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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01 引言

背景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严重匮乏，缺少学科领军人物 （郭晓英, 
2012）。外语教师缺乏国内外进修或访学等促进自身发展的机会，教师身
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杜亚丽、丁娟,2021），职业发展现状令人担
忧，已成为影响该地区外语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制约因素（折鸿君, 2008）。

解决方案
学者早在十多年前就
呼吁建构网络教研共
同体，促进外语教师
专业发展。
（戴炜栋、王雪梅, 2011）

教育部发布《关于
开展虚拟教研室试
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云共同体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01 引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云连接论”(文秋芳, 2022a),采取叙事研究视角
(Connelly & Clandinin, 1999),聚焦教师身份认同(Beauchamp & Thomas, 
2009),探究西部地区一名英语教师在参加第一期云共同体前
后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以期对云共同体建设提供启示，
以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外语教师发展。



02 文献综述



02 文献综述    2.1 西部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和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定义：指被自己和所处共同体中的其他人“认可的某一类人”(Gee, 2000)
意义：深入了解教师自身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过程中的身份建构（或重构）              
            有助于教师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

已有研究 方法：调查问卷
内容：了解群体专业发展现状(折鸿君, 2008;郭晓英, 2010; 2012)、专业发       
            展环境的满意度(杨珊珊, 2017)

学者建议 外部：从政策层面营造有利于教师认同转向的氛围与环境
内部：从精神层面引导教师更新专业发展理念(杜亚丽、丁娟, 2021)

研究空缺 Ø 关注西部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和身份认同的研究尚不多见

Ø 身份认同的动态变化过程仍是“黑箱子” (Henry, 2016)

Ø 如何落实专家建议，切实帮助西部教师建构积极的身份认同仍未可知



02 文献综述             2.2 云连接论

(文秋芳, 2022a)

邱琳、陈浩(2022)发现，促
研员融入认知—社会—情感
连接的维度、强度和向度越
充分促研员身份认同就越积
极、正面。

v

研究空缺：运用“云连接论”
解释共同体成员参加云共同
体的身份变化过程。

问题： 
(1) 西部教师通过两年云共同体活动，                                                  
身份认同经历了何种转变？
(2) 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云共同体活动所提
出的问题与学员认
知现状的联系。 

人际之间的联系。 

个体与问题所产生的
情感联系，也指群体
通过问题中介所产生
的情感联系。 



03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3.1 从叙述研究视角理解教师身份03

教师 叙事作为一个容器，既可以储存教师的声音和经历，
也可以支撑和激励教师不断建构或重构自己身份
(Yuan, Zhang & Li, 2022)。

研究者 叙事研究可帮助研究者理解教师如何在自己的工
作和发展环境中，在其社会互动交往中构建出复杂、
动态的身份(Schaefer et al., 2014)。



03 研究设计            3.2 研究参与者 (麦琪)

目的性抽样(Creswell & Creswell, 2018)

麦琪

基本背景：
• 23年教龄的女教师
• 第一期共同体中的西部高校成员

选择原因：
虽然她自述缺乏应用语言学基础，但她在共同体中进
步快、表现出色，因此被选为第二期共同体的促研员。



03 研究设计          3.2 研究参与者 (麦琪)

1999年：毕业任教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在
西部三线城市的一所二
本院校任教。该校层次
不高、得到专家指导的
机会少、缺乏研究氛围。

2011年：剑桥访学

虽然半年访学给麦
琪的生活注入了活
力，但返校后很快
恢复原状。

2017年：晋升+读博

2017年评上了教授。此
后她又陷入了“迷茫”
的状态。2017年下半年，
麦琪申请出国攻读英美
文学专业博士学位。 

2020年：加入共同体

读博的第三年，2020年1月，
麦琪看到“产出导向法”云
共同体招募通知，她立刻带
着团队加入，开始了两年的
学习历程，实现了自己多年
想跨出西部三线城市二本院
校边界的愿望。 

寻
找
新
目
标

寻找新目标



03 研究设计          3.3 数据搜集与分析

参加共同体过程中的收获、
问题、建议与感受

麦琪的21次反思

教育背景信息、加入共同体前
自己的专业发展过程、参加共
同体的动机和过程，以及参加
共同体后自己的变化等内容

1小时的深度访谈

与一作的多次微信聊天记录

共计：56988字

第一作者

将所有数据导入Nvivo 12
Ø 自下而上识别麦琪在数据中反映出

的身份及其变化节点
Ø 注重识别本土话语凸显出的身份及

其变化(Patton, 2015)

“学了一两次，发现我对POA的理
解都是‘自以为是’的。当促研员
第一次点评教案的时候，挑出来有
很明显错误的教案就是我的。”

挫败的POA
入门者

第二作者

邀请第二作者对数据分
析结果进行讨论，达到
研究者三角验证。



04 研究参与者 
        麦琪的叙事



04 叙事     4.1 参加共同体初期：“挫败的POA入门者”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 扎 实 学 识 和 有 仁 爱 之 心 的
‘四有’好老师”（反思１）

积极情感体验（第一次活动） 内心“恐慌”（学校&专业背景）

• 我们是西部的，共同体里边有些人来自特
别好的学校，参加过比赛，比较了解POA，
所以我们自己心里很恐慌。（访谈）

• 她觉得自己没有语言学基础，这让她在共
同体学习“有点儿吃力”。

挑战（自己表现一般）

我对POA理论理解不透彻，无法做到活学活
用。对于其他教师的课程设计，无法抓住课
程实施的推进脉络，导致对其他教师的点评
站位不高，无法切中要害。 （反思 ３）

看到上次自己的反思中所提的建议被采纳，
心中备受感动与鼓舞，虽然与文老师只是云
端相见，但距离并不遥远，感觉文老师就在
身边鼓励着我。 （反思 ４）



04 叙事  4.2参加共同体中后期：：“被认可的POA追随者”

第九次活动要求

成员阅读行动研究的文
献并围绕文献进行讨论。

和团队讨论到
凌晨三四点

…如果我做不好，
不仅是在全国同
行面前丢人，也
在同事面前丢
人…(访谈)

倍
感
压
力

…我们作为西部二本学校的老师，只要努
力…也可以被认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莫
大的鼓励，改变了我在共同体中发展的轨迹，
从一个一般的学员变成了对自己要求更高的
学员，特别渴望把 ＰＯＡ 学好。(访谈)

能够跟随文老师和促研团队本身就是一种荣
耀，我渴望为丰富中国外语教学研究贡献绵
薄之力，这也是每位中国外语教学研究者的
使命。 （反思 １０）



04 叙事     4.3 离开共同体后：“自信的POA传播者”

• 促研员找我后，我感到这是对我的一
种认同…（访谈）

• 到促研员这个阶段，我想真的把POA
掌握好，能给同事或别人去讲，成为
一个传播者。 （访谈）

促研员（身份认同+掌握、传播知识）

• “克服惰性，积极参加这种学术组
织”（访谈）。 

• 她所在的学院有一个由两位日语教
师组成的团队参加了第二期共同体。 

动员同事参加共同体

通过在共同体中的合作，她感受到
她和同事的合作“更加亲密”。
 

加强同事间联系

共同体给我好多机会，共同体里我们省的
老师也认识我了。共同体的经历对我个人
和学校都起了很好的传播作用。共同体扩
展了我们的空间，打破了空间壁垒。

（访谈）
 

提升个人和学校影响力



05 讨论



身份转变
（结果）

希望深入了解POA

认知连接（条件）

讨论             麦琪的身份转变来源05

社会连接（条件）
• POA理论提出者的指导
• 更多可以交流的同行

情感连接（条件）

• 对POA的好奇心
• 为科研路上颗粒无收的

酸楚找到出路

共同作用



讨论             加入共同体初期的表现05

没有密切的认知连接

她认为自己对POA的了解“都是‘自以为是’的”。 

没有深入的社会连接

第一次教案暴露的问题让她并未和促研员与其他

成员建立起更深的社会连接。 

情感体验较为消极

第一次教案暴露的问题被促研员指出使她觉得“丢

人”。

“云连接”建设目标

尝试阶段的目标是建

设中度的认知连接、

低度的社会连接和情

感连接。

（文秋芳，2022b）

进一步建立认知、社会、情感的条件：促研员并未因她POA理论基础薄弱忽视她



讨论    重要转折的原因分析（个人“连接”层次的提升）05

认知连接层次的提升

• 她在汇报前深入思考将要汇报的“问题”，参加大班活动时就
有了贡献自己智慧的“资本”（文秋芳，2022a）

深入的社会连接

 
她与自己的团队成员熬夜讨论，与促研员在大班一起讨论、争辩和协
商，麦琪的社会连接范围不断扩大。 她先与本校的团队成员、小组
成员和促研员讨论，再与大班所有成员和促研员讨论。

加
深

个人主观
能动性

中高度的情感连接
大班汇报带来获得感和满足感；大班活动中麦琪的建议被采纳、
促研员对她的包容让她在情感上受到鼓舞，与共同体逐渐建立了
中度和中高度的情感连接（文秋芳，2022b）。

• 进一步加深认知，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新能力 



讨论          重要转折的原因分析 (共同体内外部)05

转变：大班汇报

 

外部营造环境

促研团队即时反馈和表扬；

公平轮流制，大班汇报的机会。

内部精神鼓励

 
促研员对成员的帮助和指导让麦琪有

了“使命感”… 从云共同体内部精神

层面引导教师更新专业发展理念（杜

亚丽、丁娟,2021），促成其身份转变。



建议

改进点

1
应对学员的问题与建议给予即时反馈，
注重认知连接的建立，多鼓励与表扬学
员，形成常态的正面反馈机制。

改进点

2
应在共同体运行过程中平等对待每位
成员，为他们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

改进点

3
促研员应对学员给予帮助和鼓励，传递
正能量，进而促使学员产生“使命感” 
并帮助别人。

改进点

4
共同体组织者兼顾三种连接，通过不同
策略加强成员与共同体的各种连接。

讨论             建议（针对负责人及促研员）04



06 结语



06 结语

局限

本研究只关注了1期云共同体
中1位来自西部地区的教师在
参加共同体过程中的身份认同
转变。 

展望

期望更多的研究者、教师教育者和
虚拟教研室负责人能够在这方面多
努力，更加关注西部外语教师，更
好地研究如何通过虚拟教研室促进
他们建构和转换身份认同，更好地
促进其可持续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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