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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角、主题与设计的虚拟教研室研究现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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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检索并筛选关于虚拟教研室的研究的 SSCI 和 CSSCI 来源期刊共 32 篇，从

虚拟教研室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与研究设计三个方面进行评述。结果表明：1）现有研究的视角包括了理论探讨

和实践探索，有引进外国的相关理论也有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但跨学科理论与虚拟教研室所在学科的研究融合

度不够；2）研究主题涉及七个方面，其中一个主题聚焦“云连接论”在云教研共同体中的应用，另外六个主题是

关于虚拟教研室的内涵、内容、特征、功能、建设路径以及应用成效，但是关于不同学科或不同类型虚拟教研室

的实际运行情况研究不足；3）在目前已经开展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云共同体团队，其他研究

更多体现研究者个人观点陈述及虚拟教研室建设案例分享，缺乏通过实证研究来反映虚拟教研室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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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a literature review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rec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delving into 3 three aspects: research perspective,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research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r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theories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disciplines in which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are located is 
insufficient; 2) The research topics cover seven areas, one of which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connection theory" 
in cloud-bas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munities.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six aspects: connotations, contents,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construction path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or types; 3) Among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 empirical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cloud-based community teams. Other studies 
are about researchers' personal viewpoints and case sharing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construction, lacking 
empirical research to refl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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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虚拟教研室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基层教学组织和

实体教研室的数字化变体，正逐步成为推动教育现代

化和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虚拟教研室打破了传

统教研室的地理界限，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深度

融合，构建了一个校际共生、协同创新、学术导航的教

学研究平台。这一平台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教学研究的

手段和资源，也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提

供了有力支撑。 
教育部办公厅于 2022 年 2 月和 5 月分别公布了第

一批 439 个和第二批 218 个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这一举措标志着教育部对虚拟教研室建设的正式推动，

这不仅激发了教育工作者对虚拟教研室的兴趣和关注，

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由于虚拟教研室在教

学、科研、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关

于虚拟教研室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些研究为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然而，尽管虚拟教研室展现出了其优势和发展潜力，但

建设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研

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明确虚拟教研室的发展

方向和建设重点。 
有鉴于此，笔者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近年来关

于虚拟教研室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试图回答以

下研究问题：虚拟教研室的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与研究

设计现状如何？ 

2 数据检索与分析 
2.1 数据检索 
本研究主要利用重庆维普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

期刊类别限定为 CSSCI 和中文核心来源期刊，确保文

献的高质量；检索主题设定“主题词=虚拟教研室”作

为核心检索词，确保检索结果直接关联本研究主题；限

制发表时间在 2004 年至 2024 年之间。 
检索提取了每篇文献的作者（A1 字段）、年份（YR

字段）、期刊名称（JF 字段）、标题（T1 字段）、摘

要（AB 字段）和关键字（K1 字段）等关键元数据。

对元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如去除停用词、进行词频

统计等，以便后续分析。文献检索及筛选的流程图，如

图 1 所示。 
2.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包括年份分析、词频分析、期刊分布分析

三方面。利用 Python 脚本（如 YR_distribution.py）分

析论文发表的年份分布，并生成可视化图表（如

pub_distribution.svg），以展示研究主题的年度发展趋

势。对标题（T1 字段）和摘要（AB 字段）进行词频统

计，去除停用词后生成词云图（如 T1_wordcloud.png 和

AB_wordcloud.png），词云图如图 2 所示，以直观展示

研究热点和焦点。统计各期刊的发文数量，并生成柱状

图（如 journal_distribution.svg），以分析期刊对虚拟教

研室研究的贡献度。识别并统计主要作者及其合作情

况，如孙曙光和张虹、文秋芳和毕争等作者的合作发表

情况，以了解研究团队的构成和合作模式。 

 
图 1  文献检索及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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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虚拟教研室研究热点和焦点词云图 

 
3 结果 
3.1 总体研究趋势 
本研究限定发表时间为 2004 年至 2024 年 5 月，

虽然在此期间一共检索到 277 篇论文，但关于虚拟教

研室的研究论文从 2011 年才开始出现，2011 年开始有

非 CSSCI 和非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而从 2020 年开始才

有 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由图 3 可以看出，虚

拟教研室研究发文量在 2020 至 2024 年这五年期间经

历了显著波动，2020 年 1 篇，2021 年 1 篇，2022 年显

著增长，达到 15 篇，2023 年 11 篇，2024 年 4 篇。 
由图 4 可以看出外语类期刊显示出最多的研究数

量，一共 20 篇，期刊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外

语电化教学》、《外语界》、《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中国外语》、《外语教育前沿研究》。除此之外，中

国高等教育类期刊以及电化教育类期刊等，均有一定

数量的研究发表。 

图 5 显示外语领域的学者发文量显著。2020 年 5
月 16 日，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联合成立了云教研共同体，聚焦“产出导向法”，

而云教研共同体就是虚拟教研室的一种形式，这个云

共同体的目标之一就是指导成员成为“产出导向法”的

实践者和研究者（文秋芳 2022）。文秋芳、张虹、孙

曙光、毕争、段长城、陈浩、邱琳、张伶俐、张文娟均

为该共同体成员，他们开展了基于产出导向法的云共

同体研究，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该团队 2020 年至

2024 年期间被 SSCI 和 CSSCI 收录的论文共 17 篇。 
3.2 研究视角 
在 32 篇文章中，虚拟教研室的研究视角涉及理论

探讨和实践探索两方面。由表 1 可见，其中有 9 篇是

从理论层面探讨虚拟教研室建设，20 篇文章从实践层

面探究了虚拟教研室的建设情况。 

 
图 3  虚拟教研室研究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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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虚拟教研室研究各期刊发文情况 

 
图 5  虚拟教研室研究研究者发文情况 

表 1  虚拟教研室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 文献数量 代表文献 

理论 
研究 
视角 

9 
曾建潮等（2020）[20]；桑新民等（2021）[16]；文秋芳（2022a）[20]；文秋芳（2022b）[21]；

陈静、谢长法（2023）[5]；孟凡丽等（2023）[13]；别敦荣（2024）[2];曹梅（2024）[3]；张克

俊等（2024）[33] 

实践 
探索 
视角 

20 

桑新民等（2021）[16]；毕争、段长城（2022）；毕争、文秋芳（2022）[21]；陈浩、邱琳（2022）
[6]；张虹、孙曙光（2022）[28]；董春桥（2022）[7]；梁君英等（2022）[12]；王海啸、王文宇

(2022)[18]；谢劲、何吉（2022）[24]；战德臣（2022）[25]；孙曙光、张虹（2023）[17]；文秋

芳、毕争（2023a）[22]；张伶俐、张文娟（2023）[29]；文秋芳、毕争（2023b）[23]；张文娟、

张伶俐（2023）[30]；段长城、毕争（2023）[1]；陈浩、邱琳（2023）[15]；张虹、孙曙光（2023）
[31]；邱琳、陈浩（2023）[15]；袁婧等（20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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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篇理论探讨文章里，4 篇未提及任何理论。如

表 2 所示 7 篇文章基于相关理论对虚拟教研室建设展

开了讨论，涉及 5 种理论或模型。 

表 2  虚拟教研室研究的理论视角 

理论视角 代表文献 

互动生成学习论和虚拟教研

室工程建设模型、新行为主

义、建构主义 
桑新民等（2021）[16] 

云连接理论 文秋芳（2022a）[20]；文秋

芳（2022b）[2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孟凡丽等（2023）[13] 

教学学术 桑新民等（2021）[16]；曹

梅（2024）[3] 

数字变革“3D”模式相关理论 张克俊等（2024）[33] 

 
在实践探索层面，20 篇文章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

虚拟教研室的实践应用，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包括外语

教育（毕争、段长城 2022[1]；毕争、文秋芳 2022[21]；

陈浩、邱琳 2022[6]；张虹、孙曙光 2022[28]；梁君英等

2022[12]；王海啸、王文宇 2022[18];孙曙光、张虹 2023[17]；

文秋芳、毕争 2023a[22]；张伶俐、张文娟 2023[29]；文

秋芳、毕争 2023b[23]；张文娟、张伶俐 2023[30]；段长

城、毕争 2023[8]；陈浩、邱琳 2023[4]；张虹、孙曙光

2023[31]；邱琳、陈浩 2023[15]、教育学（桑新民等 2021）
[16]、生态环境（董春桥 2022）[7]、电气工程（谢劲、

何吉 2022）[24]、计算机科学（战德臣 2022）和人工智

能（袁婧等 2024）[34]。 
3.3 研究主题 
笔者对 32 篇文章进行了梳理，发现研究主题涵盖

面较广，经过对研究主题进行编码，共得到 7 个研究

主题。编码后发现文秋芳的云共同体团队的研究主题

聚焦于“云连接论”在云教研共同体中的应用，因此单

独列为一个主题。而其它研究探讨了虚拟教研室在内

涵、内容、特征、功能、建设路径以及应用成效六方面

的研究情况。  
3.4 研究设计 
在所搜集的 32 篇文章中，有 11 篇为实证研究文

章，均为文秋芳云教研共同体团队的研究成果，其余的

文章主要涉及研究者个人观点陈述及虚拟教研室建设

案例分享，没有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云教研共同体的 11 篇论文的实证研究有 10 篇采

用了质性研究方法，1 篇为混合研究。数据收集工具包

括量化工具和质性工具。质性工具有反思日记、访谈、

叙事探究、个案研究和多案例研究，对虚拟教研室中的

社会连接、组织文化、教师身份认同和反思能力发展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量化工具使用了问卷调查。本研

究从被试背景、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工具和数据分析方

法 4 个方面对 11 篇文章的研究设计进行分析，得到的

结果如下。 
首先，文秋芳团队的 11 篇实证研究文章，被试均

为国内高校英语教师，被试均通过网络在全国招募。招

聘条件为有意从事“产出导向法”相关研究的高校外语

教师，自愿报名，乐意履行云教研共同体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质性研究都是纵向研究。

再次，质性研究的数据搜集工具包括反思日记、反思批

阅文本、访谈记录、访谈文本转写、微信聊天记录、被

试参与云共同体期间的教案、发言 PPT 等文件资料。

质性工具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反思日记，11 篇文章都用

到了反思日记。最后，就数据分析方法而言，质性分析

方法主要使用了编码。 
4 讨论与展望 
4.1 总体研究趋势 
2019 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限制了线下教学活动，

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线上教学和线上教

研活动应时而生。线上教学和教研不仅填补了线下教

学活动暂停的空缺，还让学生和教师逐渐适应了这种

灵活的学习方式。对于教师而言，线上教研活动在教学

资源共享和时空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让越来越多的

教师开始认可和接受线上教研和学术研讨活动。 
随着技术赋能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教学方式与形式

的变革、教育需求与认知的变化，师生再也回不到纯粹

的线下开展教学活动的情况，教育工作者对教学活动

的研究也不会再局限于线下活动，因此对虚拟教研室

的研究呈现了增长趋势。2022 年教育部两批虚拟教研

室建设试点名单的公布对虚拟教研室的发展具有直接

指导作用，2022 年的发文高峰可能得益于教育部发布

的积极政策。而外语教育领域的虚拟教研室研究非常

活跃，《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和《外语教学与

研究》等作为外语教育领域的权威期刊，不仅体现了当

前外语教育领域对虚拟教研研究的关注，还反映了外

语教育领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基层教学组织

发展的新途径，当然虚拟教研室模式在不同学科领域

也都得到了关注。 
4.2 研究视角 
32 篇文章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探讨了虚拟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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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建设，但都是从单一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理论研究

层面涉及到了互动生成学习论和虚拟教研室工程建设

模型、新行为主义、建构主义、云连接理论、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教学学术、数字变革“3Ｄ”模式相关理论，

这些理论是借用的国外的理论来探讨我国的虚拟教研

室建设。文秋芳提出的“云连接论”为参加虚拟教研室

的老师进行有效学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衡量标准，也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进一步丰富了虚拟

教研室的理论体系，因为他们是针对中国外语教育和

文科研究的本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20]。 
对于未来的研究，其他学科可以深入分析本学科

教研室建设在中国教育环境中的独特问题，如教师学

习共同体、教师发展、教育资源分配等，挖掘本土教育

资源，形成既符合中国教育环境又具有学科特色的教

学理论，以指导教学实践。 
由于虚拟教研室建设涉及到教育技术学、社会学、

心理学、管理学等各学科理论和方法，因此未来的研究

也可以尝试从跨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全面揭示虚拟教

研室在不同层面和维度上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4.3 研究主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已有不少学者从理论层面对

虚拟教研室的内涵、内容、特征、功能和建设路径进行

了深入探讨，总结了虚拟教研室在这些方面的共性，研

究者们也通过实际案例展示了虚拟教研室的应用成效。

教育部公布的虚拟教研建设试点名单里，虚拟教研室

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专业类、课程类和教改类，后续研

究也可以对这三类虚拟教研室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注虚拟教研室的实际运行情况，以解释在不同学科

领域或不同类型的虚拟教研室建设中的独特性。 
4.4 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梳理的 11 篇实证研究，被试都集中在外

语教师领域，既包括英语教师和多语种教师，而其他学

科领域的研究少有探究教师与虚拟教研室的互动。虚

拟教研室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共同体，应该从教师的

视角去探究其建设的有效性，以确保其作为互联网+时
代的新型基层教学组织，能够真正满足教师专业成长

的需求并促进其发展。因此，后续研究可适当拓展被试

范围，考察不同领域的教师在虚拟教研室建设过程中

的参与情况。数字赋能下的虚拟教研室具有跨界学习

的特征[5]，因此未来的研究被试也可以考察不同学科教

师跨学科合作的情况。 
在 32 篇文章中，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云共同体团

队，其他的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者个人观点陈述及虚拟

教研室建设案例分享。虚拟教研室作为基层教学组织

的新型态，承担着教学学术研究、教学改革先行先试、

教学理念技能示范推广等职能[26]。因此，后续研究的

方法部分可以采用实证研究探究虚拟教研室的实际运

作效果，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实验设计等

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虚拟教研室在教学、学

术研究、改革试行以及教学理念技能推广等方面的具

体数据。 
5 结语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近年来关于虚拟教

研室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研究视角、研究主

题和研究设计三个方面进行了评述。总体而言，虚拟教

研室作为实体教研室的数字化变体，利用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教学支持机制，展

现了校际共生、协同创新、学术导航等鲜明特性。它不

仅在教学、科研、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

是教师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促进了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在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路径上，现有研究强调了加

强智慧平台的建设、提升教师素养、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及制定完善的保障机制。这些措施共同为虚拟教研室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虚拟教研室的应用成效

显著，不仅推动了教学理念的更新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还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更多高素质

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虚拟教研室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方向，其发展前景广阔，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当前

虚拟教研室的发展仍面临技术融合、资源分布不均和

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等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和

完善虚拟教研室的建设，加强跨校、跨区域的合作与交

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

教学科研中的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未来需要大量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虚

拟教研室的研究与实践，推动其高质量发展，为高等教

育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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