 R, China, Beijing 100031; 
2.Facuty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mproving teachers’ reflective awareness and level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lso 
a cor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the era when technology is deeply involved in teaching, especially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t is especially crucial to decode teachers’ passwords for technology use, and then carve a picture 
of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use, and thus explore the wa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u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386 texts of frontline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high-quality techn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what they reflect on, how their views on technology are reflected, how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nd how different reflection dimensions correlate with the TPACK scores of the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conducted by teachers, 
when reflecting 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is basis, we further analyze what problems exist in teachers’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enhanced, and then explore and propose ways to improve the character of teachers’ reflective 
behavior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use, so as to help teacher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ruly em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eaching.
Keyword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reflection; teaching refle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lication; teaching technolog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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