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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动机是近十年来国际教师领域热议的话题之一，研究个体教学动机，其一可以看出其在多大程度上

愿意成为教师，其二可以看出个体选择成为教师出于哪些因素。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2~2022
年Web of Science上关于教学动机研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现状、研究前沿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际教

学动机的近十年的研究热点包括“自我效能感”、“教学动机量表”等主题。同时研究发现“自我效能

感”和“感知”这两个关键词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且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而

对于未来的研究应结合社会时代背景，丰富研究群体，重视加深教学动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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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otiv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hotly discussed topic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each-
ers in the past ten years. By studying individual teaching motivation, one can see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willing to become teachers, and second, we can see the factors for which individuals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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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come teachers.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
search frontiers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teaching motivation research on the Web of Science from 
2012 to 2022 was conduc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hot spots in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clude topics such as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motivation 
scal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wo keywords “self-efficacy” and “perception” are 
not only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 i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mbine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era, enrich the research group, 
and pay attention to deepen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eaching motiv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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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动机是动机理论的分支之一。Pintrich 等人将动机定义为对象促进、并维持个体进行某种活动的

一种内部心理过程和内部动力[1]。教学动机是指个体在是否选择教师行业等与教师工作有关的动机[2]。
教学动机的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研究内容、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从各领域与视角对动机进行研究，

形成不同类别的动机，而关于教学动机的研究是动机研究中一个分支。 
鉴于教学动机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将教学动机相关主题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国外对于教学动机的

概念界定、框架结构、分层分类进行了讨论，而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讨论相对较少，与国际相关研究

缺乏一定共同话语。因此，本文尝试以“Web of Science 核心集”中近十年的国际学者研究文献为数据来

源，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试图分析国际教学动机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以及主要研究内

容，总结教学动机研究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构建我国教学动机研究理论以及事件提供参考，厘

清我国不同群体为何“愿意来”、“如何来”以及“怎么留住”等问题，继而对于引导职前教师进行自

我职业认知以及建设稳定高质量教师队伍有着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问题：(1) 国际教学动机相关文献在时间分布、机构等维度有何特征？(2) 该
领域的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是什么？(3) 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发展趋势什么？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将使用基于 JAVA平台的CiteSpace软件绘制相关科学知识图谱。采用CiteSpace中的Keywords、
Institutions、Authors 等功能进行数据分析处理。使用 Excel 对发文趋势等部分数据进行统计。 

2.3. 研究数据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平台中核心集的 SSCI 为数据来源进行检索。检索主题词为“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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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Teaching Motivation”、“Motivation to Teach”和“Motivation of Teachers”，文献类别

和语言分别为“Article”和“English”，相关文献时间跨度定为 2012~2022 年，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8 日。共检索出相关索引文献共计 399 篇，经过数据清洗处理，共获文献 308 篇。将文献检索信

息以“download.text”格式命名后，设定为“全记录且包含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输出，保存至文件夹

data，采用 CiteSpace (5.8.R1 版)对导入文献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教学动机研究总体趋势 

从图 1 显示，教学动机的年发文量从 2012~2021 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其 2012~2019 年相关发文量基

本逐年递增，但上升较为缓慢，为个位数增长。在 2019~2021 年，该主体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进入

攀升期，到 2021 年达到 61 篇。这说明，国际学者对教学动机领域进行了数十年的探索对持续对教学动

机这一核心概念保持研究兴趣。文献分析表明，教学动机是一种影响个体对职业选择的心理因素，对于

未来教育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经合组织成员国近年来同时面对相关问题，如地区教师不足，师源

流失等[3]。因此教学动机对于如何吸引高质量教师，减少教师流失；发展教师教育以及提高教育总质量

都有重要意义。 
 

 
Figure 1.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publications from 2012 to 2022 
图 1. 2012~2022 国际“教学动机”历年发文量 

3.2. 教学动机高产机构数量分析 

表 1 列出了发文量前 8 所机构。对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发现中国、韩国、美国、挪威和德国的高校是

教学动机重要的研究力量。其中中国香港地区的机构对教学动机这一主题的研究最为广泛，共计 19 篇，

占总发文量的 6.17%。查阅相关中国香港教育机构高被引文献可知，中国香港地区对教学动机这一主题

的主要研究对象聚焦于职前教师[4] [5] [6]，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关于教学动机的研究都是基于教师短

缺或流失的背景下进行的，如美国[7]、挪威[8]。而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教学动机研究则是基于教师过剩

的背景下进行的。查阅相关资料可得，2014 年，中国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指出由于政府财政紧缩，预

计会造成将近 800 个合同制教师和教师助理失去工作，中国香港的师范生难找到工作等现象继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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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样的局面会再持续几年。据此，可以推测这可能是 2014 年到 2021 年，中国香港地区教学动机研究

不间断的原因之一。 
 
Table 1. List of the top 8 most productive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publications from 2012 to 
2022 
表 1. 2012~2022 年国际教学动机发文量前 8 所高产机构一览表 

Rank Institution Quantity Country 

1 Educ Univ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学) 9 China 

2 Chinese Univ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 6 China 

2 East China Normal Univ (华东师范大学) 6 China 

4 Chung Ang Univ (韩国中央大学) 5 Korea 

4 Ohio State Univ (俄亥俄州立大学) 5 America 

4 Univ Oslo (奥斯陆大学) 5 Norway 

5 Hong Kong Inst Educ (香港教育学院) 4 China 

5 Univ Tubingen (图宾根大学) 4 Germany 

3.3. 国际教学动机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可以映射文章的中心研究对象，因此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剖析，可对文章主题进行大致了解。

而一篇论文列出的几个关键词之间也会存在着某种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则可以用共现的频次来表示。

一般认为节点越大，出现频次越高，说明在国际教学动机中的热度越高。对论文的关键词分析有助于我

们了解该领域过去的关注点、现在的热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关键词共现在 CiteSpace 中选择“Keyword”
选项，设置时间跨区为 2012~2022，时间分区为 1 年，k 值 = 18，运行后产生节点 204 个，连线 1336 个，

网络密度为 0.0645。将与搜索式相同字眼隐藏，得到图 2 由 CiteSpace 自动生成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可视化

共现知识图谱。就关键词总体分布而沿，表 2 所呈现的是除去了关键词出搜索式：“Teacher Motivation”、
“Teaching Motivation”两个搜索词，余下的关键词筛选出频次在 10 次及以上的，并按照频次由高到低

进行排列。频次前五的关键分别是“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自我决定理论)”、“Belief (信念)”、“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感)”、“Motivation (动机)”、“Student (学生)”、“Perception (感知)”。中介中心性大

于 0.1 的关键词有“Self Efficacy”、“Perception”、“School”、“Achievement”。对比发现，“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感)和“Perception”(感知)这两个关键词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且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起着重

要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与感知二词均属于心理学范畴，与教学动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梳理文献可得，一些

研究发现职业探索和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情感支持、专业经验和教师动机共同作用决定教师职业决心和

教师未来自我效能感，从而决定了个体的选择从事教师行业的动机，并采用以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为基础

的职业自我管理(CSM)模型作为研究个体教学动机的工具，而这个模型的主要关键因素则是职业探索和

决策自我效能感，这便涉及到个人采取必要措施找到一份符合个人能力、兴趣和价值观的工作的感知能

力。此外，还有研究从教师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和教学目标导向(精通和表现)三个方面考察教师的教

学动机。综上所述，关于教学动机的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聚焦于个体的教学动机现状分析，而是探

究教学动机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通过剖析教学动机与其他概念，如职业认同、职业倦怠、

社会情感能力等的关联性，更加全面地体现了研究个体教学动机的重要性以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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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2. 国际“教学动机”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frequency statistics (top 34) 
表 2. 国际“教学动机”关键词共现频次统计(前 34)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 关键词 

1 42 0.08 2013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18 16 0.02 2015 Help seeking 

2 38 0.09 2012 Belief 19 15 0.06 2013 Orientation 

3 38 0.13 2012 Self efficacy 20 15 0.03 2017 Job satisfaction 

4 35 0.08 2012 Motivation 21 15 0.07 2013 Autonomy 

5 35 0.08 2012 Student 22 15 0.02 2018 Impact 

6 33 0.11 2012 Perception 23 14 0.04 2012 Preservice teacher 

7 32 0.09 2013 Education 24 13 0.06 2016 Behavior 

8 27 0.11 2013 School 25 13 0.04 2012 Autonomy support 

9 25 0.17 2012 Achievement 26 12 0 2017 Commitment 

10 24 0.1 2014 Performance 27 11 0.02 2016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1 21 0.07 2012 Achievement goal 28 11 0.03 2015 Burnout 

12 20 0.01 2015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29 11 0.01 2014 Knowledge 

13 19 0.03 2015 Efficacy 30 11 0.02 2016 Science 

14 19 0.1 2012 Career 31 11 0.02 2015 Self determination 

15 18 0.05 2012 Engagement 32 11 0.02 2014 Classroom 

16 17 0.03 2013 Intrinsic motivation 33 11 0.02 2014 Association 

17 17 0.05 2014 Model 34 10 0.02 2014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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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动机”国际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表示一个变量的数值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变化。CiteSpace 将这种突变信息视为一种反映了某一文

献、主题、关键在某段时间引用率突然上升或下降，这种突发性能代表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对教学动机

为主题外文文献进行数据分析，时间起始点节点为 2012 年，共找到 24 个突现词，如图 3 所示，按时间

序列排序，其中“Reform”、“Orientation”、“Autonomy”、“School”、“Achievement”这些词在

一段时间内受到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成为研究热点。“self efficacy”(自我效能感)为高频词且中介中心

性大于 0.1，但不是爆发点，表明此关键词受国际学者广泛关注，且是稳步发展的研究热点，对其研究领

域知识网络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图中如“Belief”(信念)、“Student”(学生)等关键词均为非高频爆发点，

因此都有可能成为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 
 

 
Figure 3. Emerging words in international “teaching motivation” research 
图 3. 国际“教学动机”研究突现词 

 

个人行为动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其一为个体的信念，即对行为的主观想法，其二为规范性信念，

即做出此类行为受他人的影响程度，其三为控制信念，即个人认为自己能控制该行为的程度[9]。教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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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为行为动机之一，与个体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键词“student”(学生)应有两类含义，一是将

学生定位成教学动机的研究对象(如师范专业学生)，二是将学生相关因素作为影响个体教学动机的(如学

生的特性)，梳理文献可知，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比较广泛，尤其是高年级师范生的教学动机备受

关注，也有研究将学生作为个体教学动机因素之一，如被多个研究采用的 FIT-choice 理论框架中社会价

值因素就涉及到学生群体对个体教学动机的影响，如“作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此

外，国际的关于教学动机的研究范围整体有所发展，从阶段初期单一的研究教学动机到目前教学动机的

关联性因素研究。如学者 Skaalvik 等人认为教学动机在某些方面上能映射出个体对于教师职业的认同的

情况[10]，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个体对其从事的工作的意愿或倦怠[11]。 

3.5. 教学动机聚类分析 

在教学动机研究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按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聚类分析图，如图 4 所示，Cite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它可以作为我们评判

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Q 值一般情况下在[0, 1)之间，当 Q > 0.3 就表明着分割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

的，当 S 值大于 0.7 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12]。本研究聚类图谱的 Q 值 = 0.6258，S 值 = 0.8093，
表明聚类结构属于显著且极度可信。该图谱中共呈现 Basic Need (基本需求)、Descriptive Survey Model (描
述性调查模型)、Teaching Styles (教学风格)、Instructional Practice (教学实践)、Need Satisfaction (需求满

足)、Physician (医生)、Teacher Motivation (教师动机)、FIT-Choice Scale (教学动机量表)、Accountability (责
任性)以及 Second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10 个聚类。本研究结合每个聚类的表示词和包含的文献内容，

对其他聚类进一步分析发现，从教顶级的热点主题可以归结以下方面：一是对教学动机中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包括基本需求(聚类#0)、教学风格(聚类#3)、教学实践(聚类#4)、需求满足(聚类#5)、责任性(聚类

#9)；二是关于教学动机研究方法的探究，包括描述性调查模型(聚类#2)、教学动机量表(聚类#7)；三是对

教学动机主体进行研究，包括教师动机(聚类#6)；四是关于教学动机实践应用相关研究，包括医生(聚类

#6)和中等教育(聚类#10)。 
查阅文献可知，国外学者在教学动机研究初始阶段，大多将影响教学动机的因素划分为利他动机、

内部、外部动机[13] [14] [15]，且这三大动机的研究内容在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背景的不同，其内涵特征

有会不同。通过比较分析内部动机在各个研究中的定义求得共性，发现内部动机主要指个体对教学工作

的喜爱程度、以及从事教师职业带来一定满足感等[16]。外部动机则指教育之外的事物，但与教育工作又

有一定联系，如寒暑假期、工资收入和教师的社会地位。利他动机则是想要帮助他人的意愿，就教师这

一职业而言，则是个人想要帮助学生获得学业进步与个人成长[17]，该动机包括服务他人、帮助支持学生、

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等。国外较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利他动机是影响个体从教最重要的动机[18] [19]。这

国际上对于“基本需求”这一最受关注的主题进行不断探索也正反映了这一趋势。 
本研究选取突显数值较高且延续至今的关键词展开论述，即 FIT-Choice Scale (教学动机量表)。教学

动机量表属于研究教学动机一种工具。教师这一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个体从事教师行业的动机也相

对较复杂，因此有必要建构针对教学动机的分类模型。在 2007 年，学者 Watt 和 Richardson (2007)基于期

望–价值理论，开展关于影响教师职业选择选择因素的相关研究[20]。两位学者研制的 FIT-Choice 量表

在土耳其、德国、荷兰、中国、苏格兰等多个国家、地区下得以广泛运用，具有一定跨文化普适性。由

于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各有不同，这些研究的结论也有所区别。Kilinc 等人在研究土耳其职前教师的教

学动机时，发现内在职业价值和社会效用价值是最影响教师职选择的两大因素[20]，Bergmark (2018)等人

对 259 名参加教育实习的瑞典职前教师的教学动机进行研究，发现实习前后，最影响个体从教的因素的

有所不同，实习前，最主要的动机是教学能力的自我感知。实习结束后，社会影响和教学能力变成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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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教学动机[21]。Drahmann 等人(2019)根据其研究问题选取 FIT-Choice 影响因素的前五个维度，对 703
个德国的职前教师的教学动机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效用价值对个体从事教师职业影响最大[22]。 

从聚类分析时间线试图来看，关于基本需求、描述性调查模型、教学风格等聚类的文献发生的共被

引现象整体比较集中，而且集中了一些影响力较大、具有关键意义的节点，他们构成了教学动机研究的

主要阵地。 
 

 
Figure 4. Keyword-based clustering view 
图 4. 基于关键词的聚类视图 

4.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和展望 

教学动机作为研究个体从事教师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个体未来在教师行业的发展有预示作用，对于建

设高质量教师队伍，进而建设现代化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近 10 年以来国际教学动机的发展

进行梳理和总结可得出，在教学动机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迅速，其贡献和启示归为以下两

点： 
第一，未来研究将会继续重视教学动机概念的建构与发展。近年来，学界对于教学动机的研究积累

大量理论方面和实证研究方面的成果。但从总体来看对教学动机的本体理论与研究视角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与完善。一些研究借用动机理论的分类将教学动机分为以上三类，即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和利他动机，

虽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缺乏针对性。各类的职业应该具有各自的特点，教师职业也不例外。因此有

必要建构针对教师这一群体，构建教师教学动机的框架模型。国外学者大多对职前教师的教学动机进行

研究，因此对于教学动机的定义都多以入职前的教师为研究主体。而鲜有针对其他非教师群体的教学动

机的定义，因此对于教学动机的定义还可以从普适性的角度进行研究。 
第二，重视教学动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加强教学动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概念联系。教学动机作为

动机的分支之一，属于心理学范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只停留在心理学领域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本

研究发现，国际上关于教学动机的相关性研究逐渐由分析某一特定群体的教学动机现在，转而研究与教

学动机有关联性因素的研究，如教学信念、教师职业认知等。拓展了教学动机的研究广度，因此，综合

性、关联性的研究将是未来学界努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研究方法来看，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可知，

目前的对于教学动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量化研究和混合式研究为主，其中量化研究居多，且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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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Choice 量表为研究工具对个体教学动机各个维度进行测量，FIT-Choice 量表虽然已被多个学者运用

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该量表可能无法展示出教学动机的多样性，关于动机的研究复杂多变，有些超

出该量表范围之外的动机可能无法解释[23]。因此未来的研究不应依赖于现存的量表，更应结合到这个群

体所处的相应背景，即将某个群体的教学动机与其所处的环境时代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制定相应符合时

代和研究对象特点的量表。后疫情时代下，教师职业作为特殊职业，必然受到疫情波及。但关于疫情下，

对个体的教学动机的研究鲜见。 
此外，国际上有关教学动机的探索虽角度不一，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分析群体某一时期的教学动机，

而并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教学动机在经历某种时期前后的教学动机变化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

究基于疫情下，不同群体的教学动机，试图发现与疫情前对比，群体教学动机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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