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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全球各地对国

际汉 语 教 师 的 需 求 在 数 量 上 越 来 越 多，在 质 量

要求上也越来越高。进入２１世纪，随 着 教 育 技 术

与教学的不断融合，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已成

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核心目标和重点内容［１］。
显然，信 息 技 术 正 逐 渐 解 构 和 重 构 着 语 言 教 师

的知识结构。其中，技术因素已成为语言教师发展

的 重 要 内 容。Ｍｉｓｈｒａ和 Ｋｏｈｌｅｒ提 出 的 ＴＰＡＣ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
即 “技术—教学—内容知识”，为国 际 汉 语 教 师 融

合技术与教学提供了新视角，为其职业发展中动态

知识框架的建构提供了依据。在技术与教学的融合

过程中，教师的心理取向，如自我效能等直接影响

其融合的 质 量 与 效 果［３］。可 以 说，汉 语 教 师 的 技

术心理取向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内在驱动力。近年

来，国外有关教师ＴＰＡＣＫ结构与技术心理取向的

研究比较丰富，其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拓展，而国

内有关国际汉语教师的相关研究则十分鲜见。鉴于

此，本 文 聚 焦 国 际 汉 语 职 前 教 师 发 展 中 的

ＴＰＡＣＫ、技术态度、技术整 合 自 我 效 能，探 讨 三

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提出实践

意义，以期 对 国 际 汉 语 教 师 培 养 体 系 的 建 设 有 所

借鉴和启发，使技术时代国际汉语教师发展领域的

研究得到纵深开掘，从而推动国际汉语教师积极投

入到在线 发 展 活 动 中，提 高 可 持 续 的 专 业 发 展 能

力。

一、研究背景

在与国际汉语教师发展中的技术因素相关的文

献中，学者们提出了信息化时代对对外汉语教师的

要求，汉语教师的信息素养原则，中文教师数字技

术的认知对其教学中技术应用的影响，及教师在线

培 训 等［４－８］。 而 Ｍｉｓｈｒａ 和 Ｋｏｅｈｌｅｒ 基 于

Ｓｈｕｌｍａｎ［９］的教师知识分类提出的ＴＰＡＣＫ结构则

为国际汉语教师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提供了框架。该

结构整 合 了 教 师 的 技 术 知 识、教 学 知 识、学 科 知

识，构成了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它不是三要素的叠

加，而是超越三要素的一个动态的相互交织的整合

体。该结构显示教学是一种复杂的、灵活的、整合

知识的实践过程。教师在这一动态环境中需要整合

教学知识、学科知识及不断发展的技术知识。三个

核心要素构成结构中的七个成分，它们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均会引起整个

结构的变化。（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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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际汉语教师ＴＰＡＣＫ结构

　　在ＴＰＡＣＫ中，国际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ＣＫ）
是教师对汉语学科基本语言、文化、理论等知识的

掌握，是教师从事汉语教学的前提条件，主要有：
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用方面的语言基础知

识；语言学、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理论知识；中国

文化与跨文化 交 际 知 识［１０－１２］。事 实 上，从 教 师 发

展看，国际汉语教师的学科知识 （ＣＫ）很 难 与 其

教学知识 （ＰＫ）完全 分 离 而 独 立 存 在。而 两 者 的

整合则是汉语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 （ＰＣＫ）。汉语

教学内容知识指汉语教学方法及对教学的计划、实

施和管理，包括汉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教学方法；
制定教学 计 划 进 行 教 学 设 计、有 效 利 用 资 源 与 技

术、组织课堂活动、实施有效课堂管理，对学习者

进行有效的 测 试 与 评 估 等［１０］。从 实 践 认 识 论 角 度

看，参与教学实践和教学语境是教师实践者知识的

核心，即是汉语教师ＰＣＫ的核心与关键。
《国际汉语教师标 准》明 确 提 出 了 教 师 应 “了

解现代教育技术，并能应用于教学”［１０］。这表明技

术知识 （ＴＫ）已成为国 际 汉 语 教 师 知 识 结 构 中 的

必要内容，而教师的技术知识与学科知识的整合与

相互作用构成了教师的技术内容知识 （ＴＣＫ）。这

意味着汉语教师要了解技术给汉语教学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增进对教学资源的理解和应用，并有效利

用技术提高教学质量。ＴＥＳＯＬ的 《语言教师技术

标准》体现了技术知识、语言教学、语言知识的整

合，特别强调技术在语言教学各个层面的作用［１３］。

该标准四个大目标及所属的子目标逐渐递进，从技

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到整合技术于语言教学活动，

再到使用技术有效的反馈和评价，最后到复杂和高

级的基于技术的合作学习、实践共同体及自我导向

学习等。这为国际汉语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建构提供了

可参考的标准。教师在整合技术时需要明确三个问

题：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思辨

性地应用技术的技能。而整合不仅需要在教学中运

用技术，更需要用技术支持教学目标的完成。
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技术心理取向的研究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之

一。进入 新 世 纪，基 于 技 术 的 教 师 发 展 信 念 和 态

度、自我效能等研究也越来越多。在技术与教学的

融合过程中，教师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使技术与教

学的融合更有效［３，１４］。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

是个体在特 定 情 况 中 是 否 有 成 功 行 为 的 信 念 和 预

期［１５］。已有的研 究 表 明 自 我 效 能 是 行 为 的 预 测，
又影响着教师行为倾向。研究发现职前教师技术整

合自我效能越高，其越倾向在课堂实践中使用技术

完成教学任务［１６－１８］。Ｂａｎｓａｖｉｃｈ发现教师技术整合

自我效能对其整合技术于教学的表现水平和结果具

有积极的 预 期 作 用［１９］。Ｐｅｒｋｍｅｎ研 究 发 现 技 术 整

合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相互作用，而且结果预期是

多元结构，直接影响教师个人的动机，有助于教师

在教学整合中确定前提条件，还能提供数据促进教

师在课堂中有效使用技术，并为进一步整合技术于

课堂提供动力［２０］。Ｇｒａｈａｍ等研究了职前教师学科

和教学知 识 学 习 对 技 术 整 合 及 ＴＰＡＣＫ结 构 的 影

响。可以说，教师的技术整合自我效能预测和影响

其ＴＰＡＣＫ的水平［２１］。

８２１



然而，人们自我效能信念主要是通过亲历的掌

握性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生理和情绪状

态这四种信 息 源 提 供 的 效 能 信 息 而 建 立 的［２２］。而

学习成败的经验对效能影响很大。由此，教师技术

整合自我效能则取决于其知识结构ＴＰＡＣＫ水平的

高低。个体的知识建构依赖于其在环境中的行为，
而行为则又依赖于个体对该过程的预期，行为的预

期又 可 转 化 为 当 前 的 动 机，并 对 行 为 进 行 调 节。

Ａｂｂｉｔｔ研究发 现 职 前 教 师 ＴＰＡＣＫ水 平 能 积 极 预

测其技术整合自我效能，而且两者均是技术与教学

有效整合的 预 期 变 量［２３］。笔 者 的 相 关 研 究 也 发 现

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对其技术整合自我效能有积极的预

测和影响作 用［２４］。教 师 知 识 结 构 是 提 升 其 技 术 与

教学融合自信的动因。教师知识和信念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能积极推动技术与教学的有效融合。同时，
有效地整合技术与教学实践又能提高教师的自我效

能并促进其ＴＰＡＣＫ的发展。如果说ＴＰＡＣＫ是教

师整合知 识 的 建 构，那 么 自 我 效 能 则 是 经 验 的 建

构。Ｊｏｏ研究发现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影响其自我效能

和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而自我效能、易用

性、有用性 则 影 响 技 术 的 使 用 意 愿［２５］。Ｃｈｅｎｇ和

Ｋｕｉ　Ｘｉｅ研 究 发 现 只 有 价 值 理 念 可 以 显 著 预 测

ＴＰＡＣＫ以及如何激发教师技术融合教学的价值理

念［２６］。Ｃｈａｉ等研究 了ＴＰＡＣＫ建 构 活 动 如 何 提 升

教师的教学设计理念和效能，通过建立各因素的结

构方 程 模 型，发 现 教 学 干 预 能 有 效 提 升 教 师 的

ＴＰＡＣＫ效能和教学设计理念［２７］。
显然，技术与教学有效的融合不仅取决于教师

ＴＰＡＣＫ的建构，其技术整合于教学的自我效能和

态度则预 示、反 映 和 决 定 其 具 体 而 真 实 的 教 学 实

践。如果说ＴＰＡＣＫ建构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基础

和必要条件，那么技术态度及自我效能则是融合的

内 在 推 动 力。因 此，探 讨 国 际 汉 语 职 前 教 师

ＴＰＡＣＫ水平、技 术 态 度、技 术 整 合 自 我 效 能 状

况，并分析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国际汉语职前教

师在线发展 中 的 知 识 结 构 与 信 念 倾 向 和 存 在 的 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国内西部和东部６所高校的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生为研究对象。他们的培养目标主要是

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学，也是本研究的

职前教师。第一轮在线发放问卷，分析收回的有效

问卷，修改问卷。发放最终版问卷３００份，收回有

效问 卷２２６份。其 中，１８３名 女 生，占 总 人 数 的

８０．９８％；２５ 岁 及 以 下 １３５ 人，占 总 人 数 的

５９．７３％；１８８人有０－５年的教学经验，占总人数

的８３．１８％。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的６５人，占总

人数的２８．７６％ （见表１）。
表１　研究对象描述

项目 指标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３　 １９．０３％
女 １８３　 ８０．９７％

年龄 ≤２５岁 １３５　 ５９．７３％

２６—４０岁 ８９　 ３９．３９％

≥４０岁 ２　 ０．８８％
教学经验 ０－５年 １８８　 ８３．１８％

６－１５年 ３６　 １４．１５％

１６年以上 ２　 ０．８８％
本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 ６５　 ２８．７６％

英语或其他外语 ４７　 ２０．７９％
其他专业 １１４　 ５０．４４％

总数 ２２６　 １０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基于国外相关工具，针对研究对象的状

况和汉语学科内容，设计了３个问卷，在线发放。
之后，收回问卷，并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

验。针对研究问题，用ＳＰＳＳ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

关分析，并用ＡＭＯＳ２０．０对问卷 进 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析，得出三者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首先，本研究基于Ｌｉｕ等［２８］和Ｃｈａｉ等［２９］关于

汉语教师ＴＰＡＣＫ量表的研究，设计 了４３个 题 项

的五级量表，通过小范围预备测试及检验，最终保

留了３９个 题 项。采 用ＳＰＳＳ分 析 效 度，ＫＭＯ 为

０．８６９，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再用ＡＭＯＳ２０．０
分析，ｘ２／ｄｆ为１．８４２ （小于５），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８，
模型拟 合 效 果 较 好，ＰＧＦＩ为０．５８３ （大 于０．５），
模 型 比 较 简 约。问 卷 的 信 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 数

０．９４６；各维度信度范围在０．７８５—０．８９７之间，说

明该问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较好，有较高信度。问

卷共７个 维 度，５项 学 科 知 识 （ＣＫ：有 足 够 的 汉

语知识；能像专家一样对汉语学科进行思考；能深

入理解所教国际汉语；对所教汉语有足够信心；用

各种策略发 展 对 汉 语 学 科 的 理 解），６项 教 学 知 识

（ＰＫ：能计划和组织课堂活动；设计有挑战的任务

延伸学生思考；指导学生采用合适学习策略；帮助

学生监督自己的学习；帮助学生反思学习策略；指

导学生在 合 作 中 有 效 讨 论），７项 技 术 知 识 （Ｔ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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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解决技术问题；能轻松学习技术；能跟上

重要的 新 技 术；知 道 很 多 不 同 技 术；常 尝 试 用 技

术；有用技术的能力；有足够机会用各种技术），５
项学科教学知识 （ＰＣＫ：能用各种方法帮助学生学

习汉语；能处理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
能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有意义讨论；能促进学

生解决与汉语课程相关的真实情景问题；能帮助学

生管理所学汉语课程），５项技术学科知识 （ＴＣＫ：
认为技术能使学生深刻理解汉语；认为技术能帮助

教汉语；能用为汉语学科设计的软件及其他在线汉

语资料；能用合适的技术教汉语，如多媒体资源、
汉语学习ＡＰＰ等；能用专业软件进行汉语教学 的

探究），５项技 术 教 学 知 识 （ＴＰＫ：能 选 择 技 术 改

进一堂课的教学方法；能针对不同教学活动调整技

术的使用；能促进学生使用技术规划管理学习；能

帮助学生使用技术建构不同的知识表述方式；能促

进学生使用 技 术 完 成 合 作 任 务），６项 技 术 教 学 学

科知识 （ＴＰＣＫ：能 用 策 略 整 合 技 术、教 学 方 法、
学科内容；能依据汉语教学内容设计讨论话题，并

通过在线工具促进学生在线学习；能按学习内容设

计活动，帮助学生用合适的技术建构不同的内容知

识表述方式，如视频、思维导图等；能为学生设计

基于技术的自我导向学习活动；能用技术，如模拟

软件等设计探究活动；能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整合教

学内容、技术、教学法的课堂）。
其次，本 研 究 借 鉴 了Ｓｃｈｅｒｅｒ等［３０］的 研 究 工

具，设计了８个题项的国际汉语教师信息技术态度

调查问卷，通过预备测试及检验，最终保留了７个

题项。采 用ＳＰＳＳ分 析 效 度，ＫＭＯ为０．８５５，说

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再用ＡＭＯＳ２０．０分析，ｘ２／

ｄｆ为３．４５７，ＲＭＳＥＡ为０．１３７，模 型 拟 合 效 果 较

好。问卷的信 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 数０．８９９；２个 维 度

信度分别是０．８６８和０．７７８，说明该问卷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较好，有较高信度。４项对信息技术的通

常态度 （态 度１：用 技 术 工 作／学 习 是 很 有 趣 的；
技术是有用的；愿意了解更多相关技术；技术很重

要），３项对教育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态度 （态度２：
技术能更快地准备课程内容；技术能更好地准备课

堂教学；技术对教学工作很有用）。最后，本研究

借鉴Ｓｃｈｅｒｅｒ，Ｒ．，＆Ｓｉｄｄｉｑ，Ｆ．［３１］和王琦［２４］的研

究工具，设计了２５项国际汉语教师技术整合自我

效能感调查 问 卷。采 用ＳＰＳＳ分 析 效 度，ＫＭＯ为

０．８８７，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再用ＡＭＯＳ２０．０
分析，ｘ２／ｄｆ为２．８７３，ＲＭＳＥＡ为０．１２０，模 型

拟合效果比较好，ＰＧＦＩ为０．５５８，模型比较简约。
问卷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０．９３９０，３个维度信度分

别是０．８２３、０．９２８、０．８９９，说明该问卷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较好，有较高信度。８项操作技术自我效

能 （效能１：会使用电子邮件附件等功能；能对文

档及图片分类归档；能 用ＰＰＴ展 示 教 学 内 容；能

在线支 付；能 用 专 业 软 件 如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等 分 析

数据；能用网络媒体如微博、在线论坛、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参与 讨 论；能 与 他 人 合 作 分 享 数 字 资

源，如Ｇｏｏｇｌｅ　Ｄｏｃｓ、百度 网 盘 等；能 安 装 软 件），

９项教学中使用技术自我效能 （效能２：能用恰当

的技术教汉语；能经常整合适当的技术用于教学；

能用技术评价教学；能有效用技术教学；能帮助解

决使用技术时遇到的困难；能充分理解技术能促进

汉语学习；能为学生使用技术提供个别辅导；能根

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技术教学；能根据教学大纲

选择合适的 技 术 教 学），８项 使 用 技 术 结 果 预 期 自

我效能 （效能３：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技术使教学

更容易；技术使教学更激动和兴奋；技术使教学更

满意；技术提高我的成就感；技术提高我在同事中

的地位；技术能提高同事对我教学能力的尊敬；在

课堂中有效使用技术，能力会得到同事认可）。

三、结果与讨论

（一）国 际 汉 语 职 前 教 师 的 ＴＰＡＣＫ、技 术 态

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描述性分析

表２显示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结构７
个维度均值３．４６以上，处于中等水平，且 由 高 到

低依次是：ＰＫ＞ＴＰＣＫ＝ＴＣＫ＞ＴＰＫ＞ＴＰＡＣＫ＞
ＰＣＫ＞ＴＫ＞ＣＫ。其中，职前教师的国际汉语学科

知识 （ＣＫ）水平最低，说明他们 的 汉 语 学 科 知 识

比较欠缺，这与其本科所学的专业有关。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只有２８．７６％，英语或其他外语专业的占

２０．７９％，而其他 专 业 的 则 是５０．４４％。因 此，职

前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亟待加强和提高。技术知识

（ＴＫ）水平也较低 （３．４８），这 与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结

果相似［２４－３２］。然而，职 前 教 师 的 教 学 知 识 （ＰＫ）

水平最高，表明他们整体对管理课堂、组织课堂活

动、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

指导学生采用学习策略、设计合作学习等知识掌握

较好，这可能与他们有一定教学经验有关。他们中

的８３．１８％有５年及以下的教学经验。

表３显示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技术态度２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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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值都是４．０４，表 明 他 们 对 信 息 技 术 的 通 常 态

度 （态度１）积极，比较喜欢使用技术及愿意了解

更多相关技术，而且认为在教学中使用技术 （态度

２）能更快地准备课程内容，能更好地准备课堂教

学，对教学工作很有用。
表２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描述性统计

项目 人数 最低 最高 均值 标准差

ＣＫ　 ２２６　 １　 ５　 ３．４６　 ０．６３７

ＰＫ　 ２２６　 ３　 ５　 ３．７４　 ０．５１９

ＴＫ　 ２２６　 ２　 ５　 ３．４８　 ０．６１３

ＰＣＫ　 ２２６　 １　 ５　 ３．５９　 ０．６４５

ＴＣＫ　 ２２６　 ３　 ５　 ３．６９　 ０．５３７

ＴＰＫ　 ２２６　 ２　 ５　 ３．６７　 ０．５０９

ＴＰＣＫ　 ２２６　 ３　 ５　 ３．６９　 ０．５１８

ＴＰＡＣＫ　 ２２６　 ３　 ５　 ３．６２　 ０．４３４

表３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技术态度描述性统计

项目 人数 最低 最高 均值 标准差

态度１　 ２２６　 ２　 ５　 ４．０４　 ０．６１７
态度２　 ２２６　 ２　 ５　 ４．０４　 ０．６７３
态度 ２２６　 ２　 ５　 ４．０４　 ０．６１６

表４显示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技术整合自我效

能３个维度均值都是３．７７以上，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其中，操 作 技 术 效 能 最 高 （效 能１∶４．０８），
表明他们能 较 熟 练 的 使 用 相 关 技 术，如 能 用ＰＰＴ
展示 教 学 内 容、能 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等 分 析 数 据、
能用网络媒体参与讨论、能与他人合作分享数字资

源等。其次是在教学中使用技术结果预期效能 （效

能３∶３．７９），他 们 大 多 认 为 使 用 技 术 能 提 高 工 作

效率、能使教学更满意、能提高成就感；能力会得

到同事认可等。相对以上两类，职前教师在教学中

使用技术效能 （效能２∶３．７７）最低，他们对能用

恰当的技术教汉语、能用技术评价教学、能有效用

技术教学、能帮助解决使用技术困难、能根据教学

大纲选择合适的技术教学的信心不是很强。显然，
在教学中使用技术，与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中的技

术知识 （ＴＫ）水平有 必 然 关 系，他 们 的 技 术 知 识

水平较低影响了其技术整合教学的自信心。
表４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技术整合效能描述性统计

项目 人数 最低 最高 均值 标准差

效能１　 １３１　 ３　 ５　 ４．０８　 ０．６４７
效能２　 １３１　 ３　 ５　 ３．７７　 ０．５５１
效能３　 １３１　 ２　 ５　 ３．７９　 ０．５４４
效能 １３１　 ２　 ５　 ３．８４　 ０．４９８

　　 （二）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技术态

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相关分析

　　表５中国际汉语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与其技术态

度相关分析显示，除了学科知识（ＣＫ）和 学 科 教 学

知识（ＰＣＫ）与技术态度没有显著相关，其他５个维

度均与技术态度在０．０１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特

别是 与 技 术 学 科 知 识 （ＴＣＫ）、技 术 教 学 知 识

（ＴＰＫ）、技术教学学科知识（ＴＰＣＫ）关系显著。与

其教学中使用技术态度（态度２）相比，ＴＰＡＣＫ各

维度与其技术通常态度（态度１）相关性更显著。

表５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与其技术态度相关分析

项目 ＣＫ　 ＰＫ　 ＴＫ　 ＰＣＫ　 ＴＣＫ　 ＴＰＫ　 ＴＰＣＫ　 ＴＰＡＣＫ
态度１　 ０．１６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７７＊＊ ０．１３１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２３＊＊ ０．４７９＊＊

态度２　 ０．１０２　 ０．２７１＊＊ ０．３２８＊＊ ０．１６４　 ０．５１３＊＊ ０．４７５＊＊ ０．４７６＊＊ ０．４４０＊＊

总态度 ０．１４７　 ０．３２０＊＊ ０．３７９＊＊ ０．１５２　 ０．５４２＊＊ ０．５２３＊＊ ０．５３５＊＊ ０．４９２＊＊

　　＊＊．Ｐ＜０．０１时，相关性是显著的。＊．Ｐ＜０．０５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表６中国际汉语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与其技术整

合 自 我 效 能 相 关 分 析 显 示，技 术 整 合 效 能 与

ＴＰＡＣＫ各 个 维 度 中 的 学 科 知 识 在０．０５水 平 上 显

著正相关，而与其他６个维度均在０．０１水平上显

著正相关。其中，他们使用技术结果预期效能 （效
能３）与技术教学 内 容 知 识 （ＴＰＣＫ）的 相 关 度 最

高，而他们操作技术效能 （效能１）与其学科知识

（ＣＫ）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６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与其技术整合自我效能相关分析

项目 ＣＫ　 ＰＫ　 ＴＫ　 ＰＣＫ　 ＴＣＫ　 ＴＰＫ　 ＴＰＣＫ　 ＴＰＡＣＫ
效能１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９＊ ０．２４４＊＊ ０．１８４＊ ０．４６７＊＊ ０．４４３＊＊ ０．４４２＊＊ ０．３９９＊＊

效能２　 ０．１７４＊ ０．２７４＊＊ ０．４３８＊＊ ０．１８２＊ ０．５５３＊＊ ０．５４２＊＊ ０．５６６＊＊ ０．５１９＊＊

效能３　 ０．２１５＊ ０．３８６＊＊ ０．４７４＊＊ ０．３３０＊＊ ０．６２９＊＊ ０．７１３＊＊ ０．７６５＊＊ ０．６６３＊＊

总效能 ０．２１９＊ ０．３７９＊＊ ０．４８０＊＊ ０．３１５＊＊ ０．６６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６０＊＊ ０．６６７＊＊

　　＊＊．Ｐ＜０．０１时，相关性是显著的。＊．Ｐ＜０．０５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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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中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技术态度与技术整

合自我效能的相关分析显示，两者的各个维度均在

０．０１水平上 呈 显 著 正 相 关。其 中，与 对 教 学 中 使

用技术态度 （态度２）相比，他们对技术的通常态

度 （态度１）与技术整合自我效能３个维度相关更

高。
表７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技术态度与

技术整合自我效能的相关分析

项目 效能１ 效能２ 效能３ 总效能

态度１　 ０．６１５＊＊ ０．５９５＊＊ ０．６３６＊＊ ０．７０６＊＊

态度２　 ０．５３８＊＊ ０．５５５＊＊ ０．５８７＊＊ ０．６４６＊＊

总态度 ０．６２０＊＊ ０．６１４＊＊ ０．６５４＊＊ ０．７２３＊＊

　　＊＊．Ｐ＜０．０１时，相关性是显著的。＊．Ｐ＜０．０５时，相

关性是显著的。

（三）国 际 汉 语 职 前 教 师 的 ＴＰＡＣＫ、技 术 态

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路径分析

为 了 进 一 步 研 究 国 际 汉 语 职 前 教 师 的

ＴＰＡＣＫ、技术态度、技术整合自我效 能 之 间 的 关

系，以三者互为外因和内因潜在变量，建立两个关

系假设模 型 （见 图２和 图３），将 三 者 及 各 维 度 加

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分 析。通 过 ＡＭＯＳ２０．０对 三

者及各维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假设路径１的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好，而假设路径２没有形成拟

合度强的模型。从相关研究及理论上讲，这三者是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当然，这种互动关系

会随着研究背景的改变而改变，三者的关系是动态

的、变化的、发展的，不同研究对象、工具、统计

方法等因素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路径关系。

图２　假设路径１

图３　假设路径２

图４结 果 显 示，χ２／ＤＦ＝１．７０６ （＜２），模 型

拟合度较好。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７４ （＜０．１）；ＧＦＩ为

０．９１６，ＡＧＦＩ为 ０．８６１，ＮＦＩ为 ０．９１７，ＣＦＩ为

０．９６４，这几个指标数值均介于０－１之间，数值越

接近１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ｄ＝８０．１８２　ｄｆ＝４７　Ｐ＝０．００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ＧＦＩ＝０．９１６　ＡＧＦＩ＝０．８６１　ＮＦＩ＝０．９１７　ＣＦＩ＝０．９６４　ＣＭＩＮ／ＤＦ＝１．７０６　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４
图４　国际汉语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技术态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结构方程模型图

　　这表明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影响其技

术态度与技术整合自我效能。ＴＰＡＣＫ外因变量对

技术态度和技术整合自我效能内因变量的路径系数

贡献率 分 别 是０．６０和０．６４，即 ＴＰＡＣＫ 在０．６０
和０．６４的水平上对技术态度和技术整合自我效能

有积极显著影响。而技术态度又在０．４２的水平上

对技 术 整 合 自 我 效 能 有 积 极 显 著 影 响。此 外，

ＴＰＡＣＫ对７个 维 度 路 径 系 数 贡 献 率 为０．４１—

０．９１，均达到０．０１的显著水平。技 术 态 度 对２个

维度路径系数贡献率是０．８８和０．８６；技术整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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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对３个 维 度 路 径 系 数 贡 献 率 是０．７３、０．７５
和０．８４，也都达到０．０１的显著水平。因此，提高

和发展国际汉语教师的ＴＰＡＣＫ水平有助于提高技

术态度，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职前教师的技术整合自

我效能，进而激发教师更加有效地整合技术与课堂

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效率，真正实现教育技

术与汉语教学的融合。

四、启示

国际汉 语 职 前 教 师 的 ＴＰＡＣＫ水 平、技 术 态

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可以说是其积极、主动、有

机 地 融 合 技 术 与 教 学 的 主 要 因 素 和 基 本 保 障。

ＴＰＡＣＫ为教师利用技术创造动态而新颖的教学语

境以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有价值的融合框架。而技

术态度和技术整合自我效能则有助于推动教师进一

步融合技 术 与 课 堂 教 学。探 讨 三 者 的 状 况 及 其 关

系，既可以作为揭示教师知识结构和其态度信念对

技术与教学有效融合影响的形成性和终结性测量工

具，又可以阐释三者在特定语境中的互动关系。本

研究发现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学科内容知识和技术

知识准备不足；虽然技术态度积极，但技术整合自

我效能还需要加强。具体有以下启示：

首先，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由于职前教师的汉语学科知识 （ＣＫ）

和技术知识 （ＴＫ）水 平 较 低，从 而 影 响 到 整 体 技

术教学学科知识水平不高。由此，在国际汉语职前

教师的培养中，要特别加强国际汉语学科知识的培

养力度，同时以提高他们的技术知识为突破口，开

展三种知识综合性、情境性、实践性及交互融合的

训练和学习是提高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整体水平的重

要途径：１．制 定 基 于 ＴＰＡＣＫ 的 教 学 培 养 方 案，

加强课程整 合 与 协 同 建 构 训 练［３２］。课 程 要 切 实 帮

助他们树立ＴＰＡＣＫ知识观，鼓励他们在学习和实

践中积 极 思 考 教 学 法、学 科 内 容、技 术 三 者 的 关

系。充分利用校园网与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创造协

同建构ＴＰＡＣＫ知识环境。２．以教学实践为中心，

展开训练。如基于ＴＰＡＣＫ的优秀教学视频或现场

观摩，组织 他 们 从 设 计、分 析、评 价 到 反 思、修

订、再设 计；搭 建 基 于 ＴＰＡＣＫ的 课 程 实 践 共 同

体，以便他们及时而便捷地交流分享心得和经验；

充分利用教育实习，鼓励帮助他们在教学中使用各

种技术，如动态思维 （工具社会书签、共享文件创

造、思维导图等）进行ＴＰＡＣＫ教学设计，从而更

有效的、高 质 量 的 完 成 教 学。３．针 对 国 际 汉 语 职

前教师的特点，制定基于ＴＰＡＣＫ学习与教学的评

价方式，提供个性化建议，鼓励帮助他们积极主动

投入到ＴＰＡＣＫ的学习与教学实践中。

其次，国际汉语职前教师技术态度比 较 积 极，

普遍对使用技术有自信，而且在教学中使用技术结

果预期效能中等偏上，但对技术有效的整合教学却

信心不足，特别是对利用技术帮助学生学习以提高

教学质量很不确定。正是因为对在教学中使用技术

的不确定和不自信，教师对技术与教学融合所获得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不足。因此，提高技术与教

学有效整合的自信心是技术与教学成功融合的必要

条件。而他们积极的技术态度则是进一步提高其技

术整合 自 我 效 能 的 基 础。由 此，本 研 究 认 为：１．
借力职前教师积极的技术态度，通过针对性的线上

线下课程培养，鼓励课外实践，提高他们技术整合

教学的认 识 和 能 力；２．针 对 替 代 经 验，在 课 程 培

养中多采用同伴互助学习，同伴的成功可以增强对

方的信心，增加对自己自我效能的判断，促进对技

术整合教学的使 用；３．充 分 利 用 校 内 外 网 络 与 优

质数字教 学 资 源，为 他 们 提 供 一 个 友 好 的 支 持 环

境，积极 的 环 境 能 唤 起 人 们 积 极 自 信 的 情 绪。同

时，不断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和鼓励，使他们感到来

自周围环境的支持。当然，随着教师ＴＰＡＣＫ水平

的提高，其技术整合自我效能也会随之提升。

最后，国际汉语职前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对其技术

态度和技术 整 合 自 我 效 能 有 积 极 的 预 测 和 影 响 作

用。积极的 技 术 态 度 预 测 和 影 响 技 术 整 合 自 我 效

能。显然，教师的知识结构是提升其技术与教学融

合态度和自信的动因。职前教师技术教学内容知识

水平与其技术态度、技术整合信念的相互作用和影

响能积极推动技术与教学的有效融合。同时，有效

地整合技术与教学实践既能影响技术态度，又能提

高技术整合自我效能，并能促进教师的ＴＰＡＣＫ发

展。如果说ＴＰＡＣＫ是教师整合知识的建构，那么

技术态度和自我效能则是经验的建构。个体在社会

情境中建构知识的过程也是其在自己经验基础上组

织和调节着自己的行为。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态度和

信念影响着行为，行为又受环境影响，同时行为和

环境也会影响信念。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职前

教师的学科内容知识水平最低，与技术态度各维度

无相关性；与效能２、３有一定相关。而技术知识

水平也较低，与技术态度、技术整合自我效能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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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均呈 显 著 相 关。可 见，技 术 知 识 不 仅 影 响 教 师

ＴＰＡＣＫ整体水平，也影响其技术整合自信心。因

此，职前教师的技术水平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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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Ｂａｎｄｕｒａ，Ａ．（１９９７）．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Ｈ．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３］　Ａｂｂｉｔｔ，Ｊ．Ｔ．（２０１１）．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ＰＡＣＫ）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７ （４）．
［２４］　王琦．外语教师ＴＰＡＣＫ结 构 及 其 技 术 整 合 自 我 效

能研究 ［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４，（４）．
［２５］　Ｊｏｏ，Ｙ．Ｊ．，Ｐａｒｋ，Ｓ．，＆ Ｌｉｍ，Ｅ． （２０１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ＰＡＣＫ，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１ （３），４８－５９．
［２６］　Ｃｈｅｎｇ，Ｓ．Ｌ．，Ｘｉｅ，Ｋ． （２０１８）．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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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ＰＡＣＫ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４，９８－１１３．
［２７］　Ｃｈａｉ，Ｃ．Ｓ．，Ｋｏｈ，Ｊ．Ｈ．Ｌ．，＆ Ｔｅｏ，Ｙ．Ｈ．

（２０１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ｅｓｉｇ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７ （２）．
［２８］　Ｌｉｕ，Ｑ．，Ｚｈａｎｇ，Ｓ．，＆ Ｗａｎｇ，Ｑ．Ｙ． （２０１５）．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１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３
（１）．

［２９］　Ｃｈａｉ，Ｃ．Ｓ．，Ｅｕｇｅｎｉａ，Ｍ．Ｗ．Ｎｇ．，Ｈｕａｎｇ，Ｙ．

Ｈ．，Ｋｏｈ，Ｊ．Ｈ．Ｌ．，＆ Ｌｉ，Ｗ．Ｈ． （２０１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ｍｏ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９ （１）．
［３０］　Ｓｃｈｅｒｅｒ，Ｒ．，＆ Ｓｉｄｄｉｑ，Ｆ． （２０１５）．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３：４８ － ５７．ｗｗｗ．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

ｌｏｃａｔｅ／ｃｏｍｐｈｕｍｂｅｈ．
［３１］　Ｓｃｈｅｒｅｒ，Ｒ．，Ｔｏｎｄｅｕｒ，Ｊ．，Ｓｉｄｄｉｑ，Ｆ．，＆ Ｂａｒａｎ，

Ｅ． （２０１８）．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８０：６７－８０．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ｈｂ．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３．
［３２］　董 艳，陈 丽 竹，胡 秋 萍，王 宏 丽．职 前 教 师

ＴＰＣＬＫ调查与多 元 化 培 养 策 略 ［Ｊ］．现 代 远 程 教

育研究，２０１７，（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Ｃ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ＰＡＣ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Ｑ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７３００７０，ＰＲ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Ｃ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ＰＡＣＫ，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ＳＰＳ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ｓ　２０．０，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ＰＡＣＫ；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ｙ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ｒ　ＴＰＡＣ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ＰＡＣ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王兆璟／校对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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