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

学科教学知识（PCK）的结构特征及发展路径分析
——基于小学数学教师的案例研究

解　书，马云鹏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基于舒尔曼（Shulman）对 PCK 的阐释和帕克（Park）的 PCK 五边形结构，建立理解 PCK 结构

的描述框架，绘制四名小学数学教师的 PCK 要素关系结构图（PCK-SoEM）。总体上，PCK 的结构特征表现

为整合型和缺失型两种，前者又分为机械整合型和自主整合型，后者分为松散缺失型和低效缺失型，深入分析

教师 PCK 类型及成因，探索教师 PCK 的本质结构。基于研究，可以通过树立科学的教学信念和教学定位、深

入了解学生、强化学科知识结构和表征方式、充分思考和整合 PCK 相关知识来发展教师 PCK。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学科教学知识结构与特征；学科教学知识要素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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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1986年，舒尔曼（Shulman）基于职前教师的学科知识与教学方法之间关系的研究 [1] 指出，学科

内容知识和一般教学法知识不足以支撑具体教学，需要将其整合，并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以下简称 PCK）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 PCK 是“将学科知识与教育学

知识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综合理解，知道如何根据学习者的不同兴趣和能力将特定主题、问题和事件

组织起来，以教学的方式加以呈现”[2]。并认为 PCK 是教师独有的领域，是学科内容表征的最有用形

式，最能区分学科专家与教学专家、高效与低效教师的知识，这为理解教学及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供

了新视角。

2000年，我国大陆学者白益民进行 PCK 的初探 [3] ；马云鹏（2001）在《课程实施探索》一书中详细

阐述了对 PCK 的理解，之后5年中的研究主要在 PCK 内涵和要素结构等理论层面进行探讨与再探讨；

2006年以后李琼 [4] 和董涛 [5] 等开始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我国有关 PCK 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等待

进一步解答，如 PCK 的内涵本质、结构特征及成因，教师的 PCK 现状，如何理解、测量与评价教师的

PCK，PCK 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等。

基于国内 PCK 领域的研究现状，本研究通过对四名小学数学教师 PCK 结构与特征的探索试图回答

如下几个问题：（1）如何理解教师的 PCK ；（2）教师 PCK 的类型及成因分析；（3）教师 PCK 的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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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4）教师 PCK 的发展路径。期望为理解教师的 PCK 提供描述框架和分析图谱，也为更有针对性地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一个 PCK 视角。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 A 市 E 小学自愿参与本研究的众多教师中，根据德耶弗斯（Dreyfus）对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的划

分 [6]，力求保证“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程度”，选取4名数学教师，对她们的新授课进行课堂观察和相关

访谈（见表1）。

表 1   教师及课堂观察基本信息

教师 教龄 执教年级
学历

课堂教学 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
初始学历 备注

C 老师 3 年 3 年级 本科 数学教育专业 5 节 * 新手阶段

X 老师 6 年 6 年级 大专 本科（在职进修） 5 节 优秀新手阶段

G 老师 14 年 6 年级 中专 本科（在职进修） 2 节 胜任阶段

M 老师 18 年 4 年级 中专 本科（在职进修） 5 节 ** 熟练阶段（省数学骨干教师）

* 其中 1 节公开课（CN1①），4 节常态课；** 其中 4 节为平行班的同一主题公开课，1 节常态课（MN5）；其他教师
未作说明均为常态课

（二）研究框架

1. 理论框架

随着PCK内涵的丰富，在舒尔曼（Shulman）对PCK诠释的基础上，马格努森（Magnusson，1999）等人

基于格罗斯曼（Grossman）的框架图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科学学科中PCK的5种成分：教学定位的知识、

课程的知识、有关学生对特定主题理解的知识、评价的知识、教学策略的知识 [7]，该框架在众多研究中被

广泛引用。帕克等（Park & Oliver,2008）在该框架基础上构建了PCK五边形结构图，本研究主要基于该结

构 [8]，并借鉴其他学者对PCK相关知识要素及其主要包含内容的阐述，将其描述如图1所示：

图 1   PCK 结构图（基于 Park，2008 修订）

基 础 教 育

①编码规则：（1）课堂教学编码：MN4 表示 M 教师第四节新授课。其中第一位 M 为教师代码，即 M 教师；第二位为课型编码，N 为新授

课，第三位为顺序码，4 表示第四节。（2）访谈编码：MN4-Ib 表示 MN4 一课的课前访谈，MN4-Ia 表示该课的课后访谈，MN4-ISXH 表

示 SXH 教师在访谈中对该课的评价。（3）观察编码：MN4-O 表示 MN4 的课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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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K 是教师在特定的教学情境里，基于对学生和特定学科内容的综合理解，选择教学策略表征，

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理解的知识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上述任何一种或几种知识的集合或叠加都不

能称为 PCK，只有几种相关知识相互作用整合而成的新知识结构才是 PCK（如图1的中心）。在 PCK 理

论里“教学”与“内容”是密不可分的，“教学”是特定“内容”下的“教学”，“内容”是应用于“教学”

中的特定“内容”。PCK 一定是基于特定主题内容下来探讨针对特定教育对象的教与学的策略和方法，

是一种关于教育对象、内容和情境的知识，是内外部共同建构的，由教师的所知、所行以及教学行为背

后的原因组成。

2. 研究方法

鉴于 PCK 的缄默性与复杂性，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和课堂观察的方式搜集数据，

其中访谈分为课前、课后、阶段和专家访谈四种。并搜集教师的教案和教学反思笔记以及批改的学生

作业和试卷，力求通过言语描述和行为表现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其 PCK 现状。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在课前访谈中由教师陈述教学设计，并阐述在做每个教学决策时的思考和理由；然后，在课

堂观察中搜集教师的教学决策行为表现，作为课前访谈的三角互证与补充以及课后访谈的基点；之后，

通过即时的课后访谈了解教师对其教学的说明和教学背后的思考，并针对研究者本人在课堂观察中所

看到的教学行为或产生的疑问，教师做进一步的说明。

阶段访谈主要是研究者本人针对教师的背景和在研究中生成的问题进行的补充式访谈。专家访谈

旨在收集专家们对教师教学的反馈与评价。教案和教学反思笔记以及批改的学生作业和试卷信息的搜

集作为补充数据来间接了解教师的教学行动与思考。

为确保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尽可能降低研究者本人带来的影响，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在访谈中，保

持价值中立，不去评价或引导教师的陈述。为尊重教师隐私权，隐去其姓名，在征得教师本人同意后

进行课堂观察、录像和录音。

（三）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借鉴了帕克（Park，2011）的 PCK 分析图谱 [9] 并加以修订。主要采用频次统计、不断比

较、深度描述，并结合帕克（Park，2008）的 PCK 量规分析表对课例中的 PCK 进行水平评价。

本研究邀请2名小学数学资深教师共同分析课堂观察和访谈，她们均是所在地区该领域的学科带

头人，从事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20余年。首先根据课堂观察分析出每节课中有多少个教学决策，结合

课前、课后的访谈分析出每个决策中教师所整合的相关知识，计算每节课中整合的知识要素反应频次

和要素间联系频次，以此来绘制 PCK 要素关系结构图（Structure of Elements Map，简称 PCK-SoEM）。

下面以北师版四年级《生活中的负数》（MN4）的教学片段为例描述分析过程。通过对教师教学行

为和言语分析得出在新课导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温度”中教师呈现的教学决策描述如表2 ：

表 2   PCK 相关要素描述统计表（例）

1

教学决策 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示哈尔滨冰灯节当天的温度

言语表现
师：那么黑板上的温度，你能不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来呢？……关键就是啊，一眼能让别
　　人明白你所表示的意思……（MN4-O）

访谈 / 观察

具体表现 要素

“想让学生基于上一个环节猜出温度，发挥创造力，
自主探究”（MN4-Ib）

KIR、OT

“孩子们有生活常识，以前上过课时孩子能用多种
方法表示出来，也有个别孩子用标准的方法表示出
来”（MN4-Ib）

KSU

学生在练习本上尝试写出表示方法（MN4-O） KIR

解　书，等.学科教学知识（PCK）的结构特征及发展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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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观察和访谈，在每条教学决策中分析整合的相关要素知识并统计频次，发生反应的要素用●

表示（见表3），并归纳每个教学决策中所使用的 PCK 类型。如发生反应的要素经评价者评定为表现不

恰当，则用〇表示，表现错误则用 × 表示。

表 3   PCK 相关要素频次统计表

OT KC KSU KA KIR 子类型

1 ● ● ● E

由于“理论是在概念以及成套概念之间的合理联系”[10]，各个概念之间应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

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因而本研究理论前提假设是 PCK 整合的相关要素彼此间是有联

系的，尽管在一个教学决策中某些要素多次反应（如 KIR 在访谈、观察多次提及、出现），但在一条决

策中只记一次，并且不做联系强弱的区分，绘制 PCK-SoEM 子类型图（如图2），如若 PCK 相关要素间

联系不恰当或失误则分别用“﹍”（如图3中 KSU 与 KIR 之间的联系）或“﹎”表示，最后将各子类型图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 PCK-SoEM 结构图（如图3）。

图 2   PCK-SoEM 的子类型图

图 3   教师的 PCK-SoEM（MN2）

完善后的框架更能清晰地体现要素反应频次、联系的频次与质量，体现每个教学决策中所整合

的相关知识。并在频次统计上避免帕克（Park，2011）重复计数的弊端，在图2子类型 E 中 OT 分别

与 KSU、KIR 联系各1次，帕克（Park，2011）的分析中将 OT 反应频次计作2，但本分析认为虽然 OT 与

KSU、KIR 都有联系，但这些联系出现在同一个教学决策中，三者彼此间是有联系的，因而认为 OT 要素

只反应1次，反应频次计作1。

基 础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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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CK 量规分析量表对教师的 PCK 水平在计划、实施、反思三个阶段的9个子维度上进行评

价（每个子维度评价水平分为有限、基本、熟练、杰出四个等级，赋分为1-4，如图4），两位资深教师

通过阅读访谈笔录、课堂教学逐字稿或观看教学录像，与研究者共同打分，评分一致性系数 kendall's 

w=0.970，表明评价一致，结果可信。

图 4   PCK 量规分析水平描述对照图（参考 Park，2008）

三、研究发现

通过对课堂教学中 PCK 相关要素及其联系反应频次的统计与分析，发现一些课例（XN1、XN3、

CN5、CN1、MN1、MN2、XN4、MN3、MN4）中的 PCK 表现出相关要素完整且要素间的联系也完全，但个

别联系的频次较少；一些课例（CN3、GN1、XN2、XN5）呈现出要素完整但缺少 KC-KA 之间的联系，且

OT-KA、KC-KSU、KC-KIR、OT-KC 之间的联系频次较少，不够紧密；CN4、MN5两节课均缺少 KC 要素

和与其相关的联系（KC-KSU、KC-KIR、OT-KC、KC-KA）；GN2一课缺少 KC 要素和与其相关的联系

以及一些联系（KA-KIR、OT-KA）。通过课例中 PCK 相关知识的整合程度与方式，进一步分析教师的

PCK 现状、类型与整体结构特征。

（一）教师的 PCK 类型分析

通过分析课例中的 PCK，描述相关知识的整合程度与方式，并分析教师的 PCK 特征，研究表明教

师在做教学决策时是有选择地整合 PCK 相关知识。依据课堂教学中反映出的 PCK 相关知识整合程度，

教师的 PCK 分别呈现整合型和缺失型的特征。按照整合方式前者又可分为自主整合型和机械整合型，

后者分为零散缺失型和低效缺失型，不同类型 PCK-SoEM 结构代表图及分析如下（如图5）：

图 5   不同类型 PCK-SoEM 结构图代表

1. 自主整合型 PCK

PCK 表现为自主整合型的教师能够选择性整合 PCK 相关知识，PCK 水平基本达到“熟练”程度；较

为了解学生，教学预设充分；教学决策联系学生，策略表征恰当多元；评价方法多元，指向教与学。分

解　书，等.学科教学知识（PCK）的结构特征及发展路径分析

① 31’是根据 PCK 量规分析表评定所得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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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发现，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知识习得与学习技能的培养，在应试中培养素质；学科知识较为系

统，经验总结积累丰富；及时反思教学，充分备课；注重评价的功能对教与学的促进。

2. 机械整合型 PCK

PCK 表现为机械整合型的教师的 PCK 相关知识整合较为完整，水平接近熟练；对学生有一定了

解，但不深入透彻；教学策略多元，但个别不够适切；整合课程知识，难度把握不当；通过评价促进教

与学，联系课程知识。分析中发现，教师认同新课程理念，有意识地整合 PCK 相关知识；寻找资源充

分备课，积累对学生的理解；教学风格受到师傅影响，但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理解；主动反思课堂教

学，但不够有针对性；适当关照课程知识，利用评价促进教与学。

3. 松散缺失型 PCK

PCK 表现为零散缺失型的教师 PCK 相关知识整合不充分、联系不紧密、水平不稳定；主动了解学

生，但不够全面深入；关注既定教学，策略不够恰当；评价较为单一，针对性不足。分析中发现，教师

的教学设计与反思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教学决策；教学经验积累不足，对学生了解不够；教学理念和风

格受学习背景的影响；教学方法较为传统，评价功能发挥不足。

4. 低效缺失型 PCK

PCK 表现为低效缺失型的教师 PCK 相关知识整合不充分、联系不紧密、水平不高；对学生有一定

理解，但不够详细深入；教学策略联系学生，但教学机智不够；教学评价单一，与策略和课程整合不

够。分析中发现，教师的教学准备与教学反思均不够充分；关于学生的学习困难、迷思以及多样性了

解不足；依赖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教学策略生硬机械；学科知识储备和系统化不足，课程领导能力不

够，教学效率低。

（二）教师的 PCK 现状析因

基于上述教师 PCK 的不同表现类型和水平，分析原因如下：

1. 教师的 PCK 在计划和实施阶段表现有所差别

教师将丰富的教学思考有效地转化成恰当的教学行动并不是线性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有关学生的知

识掌握不够丰富，因而无法根据学生的情况作出恰当的教学调试。如C教师的教学设计较为丰富且自我

评估较好，但是在实践中却没达到理想的效果，M教师不仅能够实现教学设计，而且在实施阶段能随时

根据学生的反馈和相应的需要较恰当地整合相关知识而作出教学决策，表现的比计划阶段更好。

2. 教学经验积累影响有关学生理解的知识和教学策略知识间关系

教师教学经验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教师关于学生和教学策略之间的联结。M 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

验积累，知道学生在特定阶段应具备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在做教学决策时首先考虑到学生，根据学生

现状与反馈以及相关评价结果适时地调整教学策略，通过各种提问和活动促进学生思考解决学习困

难，采用不同策略帮助学生更正迷思概念。G 教师虽然教龄长，但教学经验积累不充分，教学思考不深

入，对学生的理解不够，更为关注既定的教学策略是否实现。

3. 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的统整影响 PCK 的质量

具备系统、深广学科知识的教师能够注重课程知识的纵、横联系，进而影响其教学组织方式，采用

恰当的方式将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联系起来呈现给学生，注重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如M教师

的学科知识呈现为网状的知识体系，在复习课中能够将知识点“穿成串、织成网”进行系统复习，且十分

关注其他学科关于该主题讲了哪些内容，教学中教师能够恰当地将学科知识转化成教育形态的知识。

4. 课前准备和课后反思影响 PCK 的质量

在课前充分思考 PCK 相关知识要素的教师 PCK 水平相对较好（如 X、M 教师和 C 教师的 CN1、

CN5），特别是能对学生了解充分、教学策略预案充分的教师 PCK 质量较高。G 教师自认为教龄较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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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应付课堂教学，课前准备较为粗糙，实际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均不佳。课后进行充分反思，特别是

能够根据对学生的理解进行教学策略反思和调整的教师的 PCK 水平有所提升。如教师 C 参与本研究

后表示：“其实参与这个研究我个人来说也有挺大的收获，每次课后访谈中都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反思，

然后再调整教学……”（CN5-Ia），其常态课 CN2（15分）、CN3（18分）、CN4（20分）、CN5（24分）的

PCK 水平和整合程度显示逐步提升。

5. 教师的教学表征形式影响其 PCK 水平和类型

教师的教学表征形式与适切性直接影响着教学成效，也反映了教师 PCK 水平。在研究中教师们的

教学表征呈现如下一些类型（如图6）。其中活动表征中较为常见的形式有探究、问题解决、示范、游

戏、分层指导等；言语表征中，最为常用的是提问，提问的类型以事实性和回忆性的问题居多，此外还

有叙述、解释、举例、图解等形式。PCK 表现为整合型的教师能够采用多种教学表征形式且较为适切，

特别是 PCK 表现为自主整合型的教师在教学中的教学策略非常多元，当学生遇到学习困难或困惑时能

够适时调试教学方式，采用多种表征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某一概念或问题，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展，

能够设计一些高水平的活动和问题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而 PCK 表现为缺失型的教师在教学中

教学表征不够多元，甚至单一，多以记忆、叙述、以及回忆 / 事实性类型的低水平提问为主，能够辅助

学生学习的高阶思维的问题和活动也较少。

图 6   教学策略表征形式归纳图

（三）教师的 PCK 整体结构特征分析

将所有课例中教师的 PCK-SoEM 结构和要素反应、联系频次进行综合统计（如图7），在 PCK 结构

表现和教师 PCK 的总体特征方面有一些探索和发现。

图 7  PCK-SoEM 结构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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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CK 结构中呈现八种子类型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理论上 PCK 中应存在26种子类型结构（即 C2
5+C3

5+C4
5+C5

5=26），目前在本研

究中已发现8种（如图8），其中子类型 F 频次最多，子类型 D 次之，说明子类型 F、D 在 PCK 整体结构和

水平中占据重要位置。子类型 F 是教师在做教学决策时常使用的结构，通常是教师在进行知识传授时

基于学科定位的指导和对学生的理解而采用特定的教学策略表征。子类型 D 也是教师常用的结构，通

过评价实现教与学的目的。

图 8   PCK-SoEM 的子类型图

2.PCK 具有独特性，是基于特定内容的相关知识整合

教师的 PCK 具有独特性，不同主题的教学表现出不同的知识整合形式，所有的课堂教学中均没有

出现重复结构图；即使同一主题教学，PCK 也因教育对象和教师的不同而不同，如图9中 GN1与 XN2、

GN2与 XN3分别是同一主题下教师 G、X 各自班级的教学，相同主题下不同班级、不同教师的 PCK 结构

差别较大。

图 9   X、G 教师相同主题教学的 PCK-SoEM 结构图对比

教师们 PCK-SoEM 结构图的差别进一步验证了帕克（Park，2011）结论以及舒尔曼（Shulman，

1987）、威尔（Veal，1999）等学者们对 PCK 内涵的界定，即 PCK 是基于特定主题和特定教育对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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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特定内容相联系，而非个别学者所讨论的泛化的 PCK。

3. 教学策略知识与有关学生理解的知识间联系最为紧密，并影响 PCK 质量

从图7中看到 KIR-KSU 反应频次最高（96次），说明二者联系最为紧密。这两个要素分别与其他要

素发生联系相对最多，也是较易出现失误和不当的联系，因而对 PCK 质量有重要影响。教师需要在教

学策略与对学生的理解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以此来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保证 PCK 的质量。此

外，教师需要理解学生的学习，而这种理解并非泛化，它应存在于特定的学习情境和学习内容中，教师

对学生的学习状况掌握越准确越全面，就越能选择恰当的教学策略，越能有效地解决问题；通过一些

教学策略也能进一步反观学生的学习情况。

4. 有关学生理解的知识是与 PCK 相关的核心知识

有关学生理解的知识（KSU）在相关的各知识中反应频次最多，且均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它在教师将学科知识转化成学生理解的知识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如学生在课堂中提出

的问题能够促使教师更好地思考学科知识，寻求适合的策略进行解答；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表现是教

师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学生在作业或考试中的学习反馈是教师反思学生学习与自身教学的基点。这

意味着教师 PCK 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于学科知识水平的提高，更在于其对学生的理解程度的提高，这种

理解不仅包括学生的学习特点、多样性、需要和已有知识等一般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在学习

中产生的学习行为倾向、常遇到的学习困难和产生的迷思类型的理解与把握，掌握学生在遇到某些学

习问题时是如何思考的，能够帮助教师更有针对性和恰当地选择教学策略有效地教学。

5. 课程知识较易缺失，且与评价知识联系不紧密

课程知识要素较易在 PCK 结构中缺失，说明教师在做教学决策时考虑课程知识不足，较习惯接受

或应用现成的课程知识，且教师在评价时也较少联系课程知识，较少联系纵向或横向课程来实施评价。

目前课程的现状被认为处于“游离”状态，往往教师在从事具体教学时不考虑或较少主动考虑课程，仅

仅在教材提供的现有情境中教学，在整合教学资源和创设更佳的课程环境方面有待提升。如在访谈中

当问及“对于本节课《课标》是如何要求”时，有教师表示“不看《课标》好多年”或“《课标》没啥用”

或者是“直接去翻看《课标》”。课程知识与具体“怎么教”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联系，但它是指导具体教

学的“风向标”，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课程知识，势必一些教学决策会“走偏”更甚者“误入歧途”，影

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效。

6. 学科教学定位知识影响 PCK 的整合结构

学科教学定位知识（OT）与教学策略知识（KIR）和有关学生理解的知识（KSU）联系较为紧密，与

课程知识（KC）和评价学习的知识（KA）联系较少，但由于 OT 不易被直接观察到，也不容易直接显现

在我们面前，大多情况通过访谈来直接获取或通过教学行为表现分析出来，需要研究者通过深入分析

才可挖掘出来。学科教学定位的知识是关于学科教学目的和信念的统领性、观念性的知识，是教学决

策的基础，在教学中起到概念地图的作用。教师对公开课的教学定位要多元甚至优于常态课，公开课

（如 CN1、MN2）的 PCK 整合程度和水平相对较好；教学中只重视知识与技能、较为忠实教材的课例（如

GN1、GN2）中 PCK 整合度和水平均不高；认同课程与教学改革相关理念并恰当落实的教师（X、M）的

PCK 整合程度高，水平相对较好。

四、研究思考

本研究在对 Park 的 PCK 理论框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形成了 PCK-SoEM 描述与分析框

架，能够将教师在教学中的思维和行动以外显结构描述出来，该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了解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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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考和 PCK 结构特征，帮助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学习如何教学”和深入反思，在教师 PCK 发展路

径方面有如下的思考：

（一）树立科学的教学信念，建立合理的教学定位

教学信念对教师的教学决策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科学合理的教学信念是教学方向的保障。教学

定位是教学信念在特定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教师需要根据特定学科内容的本质、学习目的来定位具体

的教学，以此指导教师在教学决策中应用于整合相关知识。因而教学定位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师

教学策略的选择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深入理解学生的学习，读懂学生的思维与需要

关于对学生理解的知识是PCK结构的核心部分，因而深入了解学生，读懂学生的思维与需要是发展

PCK的关键，教师应该储备并具备了解学生先在知识和学习需要的能力以及识别学生迷思概念的能力，

且能够通过探究式的问题和使用不同的策略任务帮助学生更正迷思概念、解决学习困难，加强对“学生

的学习”的学习，针对学生的反馈而选择适切的教学策略表征，在学科知识与学生之间建立桥梁。

（三）强化学科知识体系结构，注重学科知识的表征方式

教师在缺乏系统的学科知识时会过分依赖教科书，并且避免和学生探讨与延伸问题，较少师生互

动，更为教师中心，教师更多强调计算等基本技能、较少小组活动，很少问开放式的问题鼓励学生讨

论。良好的学科知识结构能够帮助教师建立教学自信，是有效教学的前提。因而教师需要不断完善学

科知识体系结构，注重课程的纵横联系。教师所传达的学科知识必须是学生所能理解的，因而 PCK 是

将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学科教学表征是教师与学生沟通学科知识的方式。教师

通过对学科、学习、学习者与情境等相关知识经过整合与内化后，运用适当的教学策略和表征将学科

知识的意义传送给学生，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科知识，并适当采用一些高水平任务和问题促进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

（四）充分思考并整合相关知识，做出合理的教学决策

PCK 不是孤立的，这种知识受教学情景、内容和经验的影响，如果教师能够识别和评价自身 PCK

的话，则需要教师对自己所教学科内容有很好的理解和架构，这种概念化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对教学定

位、学生学习、课程知识、策略表征、相关评价很好整合的基础上完成，并能够将教学决策运用到特定

的学生群体中。行动是思维的一种外在体现，教学决策由一定的理念和思考过程做以支撑的。PCK 代

表了教师的一种能力，教师需要具备能够将内容结构用一种合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且为学生接受的能

力，有着坚实 PCK 的教师们能够更加准确的呈现他们的内容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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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Cases from Mathematics Primary Teachers

XIE Shu，MA Yun-peng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 This PCK description framework was built on Park’s PCK pentagon model and the conceptual illustration from Shulman. PCK Structure of 

Elements Map(PCK-SoEM) of four prim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were drew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Generally, there’re two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of PCK 

structure investigated, which are integrative style and deficient style. The former one could be inflexible and automatically. The latter one could be inattentive and 

inefficient. In view of these characteristic, reason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ly. Furthermore,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were given through this PCK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results, teachers could improve their PCK through follow strategy, which are setting up scientific teaching belief and orientation,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student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ubject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fully thinking and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of PCK.

　　Key words： Mathematics primary teacher；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 

Structure of Elements Map（PCK-S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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