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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协同运行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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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还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

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了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在大数据应用、角色转变及学生需

求多样化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基于系统科学，研究运用协同学思想，探讨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中各要素与

外部环境的协同关系，明确了不同层级的协同目标。研究提出通过团队建设和经验分享，构建基于协同的信息化

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促进教师身份认同与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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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odel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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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not only transformed 
teaching concepts, content, and methods but also imposed new requirement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Through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ization, including big data application, role chang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tudent needs. Based on systems 
science, the research applies the theory of synergy to explore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dentifying collaborative goal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study proposes a synergy-based model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cusing on team building and experience sharing to enhance teacher identity and foste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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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化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现代信息技术尤

其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

的机遇与挑战。为顺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我国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强调信

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要求教师提升信息素养，创新

教学模式，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十四五”时

期教育发展进一步强调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促进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培育教育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现代信息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改变

了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还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理清专业发展现存问题，探索适应时代要求

的新发展模式，落实具体实施路径，是当下大学英语教

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面临的现状。 
本研究以大学英语教师为对象，针对信息化背景

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数据收集、信息反馈，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讨论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审视教师专业

发展的全过程，用协同学的思想分析大学英语教师专

业发展模式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及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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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合作关系，明确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级协同目

标，构建基于协同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国内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国内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在信息化挑战下呈现

动态、多元的发展趋势，理论与实践并行。 
张善军（2010）提出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完善教师教

学信念，提升“信息—教学素养”。戴炜栋、王雪梅（2011）
则强调外语教师需具备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网络评

价能力及网络教育叙事能力。陈金平（2014）认为大学

英语教师应提升教育哲学思想、英语实践技能和学科

应用能力。韩锡斌、葛文双（2018）构建了高校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的框架，从意识、素养、能力和研究四方

面阐述教师信息化能力的发展。张海云、胡赛龙（2018）
将 TPACK 模型应用于构建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培养适应慕课和翻转课堂的新型教师。 
2019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都在积极探索

教师在线研修、混合式研修、在线教研、混合式教研等

“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徐锦芬、李高新

（2021）提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大学外语教师能力框

架。刘秋霞、梁震（2022）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

发展的系统性变化，探讨可能的发展路径。郝建江、郭

炯（2023）提出技术赋能的教师专业发展新理念。 
尽管实证性研究逐渐增多，但针对大学英语教师

的关注较少，且多从理论构建或社会学角度探讨教师

发展模式。对基于系统学尤其是协同学的研究较为欠

缺。因此，本研究拟从协同学的角度，通过调查问卷等

梳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现实问题，建构信息化背

景下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3 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调查

问卷及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 144 名有效问卷反馈的大学英语教师为

对象，调查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现

状。问卷设计分为三部分共 21 个题项，涵盖教师基本

情况、信息化教学应用及其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数

据通过问卷星与 SPSS 26 软件进行分析。信度检验

Cronbach α=0.678，效度值 KMO=0.726，表明问卷信

度一般可行，效度良好。 
3.1 问卷数据摘列 
（1）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女性教师（77.78%）显著多于男性教

师（22.22%）。超过一半的教师（54.16%）拥有 15 年

以上的教学经验，5 年以下教龄的约占 25%，5 至 15
年教龄的约占 20%。此外，大部分教师拥有硕士学位

（68.75%），本科和博士学位教师各占 15%左右，这

表明，以往大多数大学英语教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和

少部分本科，但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师质

量和教师学历要求也进一步提高，现在年轻新晋的大

学英语老师基本上要具有博士学位。少数教师具备理

工科学术背景（6.95%）。整体上，调查对象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2）教师对数字化媒体教学的认识及态度 
下列主要统计了大学英语教师对数字化媒体教学

的认识及态度（见图 1 和图 2） 
由图 1 可知，大多数教师（79.78%）认为信息化

教学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教学过程的系统方法，

而少数教师认为掌握基本技能即可进行信息化教学。

这说明，大多是大学英语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有客观的

认识，能够正确给信息化教学做好定位。 
对于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见图 2），超过 90%

的教师持积极态度，愿意或非常愿意使用信息技术辅

助教学，这表明大学英语教师大多数对信息化教学的

趋势持积极态度。 
（3）信息化教学效果 
信息化已经成为了时代发展不可逆的趋势。本文

统计了信息化背景下，多媒体数字教学资源的应用对

大学英语教师教学效果主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见

表 1）。 

 
图 1  信息化教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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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对数字化媒体教学的态度 

表 1  多媒体数字教学资源的应用对大学英语教师教学效果影响 

选项 小计 

A. 提高了课程内容的课堂教学效果 127 

B.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 83 

C. 改变了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 106 

D. 教学效果不及传统教学方式好 10 

E. 对教学效果没有特别的影响 14 

F. 其它 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44 

 
在 144 份有效问卷中（见表 1），大部分教师认为

多媒体数字资源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127 人）、改变

了学生的学习方式（106 人），并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

知识（83 人）。但少部分教师（约 10 人）对其效果持

保留态度，认为不如传统教学有效。 
（4）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应具备的能力和不足 
为应对信息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师也在不断提高个

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当然，也有存在不足之处需

要提高。本文就据此进行了统计分析（见图 3 和图 4） 
（a）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应具备的能力 
由图 3可知，多数教师认为在信息化教学背景下，

教师应具备较强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93.26%），

获取和评价信息资源的能力（87.64%），以及学习和创

新能力（75%）。但团队协作能力和批判能力较少被关

注。 
（b）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 
根据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

（见图 4）可知，一般认为教师自身的信息技术操作能

力和信息化教学知识水平（87.64%）、教师对信息化教

学能力的意识(如自我效能)（77.53%）和教师对信息化

教学的态度（70.79%）是影响大学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的主要原因。其中，教师教学和工作环境及教师自

身（如年龄、性别、学习经历等）对其影响不大。 

（c）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现存不足之

处 
由图 5 可知，大学英语教师教学能力不足主要体

现在较强的课堂设计能力（51.69%），较高的课堂管理

能力（23.6%）次之，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完善的

学科知识以及较熟练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对教师实现

教学效果影响最小。显然，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

师将教学效果的主要的原因归结到教学设计和课堂管

理能力，语言表达、是学科知识以及信息技术操作能力

影响不大。 
（5）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通过调查问卷反馈，职业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

包括教学任务繁重（75.69%）、科研压力大（69.44%）、

资源支持不足（53.46%）及职称晋升难度大（51.35%）。

大学英语教师大量承担公共外语教学任务，每周 12-16
课时是常态，因科研时间相对紧张、教学科研项目申请

面较窄、教学研究论文发表的刊物、层次有限，进而影

响教师的职称晋升。同时，资源支持的力度有限，进一

步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发展困难。这些制约因素相互关

联，构成了教师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对待教师尤其是

以教学为主型的大学英语教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减

轻外在因素不利影响，促进其专业发展，是值得深度思

考研究的问题（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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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老师应具备的能力 

 
图 4  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的影响因素 

 
图 5  信息化教学下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现存不足之处 

 
图 6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3.2 结果讨论 
（1）教学压力大，专业发展受限 
大学英语教师承担全校公共英语课程，教学任务

繁重，导致个人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时间有限。由于缺乏

脱产或在职进修机会，教师的专业发展进度滞后，难以

跟上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这种状况使得教师整体科

研能力薄弱，专业化发展水平较低。此外，面对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教师需要自学相关技能，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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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负担，削弱了专业发展的动力。教师间科研

合作和团队意识欠缺，科研氛围不浓，导致论文发表和

项目申请难度大，从而影响职称晋升。 
（2）信息化素养不足，继续教育困难 
尽管大多数教师意识到信息技术对专业发展的重

要性，但信息技术培训不足，尤其是在将技术与课堂教

学整合方面。许多教师仅依赖教材配套资源，无法有效

整合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果。同时，高校对人文学科和

外语专业的支持有限，针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培训活动

较少，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虽然一些教师

希望通过科研交流获得进修机会，但高校在资金、时间

和政策支持上力度不足，进一步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发

展。 
4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协同模式的构建 
4.1 协同理论 
1969 年，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协同理论，

认为在开放系统中，各子系统通过相互协同来适应外

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从而实现有序的自组织结

构。协同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序参量和自组织，强调系统

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的协同合作。该理论突破了传统

学科界限，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类系统。大学

英语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承担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围绕促进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大

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各因素形成多元复杂组织系统。 
协同效应是在系统内部之间、系统内部与外部之

间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关

键是形成协同效应，而高校作为参与教师发展的单元

主体，自身也是协同效应的主体。 
4.2 基于协同学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系统观念贯穿于我国整体战略发展布局，既可以

理解为是一种发展理念，也可以被当作一种科学研究

的方法论。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育系统的一

个子系统，具有复杂的内部机理。在信息化背景下，教

师的专业发展不仅涉及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还需要

有效的资源调配和关系处理。本研究以系统学中的协

同理论视域和信息时代特征为思考起点，按照协同效

应发挥机制，本研究构建出由高校参与、教师个人和发

展团队为主、发展任务明确、不同机制制约、各要素相

互协调、合理评价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协同运

行模式，如图 7 所示。 
 

 
图 7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协同模式 

 
4.3 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的特征 
协同理论揭示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

转变的共同规律，具有开放性、自组性、序参量的主导

性等特点。基于协同理论构建的大学英语教师发展模

式符合协同理论的三大特征： 
（1）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系统具有开放性 
在协同作用下，组织系统的集成是指其各个要素、

支撑要素：政策供给 目标一致 文化认同 经费保障 

高校 

教师个人 

教师团队 

任务清楚 

分工明确结

构清晰 

全责对等 

 

 

 

 

 

 

 

知识协同 信息协同 

经验协同 资源协同 

协同平台 

动力机制 

沟通机制 

协调机制 

利益机制 

素质指标 

教学指标 

科研指标 

服务指标 

评价协同 任务协同 主体协同 要素协同 机制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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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子系统之间均能够彼此配合互动，进而达到协同

要素彼此耦合的状态，并最终获得跨越式的整体放大

效应的过程。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一个动态

开放的过程，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适应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教师的发展不仅依赖于自我激励，

还需要高校提供资源支持和团队协作。 
（2）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系统具有自组织特性 
自组织是指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内部

子系统通过自发的协同作用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大学

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系统，通过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各子系统能够自我协调，

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向有序状态演化。一个系统的自组

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因

此，增强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能够减少教师的压力，促进

其专业成长。 
（3）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系统中序参量的主导

性 
序参量是各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临界状

态下序参量起着支配子系统行为的作用。在大学英语

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高校和教师团队作为关键序参

量，决定了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向。团队协作时，应平衡

成员间的权利和责任，充分激发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潜

能。同时，知识、信息、人才和资源的协同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点，序参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引导教师走向更

高水平的专业发展。 
5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协调模式构建的实践路

径 
在实践层面构建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解决教

师专业发展中的困境，须牢牢把握信息时代的基本特

征，从主体协同、任务协同、要素协同、机制协同和评

价协同的实践向度出发，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多角度的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5.1 主体协同：全员参与、教师团队为核心的主体

建设 
教师是高校育人工作的中坚力量，只有教师间关系

融洽、团队协作，才能够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高效开展。

大学英语教师要想获得专业发展，除了个体要积极努力

外，其发展还离不开教师间的合作和外部环境的支持。

首先，团队建设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

展的关键，教师团队应包括科研骨干、中青年教师以及

学生等多元主体，教师间通过集体教研、教学设计和方

法开发等活动，促进反思与合作。其次，高校的政策支

持和制度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帮助教师减轻教学压力，

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高校是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

另一主体，也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序参量。各教

学和科研主体需要相互协调，整合资源，促进教师在知

识结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等方面的持续发展。 
5.2 任务协同：围绕核心、分工明确的任务体系 
根据协同理论，任务应按项目形式组织，各主体需

明确任务分工和职责，确保权责对等。大学英语教师团

队建设既包含教研团队建设，也包含科研团队建设。组

建的教师团队要明确各自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的边界

和范围，锁定目标；然后，要探明任务的结构，并在此

基础上对科研或教学任务进行结构分解。团队内部成

员必须明确自身任务目标和期限，以教师个人既定任

务目标和期限进行考核评价，以此调动教师自主性和

积极性，促进教师间的互动合作，激发大学英语教学、

科研活力。新老教师可以通过互相听课、共同备课等方

式分享经验，新教师可以从老教师的指导中快速成长，

而老教师也能从新教师那里获得新的教学思路。通过

明确任务和责任，促进团队成员的互动与合作，提升整

体教学和科研水平。 
5.3 要素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作平台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资源和

信息往往不对称，因此信息共享和资源协作平台尤为

重要。青年教师易于接受新技术，老教师则具备丰富的

教学经验，双方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高校应建

立弹性工作制度，提供时间和空间供教师合作交流。此

外，搭建网络协同平台，为教师的合作交流提供更方便

更快捷的场所，了解大学英语教学的最新趋势，吸收前

沿的教学思想，最终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为今后

同校间以及外校间更好的合作提供有利的条件。 
5.4 机制协同：统筹协调、一体推进的保障机制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协同效应依赖于完善的

运行机制，各子系统需统筹协调，确保任务落实。教师

发展职能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等方式，激励

教师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提高信息素养。高校发挥协

调作用，统筹各项资源，为教师提供深造和进修机会，

帮助教师提升专业技能。大学英语教师自身要充分认

识到教师交流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个人要有宽

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掌握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技巧，

主动参与和组织各类的教师合作活动。以动力、沟通、

协调为序参量的协同机制，确保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

发展稳步持续提升。 
5.5 评价协同：全方位多层次、动态发展的评价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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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评价体

系。传统的评价体系往往只关注科研成果的产出，忽视

了教师的个体差异和多样化发展需求。以信息素养、教

学能力、科研产出和服务学生为序参量的评价系统，可

以对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发展做出较为全

面客观的评价。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教师不断提

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才能够驾驭基于计算

机和网络的现代英语课堂,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

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将帮助教

师更加专注于专业提升，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6 结语 
本研究在调研本校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现状的基础

上，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运用协同学的思想分析大学英

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及要素与外部

环境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明确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

语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级协同目标，构建大学英

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协同模式，证明此模式符合协同学

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序参量的主导性三大特征，进而解

析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协同模式的实践路径，从

主体协同、任务协同、要素协同、机制协同和评价协同

六个方面证实了其现实可操作性，帮助大学英语教师

提升身份认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该研究进一步证实

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充分调动社会、高校以

及教师个体的资源与力量。多方协同合作，才是保障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力举措。 
本文期望在理论上为信息时代大学外语教师能力

研究提供参考框架，在实践上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指

引借鉴，促进大学外语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育人素养、学

科素养、教学素养、信息素养和科研素养，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加快大学外语专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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