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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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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在大学英语教师能力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访谈、观察以及问卷调查，探

索了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参与学习共同体后，教师的教学策略、课堂管理以及教学技

术应用能力都有所改善。这表明，学习共同体对于促进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与其教学实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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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21 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交流需

求不断增长。大学英语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这就要求

英语教师具备的教学能力，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学习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模式，以教师专业成长为核心，促进教

师之间的互动和共同成长，起到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作用。因此，

探讨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以下研究问题： 

1. 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2. 大学英语教师在学习共同体中反映出哪些教学能力的变

化？ 

3. 如何持续应用和推进学习共同体以促进大学英语教师的

能力发展？ 

分析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并将其纳

入教师教育研究的框架中，有助于拓宽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视

野，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学习共同体与英语教师能力发展之间

关系的研究空缺，为教师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1. 学习共同体的定义与特征 

学习共同体是一个涵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学生等成

员，通过合作学习和交流分享，致力于促进学术成果、职业发展

和教育改革的社会性学习环境。目的是促进学习者在专业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共享、互动和发展，各成员通过与他人合作、探讨和

反思，提高各自的知识水平、理解和成长。它的主要特征包括多

样性（成员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经验和知识）、互动合作以及

共同承诺（成员对共同体的任务和目标有共同的承诺）。此外，

还可以按照组织形式分为：同质性组织（成员具有相似背景和目

标）或异质性组织（成员具有不同背景和目标）。创建成功的学

习共同体需要采取适当的实施策略，如组织有效的学习活动，充

分利用技术支持，鼓励互相学习和反馈，以及为教学创新提供资

源等。研究表明，参与学习共同体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成就、教

学方法和课程体验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提高职业发展水

平、教育质量，从而达到提升整体教育效果的目标。 

2.学习共同体与教师能力发展的关系 

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性学习环境，对学习者、教师和机

构等具有重要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应关注多样化的参与、互动

合作支持、组织与实施策略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成果。Vescio et 

al.(2008)进行了大量研究复习，发现教师沉浸在学习共同体中可

以改善他们的教学实践，并对学生学习产生积极影响；Stoll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学习共同体可以提供反思的环境，更深入

地理解教育政策和实践，从而改进教学方法并提高学生的学习结

果；Akerson et al.(2009)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在一个支持性的学习

共同体环境中，科学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实施科学教学的最佳

实践，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此外，学习共同体帮助在新知

识、技能和策略的传递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 60 名在中国东北某高校大学工作的英语教师，都

参与并积极活跃在教师学习共同体中。他们学缘结构多样，职称

包括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这样的研究对象能够更清晰

地呈现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学习共同体中，教师如何发展能力以

及可能遇到的挑战。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定性数据通过访谈

和观察收集，以理解教师如何在学习共同体中发展他们的教学技

能和方法。定量数据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以评估学习共同体对教

师能力发展的具体影响。访谈和观察笔记做转录，进行主题编码，

以便找出常见主题和模式；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

统计分析。对比教师参与学习共同体前后的教学能力，可以用 t-

检验进行对比。 

3. 数据收集 

深度访谈：在受训后实施访谈，让教师分享如何通过参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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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共同体改善教学方法，发展教师能力的体验和感受。访谈内容

包括教学技能、教学策略、评估方法、教学技术的应用、通识教

育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观察与记录：研究人员观察并记录一些学

习共同体的会议和活动，探究建设学习共同体并参与其中对教师

教学实践的影响。调查问卷：设计定量调查问卷，以量化地测量

学习共同体对教师能力发展的影响。问卷包括对教师在参与学习

共同体之后教学策略、评估方法、技术应用、突破和改善等方面

的能力评估。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在学习共同体中，86%的教师表示他

们的教学策略有所改善，74%的教师表示课堂管理能力增强。通

过调查问卷发现，在参与学习共同体后，教师的教学技术应用能

力提高的平均分数是 4.2（5 分制中），这明显高于参与前的 3.1

分。在学习共同体中，教师的角色不仅是学习者，参与共同体的

各种活动以磨练自身教学技能，同时也是分享者，传递自己的教

学知识和经验以供其他教师参考和学习。许多教师在参与学习共

同体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开阔的教学视野，对教学的理解更加深

入，对师生交流的技巧也更加娴熟。 

在进行深度访谈时，教师们普遍表示，学习共同体提供了一

个和同行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不同的

教学理念和策略。同时也提到，他们在学习共同体中对自己的教

学实践进行了反思，这一过程对教学能力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教学实践的审视和反思，能更好的理解和优化自己的教学

方法；参与学习共同体的教师更倾向于关注学生的个人差异和需

求，从而能更精确地因材施教；通过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交流，教

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这在教育多元背景的学生时

尤为重要。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 87%的教师认为在课堂管理方面的

能力有了提升，在处理学生行为、时间管理、课堂讨论、教学资

源的利用等方面有了更高的效率；78%的教师表示教学策略有所

改善，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学生评估等多个方面，

更有效的教学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学的质量；同

样在教学技术应用能力方面，显示出教师们在数字化教学和新的

教学工具应用上的进步。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教师都能在学习

共同体中找到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的途径。此外，这些教师逐渐适

应了数字化教学的需求，利用新的教学工具来改进教学方法。 

综上所述，学习共同体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能力发展产生了积

极且多元化的影响，帮助他们在专业技能上做出了显著的提升，

而且该进步与他们的教学实践密不可分。 

五、研究启示与建议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大学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存在使

教师们有机会尝试新的教学方式，学习和采纳最新的教育理念。

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教师们能够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数据也明确显示，参与学习

共同体的教师在课堂管理、教学策略和教学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

显著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学习共同体并不是单方面

的教师发展工具，它需要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和付出。与此同时，

提供足够时间和资源来支持老师们的职业发展同样关键。这意味

着学校和教育机构需要采取措施来支持和鼓励教师参与学习共

同体，比如给予教师足够的时间来参与活动，或者提供必要的专

业发展资源。此外，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需求和目标。

因此，学习共同体应该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以满足不同

教师的需求。总的来说，学习共同体是一个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

工具，但其成功实施需要教师、学校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积极配合

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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