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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宏观把握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现状，以CNKI数据库和WOS核心数据库的3630篇文献为数据来源，

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的发文年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

具体内容进行了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教师能动性在我国学界的关注度逐渐上升，近年

来成为教师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与国外研究相比，研究数量较少；研究对象多基于教育政策而选取，

但对目前重点教师群体关注度不够；研究方法多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理论视角多借鉴国外理论开展相关

研究；研究内容视域广阔，但部分重要领域尚未进行深入探究。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我国未来教师能动

性研究结合新时代特点增加高质量研究，辅以量化研究和更适合我国本土教师的理论视角，以丰富重点

话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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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eneralize the overall view of teacher agency, the authors in this article collected 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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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in CNKI and core database of WOS as research data, sorted out and compared the publish-
ing trends, research subjects, research metho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topic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eacher agency through the scientometric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
teSpace. Findings from the analysis show that overseas studies of teacher agency has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worldwide and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ompared with overseas studies, however, domestic studies on teacher agency still 
need more attention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primarily selected based on education policies, 
and some key teacher groups are less foc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the mainstream research 
paradig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mainly borrowed from oversea studies; and research sub-
jects are abundant, but some important area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xplored.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teacher agency in China needs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imes to innovate high-quality research results,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more suita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o as to enrich research on key 
topics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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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能动性(teacher agency)指在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的时空背景下，教师通过设立目标、积极行动达

成目的、建构身份，对结构化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推动教学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1]。故探究教师能动性

这一教师专业发展内在动力问题，成为国内外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2]。 
伴随着全球教育和课程改革浪潮，国际学界有关教师能动性研究呈上升趋势[3]，二十世纪 80 年代，

教师能动性概念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近年来逐渐成为教师相关研究的热点。为宏观把握我国教师能动

性研究，有必要对国内外研究进行对比分析，而国内仅有两位研究者综述分析已有教师能动性研究[4] [5]，
且在已有综述性研究中，研究者仅梳理了 CNKI 中的核心期刊论文，未与国外已有研究进行对比，在宏

观把握、对比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方面有一定局限性。 
为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现状，基于 CiteSpace 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对国内外

教师能动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以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客观科

学的数据支持。 
1) 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呈现何种趋势？ 
2) 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有何异同？ 

2. 研究过程 

基于 CNKI 和 WOS 数据库，采集了自 2006~2021 年期间发表的期刊论文。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

是因为 CiteSpace5.7.R5W 软件只可分析连续发文年限文献，而在 CNKI 中覆盖年份最广的连续发文年限

为 2006~2021 年，故为尽可能全面的分析教师能动性研究现状，选择了该时间段的文献作为本研究数据

来源。为与国内文献一致，也在 WOS 上选择了 2006~2021 期间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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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文献数据采集过程中，在 CNKI 上以“教师能动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无关文献后，

获有效文献 71 篇；在国外文献数据采集过程中，在 WOS 上以“teacher agency”、“teacher professional 
agency”和“teacher’s agency”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语种限定为英语，获有效文献 3559 篇。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 CiteSpace5.7.R2W 可视化软件，辅以 Excel 和内容分析方法，即阅读国内外高频

被引文献，对筛选的文献进行了科学计量可视化分析和定性分析，其中，Excel 用于统计年度文献发表量、

梳理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关键词，CiteSpace 知识图谱用于直观反映研究热点和趋势，绘制

关键词共现图谱。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研究趋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内容

分析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并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的研究现状，基于分析结果对我国未来教师能

动性研究提出建议。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研究趋势 

为探究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的总体趋势，绘制了 2006~2021 年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的年度分布

图(见图 1)。 
 

 
Figure 1. Annual research volume on “teacher agency” in WOS and CNKI (2006~2021) 
图 1. WOS 和 CNKI 国内外教师能动性文献年度分布(2006~2021) 

 
如图 1 所示，2006~2021 年间，国外关于教师能动性的研究呈持续活跃状态，特别是 2015 年后，伴

随着美国国家城市公立学校改革和世界教育论坛的召开，全球教育改革掀起了一次新浪潮，教师如何在

教育变革中主动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热点，教师能动性这一议题也吸引了国外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发文量持续上升。 
我国教师能动性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984 年，自 2006 年至 2021 年，国内研究者保持持续发文状态，

研究整体呈曲折上升态势。2018 年至 2021 年的发文量增多，这可能因为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改革建设的意见》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提出，对教师有了更高要求，教师能

动性作为有效推动教学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因素，引发学界关注。但相比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

我国学者并未给予教师能动性足够重视，现阶段研究数量仍稀少[6]。 

3.2. 研究对象 

将 WOS 和 CNKI 论文数据分别导入 CiteSpace，进行相关参数设置，选择 Node Type 为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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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国外文献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图 2)和国内文献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图 3)，反映了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

和前沿研究动向。 
 

 
Figure 2. The co occurrence diagram of key words in the research of “teacher agency” in WOS 
图 2. WOS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从图 2 可见，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对象涉及“教师(teacher)”、“英语教师(English teacher)”、“高

校教育(higher education)”、“女性教师(women)”、“数学(mathematics)”“职前教师(preservice teacher)”、

“种族(race, south Africa, black male)”、“新手教师(beginning teacher, novice teacher)”、“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小学(primary school)”、“幼儿园(kindergarten)”、“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

“音乐教育(music education)”和“健康教育(school health education)”等反映教师能动性具体研究对象的

关键词，说明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对象丰富，涵盖了不同学科、学段和种族。 
 

 
Figure 3. The co occurrence diagram of key words in the research of “teacher agency” in CNKI 
图 3. CNKI 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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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见，国内教师能动性研究对象则涉及“教师”、“乡村教师”、“高职院校”“数学知识”、

“英语教师”和“高校外语教师”等，较国外研究相比，关注的教师群体类型较少。 
通过进一步对比国内外研究对象，发现国内外研究者关注对象既有相同又有区别。总体而言，国外

研究对象多样化；国内研究虽涉及高职、初职教师以及医学教师，但较为局限，多涉及职业院校教师和

乡村教师，这可能因为我国所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等系列政策促使研究者关注了这两类教师群体，但目前对一些其他重点教师群体，如高校

英语教师关注度不够。故建议我国未来研究在扩大研究对象的同时，结合我国各项教育相关政策，聚焦

重点教师群体，如高校英语教师能动性研究，以促进这一教师群体专业发展。 

3.3. 研究方法 

为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将 WOS 和 CNKI 关键词共现图谱

中关于“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关键词导出，并将其按照不同类属梳理(见表 1)。 
 
Table 1. The keyword comparison of “teacher agency” research in WOS and CNKI 
表 1. WOS 和 CNKI 关键词对比 

关键词类属 WOS 关键词 频次 CNKI 关键词 频次 

研究方法 

ethnography 33 个案研究 3 

narrative inquiry 29 量表研制 1 

narrative 24   

qualitative research 23   

case study 23   

meta analysis 18   

mixed method 6   

理论视角 

activity theory 18 社会文化活动理论 3 

sociocultural theory 11 社会文化理论 3 

critical race theory 10 生命历程理论 2 

life course 8 班杜拉 1 

actor-network theory 6 历史社会学 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5 生态学 1 

研究内容 

education 514 课程改革 5 

teacher identity 294 教学 4 

education 176 中介作用 3 

policy 164 身份认同 2 

curriculum 161 情绪调节 1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53 专业发展价值观 1 
 

从表 1 可见，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多采用“人种志(ethnography)”、“叙事研究(narrative, narrative 
inquiry)”、“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个案研究(case study)”“元分析(meta analysis)”、“混

合法(mixed method)”等方法展开研究，说明在已有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中，为倾听教师心声、呈现和理

解教师经验，研究者多采用质性研究范式[7]。同时，也采用了元分析或混合研究方法，加以量化研究对

教师能动性展开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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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外研究，从表 1 可知，国内有关教师能动性的研究方法关键词中，“个案研究”居主导地位，

通过进一步进行文献阅读，发现国内教师能动性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且实证研究中多为个案研究和叙

事研究，多采用访谈、课堂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仅有少量量化研究，说明国内关于教师能动性研究以

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仍需丰富。 
通过对比国内外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发现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致性较强，质

性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可能因为教师能动性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具有社会性，采用质性研究范

式有利于深入分析影响教师能动性的相关因素和体现方式。尽管如此，未来研究仍需采用定量或混合研

究的方法，以补充、丰富和印证质性研究结论。 

3.4. 理论视角 

从表 1 可知，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主要采用社会文化理论、批判种族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人际关

系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多采用活动理论视角，聚焦二语或外语教师，探讨

课堂外的经验和行为如何影响教师能动性[9] [10]；运用批判种族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外历史和社会

背景，探究不同种族在受教育程度的社会层面所存在的差距，讨论了不同种族教师能动性与教师信念、

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11] [12]；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研究，则多考察教师能动性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

动关系[13] [14]；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影响教师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因素；采用人际关系

理论的研究者，则主张利用激励和诱导的方式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探讨了交流在教师能动性中所

发挥的作用[15]；社会认知理论视域下的研究，常基于政策变化背景，将能动性视作一种能力或特质；基

于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则讨论了自我调节视域下的教师能动性的发挥[16]，将政策失败和学生成

绩的不理想归咎于个人或教师群体[17]。 
国内教师能动性研究，常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

理论。采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我国研究者，常从社会环境、中介、个人三者之间关系中，界定和阐释教师

能动性概念，植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维果斯基“文化—历史”理论和社会建构，重点关注教师在具体

的日常工作场景中，教师与学校制度、组织结构、环境资源及文化等因素的双向塑造过程[18]，强调社会

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认为能动性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和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将能

动性视为个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互动的中介来研究，考察能动性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持续变化发展的动态发

展过程[19] [20]，多局限于能动性的概念内涵和践行方式讨论，而对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能动性探究尤

为缺乏[5]；采用生命历程理论的我国研究者，则认为人类个体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发挥能动作用，

通过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构建各自生命历程[21]，认为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受社会

结构的影响，而前者又会影响个体的角色扮演，强调时间跨距，关注教师年龄、性别以及个人生活中的

生命事件(如结婚、搬迁、生育、移民等)，探究教师个人发展与复杂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间的互动关系[22]；
而从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视角探究教师能动性的研究，不仅强调外部环境对教师职业能动性的影响，

而且关注教师自身认知和心理的作用[23]，认为行为、认知、环境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故建议

研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因素两方面分析影响教师能动性的因素[24] [25]。 
通过进一步对比，发现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多元化，而国内能动性研究均借鉴国外理论

视角，多局限在社会学视域下展开讨论，在理论视角的选取与我国教师生存的本土现状结合方面稍显不

足，缺乏理论视角的创新。因此，后续研究可基于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教师发展生态，多采用适合我国

本土教师的理论视角，以更全面界定我国教师能动性内涵，在理论层面解释我国教师能动性行为。 

3.5. 研究内容 

通过分析表 1，并进一步阅读文献，发现国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内容涵盖范围较广，主要分为四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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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一，是对教师能动性范畴和概念界定，如 Pantic& Florian 提出的教师能动性概念模型，认为教师

能动性包括意志、能力、自主和反思[26]；第二，基于教育变革背景，探究教师能动性的产生、发挥和践

行，如探讨教师能动性在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启动和实施[27]、教育改革背景下教师能动性行为探究[28]、
以及职前教师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能动性的发挥[8]等；第三，对教师能动性和教师身份之间关系的研究，

如通过合法性边缘参与对教师能动性和身份认同关系的检测[29]、教师能动性和身份认同在问责时代的关

系探究[30]等；第四，教师教育对教师能动性的影响探究，如教师能动性和教师教育间的互动关系[31]、
教师教育对教师能动性的建构[32]等。 

国内教师能动性研究主要基于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政策的时代背景而开展，因国内教师能动性研究

正处于起步阶段，虽涉足的话题丰富，但尚未形成系列研究。现有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主要有如下三个

话题：首先，对于教师能动性概念界定和测量维度，如基于情感、能力和权利三个维度对教师能动性的

概念所展开的思辨性探讨[3]、从个人和环境两个维度所开发的教师能动性测量工具[2]；其次，聚焦不同

教学科和学段下的教师群体的能动性研究，探讨从幼儿教师到初高中英语、数学教师，再到高校教师的

职业能动性发挥以及影响因素；最后，特殊群体教师能动性的内涵研究，如探讨女性教师[33]、移民地区

教师[34]、乡村教师[35] [36]等，在面临身份特殊性或不同现实困境时，如何积极采取行动并发挥教师能

动性。此外，我国研究者亦探究了教师学习、教师自主以及教师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37]，教师能动性和

教师本体性安全研究[38]，阻碍和挑战教师职业能动性的因素[39]，以及疫情期间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40]
等关注度较低的话题。 

通过进一步对比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内容，发现国外研究丰富，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而国内研

究涉及的话题虽丰富，但较为泛化、缺乏聚焦，尚未形成引领性的研究方向，且一些重要主题研究，例

如教师能动性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当前仍处于待发展阶段，这在表 1 中可对比发现，关键词“身份

(identity)”在 WOS 核心文献中出现频次为 294，而关键词“教师身份认同”在 CNKI 文献中仅出现 2 次，

说明国内关于教师能动性和教师身份认同关系需进一步探究，以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对 2006~2021 年间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展

现了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研究概貌，对比分析了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趋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视

角和具体内容，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教师能动性的研究现状，发现我国现有研究虽取得不少成绩，但还

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首先，我国教师能动性研究热度增强，但在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比例较低，高质量研究较少。建议

我国研究者结合我国新时代特色和《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改革意见》对教师所提出的新时代要求，

加强对教师能动性这一重点课题的研究，以有效促进我国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第二，我国教师能动性研究所关注的教师群体较为单一，且缺乏对一些重点教师群体的关注。因此，

建议未来研究在扩大研究对象范围的同时，结合当前我国教育政策侧重的教师群体以及不同教师群体的

生存现状，聚焦诸如处于“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大文科”和外语课程改革背景下高校外

语教师群体，探索这些群体教师在新时代改革背景下，面临困境或压力如何发挥教师能动性促进了教师

专业成长。 
第三，在我国现有教师能动性研究中，质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缺少量化数据支持和混合研究。故建

议我国研究者，在采用质性研究，深挖教师能动性内涵和深入倾听教师心声的同时，可采用问卷、量表

等量化研究方法，为质性研究辅以更为直观、客观的量化数据支撑。 
第四，我国现有教师能动性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研究理论视角，缺少对我国教师专业成长语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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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基于社会学视域，探讨我国社会环境对教师能动性的影响，亦或采用更适合我

国本土教师的其他理论，对教师能动性研究的其他内容展开探索，如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从职业发展角

度剖析教师能动性的发挥；或结合政策网格理论探索宏观背景下教师能动性的发挥；亦或结合生态学理

论，探究我国教师成长生态下影响教师能动性发挥的生态“因子”及其关系；或结合心理学理论，从教

师内在主观意愿和外部环境影响的双重角度探索教师能动性的发挥等。 
最后，在已有研究中，涉及的话题较为分散，在主题层面缺乏聚焦。所以，建议未来研究着力关注

热点和重点话题，如结合“后疫情”时代线上课程常态化背景，面对与学生的课堂互动受阻情况，探索

教师能动性的发挥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结合新时代所强调的“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以及国家政治

话语体系对教师身份的要求，探究教师能动性和思政教育、师德、身份认同等重要因素的关系研究，形

成引领性研究，以更系统、深入地探究我国教师能动性，促进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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