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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外语教师 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
:
反思性教学

彭 慧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

,

湖南 长沙 41 助4)

〔摘 要〕 传统的教师培训模式难以适应当前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

反思性教学作为新型教

师发展模式已成为教师教育的热门话题
,

有目的地开展反思性教学活动对促进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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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
,

我国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量 日益增加
,

对高素质外语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加

大
,

在这种新形势下
,

外语师资培训和 自身建设的

重要性与 日俱增
。

以往课程改革多伴有大规模的师

资培训
,

其目的是将课程所规定的 目标
、

内容以及

实施方法等传达给教师
,

然而课程理想和课堂现实

之间往往相差甚远
,

结果是新的教材启用之后原有

教法却没有变化
。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全面展开的

今天
,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教师培训模式存在

的弊端
,

寻求一条更为有效的教师发展途径
,

从而

使教师真正成为课程改革的主人和新型教育理念的

践行者
。

二
、

反思性教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

国外外语师资发展研究

的热点已从外语教学理论的构建转向对教师已有知

识结构
、

思维模式以及教学能力的研究
,

一种全新

的探索外语教师自身发展途径的观点
—

“

反思性

教学
”

(re lle ct iv e tea ch 吨)
,

已受到国外外语教育界

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

(一 ) 反思性教学的内涵

在国外外语教学改革过程中兴起的反思性教学

是教学及师资培训的一种方法
,

它把外语教师培养

从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讨转向对教师教育和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研究
,

并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
:
教

师通过批评性地反思他们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可以提

高他们对教学的领悟能力和自身的教学质量
。

它注

重在教师教育的过程中
,

引导教师以其专业知识和

教学经验为基本出发点
,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
,

通过思考
、

计划
、

实践和评价等过程
,

寻求解决问

题的办法
,

最终达到改进实践和 自我发展的 目的
。

W allac e
(199 1) 将教师培训发展的三大模式归纳

为
:
技艺模式 (the Craft Med e l)

、

应用科学模式

(th
。 A即lied Sc ienc

e Mod el) 和 反 思 模 式 (th
e

R efl ec ti ve Mede l)
。

Wall ac e
认为

,

与传统的技艺模

式和应用科学模式相 比
,

反思模式是发挥教师主体

地位的模式
,

其核心是教师的自我发展
。

这一模式

注重体验与反思教育行为
,

注重个体意志和情感活

动
,

因而正好与当今外语教育研究注重人的情感与

价值的人文主义取向相吻合
。

在谈到如何提高在职

英语教师业务水平的几种途径中
,

Da vi e s
Pe二

e

(2仪X)
: 19 8 )强调

“

经常反思
”

(Con
s

tan
t re fle e ti o n

) 的

重要性
,

他们认为对教师发展最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是课后反思
,

即教师反思 自己在每堂课上做了些什

么
。

(二 ) 反思性教学的特点

(l) 主动性
:
反思活动的主体需要具有高度的

主动性
,

没有主体对反思的需求
,

反思就会缺乏动

力而流于形式
。

首先
,

反思型教师关心学生的发

展
,

因为只有关心学生
,

才会为学生的成长发展而

改进教学
,

并把这种关怀的原动力转化为一种高度

的责任感和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
。

其次
,

反

思型教师也关心 自己的成长和 自我完善
,

他们具有

较强的主体意识
,

勤于学习和思考
,

不断地充实超

越自我
,

他们把工作不仅仅作为一种职业
,

而且视

为一种事业
,

一个值得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融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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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命过程
。

(2) 调节性
:
在反思性教学中

,

教师根据反馈

回来的各种信息
,

针对预期的教学目的和下一步的

教学活动采取适当修正
、

调整等措施
,

如教学目标

的建立
、

教学计划的制定
、

教学方法与解决问题策

略的选择
、

教学内容及步骤的安排以及对教学效果

的检查评估等
。

而这一系列的措施
,

实际上是教师

根据 自己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已有的经验知识对 自己

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间题的调整活动
。

(3) 互动性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活动具有互动性
。

学生通过对自身学习过程的思

考
,

调节学习策略
,

提高学习效果
,

从而促进教师

思考如何教 ; 教师通过对教学过程的反思
,

调节自

己的教学策略
,

从而促进学生思考如何学
。

这种教

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保证
,

是把学生
“

学会学习
”

与教师
“

学会教学
”

统一起来的教学
。

教师的发展最终通过教学行为落

实到学生的发展
,

教师的角色由单纯的教育工作者

变为研究型教师
,

即由
“

传道
、

授业
、

解惑
”

者变

为教学与研究
、

教育与学习的有机结合体
。

(4 ) 循环性
:
反思性教学 旨在更好地认识 自

我
、

认识他人 (学生 )
,

调整下次实践活动的对策
。

反思性教学的活动过程经历四个基本环节
: “

明确

问题
—

计划对策
—

行动与监控
—

评价成效
” ,

这种循环往复式的反思
,

使外语教师对教与学产生

新的认识
,

达到新的升华
。

上述四个环节可 以分别

看作是前次行动后的反思
、

(本次 ) 行动前的反思
、

行动中的反思和行动后的反思
。

三
、

反思性教学的实施方案

反思性教学的活动旨在培养教师对教学过程进

行客观性和创见性思考的能力
,

以作为改进课堂实

践的 一 条有效途径
。

根据 Nu

nan (199 2 )
,

H
ann

e r

(19 98 )和 D av ie s 和 Pe aI’s
e
(2以x ))等人对反思性教学

的研究
,

反思性教学可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实

现
,

这些活动包括
:

(一 ) 自省 (货件

exannna
ti o n )

所谓
“

自省
” ,

就是不仅着眼于课堂上的教学

实践
,

而且还要进一步去思考教学步骤
。

教师一方

面审视自己的教学
,

另一方面回顾课堂教学的具体

步骤
,

并提出问题进行研究
。

这种利用所得到的信

息对教学进行的批评性反思能给教学和教师本人职

业进步带来积极的影响
。

每堂课结束后
,

教师问问

自己如下问题
:

—
讲课总体上达到了哪些效果?

—
学生对不同的教学活动有什么不同的反

应 ?

—
讲课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 为什么会成功 ?

今后将如何继续发扬 ?

—讲课的不 足之处在哪里 ? 为什么会失败?

今后应该如何改进 ?

(二 ) 写 日记 (山a口 wri tin g )

教师就课堂经历书写日记
,

并把这些记述作为

回顾和反思的根据
。

教学 日记是教师对有意义的教

学活动所作的书面描述和反馈
,

它能帮助教师看到

自己与学生取得的进步
,

以及取得进步的原因
。

通

过写 日记
,

教师以职业的眼光审视自己
,

弄清自己

的优势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

同时
,

写作过程

本身可激发教师对教学的认识
,

为 日后科研提供基

础
。

(三 ) 利用录音或录像记录课堂教学 (皿山o or

访d伪 加pin g of a 枉级 che r , s le 贬幻n)

这种方法是指教师对自己的课进行录音或录

像
,

以备今后回顾和反思时用
。

聆听或观看 自己的

课堂教学录音或录像
,

是教师培养自我意识能力的

手段之一
。

教学是教师独立地从事的实践活动
,

课

堂录音或录像能详尽地反映整个课堂教学过程
,

通

过收听或观看能激发教师反思性思考
,

总结教学行

为的成功与不足
。

教师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教

学的某个片段
,

或围绕某一方面问题进行反思
,

从

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

与其它形式相 比
,

观看录

像能扩大教师的反思空间
,

使教师从语言行为和非

语言行为两个方面对自己的教学有了更为直观的了

解和认识
。

(四 ) 同行观察 (, 况r o

缺rva tio n)

教师之间相互听课
,

观察和分析同事的教学活

动
,

或与同仁进行小组讨论
,

以探讨课堂中出现的

问题
。

听课时需要特别观察课堂组织 (
c

las
s

~
11妞Ln ag e llle n t)

、

教学方法 (teac hi嗯 me 由记 S
)

、

学生反

应(
stu de n ts

’

re spo ns es )
、

时间分配 (t诫ng )
、

教学辅

助用具 (te ac hi ng al ds ) 等问题
,

以及如何处理课堂

教学中的具体问题
,

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

(五 ) 行动研究 (a cti on
r e 熨纷Ir ch )

行动研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倍受国外外语教

育界青睐的研究方法
,

这种方法强调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自我反思
、

自我理解
、

自我完善
、

自我提高
,

即教师自己采取措施
,

改进教学行为
,

也就是 自我

质疑
、

自我解惑的行动过程
。

行动研究不同于一般

意义的教学研究
,

它不一定具有很大规模
,

一般指

教师在自己课堂内进行的小规模的调查研究
,

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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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教学环节
,

通过收集教学素

材
,

发现其中的问题
,

然后展开研究
。

教师可独立

思考
,

也可与同行讨论
,

找学生座谈
,

参考相关理

论
,

提出假设
,

制定计划
,

在教学实践中实施计划

以验证其有效性
。

行动研究也不同于临时性的教学

经验总结
,

它是与教师自身的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自我教学研究
。

(六 ) 问卷调查 (q u es 廿. 双. 扮e )

问卷调查最适合于调查学生对教学的某些方面

的看法和态度
,

这种方法省时
,

是师生沟通的一条

好途径
。

每学期开始或期中或期末进行几次调查问

卷活动
,

不失为教师了解学生对教学反应的好方

法
。

让学生填写调查表
,

回答诸如这些问题
:
你喜

欢这堂课吗? 你认为这堂课的成功之处在哪 ? 你喜

欢什么样的教师 ? 你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策

略 ? 你是否能听懂教师的授课 ? 你的学习 目的是什

么 ? 在课堂上你喜欢什么样的交流方式 ?

以上是教师进行反思性教学活动所采用的主要

方法
,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

教师有充分的空间去决

策该采用何种方法解决想解决的问题
。

四
、

反思性教学在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 ) 反思性教学探究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

特定的教学方法
,

因为教学背景不同
,

教师所采用

的教学方法也就不可能整齐划一或一成不变
。

反思

性教学并不是告诉教师某一种正确的教学方法
,

“

实际上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以让我们去描述一种

理想的教学方法
,

我们只能观察教师和学生进行活

动的实际
,

并注意哪些策略和原则更有利于教学
。

我们没有必要去照搬那些策略和原则
,

但是要意识

到有哪些可能性
, ” “

主要是由教师自己决定用哪一

种方法
。 ”

(Se五ve n e r ,

19 94 ) 教师发掘出适合 自己

的教学方法和准则
,

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做出最佳选

择
。

(二 ) 传统的听课 目的主要是评估授课者的教

学
,

而课堂观察的目的是收集有关的教学信息
,

它

为听课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反思机会
,

通过对整个

教学过程教师行为的分析和综合
,

帮助听课者提高

教学水平
。

许多教师不愿参加听课
,

也不喜欢他人

来听课
,

主要由于听课一般以评估为目的
。

要改变

这一状况
,

就应把听课视作搜集信息的主要手段
。

五
、

反思性教学的启示

反思性教学确立了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研究中

的主体地位
,

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出和总结个人的

理论见解
,

而不是盲目地套用他人的理论模式
。

教

师通过自省
、

日记
、

录音 /录像
、

听课等方式自觉

地观察
、

内省和反思课堂教学活动
,

发现问题并及

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

反思性教学是教师提高业务

水平的一种强有力的促动因素
,

教师水平的提高可

以通过总结自己的教学知识
、

技巧
、

经验
,

建立自

己的教学理论来实现
。

反思教学实践既为科研之道

的起点
,

又是教师 自身素质和职业能力发展 的必 由

之路
,

它是一座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已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
,

而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

师教学行为的改进以及教师实际职业能力的提高
。

如何借鉴国外的最新经验
,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

使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
,

这是有志于外

语教育的仁人志士所面临的任务
,

反思性教学为我

们提供了一条前景广阔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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