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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和社会的发展，职校教师需要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教学实

践。除了校内学习，企业学习对于职校教师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

下，企业实践已经在很多国家得到开展，比如瑞典、法国和中国(Andersson & 

Köpsén, 2015; Zaid & Champy-Remoussenard, 2015)。企业实践被定义为一项职

校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在这一项目中，职校教师通过参与“与他们所教学科相

关的职业、企业实践共同体”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Andersson & Köpsén, 2015, 

p.2)。虽然企业实践价值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有关职校教师如何在该项

目中学习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企业实践的学习经历尚未明确。为了深入了解职校

教师在该项目中的专业化学习，本研究将聚焦于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

过程。 

第 1 章：概述 

在中国职业教育中，企业实践已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且自 2016 年，

所有职校教师被要求每五年一个周期至少参加六个月企业实践。然而，对于职

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者和学校领导者来说，职校教师参加企业实践存在

诸多困难和挑战，而似乎这些困难和挑战都源于他们对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

的学习缺乏认识和理解。前人的研究已经试图探究了影响职校教师参加企业实

践的因素，然而极少有研究关注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 

本研究的背景聚焦中国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主要包含中等职业教育和

高等职业教育。相比于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在引导学生从学校走向工

作场所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职业教育是典型以学校为主导的，学

校课程通常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因此，职校教师必须同时拥有关于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的“双师型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概念被提出并

且企业实践也得到广泛实施。有关企业实践的政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6 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该法律文件第一次提出企业应当为职校

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为了探究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我们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采用

了四种理论框架。首先，Eccles et al. (1983) 提出的期望——价值理论被用于测

量职校教师对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在该理论模型中，对成功的期望和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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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被认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组成部分，并且影响者个体的选择、坚持和成

就。第二、为了探究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活动，我们综述了过往文献

对学校和企业工作场所学习活动的研究结果。第三，为了调查职校教师企业实

践的学习效果，我们采用了 Harland & Kinder (2014)提出的学习效果模型，该模

型包含九类不同的学习效果，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第四，为了检验促

进或者阻碍职校教师将企业实践所学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的因素，我们总结了过

往关于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模型。 

基于对企业实践的背景和前人理论框架的描述，我们设计了 5 个子研究。

第 1 个子研究是文献综述，回顾了职校教师在不同情境下的学习活动和效果。

之后的四个子研究从实证角度聚焦于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具体而言，

第 3 章节探究了职校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程度。第 4 章节

调查了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过程，包括学习活动、目标和效果。进一

步的，第 5 章节和第 6 章节分别从质性和量化视角探究了职校教师如何将企业

实践所学应用到学校工作场所。针对每个子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 职校教师在各类情境下的学习活动和学习效果有哪些？ (第 2 章节) 

2. 职校教师对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 3 章节) 

3. 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活动、目标和效果有哪些？(第 4 章节) 

4. 企业实践对职校教师教学实践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有哪些？(第 5 章节) 

5. 哪些因素能够预测职校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企业实践所学应用到学校

工作中？(第 6 章节) 

第 2 章：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对过去十年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用文献综述的方式来探究职校教师在不同情境下的学

习。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职校教师被期望能够及时更新他们的专业和教

学能力。有关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和教育实践者的关注。

本研究旨在概括职校教师在过去十年的专业化学习经历。具体的研究问题是： 

1） 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活动有哪些？ 

2） 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效果有哪些？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用下列检索关键词检索了从 2010 年 1 月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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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的文献：“题目”包括“专业化发展”或“专业化学习”或“教师培训”

或“教师学习”加“任意位置”包括“职校教师”或“VET 教师”。在进行严格

的文献筛选后，54 篇文章被纳入到最终分析当中。其中，54 篇文章都描述了职

校教师的学习活动，而只有 37 篇文章描述了职校教师的学习效果。为了识别职

校教师的学习效果，Harland and Kinder (2014)提出的学习效果模型被应用于分

析过程。 

针对职校教师的学习活动，研究结果总结出四个主要的类别，分别为定制

化的专业发展项目、校内的自我引领式学习、校内的协作式学习、以及基于行

业的学习。这些活动类型证实了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可以以正式或非正式的

方式发生在学术、行业企业和学校工作场景中。对于每一类别，又有许多具体

的学习活动。除了只针对职校教师的基于行业的学习，其他三类学习活动对于

非职业学校的教师也同样适用。关于职校教师的学习效果，本研究总结出八类

学习效果，包括知识技能、教学实践、情感效果、价值认同、动机和态度信念、

组织效果、新的见解以及学生成绩。在这些类别之中，知识技能和教学实践被

认为是最常见的学习效果。总的来说，大部分学习效果都被认为是积极的。 

本研究的结果展示了职校教师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学习活动和效果，这可以

为未来的学者探究职校教师的专业化学习提供理论框架。并且，研究结果也为

政策制定者和学校领导者就如何促进职校教师专业化学习提供了建议。 

第 3 章：职校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与其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本章节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来探究职校教师对于参与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与

其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尽管企业实践已经在中国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许

多教师在企业实践过程中仍表现出较低的投入度(Xun & Yang, 2019; Zhang & 

Fang, 2016)。 除了外部原因，教师的内在动机或许也可以为此提供解释。因此，

本研究主要探究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职校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职校教师的教龄对此关系有调节作用吗？ 

在理论框架部分，首先，采用 Eccles et al (1983)提出的期望——价值理论

来解释职校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动机信念。第二，综述了过往关于学习投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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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习投入与动机信念关系的文献，结果发现大部分研究证实两者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积极关系(Jones, Johnson, & Campbell, 2015; Wang & Eccles, 2013)。第三，

总结了前人关于教龄如何影响学习投入与动机信念的关系并发现新手教师和熟

手教师有很大的差异。除了综述过往文献，对中国职业教育背景下的企业实践

开展情况也进行了描述。 

为收集数据，426 名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作为参与者填写问卷。问卷主要

包含四个部分：任务价值、成本、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基于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产生了四个动机信念（任务价值、任务付出、情感成本和自我效能感）

和两个学习投入（行为、认知和情感的综合投入和主动性投入）因子。之后，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调节分析分别被用于探究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的关系以及

教龄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职校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任务价值、任务付出和自我效能的感

知能正向显著预测他们在企业实践中的行为、认知和情感的综合投入，而情感

成本的认知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此外，职校教师的任务付出、自我效能和情

感成本感知与他们的主动性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调节效果检验结果证实，

教师的教龄对于两个动机信念（任务付出和情感成本）与行为、认知和情感的

综合投入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在企业实践背景下，教龄越低，

两者之间的关系越强。 

本研究中关于任务价值和自我效能感与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投入显

著相关的结果与大部分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Bandura 1997; Eccles et al., 

1983; Jones et al., 2015; Zhang & Liu, 2019)。然而，职校教师的任务付出与他们

的学习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却与之前的研究是相反的，这或许可以从亚洲文化

视角下的归因理论和自我价值理论来解释。就归因理论而言，前人的研究已经

表明在亚洲文化背景下，一个人越想要成功或成长，他感知到需要努力的程度

就越高(Mizokawa & Ryckman, 1990)。就自我价值理论来说，Jiang et al. (2018)

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亚洲学生关于自我价值的感知来解释学生感知的成本为何能

够正向预测他们的目标。根据他们的解释，当学生感知到更高的成本时，他们

会采用更高的目标，来保持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教龄的调节作用也可以从新手

教师与熟手教师不同的学习经历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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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理解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专业发展：学习目标、活动和效果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探究了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经历。尽管企业

实践已经得到过往学者和教育实践者的肯定(Andersson & Köpsén, 2015; Zaid & 

Champy-Remoussenard, 2015), 但关于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是如何进行学习

的并且他们从企业实践中获得了哪些成果尚不清晰。因此，本研究旨在剖析职

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过程。 

除了对在中国职业教育背景下企业实践的基本描述，我们还综述了前人关

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研究结果。有关学习活动，除了教师的学习活动，雇工

在企业工作场所中的学习活动也被纳入进来。对于学习目标和效果，我们采用

了 Harland and Kinder (2014)提出的学习效果模型，共包含九类学习效果。此外，

我们也关注了学习活动和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基于综述结果和本研究的目的，

我们提出了下列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1） 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活动有哪些并且哪些活动被他们认为是

重要的？ 

2） 职校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学习目标和效果有哪些？ 

3） 职校教师如何感知学习活动与学习 1 效果之间的关系？ 

为了全面理解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过程，我们对 27 位中等职业

教育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他们分别在完成企业实践后一周内被采访。采访

提纲主要聚焦于三个主题：1）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参与的学习活动；2）职

校教师对参加企业实践设定的学习目标；3）职校教师从企业实践中获取的成果，

也包括他们对于后续教学实践的展望。为分析数据，我们从前人研究中提取出

关于学习活动和学习效果的两个编码簿(Harland & Kinder, 2014; Meirink, Meijer, 

& Verloop, 2007)。编码生成的类别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结果发现了七个类别的学习活动，分别是顶岗工作，个人尝试、师傅

带教、 反思、与他人交流、观察与阅读、正式培训。在这些活动当中，与他人

交流、观察与阅读是最常见的活动，而师傅带教、与他人交流以及正式培训则

最常被职校教师认为是重要的学习活动。此外，研究发现了十二类学习效果，

并且其中的八类也被职校教师作为学习目标。基于访谈结果，获取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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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职校教师参加企业实践最常见的学习目标。除此之外，研究还总结了

六类职校教师试图在教学实践中的改变。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学习

活动均与多类学习效果相关，这意味着职校教师从每一类活动中都能得到不止

一种学习效果。 

本研究的结果为我们展示了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经历。有关职校

教师企业实践学习活动与过往关注工作场所学习活动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并

且，职校教师特别重视来自企业实践的组织者及其他参与者的支持与帮助。有

关学习效果，有七类学习效果是从 Harland and Kinder (2014)的模型发展而来的。 

第 5 章：影响企业实践对职校教师教学实践发挥作用的因素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探究了企业实践对职校教师教学实践的作用以及影响

其作用发挥的因素。众所周知，一个有效的专业发展项目可以促使职校教师去

改变和提升他们的教学实践。由于目前尚未有研究揭示职校教师如何将企业实

践所学应用到学习工作中，本研究将会从质性研究视角来进行探索，旨在加强

我们对职校教师企业实践学习的理解。 

在描述中国职业教育背景下的企业实践之后，我们概述了前人关于教师教

学实践变化的研究并生成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个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变化

是涉及多种形式的，另一个是教师计划发生的改变与实际发生的改变并不总是

一致的。此外，我们还总结了前人关于影响教师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的因素，

也就是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总的来说，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

个类别：教师个人特质，学习活动设计和工作场所环境 (Blume et al., 2010; De 

Rijdt et al., 2013)。基于上述所说，我们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1） 企业实践后，职校教师针对教学实践计划和实际做出的改变有哪些？ 

2） 有哪些因素影响职校教师做出这些改变？ 

为了全面理解职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变化，我们对 18 名中等职校教师

进行了两次半结构化访谈。第一次访谈发生在职校教师刚完成职业实践的一周

内，访谈的内容涉及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经历以及他们计划在接下来

的教学实践中做出的改变。第二次访谈发生在职校教师回到教学岗位的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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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访谈内容关注职校教师利用企业实践经历对教学实践做出的真实改变以

及影响他们做出改变的因素。 

研究结果发现了六类职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改变，涉及三个层次：学校、

教师群体和教师个人。此外，通过比较计划改变与实际改变，我们发现大部分

职校教师可以实现他们针对教学实践做出的改变计划。关于影响他们做出改变

的因素，研究概括了十三个因素，主要分为三个类别：教师个人特质、企业实

践项目和学校工作环境。 

本研究对于教学实践变化的探究结果证实了职校教师的改变有多种形式

而不是只聚焦于个人教学。有关教学实践变化的影响因素，尽管其中的部分因

素已经被前人证实，仍然有多个因素由本研究首次提出，比如效果感知。  

第 6 章：职校教师学习迁移的预测因素：在企业实践背景下的量化研究 

本章节从量化视角探究与职校教师学习迁移有关的因素。学习迁移是教师

利用学习经历对教学实践做出改变的过程 (Murphy & Tyler, 2005)。虽然第 5 章

已经探究了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但其是在很小的样本群体中。因此，本研究

的目的就是在更大的样本群体中去验证他们。 

基于前人和第 5 章节的研究结果，我们从三个类别（教师个人特质、企业

实践项目和学校工作环境）中选取了主要因素并且建立了假设。学习迁移在本

研究中被分为迁移的生成和迁移的保持。本研究纳入了十个因素，分别是教龄、

企业工作时间、企业实践时间、个人能力、内容相关度、上级支持、同事支持、

应用机会和感知效果。并且，针对上述关系，我们还建立了两个关于迁移时间

和效果感知的调节效果假设。 

本研究采用了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共 372 名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完成了问

卷的填写。有关学习迁移的题目主要来自于第 4 和第 5 章节的研究结果，而有

关个人能力、内容相关度、上级支持、同事支持和应用机会的题目主要来自于

对 Learning Transfer System Inventory (LTSI) (Bates et al., 2012)量表的改编。此

外，有关效果感知的题目主要来自于第 5 章节的质性研究结果。  

经分析，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适配度。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职校教师对

个人能力、内容相关度、同事支持、应用机会的感知，企业工作时间以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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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时间与他们的学习迁移的生成显著相关。此外，我们发现职校教师的学习

迁移生成和效果感知能显著预测他们对学习迁移的保持意向。有关学习迁移时

间和效果感知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  

本研究的结果有力证实了影响职校教师将企业实践所学迁移到工作中的

因素。其中部分因素已经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还有一部分作为新的因素

被提出，比如企业工作经历（时间）。此外，我们发现教龄和上级支持对于职校

教师的学习迁移并没有预测作用。关于前者可能是因为无论是新手教师还是熟

手教师，他们对企业环境都不熟悉，这就导致了他们都会面临迁移困境。对于

后者的解释则是职校教师很少得到上级的支持。此外，迁移时间和效果感知的

非调节作用也说明企业实践对职校教师教学实践的影响是强而有力且持续稳定

的。 

第 7 章：讨论和总结  

在最后一个章节中，我们对于前五个子研究展开了讨论。首先，我们总结

了这五个子研究的主要结果。然后，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接下来，

对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反思与展望。最后，对职校教师、

学校领导者和企业实践项目设计者提供了实践建议。 

基于主要的研究结果，我们讨论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1） 企业实践的有效性。由于第 4、5、6 章节概括了职校教师涉及认知和

行为的不同类型的学习效果，我们认为企业实践对于职校教师来说是一个有效

的专业发展项目。 

2） 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和投入。第 3 和 4 章节揭示了职校教师

在企业实践中可以采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学习活动并且发现他们的动机信念

与他们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投入有显著关系，这强化了我们对职校教师企业实

践学习的认识和理解。 

3） 影响职校教师将企业实践所学应用到学校工作中的因素。第 5 和 6 章

节探索与检验了与职校教师学习迁移相关的因素，主要包含三个类别：教师个

人特质、企业实践项目和学校工作环境。 

本论文主要有三个局限性。第一是我们在实证研究中仅将职校教师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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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为数据来源，这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第二是研究将中等职业教育

教师作为样本，而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并未考虑其中。第三个是在量化研究中我

们只采用了横截面数据而没有采用追踪数据。基于上述几个缺点，我们对后续

研究提出了几项建议。 

最后，针对企业实践的利益相关者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实践建议： 

1）  职校教师：既然研究概括了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活动、目标、

效果和教学实践变化，职校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上述内容来促进他们在企业实践

中的学习。 

2） 学校领导者：因为研究已经发现了影响教师学习和迁移的因素，学校

领导可以据此采取措施来帮助或者监督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 

3） 项目设计者：本研究描述了职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学习过程，可以

激励项目设计者思索如何提升该项目的设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