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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教研是教师教研的新形态，是提升教师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网络学

习空间支持下开展协同教研仍未大规模广泛应用。研究影响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协同教研的主、客观影响因素，

能够为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教研的广泛开展提供支持和依据。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网络学习空

间协同教研的 277 名中小学教师，验证了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

性、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教师开展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教研，还验证了学科、学段、培训经历对

教师开展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协同教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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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 9 月 5 日，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推
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促进教学方式与学习方
式的变革。为师生建立个人网络学习空间，体现着
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方向，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
点。网络学习空间是开展教师研修培训、教与学方
式的变革探索，促进校内外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
师生、生生、家校的多元互动的社交平台［1］。协同
教研是网络学习空间中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教师通
过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名师工作室、名师评课、课程
研发等活动开展的教研形式。网络学习空间中的
协同教研具备资源海量性、跨时空性、交互便捷性
等特性，网络学习空间中的优质学习资源能支持教
师的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领域专家和同伴能为教
师的学习和研讨活动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同时网
络学习空间能够无缝联通线上和线下的教研环境，

打破了学习时空的限制，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和
终身学习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网络学习空间支
撑的协同教研由于受到某些外部和个人因素的影
响，还未形成常态化的应用现状。本文将从网络学
习空间协同教研过程中的资源感知、交互感知、感
知有用性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入手，探究各因素
对协同教研的影响，以期为网络学习空间中协同教
研常态化、深层次开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借鉴。

当前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教研应用研究主
要聚焦于网络教研进程、网络教研影响因素和网络
教研行为三个方面。在网络教研进程方面，相关学
者对学校［2］、农村［3］、城乡［4 － 5］、区域［6 － 7］的网络教
研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各地区已具备开展移动教
研的基本物质条件，学校开展网络教研的途径丰富
多样，如社交性软件、教育云、教研社区等，“联片教
研”成为区域教研的一大特色，而强化教研成为“农
远工程”的重要内容; 在网络教研影响因素研究方
面，主要揭示了教师在利用网络教研提升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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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到自我效能感［8］、教学资源［9］、采纳行
为［10］、物理层面［11］、满意度［12］、学习倦怠［13］等方面
的影响，而教师的特征背景影响甚微［11］。这些研究
综合考虑了网络教研过程中平台、环境、个人感受
等因素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实践也证明了组织
并利用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对教师能力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对教师的网络教研行为
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尝试引入数据挖掘技术对教师
网络学习过程进行数据挖掘，探讨教师网络学习行
为的关系以提升学习效果［14］，使用 S － T 量表分析
法研究教师的教学行为和互动行为等，以帮助改善
教师教研行为提升专业水平［15］，还有学者使用内容
分析法区分了网络教研中活动组织的管理行为与
情感表达、人际交流的社会行为以及知识建构的认
知行为，以发挥不同角色的教师在网络教研中的作
用，全面提升网络教研的效果［16］。这些研究以技术
手段量化网络教研行为，为整个网络教研研究注入
新的血液。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多是网络教研的
相关探讨，但是鲜有以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
教研为研究主体、对制约其常态化应用的各影响因
素展开分析的研究。因此，对于网络学习空间支持
下的协同教研能否得到广泛开展的影响因素的研
究亟待深入探讨。

本研究综合考虑了影响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
空间中协同教研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利用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我国中部 X 市的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
间协同教研开展研究，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如下。

( 1)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
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空间协同教研
自我效能感等主观因素对中小学教师开展网络学
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教研产生怎样的影响?

( 2) 教师的学段、学科以及培训经历等客观因
素是否影响中小学教师开展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
的协同教研?

二、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协同教研的模式
和特征

( 一) 中小学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协同教研模式
网络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同教研( 以下简称

“空间协同教研”) 是指依托网络学习空间中的海量
学习资源和跨时空交互性，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在
名师工作室、课程社区等虚拟教研组织中开展包括
教研研讨、资源分享、晒课评课、课题研究等教研活
动，旨在解决教师在教学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帮
助教师提升备课质量，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信息技术融合教育教学能力。
1. 空间协同教研活动过程
空间协同教研有多种教研组织形式，最具代表

性的是名师工作室与课程社区，如表 1 所示。其中
名师工作室主要以名师、优秀教师为主体构建跨
校、跨年段的在线教研团体，借助名师教研、名师课
堂、名师评课等多种方式发挥名师名人效应，辐射
并带动区域年轻教师的职业成长。课程社区主要
是以课程、备课为主体组建跨学段、跨学科的在线
教研团体，借助专题教研、课程研发、教研评课等方
式编制覆盖网络课程的服务体系，支持同步与异步
教研服务，针对性地指导教学过程中课程存在的难
点与重点。

2. 空间协同教研特点
空间协同教研具有空间的海量资源和便捷交

互特性［17］，同时促进空间资源的创生、发挥空间名
师作用、提升区域教研交互水平。

( 1) 空间中的海量数字化资源为协同教研奠定
了充实的内容基础

无论是名师工作室还是课程社区均包含了形
式各异、数量众多、主题别致的教研资源，既蕴含着
有形的教学内容、教学素材的实体资源，又蕴含着
无形的网络人脉、教学经验的抽象资源，用以全面
服务教师的在线教研。这些海量资源既为教师开
展教学活动提供基本的资源支持，又能帮助教师提
升教学专业方面的素养。

( 2) 空间协同教研为空间资源的创生提供了稳
定的来源

在名师工作室和课程社区中通过课程研发、在
线评课等活动创作的教案、教学课件、微课、课程实
录等资源，是教研员、名师、专家教研协作的成果。
其中蕴含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在教学方法、教学设
计上具有显著优势。这些空间协同教研所创生的
资源，既是空间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又能在质量
上有所保障，也更能满足区域教师的需求。

( 3) 空间协同教研能最大发挥教研员和名师的
引领作用

传统教研活动中，教研员和区域名师虽然能通
过线下的教研活动传授心得、分享经验，但受空间
的限制其作用范围有限。在网络学习空间中，教研
员和名师处在教研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能够通
过学习空间将影响力覆盖到参与空间教研的所有
教师，且教研员和名师的作用能覆盖成员召集、主
题设置、交互引导、实践指导的整个过程，特别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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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偏远地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辅导，最大程度地发 挥教研员和名师的引领作用。
表 1 空间协同教研活动过程

名师工作室 课程社区

教
研
活
动

名师
教研

依托针对性教学案例或话题，开展一对一的交流、
点对点的研讨，强化名师与普通教师之间的沟通，
促进名师外显知识与内隐知识的分享与传递。

专题
教研

选择课程体系中特定主题的课程实录或教案，社
区成员在空间中对教研活动的主题进行讨论，群
策群力解决教研问题，提出优化的教学设计。

名师
课堂

名师通过微课、示范课、公开课的课程组织方式，将
丰富的优质课程资源上传至个人空间，方便学员观
摩学习，满足学员对优质教学资源的实际需求。

课程
研发

在空间中汇集区域内同学科教师，针对备课、课程
资源的研发目标，开展经验分享、互动交流等专项
活动，促进课程资源创作和学科教学方法的创新。

名师
评课

名师组织工作室成员对微课、课程实录开展的个性
化教学指导活动，起到“精确诊断、对症下药”的作
用，并能丰富名师工作室的课程资源库。

教研
评课

在空间中汇集区域内同学科教师，对社区内微课、
课程实录开展在线评课活动，通过对课程的解析
促进学科课程建设和学科教学方法创新。

( 4) 空间协同教研能提升跨校、跨区域教师的
教研交互水平

除了发挥教研员和名师的引领作用，空间协同
教研还能提升区域内教师参与教育的交互水平，使
普通教师都能从空间协同教研中获得课程资源、备
课经验、名师指导意见，用于支持日常备课、授课。
而普通教师也能积极参与到空间协同备课、教研交
流和课程同侪互评，以多种形式的教研交互，提升
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 二) 空间协同教研的影响因素
( 1)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中的海量教研资源，是教师开展

教学研训和自主学习的重要基础。王世曾［18］指出
教学资源的需求是教师对网络教研平台的最直接
的需求。樊雅琴等［19］认为网络学习过程中资源是
制约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也被杨丽娜［20］

所认可。戴心来等［10］也指出教研资源影响教师的
教研，如教学视频、教案、课件等。本研究的空间协
同教研资源感知界定为教师对名师工作室、课程社
区中的教研资源多样性、丰富性以及可用性的感知。

( 2)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借助多种交互形式实现教

师的思想汇聚碰撞，启发新的教学思路。教研交互
作为知识共享的核心途径，不仅可以促进学习者个
体完成知识的转化与交流，而且能保证网络资源的
生命力和再生性［21］。同时，互动氛围可以帮助学习
者自我调节活动节奏［22］，保证网络学习活动的顺利
开展。网络互动作为线下互动的有益补充［23］，能够
提升用户的使用满意度［24］，还对网络学习中的活动
效果有直接关系［25］。本研究的空间协同教研交互
感知界定为教师对名师工作室、课程社区中互动方

式的多样性、互动响应的快速性、互动内容的可操
作性感知。

( 3)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
教研感知有用性作为技术接受模型重要因素，

可用于揭示个人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度［26］。在网络
学习空间中，高峰等［27］认为教师的感知有用性会影
响其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为意愿，张思等［28］研究证明
了感知有用性对教师使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
教研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徐梅丹等［29］则进一步验
证了感知有用性影响教师使用网络技术辅助教学
活动。本研究的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界定为
名师工作室、课程社区中开设的特定学科、主题、专
题的教研活动对教师教学技能提升程度的感知。

( 4) 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

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30］。许亚峰等［31］研究证
实自我效能感越强的教师越容易适应学习空间的
环境，进而更愿意使用学习空间进行教学和教研活
动。Saba等［32］探究了在网络环境中自我效能感与
用户成绩间的关系，发现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习活动
结果。秦丹等［33］认为网络环境中教师的自我效能
感能够显著促进其自身的专业发展。本研究的网
络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界定为教师参与名师工作
室、课程社区中的主题研讨、名师互动、教研直播等
教研活动的自信度。

三、研究设计与调查过程

( 一) 研究模型
空间协同教研的复杂性影响着教研的开展。

戴心来等［10］明确提出用户的教研行为与教研平台
中各种教学视频、课件、教案等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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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交互作为教研中重要的学习方式，可以起到调
节自我的作用［23］，也是协同教研的优势之一。用户
的自我效能感是用户对自信程度的主观判断［26］，是
从事协同教研的必要因素。用户的实际感知能够
为持续参与活动提供动力［29］。此外，不同学科、学
段、培训经历的教师的实际教研也存在差异性。本
研究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空间协同教研资
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
知有用性、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作为主观因
素，学段、学科以及培训经历作为客观因素，构建了
教师的空间协同教研应用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空间协同教研应用研究模型

( 二) 问卷设计
为确保问卷设计的科学性，本研究通过对近年

来的文献进行梳理，经过三次与 X市一线教师讨论，

并结合 X市教研信息化应用实际开展情况，自主编
制问卷调查中小学教师协同教研影响因素。整个
问卷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 1) 教师的基本信息，涉及
到教师所教学科、学段以及协同教研经历、培训经
历; ( 2) 教师空间协同教研应用，重点分析教研资
料、在线讨论以及协同教研平台的应用频次; ( 3) 教
师空间协同教研的影响因素，包括空间协同教研资
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
知有用性以及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
如表 2 所示。教师空间协同教研应用以及影响因素
均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确定应用频次与应用程度。

( 三) 研究对象
利用网络面向 X市开展问卷调研工作，调研时

间从 2016 年 11 月 1 日持续至 2017 年 3 月 1 日，累
计发放问卷 450 份。经统计，共回收问卷 380 份，回
收率 84. 4%。问卷中个人基本资料背景包括协同
教研经历、年级信息等，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教研开
展信息进行核实，筛选具备协同教研经历的研究对
象。统计发现无协同教研经历有 103 人，具有网络
协同教研经历 277 人，即获得有效问卷 277 份，有效
率 72. 8%，符合统计分析需要。其中，小学教师 174
名，初中教师 103 名。

表 2 中小学教师网络空间协同教研影响因素量表设计

维度 考察内容 参考文献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 教研资源在您教研中的应用如何 吴砥( 2014) ［34］，等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教研互动在您教研中的应用如何 杨彩菊( 2007) ［35］，等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 您认为信息技术在协同教研环节中的帮助程度 任丽燕( 2012) ［36］，等

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 您认为自己在协同教研时的能力如何 Venkatesh( 2003) ［37］，等

四、研究结果

中小学教师空间协同教研涉及要素众多，不仅
包括教师基本技能要求，还涉及到教师本身的心理
作用。本节基于问卷开展影响中小学教师空间协
同教研的实证研究，并借助逐步多元回归分析、T 检
验与方差分析研究因素间联系与差异。

( 一) 信度效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是保障问卷设计的必

要环节，能够有效保证问卷具有良好的质量与测量
精确度。本研究采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用
使用的克隆巴赫系数法( Gronbachs’Alpha) 检验问
卷信度，并以 Nunnally ( 1978 ) 确定的 α 系数在 0. 6
以上作为衡量量表内部一致性的标准。研究发现，

问卷整体与局部构成均表现出良好的效度，如表 3
所示。其中，问卷总体信度系数 0. 918，空间协同教
研及 其 影 响 因 素 对 应 的 信 度 系 数 分 别 为
0. 866、0. 897。

表 3 问卷效度分析表

总量表 空间协同教研 影响因素

Cronbach’s Alpha 0. 918 0. 866 0. 897

问卷的效度由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构成。本
研究中的问卷通过文献以及实践分析综合而来，经
历了预设、讨论、修正、确定等环节，具备了通用性
与普适性等特点，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使用
KMO测度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分析问卷的结构效
度，测得 KMO 值为 0. 9，显示达到性质为“极佳的”
标准，表明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零假设不成立，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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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条件，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 二) 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积差相关法研究空间协同教研资源

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
有用性、空间协同自我效能感与空间协同教研的相
关性，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极

性与强度。如表 4，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空间协
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以及空
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与空间协同教研均存在显
著相关，且均为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教师空间
协同教研的开展有积极的影响。

表 4 相关性分析结果

空间协同教研
资源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
交互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感
知有用性

空间协同教研
自我效能感

空间协同教研 0. 723＊＊ 0. 715＊＊ 0. 413＊＊ 0. 481＊＊

注:＊＊表示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 三) 回归分析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用来预测教师空间协同

教研的影响因素。如表 5，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
以及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四个因素全部进入
回归方程中，多元相关系数为 0. 779( Ｒ =0. 779) ，其
联合解释量为 0. 607，表明这四个因素共同解释协
同教研的 60. 7%的变异量。其中，空间协同教研资

源感知预测力最强 ( B = 0. 352，β = 0. 376，Ｒ2 =
0. 522，P ＜ 0. 001 ) ，对空间协同教研的解释量为
52. 2%，而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 B = 0. 303，β =
0. 336，Ｒ2 = 0. 065，P ＜ 0. 001 )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
有用性( B =0. 110，β = 0. 113，Ｒ2 = 0. 013，P ＜ 0. 05)
以及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 B = 0. 1，β = 0. 099，
Ｒ2 = 0. 007，P ＜ 0. 05 ) 的解释量分别为 6. 5%、
1. 3%、0. 7%。

表 5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空间协同教研

B β Ｒ2 T

( 常量) 0. 739 0. 190＊＊＊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 0. 352 0. 376 0. 522 6. 254＊＊＊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0. 303 0. 336 0. 065 5. 515＊＊＊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 0. 110 0. 113 0. 013 2. 704*

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 0. 100 0. 099 0. 007 2. 205*

F 104. 530＊＊＊

Ｒ 0. 779

Ｒ2 0. 607

调整后的 Ｒ2 0. 601

注:＊＊＊表示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 05 水平上显著

由此得到非标准化回归方程: 空间协同教研 =
0. 739 + 0. 352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 + 0. 303 ×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 0. 11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
有用性 + 0. 1 ×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经核实，
在回归模型中容忍度均大于 0. 3，方差膨胀系数均
小于 10，条件指标小于 30，特征值大于 0. 01，说明
各主观因素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存在［38］。

( 四) 空间协同教研差异研究
为研究学段差异对教师空间协同教研的影响

效果，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研究教师的空间
协同教研差异，如表 6 所示。研究发现，小学教师

( M =4. 0) 比初中教师( M = 3. 79) 的空间协同教研
频繁，但是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为了研究教授不同学科的教师空间协同教研
上的差异，根据学科重视程度与开展情况，将学科
分为四组:语文、数学、英语、其它( 政治、音乐、化学
等) ，并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差异检验。方差
齐次性检验中，Levene 的 F 值不显著 ( P = 0. 062 ＞
0. 05) ，接受虚无假设，表明未违反方差同质性假
定。如表 7，从方差摘要表中获悉“空间协同教研”
依变量整体检验中 F 值为 3. 808 ( P = 0. 011 ＜
0. 05) ，表示可以进行事后分析。采用 LSD 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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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分析，获得不同学科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如
表 8 所示。在空间协同教研方面，英语教师显著高

于语文、数学以及其它类型学科教师，而语文、数学
以及其它类型教师虽存在差异，但不显著。

表 6 不同学段的 T检验结果

年级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差 T值 显著性

学段
小学 174 4. 00 0. 9113 0. 21155

初中 103 3. 79 0. 853 0. 2155
1. 948 0. 052

表 7 不同学科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量

平方和 均方 F 显著性

空间协同教研

组间 8. 872 2. 957

组内 211. 989 0. 777

总和 220. 861

3. 808 0. 011

表 8 不同学科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依变量 科目( I) 科目( J) 均值差( I － J) 显著性

空间协同教研

语文

数学 － 0. 10476 0. 456

英语 － 0. 54232 0. 004

其它 0. 06841 0. 607

数学

语文 0. 10476 0. 456

英语 － 0. 43756 0. 023

其它 0. 17317 0. 220

英语

语文 0. 54232 0. 004

数学 0. 43756 0. 023

其它 0. 61073 0. 001

师资培训是教师扩充知识、形成信息素养的重
要渠道。为了研究培训经历给教师的协同教研带
来的影响，根据实际教师培训经历的分布情况，将
培训经历分为三组，分别为小于 50 小时、50 － 100
小时、大于 100 小时，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差
异检验。根据方差齐次检验的结果显示，Levene 的
F值达到显著水平 ( P ＜ 0. 05 ) ，拟采用 Tamhane 检
验法进行事后分析。如表 9 所示，方差分析摘要表

显示“空间协同教研”依变量整体检验的 F 值为
7. 541( P ＜ 0. 05 ) ，说明可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分
析。如表 10，在空间协同教研方面，具有 50 小时以
下培训经历的教师不仅显著低于具有 50 － 100 小时
培训经历的教师，而且还显著低于具有 100 小时以
上培训经历的教师，具有 50 － 100 小时培训经历的
教师虽然低于具有 100 小时培训经历的教师，但差
异不显著。

表 9 不同培训经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量

平方和 均方 F 显著性

空间协同教研

组间 11. 522 5. 761

组内 209. 339 . 764

总和 220. 861

7. 541 . 001

表 10 不同培训经历时长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依变量 时长( I) 时长( J) 均值差( I － J) 显著性

空间协同教研

＜ 50h
50 － 100h － 0. 417527993 0. 010

＞ 100h － 0. 570661896 0. 001

50 － 100h
＜ 50h 0. 4175279931 0. 010

＞ 100h － 0. 153133903 0.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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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分析

( 一) 教师主观因素对空间协同教研的影响
如表 5，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

交互感知、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空间协同教
研自我效能感均对空间协同教研有正向影响，且影
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递减。

1.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对空间协同教研有
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教研资源会影响教师参与教研
活动。李秀利［6］认为资源是决定教研活动顺利开
展的关键，只有充足、优质的教研资源才能减轻教
师的教学负担，让教师能够从教研资源获得提升教
研效率与自身的教学技能。程俊杰也提出构建区
域资源库对满足实际教研需要具有重要作用［39］。
本研究发现，空间协同教研资源对教师参与空间协
同教研有显著作用。X 市目前已构建网络学习空
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空间教学和教研资源。通过
对被测教师的访谈发现，空间教学和教研资源是影
响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协同教研的首要因
素。大多数教师是为了获取名师工作室、课程社区
的课件、微课、课程实录等优质资源才使用学习空
间开展协同教研。

2. 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对空间协同教研有
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教研交互会影响教师参与教研
活动。谭天美等［40］提出将教学问题置于教研团队
中，通过集体商讨、分工合作，有助于引领教师专业
发展。协同学理论也认为各子系统功能之和大于
各个系统的整体功能［41］。本研究发现，空间协同教
研交互会对教师参与空间协同教研有显著作用。X
市构建的网络学习空间包括名师工作室、课程社区
等便捷的教研交互工具以及完善的沟通机制。通
过对被测教师的访谈发现，名师工作室和课程社区
的教研交互活动是影响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
展协同教研的重要因素。许多教师希望通过网络
学习空间与教研员、名师、同学科教师随时随地开
展教研交互，获取他们的经验和对具体教学问题的
指导。

3.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对空间协同教研
有正向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教研感知有用性会影响教师参
与教研活动。Davis 认为感知有用性直接或间接影
响用户的使用态度与行为意愿［26］，决定着系统与平

台是否被使用。王耀莹等［8］研究网络平台学习过
程中也发现教师的感知有用性会影响教师的使用
意向。本研究发现，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对教
师参与空间协同教研有显著影响。X市构建的网络
学习空间包含了面向特定学科、主题、专题的各种
教研活动。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发现，名师工作室和
课程社区中教研、教学以及备课活动是影响教师应
用网络学习空间的重要因素。很多老师希望通过
参与由名师、优秀教师组织的教研研讨活动获取解
决教学问题的灵感，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技能。

4. 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感对空间协同教研
有正向影响

现有的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教师参与
教研活动。罗全生等［42］认为自我效能感作为促成
要素，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能增
强教师协同教研使用行为活力。张建伟等［43］研究
也发现线上远程学习与互动交流中自我效能感对
学习过程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发现，空间协同教
研自我效能感对教师参与空间协同教研有显著影
响。X市构建的网络学习空间提供自由的沟通渠道
方便教师参与主题研讨、名师互动、教学直播等教
研活动。通过对被测教师的访谈发现，教师交互过
程中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协同教研的重要因素。
很多老师表示其自信心能够有效帮助他们融入到
教研活动中，保持与名师、优师与同事的沟通与
合作。

( 二) 教师客观因素对空间协同教研的影响
1. 学段差异对空间协同教研影响并不显著
从教师应用学习空间的角度，现有研究认为高

中教师的应用水平最高，其次是初中和小学，教学
点最低［43］。而本研究发现，在空间协同教研方面小
学教师与初中教师不存在显著差异。而通过平台
调查发现，小学年段的课程社区、名师工作室的教
师数量和初中年段教师数量基本相当，与本研究的
结论相符。

2. 学科差异对空间协同教研有显著影响
虽然现有研究认为学科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

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并无显著差异［44］，而本研究发现
英语教师开展空间协同教研最为活跃，且与语文、
数学以及其他学科教师的协同教研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被测教师的访谈发现，新课程教学下英语教
师对利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开展情景教学的要求
更为突出;而语文、数学等教学理念和方法较为成
熟，参与空间协同教研的需求相对较弱。所以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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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各学科教研需求为导向，不断创设贴近学科需
求的教学资源与工具，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教研与
话题研讨，让各科教师切实感受到网络协同教研获
得的新思想、新技术。

3. 培训经历对空间协同教研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培训时长小于 50 小时的教师参与

空间协同教研频次显著低于培训时长在 50 小时以
上的教师，且培训时长在 50 至 100 小时的教师与培
训时长在 100 小时的教师没有显著差异，与现有研
究的教师培训需求状况结论基本一致［45］。通过对
被测教师的访谈发现，小于 50 个小时培训经历的教
师，短期的培训学习仅让他们熟悉了协同教研的概
念以及基本学习路径，而不能将培训内容与自己的
教学实践间建立实质关联，更无法运用培训中所学
的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46］。而培训时长 50 小时
以上的教师协同教研方面无明显差异，过长时间的
培训学习会使参与教师产生学习倦怠［13］，反而不利
于提升教师的参与度。

六、结束语

支持教师在线协同教研是网络学习空间的关
键服务功能之一，本研究面向学习空间支持下的协
同教研的影响因素问题，以问卷调查的方法验证了
空间协同教研资源感知、空间协同教研交互感知、
空间协同教研感知有用性、空间协同教研自我效能
感、教师学科和教师培训经历都会影响教师应用学
习空间开展教师协同教研。受研究条件的限制，本
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选取了
一个区域内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国幅员辽
阔，各区域间开展空间协同教研的情况差异较大。
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更多
样本，综合更多因素，提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普
适性，不断丰富协同教研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常态
化、深层次开展协同教研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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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Facto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Collaborative
Teaching Ｒesearch in Cyber Learning Space

Wu Lei，Wu Di，Xu Jingjing，He Ｒanran，Zhou Peng ( corresponding author)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research ( CTＲ) is a new form of teachers’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cyber learning space
( CLS)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eachers’ability． However，CTＲ has not been widely used under the support of CLS．
The stud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which influence CTＲ under the support of CLS，can provide support and basis for exten-
sive development of CTＲ． In this paper，277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of CTＲ under the support of CLS 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space CTＲ，resources perception of space CTＲ，interactive perception of space CTＲ，self －
efficacy of space CTＲ influenced teachers’carrying out CTＲ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CLS，and also demonstrated that discipline，
teaching grade，and training experience influenced teachers’carrying out CＲT in the CLS．

Key words: Cyber learning spac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The influences of teach-
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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