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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requirement for teacher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knowledge graph software to 
stud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llected in the CNKI databas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o a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eachers’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
search on teachers’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reas: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ode from a meso perspective, and the status and influenc-
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bility are summarized and thoughts on subsequent research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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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成为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尽管信息化教学形式多样，如泛在学习、移动学

习、混合学习等，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条件，但教师在实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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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面临着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带来的挑战。因此，如何提升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已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接关系到教育信息化的成效。

然而，现有研究中关于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结构、发展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的探讨尚不系统，且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也较为缺乏。因此，本研

究借助知识图谱工具 Bicomb 软件和数据统计与分析工具 SPSS 软件，对近二

十年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研究将通过对文

献的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梳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现状与发

展趋势，明确当前研究中的主要方向与问题，并为未来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研

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资源来源和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为主要资料来源，检索主题为“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所有文

献，检索时间范围为“2004~2023 年”，文献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初步

筛选得到 1924 篇文献，通过剔除其中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

1573 篇。本研究使用的工具采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Bicomb，通过共词分析对

所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相关分析，其次采用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以期描

绘出关键词的研究热点[1]。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Bicomb 是一款用于构建文献

共现矩阵的工具，帮助研究者从文献中提取信息，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从而揭示某一领域内研究热点的演变、学科的交叉点以及学术合作网络等。

SPSS 是一款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市场研究等领域的数据分析软

件。它提供了丰富的统计分析功能，包括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等，实现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可视化，从而得出有意义的研究

结论。 

3.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3.1. 论文发表时间分析 

从论文发表时间来看，可将 2004 年至 2023 年国内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

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2 年)为研究的早期探索阶段，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有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第二阶段

(2013~2023 年)为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教师信息化

教学能力的研究，关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文献更迭出现，论文发表时间

整体呈现逐年递增型发展趋势(如表 1)，通过对期刊文献分析，信息化教学能

力的研究既包括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探讨，又包括实践层面对信息化教学模式

的实验与创新。 

3.2. 论文发文来源分析 

通过对作者单位的统计发现，论文发表单位前五名分别为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17 篇)、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13 篇)、北京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11 篇)、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11 篇)、华中师范大学教

育信息技术学院(11 篇)。从论文发表的期刊来看，期刊数量 475 本，其中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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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刊前五名分别为《中国电化教育》(31 篇)、《电化教育研究》(21 篇)、
《现代教育技术》(17 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4 篇)、《现代远距离教

育》(13 篇)。目前，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被引用和下载次数最多的为西北师

范大学王卫军老师发表在《电化教育研究》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策

略研究”。基于此，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研

究的主体主要以高校为主，发文期刊主要以教育技术学专业期刊为主，发文

作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核心作者群。 
 

表 1. 2004~2023 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文量统计 

序号 发表时间 篇数 序号 发表时间 篇数 

1 2004 3 11 2014 59 

2 2005 2 12 2015 65 

3 2006 6 13 2016 72 

4 2007 1 14 2017 125 

5 2008 5 15 2018 145 

6 2009 13 16 2019 182 

7 2010 13 17 2020 188 

8 2011 22 18 2021 195 

9 2012 35 19 2022 200 

10 2013 31 20 2023 211 

3.3. 高频关键词分析 

高频关键词反映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对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

有助于研究其发展趋势。研究通过 Bicomb 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在

统计过程中，合并意义相同的词汇，通过对提取的 1761 个关键词进行排序，

统计词频大于或者等于 21 的词汇，确定了 34 个高频词汇(见表 2)。 
 

表 2.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高频关键词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信息化教学 428 18 信息化教学资源 36 

2 信息化教学能力 351 19 中职教师 35 

3 教学能力 137 20 信息化教学模式 35 

4 高职院校 128 21 信息化教学设计 34 

5 教育信息化 112 22 青年教师 32 

6 信息技术 93 23 信息素养 31 

7 培养策略 81 24 教师专业发展 30 

8 教师 78 25 教师培训 30 

9 教学改革 54 26 翻转课堂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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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课堂教学 50 27 TPACK 26 

11 教学设计 46 28 中小学教师 25 

12 互联网+ 46 29 信息化教学大赛 25 

13 高校教师 44 30 影响因素 23 

14 现状研究 43 31 调查研究 22 

15 对策 43 32 深度融合 21 

16 教育技术能力 39 33 问题 21 

17 提升策略 37 34 教学质量 21 

3.4. 研究现状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能够反映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

析有助于了解和把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利用

SPSS 的系统聚类方法，对高频关键词矩阵进行共词分析，生成 34 × 34 的共

现矩阵，最终得到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的聚类分析结果(见表 3)，根据聚

类分析结果可以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分为三类，分别为从宏观角度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与结构、中观角度的信息化教学设计及教学模式研

究和微观角度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3.4.1. 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与结构 
种类 1 包含信息化教学、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培训、信息化教学能力、

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高校教师、教学改革、教育技术能力、教学能力、教

师、课堂教学、青年教师、中职教师、教学质量、信息素养等 16 个关键词。

研究和发展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信息化教学能

力”，也就是阐释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对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不同认识决

定了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研究视角和实践重心。通过对相关文

献的梳理，已有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视角主要从技术学、工程学、社会学、

能力迁移论、系统论等角度进行阐述，第一类是从技术学的视角上的，这种

观点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一种技术应用能力，注重工具、技术等在教学中

的作用，研究者主要从物化技术和智能技术两个角度来阐述信息化教学能力

的内涵[2]；第二类是工程学视角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一种

教学设计或者“提高教学效率”的能力，研究者更加关注围绕学科教学提供

信息化教学模式选择或者方案设计，聚焦于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第三类

是社会学视角上的，这种观点把信息化教学能力看作一种技术发展的历史产

物，有的研究者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课程教学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的

研究者则从技术异化的角度批判技术对人的禁锢[3]；第四类是能力迁移论视

角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教学能力的延伸，并且认为信息化

教学能力是一个多种能力的综合体，应该从多方面考虑[4]；第五类是系统论

视角上的，这种观点融合了教学媒介、信息化教学环境、信息化教学资源等

相关的因素，认为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学校、学生和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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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因素，应该从整体的视角去分析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5]。 

3.4.2. 信息化教学设计及教学模式 
种类 2 包含信息化教学资源、TPACK、互联网+、教学设计、中小学教

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模式、提升策略、翻转课堂、高职院校、信

息化教学设计、深度融合等 12 个关键词。信息化教学设计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习过程为载体和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重点，是师生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

源而进行的教与学的双边活动。近年来，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教学模式，研

究者出于对信息化教学主体和围绕中心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化教

学模式[6]。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已有的信息化教学主体和中心主要围绕

教师、学生、主导—主体、交互主体、信息化教学环境和信息化教学资源等

角度进行阐述。第一，以教师为中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这种观点认为信息

化教学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技术等都是客体。教师

通过信息化教学实践来满足学生的各种需要。这种观点没有重视学生的主体

地位，教学只是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改变[7]。第二，以学生为中心的

信息化教学设计，这种观点认为信息化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活动只有

让学生借助信息化教学平台，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为知识只有依

靠学生的主动建构才有意义。这种观点没有重视教师的课堂作用，造成了信

息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主体地位的弱化[8]。第三，主导-主体式信息化教学设计，

这种观点认为，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借助信息技

术手段对学生主体施加影响，信息化教学从属于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作用之下。

主导-主体式信息化教学理念，既要体现教师的信息化教学领导力，也要发展

学生的信息化自主学习能力，但在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下的信息化教学，如

何提高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性是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如何看待信息化教学工

具的地位也是关键性问题[9]。第四，交互主体式信息化教学设计，这种观点

认为，信息化教学面对的主体不应该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无

论如何选择，都会让另一方的主体地位削弱。信息化教学过程应该是教师和

学生共同作为平等的主体在教学中互动交往的过程，信息化教学应该从对立

的主体二元关系走向交流活动的交互主体式教学，有效的信息化教学应该更

加关注教师和学生在信息化教学过程中共同的心理体验，同时认为信息化教

学应该是师生操作性、心智性、社会性的互动交往活动[10]。第五，以信息化

教学环境和资源为中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这种观点认为，信息化教学是在

一定的教学环境和资源中展开，首先要营造一个能满足诸多教学功能需要的

新型教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促使学生表现出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实

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实现教育教学的根本变革。为了保证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教师在其中依然起到了指导者、帮助者、监督

者的角色。但这一信息化教学环境能否充分满足所有学科的需要，教师的作

用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等问题需要加以深入思考[11]。 

3.4.3. 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种类 3 包含影响因素、培养策略、调查研究、现状研究、问题、对策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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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键词。首先是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现状及问题研究。知识观、师生关

系和学生观是传统教学过程的三个要素，同时也是信息化教学的基本要素。

从文献分析来看，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从教师认知、环境支持、培训体系

和应用效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知识观来看，信息化教学中技术化呈现的

知识重构了课堂生态系统，知识传播的技术化，学生沉浸在技术营造的声光

电的感官刺激中，替代了课堂原有的问题感、情境感，使课程教学过程成为

技术传播的单向化、程序化过程[12]。从师生关系来看，技术控制的教学过程

改变了师生关系的交往形态，立足于技术理性的整体框架，信息化教学过程

将课堂教学变成以技术控制为特征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迁移过程[13]。从学生观

来看，技术效率下的价值导向影响了学生主体发展的终极目标，偏向于功利

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现实需要，信息化教学在对“技术效率”的追求中，将学

生个性发展完全诉诸于技术效率下的目标达成，使学生在信息化教学情境中

走向价值窄化，加剧信息化教学领域的伦理风险[14]。其次是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者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影响教师信息化

教学能力的各种因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基本特征、认

知态度、技术素养三方面，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因素、学生因素、社会因

素三方面，研究者从理论探讨和实证调查的角度分析信息化教学能力存在的

问题以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15]。 
 

表 3.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的聚类结果 

类别 关键词 

种类 1 
信息化教学、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培训、信息化教学能力、教育信息化、

信息技术、高校教师、教学改革、教育技术能力、教学能力、教师、课

堂教学、青年教师、中职教师、教学质量、信息素养 

种类 2 
信息化教学资源、TPACK、互联网+、教学设计、中小学教师、信息化

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模式、提升策略、翻转课堂、高职院校、信息化

教学设计、深度融合 

种类 3 影响因素、培养策略、调查研究、现状研究、问题、对策 

3.5. 研究展望 

研究通过描绘近二十年来我国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现状，并将其聚

类为三个领域，据此，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后续研究提出建议。 

3.5.1. 以顶层设计为统领：建构生态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观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持续的过程，各种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其根本目的还是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为此，信息化教学能力研

究的核心并不在于迎合各种技术，而是着眼于教师能力的发展性和潜力，以

生态思维看待教师发展的完整性与可塑性，给予教师信息化教学实践的自主

空间，充分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教师通过信息化教学过程完成知识和技

能传播的重构，在技术与人的交往中构建新的见解，也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可

能的教育生活，从而推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11]。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2139


X. J. Wei 
 

 

DOI: 10.4236/oalib.1112139 7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3.5.2.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于师生互动交往的教学过程 
信息化教学过程的价值实现是在师生与信息化教学环境的互动中实现

的，信息化教学过程应该是师生在问题解决的导向下互动交往的过程。有效

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应该聚焦于构建师生互动交往的课堂生态系统，它意味着

信息化教学过程能够在基于新媒体、新技术的环境中，通过师生的精神交往

和对话，恰当处理师生与技术、师生与信息化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学环境的

关系，实现师生的共同成长。 

3.5.3. 以学生发展为目标：设计多元价值取向的评价方式 
信息化教学的目标显然是让学生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中孕育出自身价值，

实现知识和价值的生成。信息化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要摆脱过分注重结果评

价的单一价值取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要以拥抱技术的心态，满足

学生日益增加的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构建满足学生个性需求的定制学习，依

据学生在性别、人格、能力等方面差异需要建立适应个性成长的弹性评价标

准，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研究结论 

从文献研究来看，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融合、技术驱动、

学生中心和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不仅涉及教育学，

还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

断发展，信息化教学的手段和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与变革。研究还关注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持续建设以及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体验与效果。基

于以上分析，对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未来研究提出思考。第一，未来的信息化

教学将更加智能化与个性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教学内容和方式将更

加贴合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第二，通过数据分析调整教学决策。通过收集和

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及

时调整信息化教学策略。第三，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与支持。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建设将更加注重持续的专业发展和教师之间的协作，通过建立教师

学习共同体，分享经验与资源，互相学习和支持，将成为提升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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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近二十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热点与展望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为此，

研究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通过对文献的

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主要研究方向和

热点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主要聚集在宏观角度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与结构、中观角度的信息化教学设计及教学模式研究

和微观角度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三个领域。研究进一步指

出，未来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将更加关注智能化与个性化教学的发展，

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以及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 

关键词：信息化教学能力，热点，聚类分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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