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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使得教育行业也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教育信息

化也出现在了国家政策文件中，信息技术变革使得教师研修模式发生了转型，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技术

素养；同时研修模式中由于过度重视教师技术素养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本文基于SWOT分析教师研

修目前的优劣势与机会、威胁，给予其相应的优化路径，促进教师研修质量的提升和教师全方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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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economy have made the education industry change imperceptibly. Education informatiza-
tion has also appeared in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the chan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er training model,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have certain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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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l literacy. At the same time,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teachers’ technical literacy has also 
brought about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threats, to give its corresponding optimiza-
tion path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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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数字经济等为人们生活、工作方式提供新的平台和模式。在这

种网络智能的背景下，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新、教育信息化也成为趋势。教育部在 2018 年就发布了《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是“互联网+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由于教师作为教育领域的主力

军、“互联网+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研修模式也出现了新常态，国家从 2013 年就开始出台

了相关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文件，同时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中就指出：“教师要主动使用并灵活运用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

所以教育聚焦教师研修的“国培计划”也来到了教育信息化的新时代。 
教师研修顾名思义就是教师进行研究和学习，新时代的教师进修已不同于传统方式，它更加倾向于

网络、在线等研修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能力提升。不可否认，在理想化的状态下，信息

化时代的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建设提升自我核心素养、教学等各方面能力，但同时

信息技术也不可避免给教师的研修质量、发展等带来一定阻碍。 

2. 对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最早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韦里克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SWOT 分别是指

strengths (优势)、weaknesses (劣势)、opportunities (机会)、threats (挑战)，它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通过

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通过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

机结合来清晰地确定被分析对象的资源优势和缺陷，了解对象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从而在战略与战术

两个层面加以调整方法、资源以保障被分析对象的实行以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1]。该分析方法逐渐被各

个领域使用并带来了较大的应用价值，随后 SWOT 分析方法也逐步进入教育领域，所以本文基于 SWOT
方法对教师在线研修进行了应用和分析，具体如下。 

2.1. 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优势 

1) 不受地域、时间限制。 
教师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教师依托信息化平台进行研修更加方便快捷，获得资源丰富，例如市

面上如寓乐湾、编程猫、希沃学院、中国研修网等典型企业和品牌会向学校提供师资培训、教材、课程

内容、评价体系等资源。同时这种方式也降低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本，减少更多管理精力、后勤保障

与学员流动的麻烦。因此根据沃学院提供的数据发现伴随着“互联网+教育”形式的渗透，老师在网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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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空间上的开通数量也逐渐增多。 
2) 营造轻松和谐的研修氛围。 
教师面对虚拟化的学习载体会更加充分坦诚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家之间也会头脑风暴、思维

交流。这样会减少线下培训的急迫感和对培训的厌恶感，提高了教师学员们自主研修和学习的积极性与

乐趣；教师能充分领略民主、开放、协作、互动、鼓励所带来的成长喜悦[2]。 

2.2. 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劣势 

在以往的教师研修过程中，教师研修模式单一、内容过于形式等弊端一直困扰着广大学校与教师；

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教育”模式的融合，技术变革时代的教师研修也依然面临着这些

问题，只是焦点有所转移。教师研修中自从加入信息技术这种中介以后，教师研修的目标和重点发生转

变，研修组织者设计出更多针对教师如何使用信息平台的研修活动而非是针对教师修养、能力提升的活

动，反而使得技术起到阻碍的作用。 
1) 研修目标倾向技术化、实践化 
后现代主义专家们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是自觉主动建构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过程，因此教师研修

的路径应是发展式的研修。但目前教师研修还未搞清楚培养教师的哪些能力、哪些需求就开始盲目研修，

效果反而事倍功半。笔者认为教师研修的目标应分为三个方面：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价值观塑造和理论

知识丰富；因此教育信息化的目的在于方便教师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高自身的素养，技术针对教师

的精神层面的丰富所发挥作用还比较有限的。中央在下达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

研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指出了教研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服务教师专业成长，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

式”，所以信息技术知识仅是教师研修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而非是主要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

研修的焦点却聚焦在了教师们对于信息平台、互联网的使用能力，忽略了教师的精神素养培育和教师们

主体地位的发挥。 
2) 研修内容偏向于技术操作性 
数字经济改变着教育模式，也改变着教师研修的内容，使得“技术操作与运用”成为研修的重要内

容。众多教师为了能够熟练掌握、使用好信息技术选在寒暑假期学习信息化教学方式，课外不同的教育

化企业或品牌为不同信息化教学基础的教师提供大量的难度不同的课程。同时教师们每日学习信息技术

的次数和时间也非常的频繁，主要集中在每日的 10 点、15 点、19 点和 20 点。根据调查研究，教师们目

前研修的内容大部分是信息化教学技术，如白板使用教程、课件制作等，但对自身所教授的课程与课程

关注度比较低。目前一些“国培计划”或校本研修中信息技术研修所占比重有些过大。教师研修的内容

更加偏向信息技术的重复模仿和操作(表 1)。 
3) 研修模式单一化、评价方式片面化 
信息化时代的教师研修模式单一化表现为趋于任务的驱动培训，研修项目安排清楚、课程结构化、

主体明晰、预设性较强，但忽略了研修过程中教师也是作为学员或学生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探究和思考的

意识；在培训期间，专家们授课形式单一化、讲解内容理论化，教师被动接受研修课程，几乎很少有机

会参与其中。另外目前研修的评价方式多通过在线时间、资源上传数量、回帖量、点击量、完成作业数

量、上传学习心得等途径进行考查[4]，这些情况只反应了教师研修的量化指标，研修过程中的质量、教

师受益程度等质性指标确未完善过。 
4) 研修内容碎片化 
一旦信息技术进入研修领域，它一定会改变知识的表现形式，让资源更加标准化、程序化，同时也

导致知识内容更加零碎和分散，不利于教师系统的学习；目前教师研修过于强调课程资源的设计广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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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technical content of teacher training [3] 
表 1. 教师研修的技术内容所占比重[3] 

研修名称 技术内容 所占比重 

国培计划(2017)–中西部项目 
(广西地区) 

1) 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 
2) 聚焦信息技术创新教学 
3) 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技术实践 

50% 

浙江省信息技术提升能力项目
(2017) 

1) 组织信息化教学设计活动 
2) 实施信息化教学实践 
3) 制作课堂实践视频 

100%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型 
教学与教师培训项目 

1) 在线教学与教研的技术工具介绍 
2) 在线教学互动工具的应用 
3) 在线教学活动组织实施的挑战与攻略 
4) 在线教研组织的策略与方法 
5) 混合式教学——“互联网”时代下未来教育“新常态” 
6) 如何利用在线资源开展项目化学习 

100% 

 
却不符合教师们的个性偏好与需求，学习资源和内容也比较陈旧老化，导致学员们在学习过程中无所适

从，甚至出现了抵制学习的情绪。 

2.3. 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机会 

1) 信息化背景 
当前我国处于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浪潮中，信息化已然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和主题，大数据、“互联网+”、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式层出不穷，信息化赋能各个行业创造着新未来，这为教育与科技融合打下坚

实的基础，用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的现代化，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创新增加源动力。 
2) 政策支持 
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又迈上了一个台阶，使得大

数据、数字经济等与教育领域进行深度的融合；《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教师[2018] 2
号)也提出了“互联网+教师教育”的创新行动，要将教师培养成能够适应技术变革的新时代教师，全面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以及运用技术的能力”。因此教师成为了教育信息化时代的主力军和先锋师，教

师的成长和研修也就显得愈加重要。 

2.4. 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挑战 

1) 技术含量成为教师研修评价的主要工具 
自从“互联网+”进入教育模块，教师研修中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等成为了主要划分类型，使得研

修组织者对其理解更加偏颇，导致研修内容过于注重技术本身，进而出现研修技术平台、载体或者操作

工具越复杂越显得高级、显得前沿这种较为离谱的认。原来技术工具辅助性的作用成为了现在的主要评

价指标，教师研修的主体需求和评价却被信息技术所替代。 
2) 信息技术加快了教师研修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分离 
教师研修的主要内容是包括信息化技术运用、理论知识、教学实践，但教师在理论层面的提升需要

更多时间、精力去研修，现实中教师研修更加注重技术工具的实践研究忽略了更多理论层面的深度挖掘，

反而将理论研修和实践层面内容的距离越拉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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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教师在线研修的优化路径 

基于对教师研修的 SWOT 分析，根据目前研究现状可以将其划分四个策略类型构造矩阵，可针对不

同的情况采取不一样的对策和路径，如图 1 所示。即可分为增长型策略(SO，即当外部机会与优势共存时，

挖掘自身优势借助外部机遇，发挥出最大能量)、多元型策略(ST，即当外部机会与优势相违背时，加大

投入，多元化发展，抓住外部机会转化劣势)、防御型策略(WT，当威胁和劣势都存在时，减少外部对自

身威胁，避免内部劣势暴漏)、扭转型策略(WO，当机会和劣势都存在时，抓住外部机会，弥补内部劣势)，
详情如下： 
 

 
Figure 1. SWOT analysis method 
图 1. SWOT 分析方法 

3.1. 增长型策略(SO 策略)：构建教师研修发展共同体 

当前我国的政策环境非常利于教师研修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在考虑创新研修载体的同时，也可

以建立教师研修的发展共同体，所谓教师研修发展共同体指具有异质性的教师个体以自身专业发展为共

同目的，以共同发展为共同愿景，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实践活动，形成共谋发展、共同提高的“有

机团结”的团队[5]。这个团队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共同体、研修小组、研修工作坊等，教师可不区分年龄、

地域、阶段和科目，甚至可以包括理论知识、技术操作型不同技能的教师，这样有利于教师之间进行互

动交流、经验分享，形成头脑风暴和共振，使得研修效果最大化。 

3.2. 多元型策略(ST 策略)：建构教师研修模式 

目前教师研修的归旨就是发展式研修，所谓的发展式研修就是强调教师的专业和自我发展是一种内

在的发展，聚焦教师的深层次需求和成长，关注教师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教师的核心素养与智能思维，通

过多样化的方式激发和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教师研修针对不同学科、不同阶段、不同教师可设

计多样化的研修方式。《教育行业：2019 中国教师培训白皮书》中将教师研修分为六大模块，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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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得出线上线下的完全融合的混合培训模式是最有效的方式，如图 2 所示。伴随着“互联网+”
时代到来，线上研修具有快捷方便、灵活性强等优势，成为现在教师研修的主流方式；线下研修也称为

现场研修，是可以促进教师现场与专家们进行互动与沟通的这样一种模式。这种融合式的研修模式可以

弥补双方的劣势，将研修目标、过程、内容整合起来，形成较为系统的研修体系；因此可构建多样化的

教师研修模式，如双环多维互动模型等、基于互动直播技术的“送教送培”混合式培训模式等。 
 

 
Figure 2.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raining modes [6] 
图 2. 不同培训模式的成效[6] 

3.3. 防御型策略(WT 策略)：匹配教师需求、开展混合研修模式 

当外部威胁和内部劣势并行状态下，教师研修需要更加谨慎的利用周围环境和条件创造更加有效、

具有针对性的研修工作。 
1) 聚焦教师主客观需求 
教师研修是提升教师多方位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教师多方面的发展不仅包括教育理论知识层面，

也包括精神层面、实践层面等，因此精准把握教师研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教师的需求多样化、

多元化，而需求又包括客观需求、主观需求；主观需求是指教师自己对自我能力提升的要求，教师主动

学习的意识比较强烈；客观需求是指教师受到外部的推动，比如国家、教育部、学校等对教师提出更严

格的要求和规定，教师不得不去研修提升教学水平等。如果将所有教师的需求全部集中起来，仅仅一次

或一段时间研修是完全不够的；但是，如果将整体研修兼容技术、理论与实践内容是可以形成重点鲜明

的主题内容，因此研修组织者要提炼浓缩教师需求，有重点性的匹配教师需求。 
2) 稳步推进校本研修为主的常态化过程 
① 在线研修日常化。信息技术在教师的校本研修中的主要作用就是资源的分享和数据的支持。叶澜

教授在其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中提到了教师发展的“研究性变革实践”就是利用相关的技术和视

频图像来判断教师培训过程中的表现情况，主张在教师研修中将教育理论用于实践，教师的反思也不仅

仅是基于自身以往经验，也包含了理论介入、相互矛盾的或与之前经验差距大的经验。所以校本研修就

形成了“学习理论知识–实践–反思–重建”的过程。同时坚持技术化手段，将线上研修作为校本研修

的主要手段。在职教师是研修的主体，但由于在职教师的日常工作繁忙、教学压力等因素，大家更倾向

于学校内部、区域性的校本研修方式。教师是具有主动思考意识的行为主体，并且研修的成果最终还是

4
4.1
4.2
4.3
4.4
集中面授

纯线上教学

以线上为主混合式

以面授为主混合式

线上线下完全融…

校本培训

不同培训模式下信息技术知识的成效

不同培训模式下信息化与课程融合的知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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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馈到教学、实践层面，所以目前教育研究利用这种“研究性变革实践”依托教育技术平台可以创造

多样化的教师研修方式，例如区域整合的“四位一体”混合式培训模式。② 结合实际促发展。结合校本

实际以及学校的信息化环境，精选研修内容、立足课堂教学、注重积累校本研修经验和关注学生发展，

以此来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3.4. 扭转型策略(WO 策略)：发挥教师与信息技术的主体间性 

教育 2.0 的时代已经到来，教育信息化已经渗透到教育行业，国家政策也致力于培养教师的信息技

术能力，这对于教师研修来说是向上的良好态势。信息技术虽然改变了教师的研修模式，但是教师作为

主体的定理是不允许改变的。研修过程中大量的科技、互联网等高端载体渗透其中，但呈现出来的是这

些工具依然是客体，教师还是主体，并且与载体工具之间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我们应将过去教

师与研修载体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转换成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就是说之前教师对平台的作用是外

在的、主动的，而平台对教师的作用却是隐形的、被动的。如果二者形成主体间性的状态，那就意味着

教师与载体之间双向互动，载体不再是被动被教师应用，信息技术也是主体，它可以发挥价值、进行对

话协作；同时教师需要进行反思，根据教师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设计技术载体，载体会因为教师的介入而

变得能够完善和生长，这样才可以发挥信息技术和教师之间的主体间互动。 

4. 结语 

信息化赋能教师研修为教师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新的模式、路径，“互联网+”的模式不仅仅为教师研

修带来多元化的工具应用，更带来了教师培训模式的创新，为更好地支持教师专业成长带来了可能。但

同时也面临着上述的诸多困境和难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研修的质量和效果。但每位教师

的成长与信息技术发展又密切相关，为了更深层次的打通教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深入实践，

切实关注教师研修动态，挖掘二者之间深层次关联，创新研修模式，未来让教师的智能化学习生活方式

与信息化教育的形态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并且朝着良好态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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