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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ICT 既是当代教师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师学习方式变革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国内外已

有大量利用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实践探索。 为了深入探索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普适干预策略、为开发

ICT 促进教师专业学习的创新项目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筛选出了七个国内外典

型案例为研究对象,然后运用案例研究法细致分析各案例的实施背景、项目内容及成功经验。 在此基础上,文章

梳理总结了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主要干预策略。 研究认为,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主要干预策略包括核

心要素和关键措施两部分。 核心要素包括虚拟实践社区、教学案例资源包、在线课程材料、在线导师和互助同伴

等;关键措施包括提供执教者与学习者的互动、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专业学习嵌入教师日常工作、
采用生成性的学习资源开发策略、注重面对面和在线学习混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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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信息技术既是当代教师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
也是教师学习方式变革的有力支撑 (焦建利等,
2009)。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信息通信技术

定义为借助电子化手段促进信息获取、存储、处理、
传播和呈现的系列活动(OECD,2002)。 研究者根

据各自研究需要可将其理解为信息管理过程、通信

技术设施、信息应用服务、信息部门或产业等。 (李
保红,2010;童慧等,2013)本文所理解的 ICT 是指以

互联网为主导技术形成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群,既
包括无线技术、数字技术、视频技术等基础技术,也
包括个人电脑、数字电视等硬件技术以及在此基础

上衍生的视频点播、即时聊天、在线论坛、视频会议

等软件技术及应用服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7
年颁布的教育规划中,主张把教师学习视为一个连

续体,认为教师学习应包括教师用来获得和提升教

学能力的所有活动,不仅包括教师入职前所接受的

师范教育和入职后所开展的在职学习,还包括他们

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学生时从自己的老师及学习经历

那里习得的教育知识(Schwille et al. ,2007)。 本文

中的教师专业学习是指中小学在职教师获得“如何

教学冶能力的专业活动,即“学习教学冶或“学会教冶
的过程。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利用 ICT 支持教师专业

学习的实践探索,深入分析这些实践项目的成功经

验,探究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关键干预策略及

其基本原理,对于开发利用 ICT 促进教师专业学习

的新项目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为此,本研究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和内容分析法遴选出七个 ICT 支

持教师专业学习的典型案例,继而以典型案例为研

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剖析各案例所采取的主要

措施及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出 ICT 支持

教师专业学习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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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案例遴选

摇 摇 (一)案例搜集方法

为了尽可能全面搜集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

备选案例,笔者首先对中外文期刊数据库进行全面

检索。 中文期刊检索系统选用中国知网(CNKI)文
献检索系统,包括全文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等

六个子数据库,专业检索命令为“( TI = 技术支持

AND TI = 教师) or ( TI = 技术促进 AND TI = 教

师)冶,检索时间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得文献 93 篇;外文检索系统选用 Elsevier
Science Direct、Springer Link 和 Web of Science 期刊

检索系统及谷歌搜索引擎,检索命令为 “( Title =
technology enhance | Title = technology support)*(Ti鄄

tle = teacher learning | Title = teacher training | Title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冶。 接着笔者对检

索得到的中外文文献依据两个标准进行初步筛选,
其一是否与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案例研究主题密

切相关;其二综述类文献优先选出,并详细阅读每篇

文献综述及提及的案例。 在研读上述文献过程中,
笔者还根据文后参考文献以“滚雪球式冶的方法搜

集相关文献,以尽量减少可能被遗漏的关键文献,最
终形成了介绍案例最多的 10 篇文献(见表一)。

(二)典型案例筛选

在文献分析和内容分析的基础之上,依据案例

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有 23 个相关案例进入笔

者视野。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细化分析发现,部分案

例涉及的对象是职前教师或高校学生,部分案例仅

表一摇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案例研究相关文献

序号 篇名 文献出处 作者 文献类型 案例内容

1
Teacher learning
research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R. K. Sawyer
(Ed. ) (2006)

Fishman,
B. , & Da鄄
vis, E.

书中章节

1)探究学习论坛(ILF);2)使用技术演播室学习(LTTS); 3)教育
者大规模交互发展项目(WIDE World); 4)基于网络的探究科学
环境(WISE); 5) 教学策略框架 ( STF); 6 ) 项目实践案例簿
(CaPPs); 7)中小学教师教育项目(eSTEP); 8)经验促进支持环
境(EASE-C); 9)生成性虚拟教室(GVC); 10)多媒体和超媒体
教学(MATH); 11)基于 WEB 的知识网络(KNOW); 12)中小学
科学课程访问环境(CASES)

2
中国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培训的国
际化项目回顾

电化教育研究.
2010(12) 黎加厚 论文

1)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 2)微软携手助学项目; 3)IBM 基础教育
创新项目; 4)World Links 合作项目; 5)乐高技术教育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 6)加强中国西部基础教育能力项目(CIDA); 7)中欧甘
肃基础教育项目 ( EU - CHINA); 8 )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
(GBEP); 9)UNDP403 项目

3

Teachers Learning
with Digital Tech鄄
nologie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projects

Futurelab innova鄄
tion in education
(2012-11)

Tony,F. et al. 研究报告

1)教师多媒体移动电脑试点项目(MPTP); 2)现任校长在线社群
(talk2learn); 3) 在学科教学中运用 ICT(SETUICT);4)初始上岗
教师的数字化学习社群(TTA); 5)教学瞭望台(TLO); 6)个人数
字助理(PADs); 7)教师电视(TTV)

4
数字技术支持的
教师学习:研究与
项目综述(下)

远程教育杂志.
2008(4) 焦建利等 论文

1)教师多媒体移动电脑试点项目(MPTP); 2)现任校长在线社群
(talk2learn); 3) 学科教学中运用 ICT(SETUICT);4)初始上岗教
师的数字化学习社群(TTA); 5)教学瞭望台(TLO);6)个人数字
助理(PADs);7)教师电视(TTV)

5
国外教师教育中
视频案例教学的
特点及其启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1(10) 刘家春 论文

1)TIMSS-R; 2)数字化洞察力(Digital); 3)LPS; 4)项目实践案例
簿(CaPPs); 5)探究学习论坛(ILF); 6)对话媒体(CM); 7)基于
WEB 的知识网络(KNOW); 8)小学科学课程访问系统(CASES);
9)从实践中学习项目(LFP)

6 技术支持的教师
学习研究综述

现代教育技术.
2012(4) 郭绍青等 论文

1)教师多媒体移动电脑试点项目(MPTP);2)现任校长在线社群
项目;3)探究性学习论坛( The ILF Community);3) Math Teacher
Link;4)Tapped In;5)Thinkfinity; 6) National Teacher Training Insti鄄
tute(NTTI)

7

ICT in teacher ed鄄
ucation: case stud鄄
ies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UNESCO (2007) Meleisea, E. 研究报告
1)不丹“教师教育支持项目冶;2)马来西亚 “智慧学校冶项目;3)微
软合作学习伙伴项目 ( Pil);4) 泰国骨干教师项目;5) 菲律宾
“Text2teach冶项目;6)中国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计划等

8
信息技术中介的
教育实习环境创
设研究

信息技术中介的
教育实习环境创
设研究(2005)

王旭卿 博士论文
1)学生学习环境( SLE);2)项目实践案例簿(Capps); 3)探究学
习论坛(ILF); 4)对话媒体(Conversant Media)等

9

技术支持的国际
教师教育项目对
我国教师教育发
展与变革的启示

中国电化教育.
2008(5) 林秀钦等 论文

1) WIDE World 培训项目; 2)探究性学习论坛项目( ILF );3)地
区教师专业发展: MPS 门户;4)新加坡教师网络(TN)

10
技术支持的教师
专 业 发 展 案 例
研究

远程教育杂志.
2009(2) 汪晓东等 论文 1)教师网联; 2)先得教育联盟;3)天河部落;4)吴秉健教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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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ICT 教学应用能力培养或是对典型教育网站的

介绍,还有部分案例随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淡出该

领域研究视野。 本研究要求所选案例应具有特色鲜

明的学术研究干预策略,因而以大范围“培训冶为主

要特点的项目不列入本研究选择范围。 基于以上考

量,根据每个案例的综合影响程度(依据各案例在

所分析的综述类文献中的出现频次及以各项目名称

为关键词在 Google scholar 搜索得到的记录数加权

相加得到),选取六个较为典型的 ICT 支持教师专

业学习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 此外,在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中央电化教育馆开展了一系

列运用 ICT 促进教师专业学习的探索性项目,颇具

代表性且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笔者也曾参与

过子项目之一“技术启迪智慧项目 (Inspiring Young
Minds Project)冶的相关工作,在此亦将其作为案例

进行综合分析。 因此,共有七个研究项目作为本文

典型研究案例(见表二)。

表二摇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典型案例

序号 项目名称 简称 年份
综述
频次

Google
scholar

1 项目实践案例簿 CaPPS 1996 3 33

2 探究性学习论坛 ILF 2000 5 309

3 教育者大规模交互发展项目
WIDE

WORLD 2000 2 18

4 基于网络的探究科学环境 WISE 2001 2 630

5 教学瞭望台 TLO 2002 2 12

6 ICT 促进学科教学项目 ESTUICT 2002 2 11

7 技术启迪智慧项目 IYMP 2005 / /

二、典型案例分析

摇 摇 (一)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典型案例

1. 项目实践案例簿

项目实践案例簿(Casebook of Project Practices,
简称 CaPPS)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基于项目的科学小

组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发的多媒体图书馆系统,用
以支持基于项目的科学教学创新实践。 多媒体系统

的资源结构以案例展示的方式组织,即每个案例的

学习材料依照教师在实施基于项目的科学教学中会

遇到的问题或情境组织,包括怎样指导学生设计方

案,开展调查,收集、分析和解释研究数据,撰写研究

报告等。 针对每个问题,CaPPs 提供了多个 1 到 4
分钟的视频片段案例,全方位地向教师展示基于项

目的科学教学的真实情境。 为引导学习者关注每个

视频所聚焦教学的特殊问题,CaPPs 还提供了与视

频片段案例相关的拓展材料,包括:1)案例背景信

息(如案例背景介绍、执教者简介等);2)结合视频

片段的详细评论,告诉用户通过观看视频片段将学

到什么;3)执教者本人对视频的反思和评论;4)以

提问的形式辅导用户分析视频片段(Krajcik et al. ,
1996;Marx et al. 1998;王旭卿,2005)。

CaPPS 项目通过完整的视频案例资源包向学习

者立体化地展示了基于项目的科学教学实践情境,
将其理念渗透在案例观摩中;特别是执教者本人对

案例的反思和评论,使得学习者在观摩案例中能清

楚知晓教学行为的意图,更透彻地领悟案例的设计、
实施的前因后果。

2. 探究学习论坛

探究学习论坛 ( Inquiry Learning Forum, 简称

ILF)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与技术研究中心主

导开发的在线实践社区,旨在为开展探究式教学实

践的印第安纳州 K-12 年级数学和科学教师提供专

业学习支持,涉及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两大群体。
除常见讨论区、资源库等功能模块外,ILF 最核心的

功能是利用视频技术建立拟真“观课冶情境,为学习

者提供探究性教学的视频案例。 在 ILF“虚拟教室冶
中,学员可看到 7-8 个实际教学的视频片断及其相

关教学材料,包括课程概况、教师反思、活动描述、学
生作品等。 利用 ILF 学习时,学员可先观看视频,获
取对不同情境下探究性教学的直观认识,随后与同

伴、案例执教者讨论课例的关键教学策略与理论假

设。 ILF 显示,视频案例执教者与案例学习者的小

组讨论对促进学习者的理解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Barab et al. ,2001;林秀钦等,2008;R. 基思索耶,
2010;郭绍青等,2012)。

ILF 利用技术对“寻求理论与实践平衡冶这一教

师教育难题作了较好的尝试和突破。 它利用完整的

视频案例资源包将在线观看教学视频和反思性讨论

巧妙结合,使学员在获取“探究性教学冶的直观认识

后,建立与案例执教者的直接联系,参与目标明确的

多方在线讨论以再次检视对探究性教学的理解。 学

员在获得协作体验与反思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专业

实践社区。
3. 教育者大规模交互发展项目

教育者大规模交互发展项目 (Wide-scale I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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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ctive Development for Educators, 简 称 WIDE
World)是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在 30 多年研究与实践

基础上开发的创新职业发展项目,该院与学校紧密

合作,旨在通过高度定制化、互动性和涉身性的专业

发展经验(体验和示范优质教学),发展教师“为理

解而教冶的专业能力。 根据“为理解而教冶的理念,
项目设计了四个要素促进教师从观念到实践的变

化:1)适应本地需求的生成性主题。 研究生院与参

与者共同设计定制的项目内容能够精确满足学校、
学区或者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生成性的课程主

题与教师的关注点和发展目标息息相关。 2)将学

习嵌入工作,体现做中学。 学员在工作过程中学习

网络课程,主要课程活动是从案例中习得新概念和

新理论;然后通过课程设计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教学

实践,并与他人分享和评价试验性成果;在线教练持

续地同步支持学员的学习、实践和反思,从而提高基

层教师备课、授课和研究的技能,使学员逐渐把学到

的策略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项目所倡导的口号就是

“通过线上线下学习激发伟大教学冶。 3)在线导师

指导。 导师多数为兼职的往届优秀学员。 他们在接

受特定培训后,除帮助学员适应在线学习环境,首要

任务是为学员提供个性化指导,帮助他们将所学内

容逐步“同化冶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实践中。
4)建立反思性、合作性的专业社区。 本项目的主要

学习方式是异步在线学习和交互指导,核心设计是

在线导师制,即课程中的每 10 名参与者就有 1 位同

伴辅导教练,教练为每个参与者提供反馈并鼓励其

不断参与在线交流和讨论;学习过程中教练就如何

进行小组协作进行示范,包括如何与同伴交互、共享

作品等(林秀钦等,2008; 杨蓓玉等,2008)。
WIDE World 项目在设计上目标导向明确,旨在

培养教师“为理解而教冶的能力。 项目针对学员的

具体需求定制针对性的网络课程,将知识学习嵌入

教师日常工作;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导师的示范指导

和同伴辅导,创建合作反思的专业社区;采取“共建

共享冶的资源开发策略,围绕生成性主题的体验式

学习形成适应不同国家情境的教学案例,供后来的

教师开展基于案例的学习。
4. 基于网络的探究科学环境

基于网络的探究科学环境 (Web-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 简称 WISE)是由加拿大学者

吉姆·斯勒塔(Jim Slotta, 2004)领衔的研究团队开

发的以技术为媒介的学习环境,目的是为了提升学

生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WISE 强调为学生

建立一个探究性的网络环境,引导学生按照科学探

究的流程,进行协作式探究。 WISE 也为教师在课

堂使用该环境提供了面对面及在线支持服务,熟悉

WISE 应用的辅导教师和新手教师一对一结对,通
过让新手教师参观辅导者的课堂及工作组使得探究

可视化,并在工作组中讨论辅导教师的视频,使其理

解和掌握 WISE 的理念和方法。 随着新手教师对

WISE 应用的掌握,辅导教师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也会发生改变,如前期提供更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指

导,后期会提供更为宏观的指导甚至逐渐减少指导。
实践证明,WISE 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一

定的教学和学习支架,学生的协作能力、信息采集能

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甄别能力等各方面均得到了

提升(R. 基思索耶,2010; Fishman & Davis,2006)。
WISE 本身是一个在线学习环境,但其设计体

现了研究团队对于教与学的独特理解,辅导教师推

广 WISE 的过程实质是在向学习者传授其教育教学

理念,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的辅导教师和新手教师一

对一结对、辅导教师提供教学应用示范、围绕辅导教

师教学视频展开互动讨论等措施对于开发以技术应

用为主要内容的教师专业学习项目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5. 教学瞭望台

教学瞭望台(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bserv鄄
atory,简称 TLO)是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开发

的旨在促进英国职前和在职教师教育的网络交互平

台,其最初的核心是利用互动视频会议系统建立远

程互动“听课冶的情景。 TLO 项目旨在使用最新技

术探索,通过教师教育实践逐渐重新定义传统课堂

教学界限的实现方式。 它通过创新的视频会议系统

和交互技术建立了大批国内外中学或示范学校与大

学教育系之间的联接网络。 这些技术包括可平移、
调焦和任意旋转的远程摄像机、带有大尺寸显示屏

的视频会议系统、“热桌面冶以及交互白板。 在开展

远程听课前,通过为在大学教育系观察小组提供介

绍性材料以确保他们了解所要观察的课堂内容(附
带道德原则协议),并且观察活动也不能向课堂参

与者隐瞒。 远程遥控摄像机允许观察小组任意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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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教室任何角落或聚焦于教师或课堂活动。 连接的

微型麦克风可供观察者之间互动讨论。 TLO 使得大

批职前教师能够在大学教育系观察中小学教师的课

堂教学实录,并在课后使用视频会议系统与执教教

师或班级成员讨论课例。 此外,课例也会被统一制

作成录像带供后来者使用。 后来,该项目扩展到教

育系学生实习指导工作中。 我国首都师范大学王陆

教授引领的团队也在采用类似的技术开展支持中小

学教师的专业学习实践探索 ( Fisher & Higgins,
2006;焦建利,2008)。

TLO 项目利用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和其它交互技

术建立了大学教育系与中小学的连接,将中小学教

师的课堂教学全程传送给大学教师和职前教师,并
建立了他们之间的互动研讨。

6. ICT 促进学科教学项目

ICT 促进学科教学项目 ( Enhancing Subject
Teaching Using ICT, 简称 ESTUICT) 是英国新机遇

基金会(New Opportunities Fund, 简称 NOF)的一项

旨在促进初中(7-9 年级)阶段科学教师应用 ICT 开

展教学的探索性项目经验基础上开发的教师教育项

目。 项目目标是提升已受过 ICT 基础培训的教师运

用 ICT 开展学科教学的能力,根本目的是通过引入

ICT 来支持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发展。 本项

目为每个实验学校的学科组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台数字投影仪,并安装学科教学软件、建立提供相

关在线材料的网站。 网站是教师持续专业学习支持

中心,提供在线教程、多样化教学资源和在线导师等

服务。 这些服务中,在线教程为教师提供如何使用

ICT 开展学科教学的建议;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包括

数字视频片段、动画、模拟演示及其它配套文档;教
学实践结束后教师可以与在线导师对话,通过对反

思性问题的回应评估和改进自身教学经验。 本项目

也为教师提供纸质学习材料和面对面互动机会。 适

应性的多种学习材料为教师提供了学科知识和

PCK 知识建构的机会,教师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生成

使用 ICT 促进学科教学的案例。 ESTUICT 项目形成

的资源由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鄄
tion and Skills,简称 DfES)开发并命名为“应用 ICT
的教和学实践支持包(Learning and Teaching Using
ICT – Practical Support Pack)冶,免费提供给其他教

师学习使用(Fisher,et al. ,2006;焦建利,2008)。

ESTUICT 项目在教师接受完 ICT 基础培训后,
利用 ICT 支持教师的迁移应用,除为教师提供在线

教程、在线导师和多样化的教学材料,还将在线学习

社区与面对面互动交流结合,为教师提供混合式的

多样专业学习机会。
7. 技术启迪智慧项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在

英国电讯公司(British Telecom)资助下启动的“应用

ICT 提高中国农村教育质量与普及程度冶项目,也被

称为“技术启迪智慧冶(Inspiring Young Minds)项目。
该项目和“姊妹学校项目冶 “远程协作学习项目冶等
爱生学校(Child-Friendly School, 简称 CFS)系列教

育项目,均是中国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教育项

目框架内近年来实施的子项目。 该项目旨在利用网

络技术建立中西部地区城乡学校的伙伴结对关系,
开展基于项目的远程协作学习,促进中西部城乡教

师、学生 21 世纪教与学能力的协同发展,践行联合

儿童基金会倡导的全纳、爱生教育理念。 主要措施

包括:1)在农村小学建立移动多媒体教室,构建基

于 ICT 的学习环境;2)建立教师资源中心,适时培

训教师应用 ICT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3)
构建在线学习社区,通过校际协作、建立城乡教师相

互学习的共同体,促进城乡教师的交流与协作,为教

师提供学习交流、经验分享与技术支持的空间;4)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性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
从而激发农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与高阶思维能力;5)通过

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发展学生的学习技能、生活技

能,落实全纳与爱生的教育理念(冯琳,2009;郑大

伟等,2010;崔向平等,2012)。
“技术启迪智慧冶项目通过为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薄弱的学校建立移动式多媒体网络教室,使来自

城乡学校的学习团队建立一对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师生远程合作的平台,以支持合

作学校师生根据协商选定的探究主题展开基于项目

的学习;整个项目将教师对基于项目的学习的理论

与方法渗透到远程协作学习中,并根据协作学习进

程开展必要的集中理论培训,将师生能力的提升融

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最终形成了“蚂蚁行为

探究冶、“鸡宝宝孵出来了冶、“国际沸点冶和“正午测

量冶等多个成功案例。

·201·

杨彦军,童慧,郭绍青 郾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典型案例、核心要素与关键措施 OER. 2014,20(3)



表三摇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案例关键特征的“5W1H冶分析

摇 摇 摇 摇 案例
维度摇 摇 摇 摇 CaPPS ILF WISE WIDE WORLD TLO ESTUICT IYMP

发起人 Marx,R.W et.al Barab, S et. al Slotta, J. D.
et. al Jossey-Bass Do Coyle New Opportu鄄

nitie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中国中央电
化教育管

时间
20 世纪 90 年
代初

20 世纪 90 年
代末

21 世纪初
20 世纪 90 年
代末

2002 年 2002 年 2005 年

发源地
美国密歇根大
学基于项目的
科学小组

美国印第安纳 加拿大 / 美国
美国哈佛大学
研究生院

英国洛丁汉大
学教育学院

英国新机遇基
金会

中国中央电化教
育馆

何种目的
基于项目的科
学 创 新 教 学
实践

促进探究教学
法实践

支持探究教学
为 了 理 解 而
教学

技术变革传统
教学

信息技术整合
教学

促进中西部地区
基 础 教 育 均 衡
发展

何种干预

视频案例 (微
型片段、 视频
评论、背景材
料)拓展材料、
引 导 反 思 的
问题

虚拟教室、 视
频案例资源包

网 络 探 究 社
区、教学实践
导师

网络课程、 在
线导师、 专业
社群、 同伴教
练、教学案例

视 频 会 议 系
统、拟真课堂
情 境、 教 学
案例

在 线 学 习 社
区、在线导师、
在线教程

在线学习社区、
短期集中培训

如何实施

利用视频案例
呈现真实教学
情境;通过问
答形式建立执
教者与学习者
互动

职前教师和在
职教师互动;
基于视频案例
的直观学习;
与同伴、 施教
者的互动讨论

教练和新手的
伙伴关系; 教
学实践导师示
范;学习者与
施教者的互动
讨论

大学与中小学
合作; 生成性
资 源 开 发 策
略;在线导师
示范指导; 同
伴教练辅导;
在线学习与现
场学习结合

大学与中小学
合作关系; 职
前教师和在职
教师的互动;
提供学习者与
执 教 教 师 的
互动

学习者与在线
导师的互动对
话;在线学习
与面对面交流
的结合; 配套
的教学资源

城乡学校之间的
伙伴关系;师生
共同参与学习;
基于项目的协作
学习

摇 摇 (二)典型案例交叉分析

上述案例的实施目标、主导理念、设计思路和实

践措施虽各具特色,但可以从中提炼 ICT 支持教师

专业学习所采取干预措施的共性特征。 为了更加客

观全面地归纳每个案例的特点,本研究利用“六何

分析法(Five Ws and One H,5W1H)冶进一步提炼每

个案例的关键特征(见表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

习的典型案例普遍采用的主要干预措施包括两大部

分,即关于“何种干预冶的核心元素和关于“如何实

施冶的关键措施。 其中,核心元素包括虚拟实践社

区、教学案例资源包、在线课程材料、在线导师和互

助同伴等;主要策略包括借助 ICT 提供案例执教者

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关

系、采取生成性的教师学习资源建设策略、注重面对

面和在线学习的混合等。

三、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的核心元素

摇 摇 (一)虚拟实践社区

借助 ICT 建立的各种类型的虚拟实践社区

(CoPs)是大部分项目必备的核心元素。 例如,ES鄄
TUICT 项目建立了可提供大量在线教程、多样化教

学资源和在线导师服务的学习支持平台;IYMP 项

目建立了中西部地区城乡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开展

远程协作的网络平台;WIDE World 项目依托具有网

络课程、专家指导和同伴互助等功能的反思性实践

社区实施。 学习科学研究认为,应当将教师以某种

方式聚合起来以使他们有效地相互学习,强调“实
践社区冶是教师有效学习的关键(Fishman, & Davis,
2006)。 实 践 社 区 最 初 由 莱 芙 ( Lave ) 和 温 格

(Wenger)提出,用以表达“基于知识的社会结构冶,
并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鄄
ticipation)冶表达社会建构主义对学习的理解(Lave,
& Wenger, 1991)。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与实践

不可分离,学习不是实践活动的准备阶段,而是实践

活动的组成部分;学习不是命题知识的获得,而是对

实践共同体文化的吸收、融入和创造的过程,是个体

和共同体意义与文化的建构过程;学习的过程也是

学习者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冶实现从新手成长

为专家的过程,是通过共同体成员间的协商、意义制

定与认同形成个体身份的过程(戴维·H·乔纳森,
2007)。 教师实践社区能够有效支持教师合作的开

展及合作文化的产生,提升教师实践反思能力和问

题解决能力,增强教师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促进

教师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智慧的发展,实现“新手教

师冶向“专家教师冶的转化(张平等,2009;Fishman &
Davis, 2006)。 虚拟实践社区是传统实践社区在网

络环境的延伸,其外在表现为网络学习空间,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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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网络技术开展交流活动的实践共同体(杨彦

军,2010)。 它突破了传统的教育者相互孤立的状

态,能够使他们与同伴合作,也允许学校内部、学校

之间、家校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教育团队相互协

调,对教师和学生均具有正面的影响,是教师有效学

习必不可少的因素(杨彦军等,2011)。 因此,几乎

所有的教师教育项目都试图利用各种技术创建“虚
拟实践社区冶,以引导教师与他人的分享、反思与协

作(林秀钦等,2008)。 在教师教育领域,在线实践

社区最常见的实现形式有视频俱乐部、在线论坛等。
(二)教学案例资源包

美国学者李·S·舒尔曼将教师的知识分为命

题性知识、案例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并认为案例知

识可以架构起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 ( Shulman,
1986)。 前面分析的大部分案例都十分重视开发和

提供以课堂教学录像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案例资源

包,以期消除教师理论学习向实践能力转化的障碍,
提升在职教师专业学习质量。 例如,CaPPS 提供了

多视角展现基于项目的科学教学实践情境的视频片

段及拓展资源;TLO 创建了基于视频案例的“虚拟

教室冶;WIDE World 注重开发适应不同国家情境的

教学案例;ESTUICT 在开展学科教学实践的过程中

形成了“应用 ICT 的教和学实践支持包冶。 教学案

例资源包的内容可包括教学背景材料、教学视频、教
学设计、教学课件、专家点评、同伴讨论、教师反思和

学生作业等。 正如美国教育家理查德 ( Richert,
1991)所言:“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

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

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冶。 “案例是

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

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冶(郑金洲,2000)。 教学案例是对特定教育情境

下教育事件的重现。 它不但再现了教育教学事件的

起因、经过、结果等基本信息,还能够从中体现事件

主要参与者的思维过程、行为结果、情感体验等内

容。 教师观摩其他教师的教学案例不但能学习基本

教学技巧、借鉴教学思路、获得大量实践性知识,还
能结合具体课例以不同形式学活理论知识,加速优

秀教师经验的扩散和个体对他人创新经验的采纳。
教学案例资源包的典型应用形式是视频俱乐部

(Video Club)。 谢林(Sherin,M. G. )等人通过系列

研究发现,教师在视频俱乐部中更注重观察和解释

课堂事件的关键特征和学生的想法,而不仅仅聚焦

于教师的教学行为;在视频俱乐部的学习不仅影响

教师在视频俱乐部讨论的专业观点,还影响到视频

俱乐部之外的见解和教师实际的教学实践,教师学

习的效果能迁移到不同情境中 ( Sherin et al. ,
2009)。 正如舒尔曼近期在中国的一次交流中谈到

的,这些多媒体形式的教学案例资源包“有可能将

在下一个十年颠覆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 对于

新手教师而言,无论是城市卓越的生物教师的记录

还是乡村卓越的微积分教师的记录,或者对内容和

教学法任意组合的记录,对观察、学习这些生动的、
多媒体的、实践案例都是至关重要的冶 (舒尔曼等,
2014)。

(三)在线课程资源

广义的技术支持的教师学习经历了从狩猎与采

集时代语言支持、农耕时代文字支持、近代印刷技术

支持到现代电子技术和当代数字技术支持的演进历

程。 (潘丽芳,2012)而 ICT 支持当代教师专业学习

的主要形式,在经历了自上而下的以在线课程材料

为核心、以知识传递为特点的网络远程培训之后,逐
渐转向扁平化的以在线交流互动为核心、在线课程

材料为补充,以及以知识共享和知识建构为特点的

在线协作学习。 但无论如何发展,以网络课程为核

心的系统化的在线课程资源是大部分教师教育项目

不可或缺的元素。 例如,WIDE World 项目以定制化

的网络课程为基础;ESTUICT 基于前期系统的网络

课程学习展开。 加里·F·霍班(Hoban,2002)在充

分借鉴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教师专业

学习系统模型 ( Professional learning system, 简称

PLS),该模型特别强调“概念输入冶,即来自本地情

境之外的新观点对教师学习的重要意义(Fisher et
al. ,2006;焦建利,2008)。 赫尔巴特也曾强调教育

理论可以改进教育者的头脑,是一双人们可以用来

观察各种事情的最好眼睛(伍红林,2010)。 在线课

程材料对基于实践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情境,
因为教育性课程材料不但呈现了多种有效教学方

法,也为教师学习的具体方面提供了持续的支持

(基思索耶,2010)。 因此,在促进教师有效学习的

情境中提供多形式的在线课程资源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近年来国际课程开放与共享运动的推动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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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技术、云技术的发展,进入“云时代冶的人类学

习正呈现“微学习冶的特点,在线课程资源正朝可视

化、微型化的方向发展。 例如,近年兴起的 MOOC、
微课程、学习元等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就体现了这一

特征。 总之,在线课程材料能够为学习者提供系统

的理论知识和“概念输入冶,将是 ICT 支持教师专业

学习的重要元素。 它正逐渐朝着定制化、案例化、微
型化、可视化、移动化和自生长的方向发展。

(四)在线导师

无论对教师个体还是群体发展,也不论是面对

面、在线还是混合式的学习方式,来自高水平导师的

引导都是十分重要的(林秀钦等,2008)。 CaPPS、
WISE 等项目让案例执教者本人指导解答学习者的

疑问,WIDE World 的核心设计是在线导师, ES鄄
TUICT 将大学教师或有经验的教师作为专业学习导

师。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的研究表明,导师指

导计划提高了新任教师的留任率 (Viadero, 2002;
Ingersoll & Kralik, 2004)。 英国牛津教练辅导和顾

问指导学院(Oxford School of Coaching and Mento鄄
ring)院长埃里克·帕斯洛(Eric Parsloe)认为导师

指导“就是支持和鼓励人们管理自己的学习,以最

大化他们的潜能、发展他们的技能、改善他们的绩

效,使其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冶 (埃里克, 2006);是被

指导教师(主要是新手教师)在指导教师(主要是学

科专家、教育专家或教学专家)的帮助和引领下,在
课程实施等教学活动上与指导教师协调合作,尽快

适应和胜任工作,以获得专业技能并促进专业发展

的过程(吕敏霞,2007)。 指导者通常比被指导者有

更高的专业影响力、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知识。 教

育领域导师指导的形式有:1)师徒制度,指导者一

般是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教师,被指导者一般是

新任的年轻教师,他们常常来自同一所学校;2)导

师制(影子教练),指导者一般是外部的专家型教

师,以定期 /不定期面对面或网络远程的形式指导教

师的发展,导师可以由教研员、教学名师等担任,被
指导者可以是年轻教师,也可以是经验较为丰富的

教师;3)专家指导,由高校的学科专家、教育理论专

家担任指导者,以不定期的方式开展理论指导。
(五)同侪互助

同侪互助指教师结合成由两人或更多人员组成

的小组,互相辅助、共享资源,共同反思教学实践和

实施课堂研究,解决工作领域中的问题(吕敏霞,
2007)。 教师教育研究表明,只有 10% 的教师能够

将在职业培训中学到的教学知识和策略应用于教学

实践,即便非常愿意接受培训的教师的培训迁移率

也很低。 美国学者乔伊斯和肖尔斯认为将培训低效

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学习者是错误的,应当改变培

训项目的设计和组织方法。 他们假设常规性的(每
周 1 次)聚焦于课堂实施和教学效果评价的教学研

讨会能够促使教师将所学内容应用于教学实践,并
将这种同伴教练形式的研讨称为同侪指导或同伴互

助。 其后续研究证实,拥有“同伴互助者冶的教师比

那些独自工作的教师更容易运用新的教学策略和方

法。 因此,应当让接受学习的教师组成同伴互助小

组,以使教师之间能够相互帮助和支持( Joyce, &
Showers,1996)。 在同伴互助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同

伴保持互相信任和依赖的关系,来自同伴的评价更

有助于教师改善自我的教学行为(吕敏霞,2007)。
美国教学视导与课程开发协会将同伴指导中的教学

活动过程分为观察前会议、教室观察和观察后会议

三个阶段,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共享和头脑风暴。
同伴互助小组可以是教研组、学校、学区甚至更大的

范围;可以是面对面进行,也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进

行。 上述大部分项目以各种形式促进同伴之间面对

面或在线远程交流互动,围绕教学视频案例展开讨

论分析,正是对基于“同侪互助冶作用效果的肯定。

四、ICT 支持教学专业学习的关键措施

摇 摇 (一)促进执教者和教师学习者的互动

正如上文分析,以教学视频为核心的教学案例

资源包是大部分 ICT 支持教师专业学习项目的核心

要素。 在教学案例包的应用策略上,首先是通过提

供详尽的多媒体案例材料(如背景材料、教学视频、
教学反思、专家点评等)或远程互动视频等全景式、
立体化地呈现真实教学情境,然后让学习者在案例

观摩的基础上与案例执教者本人展开多种形式的对

话。 案例执教者以不同形式解释其教学设计意图、
教学行为决策及所依据的原理。 例如,CaPPS 全景

式、多视角地展示了 PBS 教学实践情景,通过提供

执教者对自身教学实践的反思和评论促进学习者对

教学意图的理解,并以导向性提问的方式聚焦学习

者关注点、引领学习者分析教学案例;ESTUICT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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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开展完基于 ICT 的学科教学实践后与在线导师

进行对话,在互答研讨的过程中评估和改进自身教

学实践。 建构主义学者乔纳森认为,知识获得可分

为初级知识获得、高级知识获得和专门知识获得。
教师发展教学能力的过程是获得实践性知识的过

程,属于高级知识和专门知识的获得 ( Jonassen,
2000)。 认知灵活性理论提出者斯皮罗 ( Spiro,
1987)认为高级知识学习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多

维的深层次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灵活地解决各种问

题。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随机通达冶教学原则,
即“抛锚式冶 教学策略的理论基础 ( Spiro et al. ,
1991)。 全景式的教学案例为学习者提供了“随机

通达冶的拟真教学情境,可以让教师多维度深层次

理解教学活动。 此外,案例推理研究专家克洛德纳

(Kolodner et al. , 2000)等人认为,案例包括场景、演
员及其目的、一系列事件、结果、将结果与目的及达

到目的的途径联系起来的解释;对于每个子要素及

将这些子要素联系起来的原因诠释得越好,案例在

后来被记起时就越有用。 在学习者观摩教学案例

后,建立执教者与学习者间的互动,通过答疑的方式

更加全面地呈现对整个教学过程的解释,可以促进

学习者对案例承载教学理论及实践原则的深层次理

解,便于日后将其迁移应用于自己的教学。 借助

ICT 提供全景式的拟真环境,为学习者的“随机通

达冶学习提供了支持,并利用 ICT 建立案例执教者

与学习者的互动,在交流互动中提供对教学意图的

详细解释,以促进教师高级知识的学习是当前大部

分教师教育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二)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结对关系

越来越多的教师教育项目借助 ICT 提供的便利

条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主要有大学学院

与 K-12 学校间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U-S)、农村

欠发展学校与城市发展较好学校间建立的协同伙伴

关系(R-U)、熟手教师与新手教师之间建立的一对

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的辅导关系(V-N)系等。 例

如,WIDW World 项目建立了 U-S 合作关系;WISE
项目建立了辅导教师和新手教师之间 V-N 结对关

系;IYMP 项目建立了中国西部农村地区欠发展学

校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学校之间的 R-U 合作伙伴

关系。 大学学院与 K-12 学校间的 U-S 合作关系实

际上历史悠久。 19 世纪末杜威创办的芝加哥学校,

以及后来英国的“以中小学为基地冶的教师培养模

式和美国的“专业发展学校冶都是体现这一特征的

典范。 研究表明,这种发生于两个主体之间的合作

关系,呈现出双向交互的方式,能够实现双方的共同

获益(宁虹等,2010; 刘旭东等,2012)。 对于城乡学

校之间的 U-R 合作伙伴关系,虽然有研究报告了这

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合作学校之间的协同发展(熊才

平等,2007;郭绍青等,2010),并且证实城乡教师形

成的网络共同体成员在选择交流对象时受地域因素

的影响不明显(杨彦军等,2011),但在具体学习效

果方面,更多研究表明农村教师在其中的获益情况,
而较少报告城市教师的获益情况(赵健,2011)。 但

IYMP 项目评估报告表明,采取将来自农村的“项目

学校冶和来自城市的“伙伴学校冶一对一结伴的措

施,通过共同协作建构、差异化建构等在线协作学习

模式,能有效拓展参与者的交流范围、提升知识建构

水平,将城乡差异转化为学习资源,是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的有效策略(中央电化教育馆,2012)。
(三)将专业学习嵌入教师日常工作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有效的教师专业学习

是基于工作场景的学习,应当让教师在实践行动中

学习,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嵌入教师的日常工作当

中。 在上文分析的典型案例中,WIDE World 首选让

学员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网络课程学习新概念、新理

论,然后通过课例设计实践将所学内容应用到教学

实践中。 在这个过程中,在线导师持续通过网络同

步支持学员的学习、实践和反思。 IYMP 项目将必

要的理论知识培训散布在师生开展教学实践的过程

中,使教师学习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增强。 ESTUICT
项目旨在将教师前期接受培训所学的 IT 技能迁移

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并且通过在线教程、在线导师等

为教师提供学习和实践支持,教师的学习完全嵌入

其工作实践中。 巴里·菲什曼(Barry J. Fishman)
和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A. Davis)等从学习

科学的视角对教师学习研究后发现:最有效的专业

发展是可持续的过程,强调内容知识的学习与其它

形式学习活动的结合;最有效的专业发展通常要求

教师检视自身实践、促进反思、获得外部支持,并与

课堂教学密切联系(Fishman et al. ,2006)。 杜威的

“做中学冶、我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冶理念都成为这种

实践策略的注脚,美国心理学家大卫·库伯(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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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 提出的经验学习圈理论(Experiential Learn鄄
ing)、英国管理学家雷吉瑞文斯(Reg Revans)提出

的行动学习理论为其提供了现代科学理论基础。 教

师专业学习是教师围绕自身教学实践展开“行动冶
与“学习冶的不断循环,ICT 为教师行动过程中的专

业学习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支持,将教师学习嵌入其

日常工作,对于解决教师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脱离

这一在职教师教育的历史性难题建构了新的问题解

决空间。
(四)采用生成性的学习资源开发策略

精心设计的在线课程材料是 ICT 支持教师专业

学习的核心要素,它能为教师提供系统性的理论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 但基于这种系统性课程材料

展开的专业学习活动往往具有“储备性冶的特点,即
学习目的是为应对将来可能遇到的教育问题做准

备。 不可否认这种将基于儿童学习理论形成的教学

模式迁移到成人专业学习中有一定效果,但对于在

职教师来说,教育教学情境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注定

这种形式的专业学习在解决具体实践问题上的低

效。 在职教师学习具有成人学习的特点。 根据成人

教育学奠基人马科姆·诺尔斯(Malcolm Knowles)
及后来者茨梅约夫(S. I. Zmeyov)等的研究,成人学

习具有如下特点: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社
会经验和职业经验,这些丰富经验是其学习的重要

基础和资源;他们的学习动机是“势利冶的,他们对

能够立即应用的知识感兴趣,希望有限的学习能够

真正解决自己面临的实际困难;他们常常认为有必

要尽快结束新的学习只要足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就够了(纳普尔等,2003;Bhola,1988)。 因此,对于

在职教师来说,针对他们面对的实践问题及时展开

“生成性冶 的专题学习活动更有效。 因此,WIDE
World 项目定制化的培训课程是依据当地教师的关

注点和特点开发的, ESTUICT 项目和 IYMP 项目注

重不断形成可供后来学习者使用的教学案例包。 基

于对人类学习的分析与理解,莱夫等情境学习理论

者认为学习课程是实践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它具有

极强的生成性,随着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课
程的新目标、新内容不断生成,从而使整个课程的实

践与发展成为动态开发的过程(Lave et al. ,1991;
Barab, et al. ,2000)。 他们认为学习最基本的特点

是情境性,它不是可以被孤立思考和生成的,也不是

一个任意操作的说教式术语;“共同体冶意味着参与

者共享他们对该活动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他们

所进行的行动构成学习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意

义上,教师的学习材料应当具有生成性。 因此,教师

的教育性课程材料不仅应该包括系统理论知识的学

习,还应当包括在教师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教

学案例为主要形式的过程性资源。
(五)重视在线学习或面对面活动的混合

有研究表明,基于跨区域参与者建立的在线虚

拟社区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具有松散性和脆弱

性的特点,网络成员之间因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而

导致社会存在感较弱;而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存在

“熟人效应冶,即在现实生活中相互熟悉的个体在网

络中更喜欢相互交流(杨彦军等,2011)。 因此,应
当将在线和面对面的专业学习活动结合起来,通过

必要的线下交互活动增强教师之间的熟悉度,进而

促进在线社区成员之间长期深入的网络交流

(Matzat, 2010)。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与单纯的

面对面和在线学习方式相比这种将面对面和在线学

习结合起来的“混合式冶在职教师专业学习模式有

诸多明显优势(Owston et al. , 2008; McConnell et
al. , 2013; Matzat, 2013)。 李克东等(2004)以麦克

卢汉的“媒体是人体的延伸冶及施拉姆的媒体选择

理论为基础,分析混合学习何以必要且可能(李克

东等,2004)。 这对于理解以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

为主要目标的远程教育领域中的混合学习具有重要

意义,但对于理解当前以异质同伴之间的知识共享

和知识建构为主要追求的教师混合学习却有一定局

限性。 其实,将教师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结合的

目标是建立更加具有创造力的、智慧型的专业实践

社群,而兰迪·加里森的探究学习社区模型为分析

教师混合原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加里森认为当把高

阶学习作为预期的学习成果时,探究性学习社区是

有价值的教育经历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探究社区

由对教育经验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构成,即认知性

存在、社会性存在和教学性存在。 (Garrison et al. ,
2000)从这个视角看,混合式教师专业学习所追求

的目标是通过线上和面对面活动的结合,实现教师

专业实践社群中认知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和教学性

存在三个要素的平衡,以维持教师专业实践社区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甚至实现社区的自成长。 ES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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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CT、IYMP 等项目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混合式冶
教师专业学习方式。 IYMP 项目在集中培训或其它

形式面对面的活动中让结对学校相互熟悉,形成可

靠的社交关系;ESTUICT 在面对面的活动中提供印

刷材料供教师学习研讨。
此外,部分项目还采取了中小学教师和中小学

生共同参与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策略,还有建立职

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共同参与的学习社群等,但目前

没有相关研究表明这种策略有利于提高教师专业学

习质量,但这些至少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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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ases, Core Components, and Key Measures of ICT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YANG Yanjun1, TONG Hui2 & GUO Shaoqing2

(1. College of Edu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not only becoming a part of teachers '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se, but also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reforming teachers' learning styles in the digital ag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lots of practical projects and pilot studies about us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ing the typical cases of those projects will be a valuable approach to
summarize the univers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ICT-enhanced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projects in future.

In this paper, 7 typical cases wer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s, and the univers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ICT-en鄄
hanced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case method. Firstly, the author listed ICT enhanced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projects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selected 7 typical cases according to a
composite indicator of the frequency in literature and search result in GoogleSholar, and studied them. The selected
cases were as following, Inquiry Learning Forum, Web-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 Casebook of Project Prac鄄
tices, Wide-scal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for Educators,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bservatory, Enhancing Subject
Teaching Using ICT and Inspiring Young Minds Project. Secondly, the "5W1H" (Who, When, Where, Why, What
and How) cross-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reveal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projects. Finally, the author presented the
core elements and key measure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ed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nhanc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nsist of two parts, core components and key measures. The core components were such things as
Virtual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llection of teaching cases, online course materials, online tutor and peer coach.
Key measures were composed of creat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ase learning, setting up different types of
partnership, embedd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daily teaching work, adopting generative learning resource strategy,
focusing on blending face to face and online learning and so on. The author also provided deep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basis for each intervention strategy.
Key word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core com鄄
ponents; key measures;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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