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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回溯定性建模法，深挖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结合典型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

准及相关文献，建构包含4个一级维度、9个二级维度和24个三级维度的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

框架，其中一级维度包含“意识伦理”“知识技能”“应用实践”“创新发展”。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内涵决定能力在实践中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具有生成性和实践性。本文鉴于能力提升与循证实践

两者的逻辑共性，进而提出基于循证5A模式的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模式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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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lving into the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combining with typical standard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framework 
based on retrospective qualitative modeling. The framework includes 4 first-level dimensions, 9 
second-level dimensions and 24 third-level dimensions. The first-level dimension includes 
awareness and ethics, knowledge and skills, competence of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
ment.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competence determines that it gradually forms and develops in 
teaching practic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ity and practicality. In view of logical commo-
nality between competence improvement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 improving model and 
certain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is competence based on evidence-based 5A 
model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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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活力和动力。2022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要创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优质可及的国际

中文教育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要[1]。国际中文教师(以下简称“中文教师”)是国

际中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推广者和实践者，在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实践主体角

色，其信息化教学能力既关系到国际中文信息化教学的实施与落实，也关系到教师自身专业的发展及学

生的培养，直接影响国际中文教育质量。 
对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研究，国内早期主要是围绕现代教育技术展开的，涉及现代教育技术

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影响[2] [3]和两者的融合发展[4]。近些年，学者们开始注意并明确中文教师信息素养

的重要性，研究主要包括中文教师信息素养内涵、模型和培养路径[5] [6]；数据(数字)素养概念、要素与

实践路径[7] [8]；数字能力(数字胜任力) [9] [10]；信息化教学能力[11]等。国外对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直接相关研究数量有限，主要以 TPACK 和国外教师应用 ICT 教学相关标准为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包

括中文教师 TPACK 水平与发展[12] [13]、教学法与教育技术培训[14] [15]、信息化教学现状[16]等。 
可以发现：(1) 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讨论中文教师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内涵、模型、培养路径，而

对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这一特定内容涉及较少；(2) 从依据上看，研究多以现有的通用教师教育技术

能力标准为依据，未充分考虑到中文教师群体的特殊性。因此，应在明确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

基础上，结合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成熟教师教育技术应用标准与相关文献，对中文教

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具体结构维度进行划分并探讨其提升路径，这对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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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与框架 

探讨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模式，首先要准确理解该能力的内涵要义与构成要素。科学内

涵是其本质属性的体现，深刻理解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要义，深入分析其构成要

素，为探究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模式提供学理基础。 

2.1.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内涵要义 

研究角度不同，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的理解则呈现出多样化。研究者大体从教学能力主体和

实现两方面展开，或以教师、学生与技术系统为主体阐述信息化教学能力内涵，如王卫军(2012)从学生主

体视角指出，该能力是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和实施，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

学生的发展[17]；或从能力迁移为实现目的角度阐述信息化教学能力具体指向，如郭绍青(2009)指出，该

能力是教师运用 ICT 进行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等，以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利用信息资源

和环境进行学习的能力[18]。可见，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最终指向教师通过信息化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和促

进学生信息化学习。 
基于此，本文试图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定义为中文教师全面系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中文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的综合能力，聚焦于教和学两个方面，体现和贯穿于国际中文教学设计、实施、评价与反

思等各教学环节，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两大行为得到信息化支撑，实现教和学的信息化。 

2.2.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核心构成要素 

为避免基于文献与理论演绎法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实践上考量，同时为避免基于质性数据分析过程中

忽视文献与理论完备性及来自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回溯定性建模法构建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结构框架。回溯定性建模法(retrodictive qualitative modeling)是基于结果逆向追溯发展轨迹，探寻形成

这些结果原因，并通过建立恰当模型解释含有特定动态结果之独特轨迹的质性研究方法[19]。回溯定性建

模法包括三个具体实施步骤：(1) 通过聚类分析初步确定调查对象的系统结果；(2) 对发展轨迹进行追踪，

揭示显著动态；(3) 依据显著动态所建构的模型，对关注的结果进行现象学理论探索和阐释[20]。 
本研究紧扣“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这一要点，首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调查分析中文

教师实施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初步确定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系统结果；然后选择典型教师

进行两轮深入访谈，追踪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发展轨迹；最后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

求和典型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与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确定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维度。 
首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调查 30 名中文教师在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困难与实际需求，利用软件转写录

音，在人工核对基础上形成文本资料，采用 NVivo12 软件及人工方式对访谈结果进行开放式编码，最终

提炼形成 158 个标签、43 个概念与 15 个范畴，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some data for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性编码部分示例 

部分原始语句 贴标签 概念化 范畴 

……在了解基本教学技术原理基础上，实际上你还

要根据需求不断增强使用不同网络教学平台能力，

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腾讯会议、ClassIn 等…… 

需要不断增强不同

信息化中文教学平

台的实际应用能力 

中文信息化教学

平台操作能力 
信息化教学平台

使用能力 

……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搜集教学与学习资料的能力

不行，很多资源都是别人分享给我的，我也没有细

化管理这些资源的意识…… 

搜集、获取与管理

信息化中文教学资

源的能力不足 

中文信息化教学

与学习资源获取

与管理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

获取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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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于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编制深入访谈框架，结合性别、教龄、任教区域等因素，在被

访谈者中选择 5 名典型教师进行深入访谈，同时邀请 3 位教育技术学专家进行专家效度论证。结合第一

轮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15 个范畴及本轮深入访谈材料开放式编码结果，通过主轴式编码，形成 8 个主范畴

和 20 个范畴，主轴编码示例见表 2。 
 
Table 2. Examples of some data for axial coding 
表 2. 主轴性编码部分示例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

取与整合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与管理能力 结合需求搜集获取并管理信息化中文教学资源 

信息化教学资源加工与整合能力 对信息化中文教学资源进行加工整合 
 
再次，依据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和范畴，编制第二轮访谈框架，选择 5 名具有丰富信息化中文

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深入访谈，结合 3 名教育技术学专家的反馈，对中文教师在开展信息化教学过程中

的困难与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式编码，并对编码结果进行删除整合，最终得到 4 个核心范畴、9 个主范畴

和 24 个范畴，选择式编码示例见表 3。 
 
Table 3. Examples of some data for selective coding 
表 3. 选择式编码部分示例 

核心范畴 主范畴 主范畴内涵 

知识技能 

信息化教学知识 开展信息化中文教学技术、内容及教学法等知识 

信息化教学工具使用能力 操作和使用信息化教学设备、平台及软件的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结合需求检索、管理、加工及整合信息化教学资源能力 
 
最后，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和典型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与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

析，进一步确定了 4 个核心范畴、9 个主范畴和 24 个范畴的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框架(见表 4)。 
 
Table 4.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eaching competence 
表 4.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结构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意识伦理 

信息化教学意识态度 
认识和理解信息技术对教学的作用 

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 

信息化教学伦理道德 
合理合法使用信息化工具与资源 

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知识技能 

整合技术的中文教学知识 

信息化中文教学技术知识 

信息化中文教学内容知识 

信息化中文教学法知识 

信息化教学工具使用能力 

信息化教学设备操作能力 

信息化教学平台使用能力 

信息化教学软件应用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与管理能力 

信息化教学资源加工与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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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应用实践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 

技术支持的学情分析能力 

信息化教学环境创设能力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能力 

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 

信息化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能力 

信息化教学指导能力 

信息化教学交往能力 

信息化教学评价能力 
信息化评价量规设计与应用能力 

信息化评价数据采集与解读能力 

创新发展 促进信息化能力发展 

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反思能力 

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研究能力 

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 

促进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提升 

2.3.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要素解读 

基于信息化教学实际困难与需求和相关文献，通过回溯定性建模法建构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结构框架。结果显示，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包括 4 个一级维度、9 个二级维度和 24 个三级维度。 

2.3.1. 意识伦理层 
意识伦理层包括信息化教学意识态度与伦理道德两个方面。信息化教学意识态度是大数据时代中文

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的动力与前提。强烈的意识与积极的态度将会表现出教师对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感

知力和判断力。具体而言，中文教师应从客观上肯定信息技术融入中文教学的价值；明确信息技术对中

文教学的积极影响；关心信息化中文教学发展进程，积极投身信息化中文教学研究与实践。此外，教师

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中文教学过程中，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尊重信息化教学资源版权与隐

私；要具有使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道德和责任意识。 

2.3.2. 知识技能层 
知识技能层包括整合技术的中文教学知识、信息化教学工具使用能力及信息化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

能力三项。一方面，教师既要从知识层面认识和理解信息化中文教学，掌握信息技术操作等基础知识，

也要具有信息化教学设备、平台及软件等操作使用能力，如多媒体教学设备及常用线上教学平台操作知

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还应具有信息化中文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信息化教学资源(本
研究中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资源和学习资源)包括各类音频、视频、文本和图片等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教师

有效教学和学生自主、个性化学习的重要辅助资源。但这些资源在实际使用中存在非系统性和无序性等

问题，不利于教学和学习。教师应能够依据需求检索、管理、加工及整合信息化教学资源，使之成为具

有多样化和共享特征的系统教学资源。 

2.3.3. 应用实践层 
应用实践是指教师进行信息化中文教学的实际操作能力，是教师进行信息化中文教学的核心，包括

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和信息化教学评价能力三个方面。该层能力涵盖了知识、技

能多方面的要求。基于资源、协作、探究、问题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就是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与技

术，科学安排教学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为学习者创设良好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以优化教学过程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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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时应具有高水平的语言沟通、活动组织与管理、引导及交往能力，以促进教学过程中师生的良性

互动，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等之间的融洽关系，创造最大教学效益。 
信息化教学评价是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过程和结果进行测定和价值判断。教师不仅要能够依据教学

目标设计评价方案，选择、应用信息化工具对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如教师、学习者、教学设计与实施、

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因素进行评价，还要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收集管理教学过程及学生学习结果的关键信

息，为教师进一步思考如何调整、优化教学策略，以提升教学与学习效果和质量提供支持。 

2.3.4. 创新发展层 
创新发展是指教师主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自我反思，展开教学研究，进行教学创新，以提高教与学

的效率和质量，促进个人专业发展。信息化教学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就决定了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的持续更新性，而这种更新给教师带来的或是新鲜感或疑惑与迷茫之感。新技术的介入同时也意味着

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2017 年，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发布的《教育者标准》将教师视为学习者、领导

者、公民、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与分析者 7 种角色的集合[21]。这种教师角色的设定既说明教师作为

学习者的个体需求，也指出教师需要“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使其成长为自主学习者，实现个人能力

的发展。”[22]换句话说，教师能力的提升是以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及交流

协作的能力为最终目的。 

3. 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循证提升模式与发展建议 

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其主要特征是生成性和实践性。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应遵循实践性逻辑而进行，要基于真实的实践需求而开展。这一逻辑出发点与循证实践的基本理念不谋

而合。发端于循证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是指在实践过程中，实践者的专业智慧和最佳科学证据相结合，

以实践问题为对象查找证据、系统评价、综合分析，将最科学的证据应用于解决问题的实践中[23]。循证

实践有如下明确的操作步骤：提出问题(Ask)、查找证据(Access)、严格评价(Appraise)、迁移应用(Apply)、
反思评估(Assess)，即循证实践的 5A 范式[24]。基于循证 5A 范式，我们提出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循

证提升的实践路径和发展建议，为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3.1. 循证提升模式实施步骤 

3.1.1. 发现问题，聚焦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Ask) 
明确待解决的问题，是能力循证提升实践的第一步。问题或源于具体信息化教学实践情境，或源自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相关政策与研究成果等理论分析。为方便证据的检索与评价，问题要有正确的表征，

应突出教师教育技术，聚焦信息化教学能力。问题表征应当遵循 TICE 格式，即对于特定情景的教学

(Teaching)，教师采取的技术支持下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即教师采取的信息化教学措施)与对照措施

(Comparison，即教师采取的常规教学措施)相比，是否能真正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Efficiency)。例如，教

师在进行新词语展示与讲解时(T)，教师通过图文动画方式展示新词(I)和翻译法直接展示新词(C)，学生能

否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词汇(E)。 

3.1.2. 查找证据，确定循证提升证据(Access) 
检索并确定证据的评价标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研究可采用如下三类证据：一是政策型证据，包

括区域、国家、国际组织等发布的关于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指南和手册等；二是研究型证据，

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中文教学、信息技术等方面有关中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理论与研究成果；

三是案例型证据，即有效的教师信息化中文教学实施案例。对案例型证据进行评价时，要充分考虑案例

的特定情景，并结合相应政策型、研究型证据和其他可参考的案例详尽检验，充实“证据库”。与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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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不同的是，教师教学实践方案没有严谨的论证指南或手册，该过程是教学实践与科学证据不断磨合

的过程，要警惕对已有证据评价时的价值偏颇，也要重视提炼和迁移实践方案。 

3.1.3. 严格评价，夯实循证提升基础(Appraise) 
严格评价证据是为了确保其真实性、重要性和适用性，以更好指导教学实践。对国际中文教师信息

化教学能力来说，除经专业人士评估的政策型证据以外，未经评判的发表在包括期刊、书籍等上的原始

研究型证据和案例型证据是否适用，需要中文教育教学主体运用一定方法对相关证据进行批判性评价。

评价需要建立证据评价标准，它应由教育学、心理学、中文教学、信息技术等领域专家共同建设。证据

评价标准体系应包括证据的全面性、证据的应用范围、证据的可操作性及证据的使用效果等主要维度。 

3.1.4. 迁移应用，实施能力提升实践(Apply) 
迁移应用证据是能力循证提升实践中最核心的环节。在执行具体循证实践方案过程中，既要重视教

学实践的情境性和多变性，也要融入教师的专业智慧，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特征与学习心理，使方案与

教学实践情境融合。也就是说，循证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实践并不排斥教师个人的实践智慧，

因为这些智慧“可以依据情境作出反应，以适应具体教学实践”[25]。概言之，在实践方案执行过程中，

要把最根本的政策导向、科学的研究结果、符合情境的案例与教学实践具体情境相匹配，以确保教学是

基于科学证据而非个人经验。 

3.1.5. 反思评估，提升信息化教学质量(Assess) 
能力循证提升实践的最后一步是对教学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对实践方案进一步整理、分析和思考，以

形成科学证据，丰富证据库。在该阶段，教师需要反思能力循证提升实践过程，如证据是否完整、客观，

证据使用是否合理等；反思能力循证提升实践的效果，如采取的信息化教学措施是否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

的效率等；反思能力循证提升实践的可持续性，如信息化教学措施是否能够促进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的培

养和提升等。信息化中文教学将在这种循证实践和反思优化的循环中，得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见图 1) 
 

 
Figure 1. Improving model of teaching competence based on evidence-based 5A model 
图 1. 基于循证 5A 范式的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模式 

3.2. 发展建议 

3.2.1. 优化职前培养方案中语言教育技术课程模块，建设课程循证数据库 
我们调查统计国内 89 所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培养单位的课程设置方案，其中设置语言教育技术相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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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培养单位数量为 72 所，占 80.90%，但课程设置以教师教学为单一出发点，且课程涉及知识和技能

在实际运用中缺乏延展。因此，需要优化当前培养方案中语言教育技术课程模块，使其具有灵活性、系

统性和实效性，将其细化包括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教学系统设计、网络教育应用、教育技术研究等可

选课程。同时，应在课程中通过信息化情境教学设计与实施模拟、教学案例研讨等形式，培养和提升职

前教师实操能力，贯通知识和技能，使职前教师既掌握教学技术知识，也获得实际运用能力。此外，通

过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国际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循证数据库，收集、发布国际中文信息化教学资源，供国

际中文教育从业者检索、利用，帮助教师实现国际中文信息化教学实践最佳决策，提升教学实效。 

3.2.2. 细化职后培训中教育技术内容，完善提升路径，并强化循证数据支撑 
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土中文教师，还是我国外派中文教师，所参加的职后培训内容多以汉语语言知

识、中国文化和才艺为主，即使涉及教育技术，也仅限于多媒体课件制作[26]。中文教师现有的职后信息

化教学能力提升渠道有限，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因此，需要在考虑职后中文教师教学困难与实际需求

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中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多元提升路径，同时，充分利用实效性强的案例，加强其

对循证实践的支持。具体可以从如下三点切入：一是为职后中文教师提供具有教学实践指导价值的案例

型证据及信息化教学支持平台。二是增加职后培训中教育技术内容，提供按需细化的教育技术课程，如

组织包含基础理论和教学实践工作坊，实现理论和技能双向提升；细化培训课程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三是完善职后中文教师培训制度与规范，为培训提供保障；加强技术支持，鼓励多方参与，为培训

提供资源支持。如鼓励相关部门及海外官方与民间中文教育机构广泛参与，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培训资

源供给渠道，实现培训平台线上线下“双线”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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