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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转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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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是知识的主要传授者，但是教师的隐性知识在网络环境下的转化受到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采用ISM解释结构模型法对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化分析，

构建网络环境下影响教师隐性知识转化影响因素的解释模型，该模型显示网络环境下影响教师隐

性知识转化的因素间的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四层：首先，最表层、最直接的因素是教师作为隐性知

识提供者的主观意愿和知识接收者对新知识的接收意愿；其次，教师隐性知识有序化的能力、知识

接收方的理解吸收能力、激励机制以及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再次，隐性知识转化的技术渠道、隐性

知识的复杂性、知识交流双方的知识差异、文化差异；最后，隐性知识的专有性是影响隐性知识转化

的最深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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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知识外显程度的不同，个体所拥有知识可

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显性知识只占一

小部分，隐性知识占一大部分，隐性知识是增强个体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力量，是个体所拥有的一笔宝贵

财富。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共享，关键在于

隐性知识的流动和转化⋯。只有推动隐性知识流

动，将隐性知识进行转化才能更好地实现知识共享、

创新和增值。教师是知识的主要传授者，随着网络

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共享的进程大大加快，人们对

教师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等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俗话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

一缸水”。由于教师丰富的知识库中有一大部分是

非结构化的隐性知识，因此促进这些隐性知识的转

化，对于促进知识共享、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因素分析法，构建教师隐性

知识转化影响因素的解释模型，以期能清晰直观地

把教师隐性知识转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展现出来。

二、在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转化过程

(一)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内涵

隐性知识转化是知识转化的一个表现方式，是

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途径。隐性知识是由个体所掌握

的难以通过语言或其他编码形式表达出来的非结构

化知识，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获得的，它

与个体的体验和经验紧密相关。在教师的知识结构

中，隐性知识表现为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积

累的教学经验、对于教学的感悟以及那些难以用语

言加以表达的思考与知识。教师隐性知识的转化，

就是将教师知识体系中这些难以言表的知识经过编

码的处理，转化为可以进行流通和共享的显性知识

形态。在网络环境中强调教师隐性知识转化，其意

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互联网知识体系的再生与繁荣。

在网络环境中的知识是由每一个使用网络的人共同

生成和维护的，主要表现为可以进行编码的显性知

识形态。Web2．0技术的成熟，使得教师可以更加

方便地使用博客、微视频等各种技术形态，将自己的

隐性知识体系外化，成为互联网知识中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促进互联网知识的再生与繁荣。

第二，有利于增加教师个体的知识量。在互联

网中，知识转化发生在每个个体中，教师不仅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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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成为可以交流的知识形态，

而且可以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吸纳其他教师或者网

络使用者针对某个共同话题的思考与经验，并将其

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这一过程不仅是教师对互

联网知识的贡献，而且是教师更新个体知识体系的

过程。

(二)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知

识活动表现为储存并传播知识、创造且转化知识、评

价与流通知识、共享和分配知识心J。隐性知识转化

作为知识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知识提供方(信

源)将知识(信息)经过编码，通过某种媒介(信道)

传送给知识接收方(信宿)的过程，其受到知识特性

以及传播背景环境(干扰)的影响。由此，本研究将

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描述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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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转化过程

三、在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因

素分析

(一)在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

因素

根据图1所示的网络环境下教师隐性知识转化

过程模型，本研究将影响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因素

分解为五个方面：隐性知识提供方、隐性知识接收

方、隐性知识转化的媒介、隐性知识特性以及隐性知

识转化的背景因素。

1．隐性知识提供方

作为完成隐性知识转化的主体，教师个体是否

愿意主动完成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以及对于隐

性知识进行编码的能力，将影响到其隐性知识转化

的效果，本研究将其描述如下。

(1)因素1：教师完成隐性知识转化的主观意

愿【3圳。教师的主观意愿直接影响隐性知识能否

转化及其转化效果。如果教师认为将自己的经验

等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并用于交流与共享会

失去对知识的垄断权，从而降低或失去相应的地

位和权力，或者是当知识转化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时，往往会表现出缺乏知识

转化的动力。

．64．

(2)因素2：教师知识有序化的能力"1。隐性知

识有序化是指将零散的、无序的隐性知识片段经过

理性思维、表述等方式表征为有序的系统化的知识。

当个体有序化能力较强时，教师将更愿意并且能够

对隐性知识进行转化。

2．隐性知识接收方

在网络环境中，教师既可以作为隐性知识的提

供方完成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也可以作为隐性

知识的接收方，完成知识的内化过程。他们对于来

自外部的隐性知识的接收意愿、理解能力将会影响

隐性知识的转化效果。

(1)因素3：隐性知识接收方的接收意愿∞j。隐

性知识接收方的接收意愿会影响教师知识转化的效

果。如果对方存在排斥心理或者认为接收的知识价

值不大，那么知识转化的效果会有所下降。

(2)因素4：隐性知识接收方的理解能力"J。接

收方对新知识的理解吸收能力与他的原有知识存量

和悟性有关，原有知识存量越大、悟性越高，则理解

吸收能力越强，可能更愿意接受新知识，知识转化的

效果也越好。

3．媒介系统

传统的隐性知识转化途径一般是面对面地直接

讨论和交流，这种方式一般受到时间、空间以及其他

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隐性知识转化的效率非常低。

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与人的交

流提供了跨时空的技术环境，为隐性知识转化提供

了更广阔的平台。但是，知识转化仍受到一些技术

的阻碍，如在QQ、MSN、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技术

工具的使用过程中，随着同时对话人数的增多，容易

形成场面嘈杂的局面，从而给隐性知识的转化带来

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媒介系统作为影

响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第5个影响因素。

4．隐性知识自身的特性

隐性知识是本研究中知识转化的客体，也是网

络知识再生最主要的来源，其本身所具有的专有性

以及复杂性，也成为影响自身转化效果的重要影响

因素。

(1)因素6：隐性知识的专有性¨1。隐性知识一

般都存在于个体大脑中，常表现为经验、技巧和技能

等，是一种个性化的、与个体无法分离的知识，具有

专有性，这对知识提供方的主观意愿和知识接收方

的接收意愿也有一定影响。

(2)因素7：隐性知识的复杂性。隐性知识大部

分都是非结构化知识，难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公式和

科学规则等来表达和规范，大部分隐性知识形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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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与特定环境和背景相关联的，具有高度的复杂

性。如果隐性知识的复杂度越高，对所提供知识的

有序化就越困难，那么知识接收方理解吸收知识也

越困难。

5．环境背景

教师隐性知识是与特定环境和背景相关联的，

影响其知识转化的环境背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

(1)因素8：激励机制一J。激励包括两方面：一

方面是物质上的激励，如奖金等；另一方面是精神上

的激励，如他人的认可和赞许等。激励机制的健全

与否，不仅直接影响知识提供方知识转化的意愿和

主动性，而且影响知识接收方的学习态度和接受

意愿。

(2)因素9：缺乏信用。知识转化的基础是信用

而不是物质利益，尤其是在网络社会，当信用体系缺

乏时，知识提供方不愿将知识转化为共享，知识接收

方也不愿从不信任的人那里接收知识，影响了知识

的转化。

(3)因素lO：知识差异。教师个体的知识存量、

经验、认识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是不同的，他们对知

识的意义、价值、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个体知识储备

差异越大，他们之间知识转化越困难。

(4)因素1l：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是影响知识转化难易程度的直接因素，而且网络文

化与传统文化存在语言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如网

络语言的流行冲击了传统规范用语等，都会增加知

识转化的难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建立了在网络环境中教

师隐性知识转化影响因素的列表，并分别给予编号

呈现，如表1所示。

表1 在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因素列表

(二)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因

素解释结构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寻在网络环境中教师隐性知识转

化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用解释结构模

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以下简

称ISM)的方法，对表1中所罗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ISM是美国华费尔特教授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

济系统有关问题而开发的一种方法，是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结构化模型技术之一，它可以把模糊不清

的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结合人们

的实践经验和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具有良好结构关

系的一个多级阶梯的模型结构[1 0I。

1．建立系统要素关系表

本研究以表l所罗列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对其

中两两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分别把每一个

独立因素与其他因素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之间存

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则用符号“0”表示在要素关系

表中，最终形成一个1l幸11的要素关系表，如表2

所示。

表2影响因素关系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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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邻接矩阵

根据表1所示的要素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邻

接矩阵A(图2)，其中，SⅡ=1表示两个因素之间有

直接关系，Su=O表示两个因素之间无直接关系。

A--rsij】Il

图2邻接矩阵A的示意图

3．进行矩阵运算，建立可达矩阵

可达矩阵R是指用矩阵形式来描述有向连接图

各节点之间经过一定长度的通路后可以到达的程度；

单位矩阵I是指仅其对角线元素为1，其他元素均为

。的矩阵。可达矩阵的运算过程为：邻接矩阵A加上

单位矩阵I，即A+I，再计算(A+I)K，直至(A+I)K

+l=(A+I)K。根据系列矩阵转换，本研究最终得

到如表3所示的可达集和先行集求解第一层要素集。
表3 可达集和先行集求解第一层要素集

4．建立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经过上面的划分，可以得出在网络环境下影

响教师隐性知识转化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图

3)。从图3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网络环境下影

响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因素间的关系结构可以划

分为四层。

(1)第一层影响因素。在网络环境下影响教师

隐性知识转化的最表层、最直接的因素是教师作为

隐性知识提供者的主观意愿和知识接收者对新知识

的接收意愿。隐性知识的转化只有在双方愿意的条

件下才能发生。

·66·

囤 圈

图3影晌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2)第二层影响因素。教师隐性知识有序化

的能力、知识接收方的理解吸收能力、激励机制以

及双方之间缺乏信任都会直接影响知识提供方和

知识接收方的主观意愿，进而影响隐性知识转化。

如果知识提供方有较强的知识有序化能力。而且

知识接收方对新知识的理解吸收能力也很强，那

么知识转化更易发生。同时，建立良好的激励机

制，加强知识双方信任程度都会促进隐性知识的

转化。

(3)第三层影响因素。隐性知识转化的技术渠

道、隐性知识的复杂性、知识交流双方的知识差异、

文化差异，都会影响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转

化的技术渠道和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对知识提供方知

识的有序化和知识接收方知识的理解吸收都有影

响。当知识很复杂、技术渠道不通畅时，知识提供方

的知识有序化会很困难，而且知识接收方的知识理

解吸收也会受到阻碍。当知识双方的知识差异、文

化差异较大时，不仅对知识有序化、知识理解吸收有

影响，而且也会带来冲突和误解等，从而影响双方的

信任程度，最终阻碍知识转化。

(4)第四层影响因素。由图3可知，隐性知识

的专有性是影响隐性知识转化的最深层因素。隐性

知识的专有性涉及的是知识作为资本方面的问题。

例如，当教师将知识进行转化并共享以后，相当于降

低了自己对知识的所有权，因此，教师便不会轻易将

知识转化为共享。如果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对知识

的专有程度，那么教师的隐性知识转化将更易发生。

四、结语

隐性知识占教师拥有知识的一大部分，研究隐

性知识转化对提升知识转化效果、促进知识共享具

有指导意义。知识转化是贯穿教师终身的一项动态

f圈
—p卜pp申pp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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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活动，而网络环境对教师隐性知识转化的影响

有着多方面因素，因此探究教师隐性知识转化是一

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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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cess and Innuence Factors of Teachers7

Tacit Knowledge Conversion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ZHA0 Panl．QIN Dan2

(1．CoNege of Teacher Education，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s，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Knowledge conversion is the change of knowledge form and the renewal of knowledge itself，which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to

facilitate the sharing，creation and evaluation of knowledge．Teachem are the main imparter of knowledge．However，as a 110111-structur-

al knowledge，teachers’tacit knowledge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We used the ISM to research the influ-

once factors．Depending on the ISM，we ident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hop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Key words：teachers7 tacit knowledge conversion；influence factors；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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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间养老保险关系顺畅转移接续，促进人才合理

流动和优化配置。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是新《民促法》的重大规定，

将影响到教育领域(包括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

综合改革。今后需要深化民办教育的政府规制，从

民办学校的准入、收费、税收、退出等方面细化法规

与政策。同时，民办学校也需要在自主选择登记为

非营利性学校或营利性学校的基础上，规范办学，合

法经营，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改革，以

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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