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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强调通过教师网络研修社区
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特别在国培项目上教育部对网
络研修的实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指示要加强教师网

络研修社区建设，推进混合式研修，要求各地将网络
研修社区作为国培项目申报的重要条件。 本研究通过
向 2016-2017 年参加江南大学国培项目培训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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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 2016-2017 年参加“国培计划” 四个学科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学员为研究对
象，在对网络研修社区交往的实例研究中发现，教师对开展的各项网络交互活动和网络交互效果总
体呈现积极评价，但同时又认为网络交互不足，效果不佳。进一步研究表明，网络交互效果受到辅导
教师、参训教师、网络平台功能、社区文化四个因素的相互共同影响，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协同作
用，组织引导教师网络交互活动，提高网络交互效果，才能赋予网络研修社区生命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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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kbone� teacher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who� joined� the�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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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调查问卷和采集数据来分析教师网络交互行为，
找出影响网络交互效果的因素，对网络交互设计提供
策略性建议。

一、相关研究

国内外有关网络学习社区的交互研究成果丰硕，
从交互分类、交互模型、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多层
次、多维度的研讨，［1］重点都是探究如何推动师生、生
生互动交流，提高网络教学的质量。 教师网络研修社区
不同于网络学习社区，是一种面向教师专业发展的跨时
空的虚拟学习型组织，［2］其交互的重点不在教与学的关
系上，而在于如何加强教师同行之间进行交流，将蕴藏
于教师个人头脑中的隐性资源通过相互的交流碰撞逐
渐挖掘、显现出来，再经过深入的个人反思得以组织、提
炼、升华，形成新的知识，最后通过传递、转化，实现智慧
共享。 交互作为教师网络研修社区的中心，其交互效果
是影响网络研修质量的核心所在。随着教师网络研修社
区广泛应用，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教师交互行为对网络
研修的影响，比如，黄庆玲等对研修教师的在线讨论深
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促进教师在线讨论深度的建议；［3］

刘清堂等对研修社区中教师工作坊中的用户行为投入
开展了研究，认为交互影响研修教师的专注度；［4］郝兆
杰等对中小学教师在网络研修中的发帖行为进行了研
究；［5］ 然而教师网络研修的交互行为及影响交互效果
的因素尚需进一步探讨。 通过教师网络研修社区交互
行为的分析，了解研修教师的交互需求，探究影响教师
交互效果的因素，对于提升教师网络研修质量、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的研

究，编制了教师网络交互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大部
分， 第一部分是教师网络研修交互情况调查共 23 个
项目，分别是单项选择题 5 项，包括教师的基本信息
和培训次数。 复选题 2 项，包括网络社交平台和喜欢
参与的社交活动。 还有 16个项目采用 5点量表法，包
括网络交往的组织形式 5 个项目， 分别从使用频率、
作用效果、喜爱程度三个维度进行测评；教师参与网
络交往行为 6 个项目， 教师对网络交往效果的评价 5
个项目；第二部分是影响教师网络交互效果因素调查
共 27 个项目， 分别是问答题 4 项， 包括网络交互建

议、不愿网络交往的原因、匿名交往和移动交互使用。
还有 23 个项目采用 5 点量表法， 辅导教师因素 7 个
项目；参训教师自身因素 8 个项目，网络研修平台功
能因素 4 个项目， 社区文化 4 个项目。 本问卷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6］

结构效度检验采用因子分析法， 得出问卷的 KMO 值
为 0.686，大于 0.5，适合作因子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
值为 2 032.181，P 值为 0.000，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具
有良好的问卷结构效度。 问卷总体信度系数 Alpha 值
为 0.83，具有良好的信度。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被测对象来自 2016-2017 年全国各地参加江南

大学国培的学员，共四个学科，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139 份，其中男性 70人，女性 69 人，高中信
息技术 30 人、高中数学 38 人、初中语文 35 人、小学
音乐 36人。 所有学员均参加过各级各类的网络研修。

三、研究数据结果与分析

1. 教师网络交互情况的数据结果与分析
（1）网络交互平台分析
从问卷的调查来看，网络研修平台内置的 BBS 论

坛交互选择最多， 有 68.1%的教师选择其他内置的交
互平台如博客、个人空间、工作坊等选择较少，加起来
有 40.1%的教师选择。 问卷中利用社会性软件开展网
络交互学习活动选择上只有 QQ 群和微信， 其中有
61.9%的教师选择 QQ 群交往，有 33.1%的教师选择微
信交往。 经常选择移动交互的教师只有 25%左右，并
且集中在微信交往。 根据学科来调查，利用网络研修
平台内置交互平台和 QQ群交往无学科差异， 但微信
移动交互有显著不同，在选择微信移动交互中，高中
信息技术教师有 50%的人员选择， 高中数学教师有
34.2%的人员选择， 初中语文和小学音乐教师都只有
25%左右的人员选择。 不同的学科在移动端微信交互
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相对信息技术专业因学科的特
征，更加善于运用移动设备解决专业问题，其次是理
科教师，非理科教师相对较弱。 问卷同样表明，教师对
微信交互普遍持支持态度， 希望能增强移动交互功
能，这就要求综合考虑学科的差异设计和引导移动交
互活动。

（2）教师喜欢参与的交互活动分析
从问卷中发现，课题研讨，发起主题讨论，咨询问

题教师参与积极度最高， 均超过 55%的人员选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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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高的是课题研讨，达到 64.7%的人员选择，下载资
料教师选择度最低，有 41.7%的教师选择，说明教师总
体更加注重互动交流。

在不同教龄上，网络活动选择也有明显不同，5 年
教龄以下的青年教师最喜欢咨询问题和下载资料，问
卷中达到 100%的人员选择， 相对选择最少的是发起
主题讨论， 选择比例仅有 25%；20 年以上的老教师对
课题研讨、发起主题讨论、咨询问题选择比较平均，均
在 55%左右，相对选择少的是下载资料，比例在 40%
左右；5-20年教龄的中年教师最喜欢课题研讨和发起
主题讨论，超过 65%的人选择，相对选择最少的是下
载资料，低于 50%。 由此可以看出，中年教师是网络交
互中最为活跃的群体，要充分调动中年教师成为网络
交互活动的主体，吸引老教师，带动青年教师来丰富
网络交互活动。

（3）网络交互的组织形式分析
从网络社交的组织形式使用情况来看，基本能得

到参训教师的认同，喜爱程度均超过了 70%，但从开
展的情况来看，个人发起主题讨论和小组研究课题开
展较少，其中小组研究课题开展情况为 51%，个人发
起主题讨论低于 50%。 使用频率最大的是浏览别人帖
子，达到近 80%。 由此可以看出，网络交互的组织形式
在得到教师的总体认可的情况下，研究型社交活动偏
少，有待增强。

（4）网络交互行为分析
在问卷中，还通过六个方面对参训教师网络交互

行为进行调查，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网络社交活动较
少的有：经常发起主题讨论、经常与辅导老师进行交
流、经常与其他学员深入交流、经常围绕课程内容与
其他学员交流。 网络交互活动比较积极的是积极回复
感兴趣的话题。 参训教师对自己网络交互行为总体评
价等级为 2.86，低于 5 点量表的中间值 3，体现出网络
交互总体的不足，表明教师总体对目前的网络交互并
不满意。

（5）网络交互效果评价分析
从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来看，对网络交互效果的总

体评价为 3.49，明显高于 5 点量表的中间值 3，说明参
训教师总体显著认同网络交互能明显提高网络研修
质量，具体来说，参训教师普遍认为网络交互能直接
并增强研修体验，加深参训教师的“粘合度”，更加方
便知识的共享和讨论，更好地相互协作，网络交互活
动是保证网络研修质量的核心部分。

2. 影响网络交互效果的因素分析
统计表明，教师虽然对网络交互效果的总体评价

高，但对自身的网络交互行为评价偏低，网络交互实
际效果不佳。 为了找出网络交互效果的影响因素，本
问卷通过因子分析法收集了辅导教师、 参训教师、网
络研修平台功能、 社区文化四个方面的具体的数据，
分别具体分析了与网络交互效果之间的关系，表 1 列
出了它们和网络社交效果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

表 1 网络交互效果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各影响因素
网络交互效果

相关性（r） p

辅导教师 .500** .000

参训教师 .380** .000

平台功能 .358** .000

社区文化 .542** .000

注：**表示 p<0.01

由表 1 可知，辅导教师、参训教师、网络平台功
能、社区文化四个因素与网络交互效果均达到显著正
相关，仅凭相关系数还不能完全证明自变量和因变量
有必然的实质性联系，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变量和因变
量之间的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分别以辅导教师、参训
教师、网络研修平台功能、社区文化为自变量，网络交
互效果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复回归分
析，具体如下。

（1）辅导教师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复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辅导教师因素对于网络社交效果

的总体回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R2=0.399，f=12.41，p=
0.000）,表明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是合适的，具体回归效
应见表 2。

表 2 辅导教师因素对于网络社交效果的回归效应

自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常量） .881 .315 2.802

1.辅导教师的风格气质 .178 .063 .233 2.810*

2.辅导教师回复和反馈问题 .016 .073 .020 .223

3.辅导教师的专业知识 .157 .042 .258 3.700**

4.辅导教师有效的引导 .209 .076 .271 2.732*

5.辅导教师的适度的表扬 .346 .078 .393 4.460**

6.辅导教师交往前的过程设计 .105 .076 .126 1.376

7.辅导教师组织线下活动 .103 .061 .133 1.669

注：*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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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辅导教师的风格气质、专业知识、有
效的引导、 适度的表扬均达到显著的回归效应作用，
其中辅导教师的专业知识和适度的表扬达到非常显
著的作用，其余辅导教师变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在网络研修实践中分析发现，如果辅导老师按量
化的标准来要求参训教师研修活动的话，比如要求参
训教师发帖和回帖的数量，刚开始参训教师会比较积
极，但参与度会逐渐减少，甚至变为鬼区。 回归分析的
结果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网络交往中，辅导教师
如果详细规定交往过程，会使许多参训教师完全以完
成任务为目标，相互之间没有积极的互动和有效的沟
通,参训教师交互效果大打折扣。

（2）参训教师个人因素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复回归
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参训教师个人因素与网络社交效
果的总体回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R2=0.410，f=13.307，
p=0.000）,表明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是合适的，具体回归
效应见表 3。

表 3 参训教师个人因素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回归效应

自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常量） 1.632 .353 4.619

1.参训教师的知识基础 .062 .073 .088 .851

2.参训教师的消极态度 .127 .068 .190 1.862**

3.参训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092 .064 .003 .829*

4.参训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 .102 .048 .172 2.143**

5.参训教师的交往的时间 .059 .070 .088 .848*

6.别人是否积极回应 .003 .087 .004 .037

7.自发形成的核心人员 .267 .087 .314 3.089**

8.匿名交往和实名交往 .013 .063 .017 .213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由表 3 可知，参训教师的消极态度、参训教师的
信息技术能力、参训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参训教师
的交往的时间、自发形成的核心人员均达到显著的回
归效应作用，其中参训教师的消极态度、参训教师之
间的相互信任和自发形成的核心人员达到非常显著
的作用，其余变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可以看到参训教师消极的态度对网络交互的影
响是很显著的，严重影响网络研修的效果。 据问答题
可知很少参与网络交往的原因主要有：工作忙、没时
间、很少有恰当的主题、没有需要的帮助、都是为了完
成任务的开展等。 这需要切实了解教师的培训需求、

建立奖励机制、人性化的管理。［7］参训教师之间相互
信任使得所有成员能公开平等地进行网络交往，有利
于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开展研讨交流活动。 随着
网络交往的深入，自发形成的核心人员的产生会对整
个社区的网络交往产生号召力，实践表明这样的人物
更易集中在中年教师， 他们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
力，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其他参训教师对他们更
具有认同感。 研究表明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对网络社
交效果有显著的影响，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目前
也是教师培训的重点之一。

（3）网络研修平台功能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复回归
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网络平台功能与网络社交效果的
总体回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R2=0.375，f=11.422，p=
0.000）,表明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是合适的，具体回归效
应见表 4。

表 4 网络研修平台功能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回归效应

自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常量） 1.833 .314 5.832

1.内置交互平台的支持（如论
坛、博客、工作坊等）

.018 .060 .025 .291

2.界面友好程度 .002 .050 .004 .035

3.对接社会软件开展移动学习
与交互（如 QQ、微信等）

.197 .086 .223 2.285**

4.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233 .082 .263 2.836**

注：** 表示 p<0.01

由表 4 可知，对接社会软件开展移动学习与交互
和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对网络社交达到非常显著的预
测作用，相反内置交互平台的支持和界面的友好程度
的回归效应不显著。

吸引参训教师积极进行网络交互更多地依赖于
有兴趣的内容而非任何技术问题，要注重能实际解决
教师工作问题的培训内容。 同时也希望有更加完善的
移动网络平台，在问卷中选择移动社交平台最多的是
微信，微信这个几乎涵盖所有智能手机的本土化软件
被国内许多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微信在教育领域的
实践研究，因此利用微信强大的移动交互能力开展移
动研修是值得关注的。 参训教师对平台本身的技术要
求和界面要求不高， 大多数教师倾向于界面简单、操
作便捷,这也符合移动端的特性。

（4）网络社区文化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复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网络社区文化与网络社交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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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回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R2=0.545，f=19.572，p=
0.000）， 表明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是合适的。 由表 5 可
知，除了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则交往变量外其他变量都
达到非常显著的回归效应。

表 5 网络社区文化与网络社交效果的回归效应

自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常量） 1.642 .314 5.224

1.�社区的个性特色 .133 .074 .160 1.792**

2.形成社区归属感 .188 .078 .103 1.126**

3.移动交互加深了思想和情感
的交流

.162 .087 .072 1.715**

4.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则交往 .104 .082 .242 2.489

注： **表示 p<0.01

教师是特殊的群体，与一般的网络社区相比具有
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属性，形成教师群体独特的个
性特征，外界的干预对网络交互活动效果并无显著的
影响。 研究也表明教师网络社交更愿意采用移动交互
的方式，当下无处不在的网络环境使得移动社交思维
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可以确定教师培训中的移动
交往对理解、合作、共享、情感等方面的影响也必然超
过以往的 PC 时代， 在随时的互动中相互影响社区成
员的观念，最终建立起有认同感符合教师个性的网络
社区文化。

问卷调查得出参训教师虽然对网络交互的效果
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对自身的网络交互效果感到不
足。 本研究通过实例分析，认为网络研修社区的交互
效果受到辅导教师、参训教师、平台功能、社区文化四
个因素的共同影响，需要综合考虑才能有效提高网络
交互效果。

对于辅导教师来说，要担当起“协调者”“整合者”
和“服务者”的角色，聚集和整合参训教师形成有效的
社交网络，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格魅力采取有效
的引导和适度的表扬来组织网络社交活动；还要要特
别关注教师中的“活跃分子”，鼓励他们一起来带领其
他成员共同参与研讨活动和开展研修项目，利用他们
的专业素养和组织力增强网络研修社区的凝聚力。

对于参训教师来说，要明确教师个性需求，提升
信息技术能力；积极鼓励参训教师探寻针对性、实用
性的内容，激发教师的社交兴趣，逐步建立互信机制；

建立教师的自主意识，使原来的“与辅导教师交往”依
赖变成了多种交往形式依赖， 包括与资源交往依赖、
与其他参训教师之间交往依赖，通过社交平台参训教
师不必关心“你给了我什么”，而是“你怎么给我想要
的”。

网络平台开发要注重移动学习功能的完善和便
捷，采用云技术来开发教师个性化培训，利用碎片时
间进行碎片化学习；［8］网络交互要以更加自然而贴切
的方式融入到教师生活中，使教师愿意主动参与和开
展各项学习研讨活动。

网络社交文化是影响网络社交效果重要因素，教
师群体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在交往中要特别强调教师
之间精神层面的交流，唤醒自我专业发展意识，进而
使教师表现得更加自主与自觉地参加研修活动，逐步
形成具有教师个性特色的研修社区； 要融入“互联
网+”思维，形成强关系型交互网络，从而让教师在网
络交往中获得存在感, 并意识到网络交互的价值感。

以上结论和建议只是通过四个学科 139 人的基
础而得出，今后需要更多的数据、更全面的分析研究
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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