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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自我引导 
李传香  谢  静 

（三峡大学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着新课程改革的成败。如果不把研究的焦点
对准教师，英语教学的改革将不会有大的成效。本文从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自我引导，采用自我叙事方法进行研究，望对教
师同仁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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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教师的专业

成长倍受社会和学者关注。随着 21 世纪社会对教育需要发生的巨

大变化，对教师的专业成长要求和期待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是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教师的专业成长实际上是指教师在内在专业结构上持续的更

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而内在的专业结构包括专业精神、知识、

能力和伦理等(曾红凤，刘健智,2015)。 

2.概念界定 
教师在学习知识时，很多情况是独立进行的，如独立阅读，对

教学策略进行改革和试验等。中学教师“自我引导”式专业成长途

径，是指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为完善或达到某一特定的

目的，通过大量阅读，或学习、模仿、改进他人的方式以完善自己，

在此过程中实现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由此看来，自我引导的关键

在于独立的学习、进步。 

丹尼斯·斯帕克斯和苏姗·劳克斯·霍斯利在其合著的《专业

发展模式》一书中提出，教师专业成长有 5 个基本途径: 自我引导、

培训、参与发展或改进过程、观察与评估、探究（杜殿坤，1999）。

本文就其中的“自我引导”式为参照，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方面，

对我国中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进行探讨和分析。 

3.理论基础 
阶段性理论学家提出: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发展阶段都会有不

同的专业发展需求。如时间管理和课堂管理帮助对刚毕业的新手教

师来说是其需要关注的，但对于而言，而这就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教师的发展需求(Andrew Levine.1989)。关于自我引导的学习风格，

有学者提出，每个人对信息感知能力和处理方式各有差异，因而不

同的人进行自我提升的有效学习方式会有区别，如是合作式学习或

独立式学习，是听课学习为主或自学为主，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成人学习理论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

更多的自我引导，而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也在激发个人进行自我引导

(Kidd J Ｒ.1973.& Knowles M S.1980)。成人在大多学习活动中，都是

基于一定目的，自主激发的学习活动，而并非事先在计划内(Lohman 

M C.2001)。纵观以上研究，适合每个人的自我引导方式不同，教师

运用其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个

人引导式的方法最为有效和针对性(迈克·富兰,2000)。 

综上分析，自我引导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运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效率，从而促进专业成

长。 

4.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s）（Canagarajah 2012；Ellis & 

Bochner 2006）为研究方法。通过讲述真实故事，在 10 年的职业生

涯中，对反思日志，课堂观察笔记，日记，录音，视频，照片及现

存的各种书面文档进行整理收集，通过内省、反思和回忆生成的软

数据，分析整理出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自我引导。在实践层

面上，笔者结合自身实践，通过下文自我叙事，以第一人称“我”

进行叙述，并通过数据和线索逐层揭示教师如何进行自我引导，最

后达到教师专业发展，利用叙事研究方式进行讨论，研究。 

5.自我引导实践发展 
5.1 自我引导——寻求学习机会，克服迷茫心态 

我于 2010 年 7 月大学毕业，清晰记得拖着行李，也不知是如

何回到家乡，直接到了市里，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份培训学校的工作，

8 月选择入职上岗，从事英语教师工作。那时根本没有对专业发展

规划的目标，更无法涉及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认识，没有具体的实施

策略，只是选择了一份工作，无法分析自身情况可能给专业发展带

来的制约，不明确未来是否会持续选择教师工作，很矛盾和困惑，

如下面日记所示。 

已经就职 2 个月了，也从试用期转正了，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吧，

因为对工作没有过多的思考，只有当学生在称呼我为“老师”时，

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从事教师的工作，未来很迷茫，还能坚持多久

呢？（日记，2010.10.2） 

2010 年，浑浑噩噩的度过了下半年，对教师专业发展没有思考，

没有规划，但真正开始意识到：从事教师工作，需要不断自我提升，

教师专业需要不断发展。是在 2011 年 8 月，去见了青少年宫的李

老师，跟李老师进行了交谈，开始意识到需要进行自我提升，下文

节选了部分日记中记载的谈话内容: 

李老师：你有没有对自己进行规划？ 

我：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老师！ 

李老师：理想很好，可是如何成为优秀的老师呢？是不是应该

有计划啊？ 

我：是的，谢谢您。（日记，2011.8.4） 

这时逐渐有了专业发展的计划，开始考虑自己发展的目标，意

识到自己应该进行自我专业提升，需要克服纠结与迷茫，也需要自

己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开始制定目标和规划，目的是要有方

向，不能一直处于迷茫中。碰巧 2011 年开始，校长要求写教学反

思，这是自己后来在教学中，一直坚持记录，对自己成长和帮助比

较大，回顾当年的这些教学反思，虽然都是比较稚嫩的，但是从这

些反思中，能逐渐找到方向，克服自己的迷茫。例如，一次的教学

反思中，我写道： 

今天 Joyce 老师教研上的一节展示课，感觉很不错，她的课好

活跃啊，英语课还可以这么上啊，我们在下面配合也很好，如果我

是学生，我会喜欢上她的课的，向她学习！ 

（教学反思，2012.12.1) 

2013 年，跳槽到另外一家大的培训学校，在那里度过了职场中

的转折期，就职了 5 年。2013 年－2014 年是我教师技能成长比较快

的时间，每周至少随堂听一节成熟教师的课，会做课堂观察笔记，

坚持了 2 年时间，还另外参与学校每周一次的教研。只是这一点点

的成长，随着 2015 年，怀孕生子，有所减慢。休完产假再去上班，

生活的琐碎、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没有精力思考自己的发展，只有

工作上的各种不适应，问自己：是不是我的职业瓶颈提前到来了？

也来不及思考职业瓶颈该如何突破，这段时间的教学反思非常少。 

直到 2017 年，在进入职场第 7 年的时间，这时有了对教师专

业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通过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回顾，反思，认为

必须进行教师专业发展的提升，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带着规划，选

择到另外一所学校就职，有一次跟领导的微信沟通，我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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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学校为我提供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需要在教学上形成自

己的风格，会踏踏实实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次教研，希望自己

的发展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微信记录，2017.11.8) 

现在整理资料时，发现在 2012 年-2019 年时间，参与了 50 场

的培训，学校也聘请了市里优秀的教学专家，至少半年一次职业专

业培训，我都认真参与每一次培训，获益匪浅。例如，在一次会议

记录里，我这样感慨道： 

徐教研员的培训很精辟，也很在理。教师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

琢磨教学目标，认真备课，不仅要备课程，还要备学生。一堂课我

们看的点不是老师讲了多少，而是学生学到了多少。（会议记录，

2013.6.18) 

5.2 自我引导——听课取之长，补教学之短 

林存华（2006）在《再议听课的作用》中描述，听课对教师专

业成长的益处是: 听课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个人的教学方式

是有局限的，听课能避免走进自我封闭的怪圈，在听课的过程中，

汲取他人不同的方式、方法，同时与教师们的思维进行碰撞，教师

可以选择性地在多种方法中整合出最优的教学策略。 

听课也可以提高教师的内在修养，教师可以学习新的教学模

式，改进教学方法，同时可以学到很多不可言传的如教学风格、气

质、师德师风等知识。优秀的教学课堂激励着听课教师的进取心，

使他们想去仿效、学习，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听课者在评课整

合后也会整理好自己的课程思路，进行课堂改善。 

正因如此，为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规定教师每月听课次

数，严格考核。我在这 10 年教学实践中，学校一直严抓听课数量

和质量，还开展拜师活动，让优秀的教师带徒弟，徒弟需要经常地、

定期地听师傅的课。当然我觉得不能把听课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

应该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学习，这才是我文中所讲到的自我引导，

我所探讨的听课，也是在自我引导的维度下，进行的实践。 

我 2012 年，进入到第二家培训学校后，学校的入职辅导做的

比较好，学校帮忙选择了“师傅”，对我进行帮带辅导，试用期半

年，这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2012 年-2013 年，进行了大概 100

节课的课程观摩，参加了大概 80 次的集体备课，成长很快。在骨

干教师的帮助下，使初为人师者，尽快适应教学工作，顺利度过教

师专业化的适应期。 

5.3 自我引导——勤于阅读反思，保持积极心态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离不开阅读，阅读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

式，可促使教师积极改变自身陈旧的思想和观念，增长教师智慧，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我在刚开始入职时，感觉自己的时间本身就不够用，更何谈阅读

呢？因此以此为借口，选择不阅读。也是后来发现，时间挤挤总会

有的。 记得 2013 年，学校规定，教师每个月至少阅读一本关于教

育方面的书，要求每月做读书分享会，阅读时就会随手批注读书心

得 ，积累阅读体会，并在读书交流会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现

在还保存一些当年做读书分享时的照片，收获很大，促使自己不断

在教学水平和能力上完善自我。 

而教师的思考可以通过观察日志，教师日志等记录性的文字来

完成，前文提到过，我从 2013 年开始，坚持写教学反思日志，现

在留存的有三本，主要是发现自己或别人教学中的优点与不足，针

对不足如何改进等，下面是一篇教学反思日志中记录到的： 

该老师在教学道具的准备上，非常用心，课程点评环节中，也

有提到过，实物教具是最好的教具，备课时，花点心思准备教具，

是不是会让学生有不同的感受呢？（反思日志，2015.3.14） 

通过阅读反思，也能让自己时刻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这是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不可或缺的条件与内容。教师只有具备积极健康的

心理，才能勇敢面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也才能在工作中不断进取。

我一直保持积极乐观，传递正能量，即使在 2016 年，我已育生产，

重返职场，面对各种不适应，也积极努力调整，当然也感谢身边恩

师的不断开导，记得一次电话里，他跟我聊了一个小时，她指出： 

积极乐观的心理是解决一切问题良药，只有有这样的阳光心

态，你才能顺利的度过这段职场新手妈妈的困难时期。（电话录音，

2016.11.5) 

6.结语 
这篇叙事探究中，通过对教师职业生涯自我引导历程的回望与

审视，发现自我职业生涯中的茫然，困惑，教师通过时间和经历，

阅历的增加，可以通过自我内在内驱力的引导，进行主动学习，克

服迷茫与困惑，通过不断地听课反思，阅读反思，达到保持积极的

状态，最后促成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个体成长中的每次重大转折，

无不与外部环境交织在一 起，自我引导，是成长的内驱力。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沉思的生活不值得过。叙事即内省，自传

叙事让我们通过 “经历、讲述、再经历和再讲述”（杨鲁新，2018），

对自我的经验故事进行重构，并重新对其进行诠释与解读(黄素君，

2015），它能够 “打开记忆的边缘，挖掘那些内心深处被 ‘忘记’、

受压抑与被否定的部分”（黄素君，2015），帮助我们看清自我的生

命脉络。现如今社会的忙碌，或许最缺乏的即是某时某刻的自我暂

停，予自己些许时间反思过往，方能看清远方，一如索伦·克尔凯

格尔所言：“生活虽然只能向前，但需要回望才能理解生活”。自传

叙事帮助教师向内探寻，在与历史的自己、未来的自己对话中，倾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实现从被外部力量定义到自主的心理转变，扎

根于内在力量，达到自我引导，从而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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