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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进展 1

第一节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鼓励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外国语大

学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 
为。”高素质外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素质外语教师。我国约有“高校外

语教师 20 万”（王守仁，2018：13），这支队伍“普遍年轻化，有的高校

青年外语教师甚至高达 80% 以上”（吴寒，2011：71）。因此，高校青年

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情况既制约外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也决定外语人

才培养质量，还影响我国一些重大战略的落地以及新时代使命的达成。

从这个角度来说，系统研究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意义深远，因为高校

外语教师发展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外语教师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本质，

为外语教师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张莲，2008：3）。而实际上，

我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尚未引起充分关注，针对他们的研究明显偏少（文

秋芳、张虹，2017a），不足以有效指导他们的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实践。

鉴于此，本章专门综述已有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呈现研究进展，

剖析研究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的理论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

期推进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和专业发展实践。

综合考虑成人发展阶段和教师职业生涯周期理论（特别是 25~40 岁

为职业生涯初期以及职业前 15 年为适应期和成长期的观点）、高校对新

教师的高学历要求决定的入职年龄以及国内外重要文件和机构对青年的

1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外语界》2023 年第 5 期，第 89-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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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跨学科研究能力发展研究40

界定，本书中的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是指年龄不超过 40 岁且教龄不超过 15
年，在各类高校承担外语教育与研究工作的专任教师。本章对围绕该群

体的研究进行综述。

为充分搜集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多次用主题词（高校青年 / 初任 / 职
初期 / 新手外语教师）从多个数据来源检索和补充国内外相关文献。国内

数据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逐一在入选北大核心

和 CSSCI（含扩展版）的外语类期刊和集刊中进行主题词检索，去除会讯、

院校介绍等资讯后，下载相关文献；二是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进

行主题词检索后筛选并下载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三是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线进行主题词检索后删除与博士学位论文重复的专著，采购其他专著。

国外数据来源为 Web of Science（SSCI 和 A&HCI 索引）、Scopus 等数据库，

采用主题词英译组合“Young / Novice / New / Beginning / First-year / Early 
career + China / Chinese + Language / Foreign language + University / College / 
Tertiary education / Higher education”的方式检索并下载国内外相关文献。

最终获得 1964 年到 2024 年 60 多年间的各类国内外文献 68 篇 / 部。

对上述已有文献的分析分三个步骤进行：一是摘录文献信息，仔细

阅读每篇 / 部文献，摘录其发表或出版年份、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

究方法（含研究对象、数据收集策略和研究结果呈现策略）等信息；二

是呈现研究进展，通过统计文献发表或出版年份以及聚合不同文献的理

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得出已有研究在这几个方面的趋势性特

征并评析它们存在的不足；三是展望未来研究，针对上一步指出的研究

不足，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以及国内外外语教育和教师发展研究，

指出未来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走向。

第二节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理论视角

分析显示，聚焦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 1964
年（纳忠，1964），这说明本领域研究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发展史。从每

年的发文量来分析相关研究的历时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相关文献呈上升

态势，与中国外语教师发展研究过去 40 多年的整体走向相近（张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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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进展 41

释然，2019）。但从每年零到六篇 / 部的发文数量来看，相关研究不但总

量少，而且增速慢，落后于中国外语教师发展研究增长速度。从发文数量、

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四个维度对已有文献进行聚合分析可以

发现，以往研究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1964~2006 年的萌芽期，偶尔产生

一到两篇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的经验介绍类文献；2007~2014 年的起

步期，常年产出一到五篇基于少数理论、应用各类研究方法的现状调研

类文献；2015 年至今的发展期，每年产出两到六篇多元理论指导下、以

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类文献。

通过分析每个阶段研究的理论基础及背后的基本立场可以发现，已

有研究在理论视角上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再到人本主义的转

变。萌芽期的研究（如毛华芬，1965；纳忠，1964；秦秀白，1996；徐翁

宇，2002）深受经验主义影响。相关研究没有给出理论基础，主要从经

验教师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关爱出发，遵循“推己及人”的类推逻辑，

秉持如下基本立场：作为间接参考的他人经验在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

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立场沿袭了我国各行各业传统学徒制的特点，即

富有经验的长者担任师者角色带领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在同台实践中获取

经验。这些研究率先以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为研究目标，推动了高校

青年外语教师研究领域的诞生。然而，这些研究没有直接以高校青年外

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无法真正揭示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活和专业 
发展。

起步期的研究刚好弥补了萌芽期的不足。起步期的研究主要受理性

主义影响，尽管还有少数基于经验主义的研究（如黄新炎，2014；黄新炎、

许钧，2014；毛浩然，2010；晏书红，2014）。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给出

了理论基础，例如，于兰（2007）和吴书芳（2011）依据教师职业生涯

周期理论，特别是关于“生存关注阶段”教师特征及其与经验教师差距

的观点；陈艳清（2009）和吴寒（2011）分别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和自主发

展观念；Liu & Xu（2011）、刘熠和曾凯（2010）以实践共同体理论为框架。

也有一些研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论基础，例如尹松（2011）、余卫华和刘

静（2012）、徐浩（2014）。然而，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立场较为一致：高

校青年外语教师由于处于特定职业阶段而面临不少困难，但作为自主的

个体，他们能够识别、判断和评估这些困难，并在实践中反思应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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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这一立场顺应了国际教师专业化运动及其催生的教师研究热潮

引入的认知理论影响，其优势是直接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本身作为分析

焦点，不足是仅局限于消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教师发展“缺陷模式”（陈向 
明，2013：2），更关注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消极被动的一面，没有充分看到

他们积极主动的一面。

发展期的研究则有效克服了这一局限。发展期的研究主要受人本主

义影响，尽管还有基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研究（如 Fan et al.，2021；
Wu et al.，2020；冯全功、许钧，2018；许钧、吕倩兮，2017；张嘉瑶，

2019）。相关研究开始基于多元理论，包括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李春

梅，2015；文秋芳、张虹，2017a）、社会文化理论（Li，2016；秦丽莉等，

2019；陶源，2021）、转化性学习理论（陶伟，2017）、马克思·韦伯“以

学术为业”理论（周燕、张洁，2016）、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Zhang，
2017）、身份认同理论（Wang，2021；唐进，2015）、学习共同体理论 

（Zhong & Craig，2020；黄恩谋、杨满珍，2019；亓明俊、王雪梅，2017，
2019；杨春红，2017；张帅、罗少茜，2023）、教学学术实践三阶段发展

续谱理论（杨维嘉、李茨婷，2022）、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康铭浩、沈

骑，2022）和复杂理论（Chen，2023；Sun & Zhang，2022）。也有极个别

研究未提及理论基础（Xu，2021；唐进，2015）。此类研究的基本立场是：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可能面临更多困难，但背后存在复杂的个人、院校和

社会文化因素，教师可以通过发挥能动性和借助团队力量，积极与各类

因素互动，并在持续互动中应对困难并重构认知、调节情感和采取行动。

这一立场具有国际外语教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印记，其优势是看到了高

校青年外语教师消极被动和积极主动的双面性，也意识到了他们职业环

境的复杂性以及他们与职业环境互动的动态性，其不足包括两点。一是

在理论选用上，几乎都是借用国外理论，极少使用中国本土理论，不论

是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如修养论（张茂泽，2019），还是最新

的外语教师发展理论，如“云链接论”（文秋芳，2022），这不利于我国教

育话语和教师教育话语的本土建构与国际传播。二是在价值追求上，多

数停留于深入描述和解释前述双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较少思考如何“扰

动”（杜小双、张莲，2021：68）融合这种双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系统，

引发系统层面的调整和变化，这使得多数研究只能提供微观和中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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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改进策略，无法推动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宏观战略的形成和 
实施。

第三节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主题及方法

一、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主题

通过分析文献，我们得到三个研究主题：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基本现

状、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过程和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

（一）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基本现状

超过 38% 的研究聚焦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基本现状（26 篇 / 部）。这

类研究通过调研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在教学、科研和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认

知、情感、行为和需求，或者与高校经验外语教师进行比较，发现他们

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对策，有些还将相关对策付诸实践。

在现状调研方面，吴寒（2011）分析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自主专

业发展现状，结果发现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有较强的专业发展意识但在观

念上不够重视自主专业发展，他们开展专业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

素养有待提升，他们对教学实践反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的自主专

业成长过程也不理想。徐浩（2014）综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混合研究发现，

高校外语新教师面临很大的论文和科研压力，普遍感到学校不重视教学

但教学工作量大，很难融入已有教师群体，工作情境缺乏实质性的专业

发展支持系统。

在青年教师与经验教师比较方面，Sun & Zhang（2022）综合使用

半结构访谈、课堂观察和刺激回忆法的研究发现，两位经验外语教师和

两位新手外语教师在理念上都偏向“意义优先—聚焦形式”（Focus on 

Form）教学法，但在实践上，经验外语教师持续实施这一教学方法，而

新手外语教师未能实施。吴书芳（2011）基于调研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

高校英语新手教师在自主教学行为和摆脱外部控制两个维度上的自主性

并不低于经验外语教师，但在专业发展维度上的自主性显著低于经验外

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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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策略方面，针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在教学能力上的不足，张

嘉瑶（2019）提出了宏观制度和微观素养两个方面的对策，前者包括教

师进修、名师论坛、教学团队、教学督导、教学激励和发展性评价多个

方面的制度，后者包括坚持岗位自修、学习教育心理学知识、加强科研

能力和请教经验教师。Fan et al.（2021）对七位高校新手外语教师的质性

研究分析了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能动的应对策略，结果发现了来自

新手外语教师个体、课堂、机构和国家外语教育教学改革政策四个方面

的挑战，以及将挑战看成机遇、主动激励学生、寻求人际帮助和持续专

业学习四条应对策略。在对策实践方面，刘熠和曾凯（2010）实践了以

培养新手外语教师自我反思能力为职业发展抓手的经验教师—新手教师

共同体，组织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反思性实践活动。

这类直接调研和横向比较得到的结果反映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真实

的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现状，提出和实践的对策也具有针对性并产生了

一定的实效。然而，相关研究多局限于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所处环境中的

消极因素和他们的被动应对，较少探究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在复杂环境中

的能动发展，不能有效揭示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全貌。

（二）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过程

有超过 38% 的研究关涉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过程（26 篇 / 部），

其中一半（13 篇 / 部）是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职业认同发展过程研究。例如，

Zhong & Craig（2020）叙述了三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在一个线上知识共

同体建立、发展和维持三个阶段的职业认同发展过程，揭示了配合线下

会面的线上交流、任务完成过程中的故事分享、同步专家指导和同伴互

学三个因素的积极作用。亓明俊和王雪梅（2019）研究发现，三位大学

英语新教师有较强的专业认同态度、教学多于学术的专业认同实践和渴

望加入共同体的专业认同期望。高洋等（2023）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探究

了六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多元身份发展，结果发现，高校青年英语教

师的多元身份发展过程是他们在参与和实践外部社会文化活动中催生内

部认知的过程，他们的教学经历促进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轨迹，生态给养

影响了这个过程的可持续性，能动性决定了这个过程的维度，性别也影

响了这个过程的可持续性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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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文献的具体主题相对分散，覆盖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在具体

职业情境中的多元需求（文秋芳、张虹，2017a）、信念形成与实践过程 
（Chen，2023；Zhang，2017）、元专业能力发展（李春梅，2015）、职业

能动性表现（康铭浩、沈骑，2022）、师徒制中的发展（Li，2016）、信念

体系转变（陶伟，2017）、学术和教学学术发展（周燕、张洁，2016；杨

维嘉、李茨婷，2022）、评价与反馈素养发展（黄恩谋、杨满珍，2019；
徐浩，2023）、情感认知交互影响（秦丽莉等，2019）和职业适应过程 

（陶源，2021）等，呈现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不同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多

类因素的作用。例如，文秋芳和张虹（2017a）通过倾听 10 位高校青年

英语教师对目前生活、教学和科研现状的所思所想，编码提炼出了他们

的生存需求、情感需求和精神追求。Chen（2023）叙述了两位高校新手

外语教师对书面纠正性反馈的信念和实践变化，发现两位教师在自身职

业情境中经历了阶段特征突出的复杂信念变化过程；同时，受职业认同、

教师情感和学生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这两位高校新手外语教师的信念

与实践存在失配现象。秦丽莉等（2019）对一位高校新手英语教师的三

周跟踪调查发现，高校新手英语教师的情感对其认知发展具有促进或阻

碍作用。

这些发展过程贴近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实践的真

实情况，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主动追求专业发展和教育管理部门优化高

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环境均有启发。但是，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外语教师

发展领域内部来研究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没有充分将他们的专业发

展放到最新的国家政策、教育变革和学术前沿中进行考量，使相关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我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因而部分弱化了研究的

实践指导意义。

（三）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

接近 24% 的文献属于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16 篇 / 部）。一些高

校经验外语教师结合自身实践经历，从教书育人、读书治学等多个方面

为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建议。例如，纳忠（1964）分享

了自己通过日常备课和教学研究实现在职发展的经历。姜治文（1999）
分享了教书育人的三点经验：立志于先、师德为本和锲而不舍地学习。

冯全功和许钧（2018）从问题意识与批评意识、文本细读与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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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学术热点与自我坚守、实践教学与学术研究、学

科对话与资源移植、阅读思考与写作发表、理论创新与学术面貌八个方

面畅谈了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有助于高校

青年外语教师发扬经验教师好的做法以及转变无效的行为，但是相关建

议毕竟源于间接经验而非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直接研究，不能有效呈

现他们的职业认知、情感和行为。

二、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文献发现，过往研究主要采用三类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

法、非实证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

使用最多的是质性研究方法（39 篇 / 部），且呈现出两个特点。第

一，类别多样。有访谈研究（如文秋芳、张虹，2017a）、叙事研究（如 
Zhong & Craig，2020）、日记研究（如唐进，2017）、话语分析（如咸修斌、

孙晓丽，2007）、个人态度构造分析法（先使用刺激短文引发受访者联想，

再用集群分析法处理联想，得出受访者意识构造树状图，最后据此访谈

受访者）（尹松，2011）、自我对质法（先进行半结构访谈，再填写由 16
个情感词汇构成的六点式量表，最后用六边形模型图形化显示所有数据）

（唐进，2015）等。第二，数据来源多、体量大、历时长、轮次多、分析

深。很多研究收集了多个来源的数据，Li（2016）、Zhang（2017）、耿菲

（2014）、李春梅（2015）、陶源（2021）等对高校青年英语或俄语教师的

研究收集了场地观察、访谈、反思日记、课堂录音录像、文件实物、微

信聊天、研究笔记等多种数据。多数研究需要分析的质性数据体量较大，

文秋芳和张虹（2017a）收集了 10 位高校青年英语教师 9.3 小时的访谈数

据，亓明俊和王雪梅（2019）对大学英语新手教师的研究收集了覆盖 35
个问题的访谈数据。一些研究收集的数据历时较长，Zhong & Craig（2020）
和 Wang（2021）的研究分别收集了历时两年和 22 个月的叙事访谈、反

思日记或多样化教研记录。不少研究收集了多轮数据，唐进（2015）对

大学英语新手教师职业认同的自我对质法研究就涉及两轮数据收集。多

数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例如周燕和张洁（2016）对

四位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学术发展的研究就对深度访谈数据进行了主题分

析、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这些各具优势的质性研究方法确保了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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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外语教师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的深描，但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研

究对象数量都相对偏少，虽然对研究对象个体的描述较为完整，但缺少

跨越大量案例的、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二是很少使用图示化的数据收

集、分析和呈现策略（少数特例为尹松，2011；唐进，2015），没有充分

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立体、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来。

其次是非实证研究方法（21 篇），包括理论思辨（18 篇）和名家访

谈（3 篇）。理论思辨主要是高校经验外语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的个人思考 
（如纳忠，1964；徐翁宇，2002），名家访谈主要是知名教师在接受他人

采访时分享自身经验和思考（如黄新炎、许钧，2014；冯全功、许钧，

2018）。这两种方法虽然能够充分挖掘高校经验外语教师丰富的心得和教

训，但无法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进行研究。

使用最少的是混合研究方法（8 篇）。多数都是综合使用问卷调查和

访谈，例如于兰（2007）对高校初任外语教师心理和教学问题的研究和

吴书芳（2011）对高校新手外语教师与高校经验外语教师自主性的比较

分析。少数研究还加入了叙事问卷、座谈会、课堂观摩、日记或自我报告。

例如，Li（2016）对师徒制在新手外语教师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使用了结构

与半结构访谈、日记、自我报告和问卷等多种方式。混合研究方法既能

覆盖大量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又能对部分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进行深入研究，

但还使用较少。

进一步分析各种方法所聚焦的研究对象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研究的

研究对象主要都是聚焦高校英语教师，只有五项研究涉及俄语教师、德

语教师、法语教师、朝鲜语教师、日语教师和阿语教师，对高校非英语

语种青年外语教师的研究还非常稀缺。

第四节 未来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展望

基于研究综述，本节围绕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提出三点

展望。第一，充分应用人本主义视角下的前沿理论，特别是中国本土理论，

并深入描述和解释，提出针对少数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微观和中观改进

策略，探索通过宏观系统层面的转变来推进大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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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当前，人本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文化理论、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

复杂理论等已然成为国际外语教师发展领域的主流理论，正在引领全新

的复杂系统范式的涌现，但这些理论在我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当中的应用还很少（Chen，2023；Sun & Zhang，2022；康铭浩、沈骑，

2022；陶伟，2024b），未来研究应该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高校青年外语

教师的专业发展根植于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实现于当下主流的教师

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平台（如虚拟教研室），因而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发展

的思想如修养论（张茂泽，2019）和最新外语教师发展理论如“云链接论”

（文秋芳，2022）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需要深挖和探索，这也是我国

教育话语和教师教育话语本土建构与国际传播的必然要求。高校青年外

语教师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实践。经过

60 多年的研究，高校青年外语教师个体特征和院校环境特征不断明晰。

在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不断优化的当下，探究包含高校

外语教师个体和院校环境以及两者动态互动的系统层面转变已经成为更

加紧迫的研究需要，因为系统层面的转变不但能够辐射更多高校青年外

语教师，而且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第二，结合国家政策、教育变革和学术前沿，拓展和深化三个主题

研究。以往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基本现状、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过程和

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研究在不同时期发挥了积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指

导作用。但是，高校青年外语教师面临新的国家政策、教育变革和学术

前沿，结合这些新趋势的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研究迫在眉睫。例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赋予了高校外语教育

新使命，需要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同时具备国际传播能力和学生国际传播

能力培养能力。新文科建设、课程思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

本“进高校、进课堂、进教材”（简称“三进”）是近几年重要的外语教

育变革，需要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具备跨学科知识体系、跨学科人才培养

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技术赋能教育能力、课程思政和“三进”素养。

教材开发与使用、多语教育与研究、师生积极心理素质（如韧性、心流、

正念、幸福感、人格优势等）研究是外语领域的前沿议题，需要高校青

年外语教师提升教材开发与使用能力、多语教育与研究能力以及积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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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和学生积极心理素质培养能力。围绕这些新知识、新能力和新素

养的高校经验外语教师建议、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基本现状、高校青年外

语教师发展过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第三，广泛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

法和图示化呈现策略，多关注非英语语种教师。在研究总量少、增长速

度慢的实际情况下，广泛开展采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是强化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最基本的要求。考虑到质性研究方法在贴近高校

青年外语教师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实践上的优势，多用质性研究方法也

是可靠选择，但鉴于多数质性研究方法存在研究对象少的问题，未来研

究应该配合使用能够覆盖较多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方法，如叙事问卷（顾

佩娅等，2014，2017a；黄慧、欧阳超群，2023）和混合研究方法。同时，

在当前技术赋能科研不断深入的读图时代和多模态时代，图示化已经成

为科研的一个重要取向，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参考唐进（2015）等创新使

用图示化呈现策略，进而提升研究结果呈现效果。另外，针对“一带一路”

倡议对非英语语种人才的需求和高校非英语语种青年教师研究很不充足

的现实情况，未来研究需要在进一步增加和细化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研究

（如具体到商务英语青年教师、翻译青年教师、语言智能青年教师）的基

础上，参考张宁（2020）、康铭浩和沈骑（2022）等，强化高校各个非英

语语种青年外语教师研究。

总之，中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占比大、困难多但可塑性强，加速推

进聚焦他们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 60 多年中，我国高校青年外语教师

研究逐步增长，但研究总量还很少。以往研究的理论视角、研究主题和

研究方法经历了萌芽期、起步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的发展，正朝着更加

贴近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真实职业生活和专业发展实践的方向发展，但也

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本章据此提出了以上三点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研究进展的评析，本项目明确聚焦面

临很多困难但可塑性较强的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这一群体。基于高校青年

外语教师研究领域对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本土理论的迫切需要，本项目

选定复杂理论为主要指导理论，同时在阐释具体研究发现时引入一些中

国传统文化理论。结合国家政策、教育变革和学术前沿的基本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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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研究和经验教师建议，本项目聚焦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跨学科研

究能力，调研他们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基本现状，分析他们的跨学科研究

能力发展路径，并邀请资深教授分享他们关于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能力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本项目还针对该领域在实证研究上的不足，采

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关注包含英语和其他语种的高校青年外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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