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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英语教育作为一种自由实践：教师观点的分析
夏洛特·福福·洛莫蒂

教育大学，温尼巴，加纳

摘 要：本研究调查了高中英语教师对批判性教学法的看法，以及批判性教学法在课堂上的适用性。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们抽样 220 名英语教师回答了一份问卷，其中 50 名教师参加了访谈。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简单编码系统进行专题分析。结果表明，教师认为批判教学法是一种可行的替代传统教学实践。基于这些结果，建

议教师在英语课堂中实践民主是重要的，以便学生把自己视为社会中有价值的成员，他们可以实践教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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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d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Senior High School（SHS）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on critical pedagogy as

well as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ir classrooms.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220 teachers of English were sampled to respond to a

questionnaire,with 50 out of this number selected to take part in an interview.The data were subjecte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the

SPSS and thematic analysis by a simple system of coding.Results suggest that teachers consider critical pedagogy a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actice.Based on the results,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practice democra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in order for students to see themselves as valued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ho can practice education

as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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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Freire的《批判教育学》中，学校被描述为最适合

进行解放的地方，这种解放应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体验

（Hooks，2004）。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并不一

定会体验或享受这种解放，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教师

通常处于指控的接受方。根据Burbules&Berk（1999），

批判性教育学是在教育机构和其他媒体内开展的一

项工作，旨在提出有关权力不平等、许多学生机会和价值

的错误神话以及信仰系统如何内化到个人和团体放弃非

常渴望质疑或改变他们的生活。（第 50页）

这种观点只是表明，批判性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

（包括语言教学），使个人、教师和学生都能够质疑现有

的结构，并努力改变生活和整个社会。与此相关，López

-Gopar（2014）认为，批判性教学法让学生有机会讨论与

歧视性做法、社会不平等、身份协商和权力有关的问题。

虽然看起来语言课堂只是为了教授语言，但久保田（201

4）认为，在英语教学中，谈论和教授有争议的问题是不

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学生有顾虑，而这些顾虑与社会正义

等更大的社会问题有关（Fleming&Morgan,2011）。因此，

学生的关注可以成为在ESL课堂上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或

话题的窗口。本文考察了高中英语教师对批判性教学法及

其在课堂上的适用性的看法和意见。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

如下：下一部分讨论加纳的英语教学及其与批判性教育学

的关系。第三部分介绍了研究采用的概念框架，第四部分

重点介绍了数据收集和分析所遵循的程序，第六部分对结

果进行了讨论。本文以教学意义和第七部分的结论结束。

1 加纳的批判性教育学和英语语言教学（ELT）
在独立时，英语被选为加纳的官方语言。它在学校中

主要被视为教学媒介以及政府业务和国际贸易的主题。事

实上，它是事实上的国语，也是受过教育的人的通用语。

在独立之前，英国人培训了一些黄金海岸公民来填补某些

文职职位，并帮助推进英国商人及其行政人员在城堡（A

djaye，2005，第 7 页）。有趣的是，第一批受益于英国

教育的公民在英国接受了培训，并带回英国以扩大已经存

在的教育。尽管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还有其他欧洲人，但英

国人开始在黄金海岸提供教育，包括城堡学校。这意味着

加纳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的制度，直到历届政

府都进行了改革。例如，1980 年的改革侧重于将系统从

学术转移到国家的人力需求。目前，加纳在大学预科阶段

采用 3-6-3-3 格式。这个包括三年幼儿园、六年小学和三

年初中教育（九年基础教育），然后是三年高中教育。总

的来说，可以说加纳的教育体系是殖民化的遗产。

2 概念框架

支撑当前研究的概念框架来自Moorhous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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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三个主要的主题思想概括了批判教育学概念的

本质。这些为学生提供发言权，为他们提供与其生活经历

相关的教育，并提高学生对社会不公正的认识。

让学生发声

加纳从英国继承的教育被视为银行体系的体现（Frei
re,2000，第 72 页），语言教育也不例外。在这个系统中，

学生被视为休眠的个体，他们只是来学校听课，并期望接

受给予他们的任何东西。这样一个系统的运作假设只有教

师拥有可以传授给学生的所有知识。学生被认为是存款

人，而教师是存款人。储户将知识存入这些存管处，就像

个人将钱存入不主动接收资金的银行账户一样。从本质上

讲，信息从教师直接流向学生（Mbodila&Muhandji，201

2）。学生大多被视为需要填满的空容器，没有在教学过

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造成师生之间的单向交易。

根据Freire的说法，如果学生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对话

创造意识（或conscientização），他们就可以成为批判性

思考者。Mahyuddin等人（2004）还认为，学生发展批判

性思维技能，成为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学习者，通过批判意

识实现语言课程目标。Pica（2000）认为语言学习和思维

技能通常被视为独立的过程，导致学生与他们作为变革推

动者的角色疏远。为了避免这种疏远，Canagarajah（200

5）认为教师可以让学生意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代理人的权

利和能力，他们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所期望的变化，因为

包括加纳在内的语言教师有很大的对学生语言学习的影

响（Lipman，2003）。不幸的是，教师似乎没有向学生

提供知识、辩论和对话（Giroux&Giroux，2006），尽管

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教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Freire，20

00）。

学生最终成为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公民，即缺乏思考和

改变社会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Freire（2000，第 2 页）

认为“学生在储存委托给他们的存款方面工作越多，他们

就越不会发展出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会因他们作为

那个世界的改造者而干预世界而产生”。为了让教师和学

生都能影响和塑造社会，Freire建议教育应该是一种以实

践为重点的提出问题的活动，这是一个教师将通过教育学

到的理论或概念实际应用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学生

有机会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并将其应用于改变

世界。通过实践，学生反思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批判性

地思考如何通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将其转化为有意义

的想法，从而使过程不那么疏远，更实用。实际上，实践

包括结合理论、反思和行动来获得教育自由。

在Hooks（2004）看来，当学生被赋予发言权时，他

们会实践她所谓的启用教学法，这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可以

自由分享经验的方法。在课堂上有发言权不仅仅意味着有

机会说话；它涉及的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它呼吁教师重

新思考和修改他们的教学课程。在修改课程时，教师必须

作出调整，以适应学生的意见和输入。教师不应成为课程

设计过程的“主宰”，而应像Shor（1992）所倡导的那样，

利用学生带到学校的文化资源来构建课程。通过重新审视

课程并根据学生的输入对其进行重构，教师促进了角色从

教学过程中的对象转变为积极的、批判性的参与者。

加纳学生需要的这种自由来之不易，尤其是在加纳大

多数学校的学生只希望复制而不是让老师和其他同事参

与任何对话的背景下。根据Freire的说法，

银行业教育抵制对话，将学生视为帮助对象，而提出

问题的教育则认为对话是认知不可或缺的，它揭示了现

实，使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他进一步指出，提出问题的

教育以创造力为基础，激发对现实的真正反思和行动，从

而回应人们的使命，即只有在进行探究和创造性转变时才

是真实的存在。由于与单向信息流相关，教育银行系统有

一些局限性。Mhodila和Muhandji（2012）还指出，银行

系统中的教与学主要成为理论而非实践。他们进一步强

调，它限制了互动，缺乏创造力并且整合较少。

与传统方法不同，批判性教学法基本上以在学生中创

造一种变革性文化为中心。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因

为它旨在改变学生对他们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的看法。这

种方法使学生能够通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来发展他

们的口语技巧，同时理解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样，他们可

以被激励更多地发言，因为他们可以与问题联系起来并谈

论真实的问题，让他们深入了解问题的性质、起源和可能

的解决方案。应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关注学生真正需要谈

论的内容，让他们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帮助学生批判

性地进步，从而使他们能够改变社会结构，从而使教学过

程更加愉快。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可以改善生活条件。

3 提供相关教育在语言课堂上实践自由

教师需要提供与学生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教育。这包

括了解该国的教育意识形态，为个体差异留出空间，并认

识到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其他因素是我们对什么是好什么

是坏以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信念。将政治和意识形态与

我们的教育体系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关于学校

的决定是高度政治化的，几乎所有在学校做出的决定和关

于学校的决定都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有关。

人天生就是个人主义的；适合一个人的不一定适合另

一个人。因此，教师应该将每个人视为具有自己特点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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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与他们互动（Freire，2000）。为

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在课堂社区中激发了对每个学生的兴

趣并认识到他们的存在而深受影响的兴奋。为了促进批判

性学习，Hooks（1994）指出，教师不能简单地教书，而

是要确保他们承认课堂上每个人的存在。她呼吁这种坚持

不应简单地陈述，而应通过教学实践来证明。加纳的英语

教师可以通过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有潜力影响课程来做到

这一点，而这种影响以贡献的形式出现。由于这些贡献是

有用的，它们成为建设性使用的资源，以提高班级的能力

并创建一个开放的学习社区。

被授权意味着学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实践批判性教

学法的环境中，并在一个他们以前不存在的环境中拥有权

力。在几乎所有加纳的教室里，学生都被要求遵守规则，

不要挑战权威。大多数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当学生被

允许质疑他们接受的教育类型以及教育是如何传递给他

们的时，他们会变得不尊重、傲慢、不听话和叛逆。Frei

re（2001）认识到教师向学生提供相同水平和内容的[语

言]教育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应该为学生提供差异化的

教学，因为并非所有学生都会从一刀切的教学方法中受

益。基于此，他暗示提出一刀切的建议是不明智的。

4 提高学生对社会不公的认识

Kanpol（1998）观察到，学校的威权性质受到控制机

制、标准化课程、严格的规则结构和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

的指导。通过自上而下的层次结构，教科书的生产由教育

当局决定。这是因为教师和学生不编写这些教科书，这些

教科书是由被认为是“专家”的人开发的，没有考虑学生

希望和不希望学习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自上而下

的过程控制着教育系统，因此教师需要了解隐藏的课程和

隐藏在书籍内容中的隐藏意识形态。关于隐藏的课程和隐

藏的意识形态，McLaren（2000）指出它们阻止教师在课

堂上追随他们的兴趣和创造力，因为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允

许他们这样做。不幸的是，大多数出版商建议教科书作者

遵循指南以避免包含有争议的主题（Akbari，2008）。这

种做法带来了政治和社会无害的麻醉英语课本，这些课本

吸引了国际观众（Gray，2002），却忽视了真正的人需要

这些书。在语言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了解语言与社

会的关系，以帮助解决问题。

教育系统促进的一个方面是课堂和更大社会的不平

等。这意味着批判性教学实践旨在消除这种边缘化，并取

而代之的是促进公平。例如，Freire（1970）揭示，边缘

化群体主要是失去了他们的声音和身份，重新获得声音和

抵制不公正的再生产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Freire继续强调，边缘化学生应该反思他们的具体情况，

以找出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此外，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导致

他们被边缘化的因素。这也意味着教师需要不那么自信，

而是退后一步，让学生在产生和参与通常被认为有争议的

话题时有自己的发言权。为了提高学生对社会不公正的认

识，必须允许他们通过提供民主来挑战现状。民主虽然是

人民政府，但民有、民享，只是在政治圈子和口号中开始

和结束；它没有扩展到加纳的学校。

根据Freire（2000）的观点，提出问题的教育只能发

生在平等、尊重的关系中。实际上，Freire提倡一种系统，

在这种系统中，教师用平等主义的互动取代传统的师生等

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彼此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加纳的大多数（当然，所有）语

言教师都没有承认，学生越是感到被压迫或被压制，他们

就会变得越固执，试图抵制这种倾向，而这些往往会导致

反抗。

挑战现状不是不听话或不尊重；它是关于质疑教育应

该对你做什么，塑造你，给你发言权，赋予你权力，改造

你，以及装备你，改造你的社会。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的

责任是倾听、接收和复制，而不是提出任何可能危及他们

生命的问题。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在高中最为普遍，应该

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价值感、人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这个级别的老师没有责任培养这些学生发展这些品质并

在不质疑想法和理想的情况下提升教育阶梯。当他们到达

大学时，他们希望老师能像以前一样将他们存入银行。这

使得大学老师的工作变得困难，因为他们在试图满足学生

的同时，最终也成为了银行家。这种不幸情况的最终结果

是，甚至大学教育也变成了一种压制、压迫和支配的状态。

5 方法论

5.1设计和样品

本文使用的方法论方法是混合方法，以收敛并行混合

方法为设计。选择该设计是因为有必要同时收集数据，以

免错过任何愿意在回答问卷后参加后续访谈的参与者，因

为时间在这种设计中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该设计之所

以被采用，是因为它更好地理解了批判性教学法作为英语

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挑战的问题。由于不可能对加纳的所有

英语教师进行研究，因此选择了一个样本来代表这一人

群。该样本是从加纳所有地区的 550名英语教师中挑选出

来的，以参加一个研讨会。在这个数字中，选择了 220

名教师进行研究。虽然 220 人被随机抽样以回答问卷调

查，但 220 人中的五十（50）人被方便地抽样接受采访，

这被认为是加纳英语教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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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仪器

研究中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用于收集数据的问卷和访

谈指南。该问卷旨在征求教师对批判性教学法在加纳英语

课堂中的适用性的看法和意见。该问卷是从Tabatabaei（2

013）采用的，被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基本

项目，这些项目使我们能够收集有关英语教师对CP在加

纳环境中应用的看法和意见的数据。面试指南还包含有关

CP应用的问题。虽然面试指南中只有 15个问题，但后续

问题有助于深入研究加纳的英语教师如何看待这一概念

在教学中的应用。

3.3数据收集

参与者收到问卷以获取他们的回答。研讨会持续了三

（3）天；问卷在第 2天发给他们，并允许带回家并在第 3

天带来。因为该方法是并行混合方法一，问卷留有空间，

参与者可以表明他们是否想参加后续访谈。在 220人中，

有 50人表示愿意参加采访。采访跟随在他们提交问卷后

立即进行。这样，就确定了一天中的面试时间。每个会话

持续不超过 20分钟，因为它不打算拖太久，以免使受访

者对会话不感兴趣。每个会话都使用DAT记录器单独记

录，用于正字法转录。

5.3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主题）分析。对于

定量分析，问卷由统计学家编码并输入SPSS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这里的分析是根据研究问题的主题进行的，以便

于识别和讨论。在输入所有原始数据后，使用软件获得统

计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值。采访录音以正字法转录，主题从

笔录中确定。所有主题都根据给出的回答进行分组和编

码。分析结果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6 结果与讨论

如前所述，结果按照研究问题的主题呈现。第一项研

究旨在获取有关教师对CP应用的看法的信息。在这里，

结果表明，教师普遍对CP的态度。

6.1教师对批判性教学法的看法

如前所述，本研究旨在了解在他们的英语课堂中应用

CP的可能性，第一个研究问题侧重于教师对CP的看法。

总共有六（6）个主题来自该问卷，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表 1-6和图 1-6显示了主题的统计结果。

6.1.1对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表 1展示了从关于意识形态在语言课堂中的位置的问卷

中收集到的回答。

表 1 课堂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反应

教师的观点与CP的原则一致，因为他们将语言课堂

视为讨论语言问题、传授新意识形态和与学生进行社交互

动的场所（Kubota，2014）。平均值表明教师同意所有项

目。例如，教师认为学校是一个可以与学生讨论语言教学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地方。这一点得到T01 老师的支持，

他暗示：

不是我去上课，教书然后离开。我们都知道学生在说

和写英语时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谈论这些问题，以便我

们的学生明白，当你学习一门语言时，你也需要知道与之

相关的问题。有些学生只能说话英语；因此，他们将其与

母语混合。如果不解决，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问题。

这意味着教师意识到学生在学习语言方面的问题，并

愿意将讨论这些问题作为他们语言教学的一部分。尽管第

三项有教师不同意（61），但原始百分比值表明，同意（1

58）的教师多于不同意的教师，一名教师弃权。有了这个

回应，教师认为，在语言教学中需要注意什么是可接受的，

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一位老师，T02 表示：我们在每个国

家都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总能找

到自己的方式来教授语言。

这种回应表明，语言教学涉及让学生欣赏并沉浸在各

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中，这些思想是驱动各种社会的

轮子。这一说法符合Kumaravadivelu（2006）认为语言教

学涉及一种将单词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批判性实践，并承认

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对于第四项，

之所以如此一致，是因为教师们认为，在语言课程的设计、

使用的教科书的选择以及实施课程的教师招聘等方面，有

几个政治考虑。这些考虑包括诸如哪些想法会在作为公民

的学生中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有望为国家发展

做出贡献。最后，老师们一致认为，教科书编写者必须考

虑到师生的信仰、价值观和兴趣，以便他们欣赏当地文化。

例如，T04老师解释说，学习语言的社会文化包括人们的

愿望。因此，学生需要在语言课中学习这种文化。从这个

意义上说，Hooks（1994）认为教师应该让他们的学生达

到他们的学校期望清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

社会的变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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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教育公平观

表 2显示了教师对英语课堂教育公平的反应。

表 2 对课堂教育公平的回应

条目
数

值

缺

失

平均

值

标准

偏差

值

语言教学和学习是一种政治行

为，可能导致社会上某些特定

群体的权利受到侵犯

22

0
0 3.07 1.827

语言课堂的教学方法可能导致

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和强化

21
7

3 2.91 1.558

性别差异可能导致语言学习者

学习方式的差异

22

0
0 3.25 1.603

学生的能力和学习方式与语言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之间应

该有关系

22
0

0 5.10 1.049

在语言教学中考虑性别差异是

一个重要问题

22
0

0 4.01 1.421

从表 2 中，我们看到前三个项目的平均值在很大程度

上表明与所提出的陈述存在分歧。例如，教师不同意语言

教学是一种政治行为，可能导致社会上某些特定人群的权

利受到侵犯的说法。这意味着这些教师中的大多数认为语

言教育不能侵犯部分学生的权利，即使在课堂上也是如

此。大多数不同意的人声称课程规划和开发与学习者无

关，尽管他们承认学习者是课程准备的主要对象。为了支

持他们的观点，T06老师说：

啊，语言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们只需要课程、教学

大纲、教科书和工作开始。

这些文件是为坐着并参与该过程的学生准备的。在我

的课堂上，任何学生的权利都不能受到侵犯。

相反，其他人同意这种侵犯是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

无论教授或学习的任何科目都有可能导致侵犯他们的人

权。听老师T04：
我同意这个说法。语言是政治性的，因为政治家在课

程中构建输入。适合某个特定政党的是它所包含的内容。

例如，在加纳，没有为自闭症⼉童开设的公立学校，这是

一种歧视。

这些教师认为，当课程规划和开发不包括教师和学习

者时，他们的权利就会受到侵犯，因为这会导致一定程度

的压迫。这与Freire的压迫观念直接相关，Akbari（2008）

再次回应了这种观念，即有权在社会中做出决定的人也是

能够设计和实施教育系统的人。为此，被边缘化的声音（如

学生）被淹没，导致无力感和压迫感。

关于第 2 项和第 3项，教师不同意教学方法往往会加

剧学生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而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语言学

习者的学习方式存在差异。在采访中，T08 老师说：

如果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来适应所需/不同的学习方

式，那么我认为这将加剧社会不平等。我们目前的大班招

生教学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情况。社会不平等是存在的。

这一说法证明，学生的性别差异在语言学习中表现出

来，需要加以考虑。这一发现支持Collins、Kenway和Mc

Leod（2000），他们指出性别差异明显影响学生的学术

兴趣、需求和成就。

同意表 2 第 4 项的教师认为，理想的语言班应该是教

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仔细考虑学生个体差异的语言班。为

了支持这一点，T07老师说：

他们之间应该有关系，因为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

由于能力、基因构成和家庭背景的不同，一种学习方式不

能教给一个班级的所有学生。但这与课堂无关。

这清楚地表明，教师使用一刀切的方法来准备和管理

语言课的课程是不明智的。相反，他们可以研究学生的不

同能力和背景差异，并在授课中应用不同的技巧。

最后，教师们一致认为，在语言教学中考虑性别差异

是一个重要问题。查看第三项和第五项的结果，教师要么

不理解这两项，要么不确定性别差异在学习者学习语言的

方式中可能发挥的作用。T07老师提出的观点充分体现了

这种对教学公平问题缺乏认识的情况。虽然最后两项的回

答与Alibakhshi（2011）的回答一致，但前三项的回答却

相反，这在两组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Alibakhshi

（2011），如果教师将学习者的性格类型、态度、学习方

式和兴趣纳入考虑，语言学习就会发生。顺利和轻松，同

时学习者的成就也会增加。实际上，这一主题的结果表明，

语言教师可能不完全理解批判性教学法的原则，可能需要

专门的培训，以便他们考虑在课堂上应用批判性教学法。

6.1.3教师对学习者需求及其异质性的看法

该研究关注的另一个批判性教育学领域是教师对学

生要求及其异质性的看法。表 3 显示了对定量分析中显示

这些观点的问题的回答。

表 3 对学习者要求及其在课堂上的异质性的反应

条目
数

值

缺

失

平均

值

标准

偏差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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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本内容必须基于对学

生需求的分析

22
0

0 4.03 1.715

加纳语言教学和学习的决定

是由课程规划者在自上而下

的过程中做出的

21

9
1 4.57 1.226

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方式

不满意，教师必须修改

21

9
1 4.50 1.801

语言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与学

生的兴趣相适应

22
0

0 4.78 1.358

语言教学和学习可能导致个

人文化和信仰的改变

21

7
0 4.13 1.654

表 3 显示，教师同意所有关于学习者要求和异质性的

陈述。例如，教师们一致认为语文课本的内容必须以学生

的需要为出发点。如果教科书是为学生编写的，旨在帮助

他们提高语言使用能力，那么在为他们选择教科书的主题

时，它们应该是主要的焦点。这也意味着教师和课程规划

者必须首先与学生合作确定这些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做出

远离学生体验的决定（Alibakhshi 2008）。教师们还同意

课程规划者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对加纳的语言教学和学

习做出决定。因此，学生没有任何贡献。这一回应与Kan
pol（1998）的观察一致，即学校的威权性质受到控制机

制、标准化课程、严格的规则结构和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

的指导。T05老师在采访中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决定是在没有广泛协商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尤其

是在涉及学生时。不考虑他们的输入。我认为在准备教学

大纲时必须考虑他们的意⻅，使其成为自下而上而不是自

上而下的方法。

这种做法明显打败了CP的做法。然而，考虑到T05 老师

的建议，他对确保CP在这方面的实践的可能性表示乐观，

这将验证Kostogriz（2002）的教育观点。这种观点要求扫

盲教育超越专制、自上而下的灌输，将自下而上的和谐同

化纳入实践社区。

此外，教师们一致认为，如果学生对内容和教师的教

学方式不满意，教师必须对其进行修改。这种说法是好的，

因为与大学里学生不断评价教师不同，高中只有系主任和

学校负责人评价教师。同样，该协议表明学生很少对教师

的内容或方法表示满意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满意。这也意味

着学生对加纳高中教师的评价很重要，或者至少，教师应

该让学生有机会展示他们对内容和教学法的评价。

此外，教师们表示他们的教学方法应该与学生的兴趣

相适应。这种观点很重要，因为教师的方法越能吸引学生

的兴趣，就越容易参与教学和学习。T06老师也有同样的

看法，他说：

虽然我们的教学大纲中没有，但我们的老师需要关注

学生的兴趣，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捕

捉到他们并让他们遵循所教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一定

要做一场单人秀。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让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兴趣相适应

并不是教学大纲中的处方。然而，语言教师应该研究他们

各自的课堂，考虑到学生在教学中的各种兴趣，这样他们

的学生就会对他们所教的东西感兴趣。

最后，教师们同意语言教学和学习可能会改变个人的

文化和信仰。这表明语言的教学和学习有可能通过向学生

提供思考的消息来改变学生的信仰和世界观（Kincheloe，
2008）。教师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尽量减少对学生的影响，

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Canagarajah（2008）和Pennycook

（1989）观察到，由于英语语言教育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

它是社会建构的，代表了可以做出决定的某些群体的利

益。因此，为了使语言教育改变学生的信仰和文化，Frei

re（1996）和Giroux（2011）认为教师必须促使学生走出

舒适区，以扩大他们对语言问题的知识和理解。社会并努

力实现转型的社会。

6.2批判性教学法在教师教案中的应用

本节的目的是找出教师在其课程计划中纳入CP的程

度。讨论了课程结构、学习者发展和师生关系等主题。总

体而言，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在语言课堂上一定程度上应

用了CP的原则。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教师在计划教他们

什么时让他们的学生占据中⼼位置。此外，看看教师对学

习者发展所做的考虑表明，他们对学生的需求和愿望很敏

感，即使他们将他们所学的东西联系起来。

以学生的真实生活、希望、需求和兴趣为导向进行教

学，以确保他们在语言教学中的全面发展。结果如下：

6.2.1程序结构

在这里，研究的重点是在他们构建语言教学计划的方

式中纳入CP。表 4 显示了对定量分析问题的回答。

表 4 对项目结构的回应

条目 数值
缺

失

平

均

值

标准

偏差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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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课程倾向于使学

生成为有效的决策
217 3 4.58 1.215

在项目规划中，我的

学生参与其中
217 3 4.65 1.360

为了教授语言技能，

我尝试将教学大纲的

主题与学生的社会和

文化经历联系起来

220 0 4.55 1.328

在我的课堂中，我只

是遵循语言教学大纲

的目标和目的

218 2 3.84 1.584

在计划在课堂上做什

么时，我会考虑学生

的期望和当前的需求

220 0 4.79 1.083

学生的未来需求和兴

趣被考虑来组织我的

课堂议程

220 0 5.07 1.077

从表 4 中，我们意识到教师非常同意平均值从 4.55

到 5.07的五（5）个项目，不同意平均值为 3.84的一（1）

个项目。加纳SHS的语言课程旨在让学生成为有效的决策

者，能够帮助解决一些语言问题，尤其是在加纳的教学中。

加纳面临着无数的英语教学和学习问题，相信一旦学生学

会理解这些问题，他们将能够帮助缓解这些问题。当一位

教师T06表示：

是的，他们成为有效的决策者，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

学习英语的语言和文化，甚至作为第二语言。这些知识将

转化为理解，这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

你看，只要我们决定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我们就

需要更多的人来培训和教授下一代。

对于第 2 项，有迹象表明教师让学生参与规划语言课

程。T04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

无论年龄大小，让学生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

我让我的学生参与制定课程时间表。这是通过他们的班级

代表完成的。但是在绘制课程表时，我认为学生并没有参

与其中。连老师都没有参与。这有点歧视的味道。

这一断言意味着大多数教师（近 80%）有意识地努

力将他们教授的主题与学生的社会文化体验联系起来。这

一立场支持Ooiwa-Yoshizawa（2012）的告诫，即“语言教

室可以成为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社会的地方”

（第 23页）。因此，为了让学校帮助学生，课程或教学大

纲中的主题需要是本地的，而不是包含它们可能不相关的

内容，因为这就是Freire（1994）所说的希望教学法。

对于第四项，教师不同意他们只是遵循语言教学大纲

的目标。这个结果实际上表明，超过一半的教师不仅去上

课并严格遵守为他们准备的内容，而是尝试让学生参与进

来，以便他们的需求、期望和兴趣能够在他们上课时得到

满足。从第 5项（4.79）和第 6项（5.07）的平均值中可

以看出，完成教学大纲。一位T02 老师在采访中证实了这

一点：

确实，我们应该遵循这些既定目标；但是，您还必须

意识到，您正在与有希望和期望的人打交道。因此，你必

须让他们。有时我会要求学生谈谈他们对教学大纲的期

望，尤其是SHS 2 和 3 中的那些。有时我会要求他们提

前阅读下一周要学习的课程。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获得

预期的信息，这有助于他们有效地做出贡献。

教师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当语言教师超出教学大纲的

目标时考虑到学生的希望、抱负、需要和期望，学生从语

言中获得的收益往往比严格遵守为他们规定的要多，尽管

这并不容易。有鉴于此，Simon（1992）断言，教师必须

将语言教学和学习与教育学生的目标联系起来，以便理解

事物背后的原因。在这里，教师还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以帮助他们认识到事实背后的原因（Aliakbari&Faraji，2

011）。

6.2.2教师对学习者发展的考虑

这个主题的目的是了解教师在规划和授课过程中对

学生发展的考虑的看法。教师的回答表明他们在课堂上考

虑了这些问题。教师的回答见表 5。

表 5 关于考虑学习者发展的回应

条目
数

值

缺

失

平

均

值

标

准

偏

差

值

A D

我的教学和教材

力求让学生成为

批评者

22

0
0

3.9

5

1.7

15

66.

36

33.

63

在课堂上，我没有

足够的时间了解

学生的希望、需求

22

0
0

3.8

0

1.2

26

63.

63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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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兴趣

我尝试将我的语

言教学与学生的

真实生活联系起

来

21

8
2

4.8

1

1.8

01

86.

8

12.

27

我的课程非常正

式，很少关注潜在

的价值观

22

0
0

3.3

1

1.3

58
41 59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教师的反应主要偏向于积极的观

点，而不是消极的观点。例如，在第 1 项中，平均值为

3.95表明他们准备教学材料以鼓励学生成为批评者。对于

同意的人，他们认为这样做很重要，正如T014老师所说：

是的，因为我让他们参与选择教材，让他们有机会在主课

之前提前阅读，并允许他们提出困扰的问题他们。这给了

他们发言权。

教师T014 的回应表明，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应用批判性教

学法，从而让学生在语言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中有发言权。

平均值为 3.31，教师不同意“我的课程非常正式，很

少关注潜在价值”的说法。这一回应表明，略高于一半的

教师同意他们的课程通常是非正式的，证明它允许在语言

课上探索潜在的价值观。其中一位老师T011老师说：这

不是严格正式的，因为我有时会超出教学大纲来解释课程

中未涵盖的其他领域。回应表明，与某些教学受课程和教

科书内容控制的老师不同，这位老师和其他人会加倍努

力，将课程之外的重要问题包括在内，以使他们的学生成

为批判性思考者并引起他们将经历这种转变，这将进一步

导致社会。对于第 2 项，平均值 3.80 表示一致，这意味

着教师通常倾向于更关注教学比与学生的个人需求和愿

望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学生不能将他

们所学的语言与他们的日常需求联系起来，从而疏远他们

充当变革的推动者（Pica，2000）。教师们同意“我试图

将我的语言教学与学生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说法的

平均值为 4.81。这表明绝大多数（86.8%）教师支持这一

想法。

6.2.3师生关系

这个主题是为了了解教师对教师和学生之间在批判

性教学法在课堂上的应用的关系的看法。教师的回答见表

6。

表 6 对师生关系的回应

条目 数值
缺

失

平

均

标

准
A D

值 偏

差

值

我有兴趣从我的

学生那里学习新

事物并在课堂上

分担责任

220 0
4.6
4

1.66
4

84.5 15.5

在我的课堂上，我

的学生是知识的

接受者，而我是知

识的传递者

219 1
3.7
9

1.77
4

55.4 44.1

在课堂讨论中，我

不允许学生发表

意见

220 2
3.0
0

1.85
8

41.8 58.2

我的学生乖乖地

按照我在课堂上

要求他们做的事

情

220 0
3.8
0

1.71
7

69.5 30.4

表 6显示，教师同意平均值为 4.64、3.79、3.80的三

个项目，不同意平均值为 3.00 的一个项目。对第 1 项和

第 3 项的回答表明，教师可以被视为批判性教育家，因为

他们不会主导课堂活动，而是为学生提供与他们合作的空

间。例如，对第 1 项的回答表明教师有兴趣从学生那里学

习新事物。他们还展示了不允许学生表达意见的分歧项目

3。分歧支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教师在课堂上实行批判

性教学法。允许所有学生表达他们的意见给了他们发言

权，使他们的课堂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化。当他们的学生扮

演他们的角色时，他们将银行系统最小化他们班级的教

育。再次，通过允许所有学生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给了

他们发言权，使他们的课堂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稍高一些

的人（55.4%）同意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他们的学生

是知识的接受者。这表明有些老师仍然在课堂上占主导地

位，很少给学生带头教学的空间。学习活动。其中一位T

09 老师说：不总是。我是那个促进者，所以我应该是那

个做大部分谈话的人。这是我实现教师目标的唯一途径。

这意味着教师并不总是将他们的教学与传统实践脱

钩，并接受批判性的教学实践。从百分比来看，69.5%的

学生表示他们的学生会乖乖地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因此

可以说，一些语言教师仍然认为传统的教学方式会产生更

好的效果。这也意味着，虽然一些教师倾向于采用批判性

教学法，但其他教师仍然认为应该使用银行系统来教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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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

6.3教学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对加纳整个教育系统，特别是高中的教

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未能在课堂上应用批判性教育学

原则的教师限制了教育引导学生和社会生活转变的能力。

这些教师必须

摒弃传统观念和实践，在备课和授课中采用批判性教

学手段（McCarthy，2015）。

此外，重要的是，在准备教学时，计划的选择应考虑

对社会和个人具有重大价值和重要性的主题。它对学生也

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作为在课堂上实现批判性教学法的

一种策略。此外，批判性教学法的应用是一个必须特别小

心审查的问题。

研究表明，对话对于在日常课堂中实施批判性教学法

至关重要。对话意味着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因此，教师

与学生对话的意愿代表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S

parrow，Sparrow&Swan，2000）。最后，教师必须努力

克服限制他们决定在课堂上应用批判性教学法原则的挑

战。通常情况下，教师必须确保他们采取措施促进所有学

生充分参与课程，尽管他们的班级有大量学生。可以鼓励

大量的小组工作，以确保每个学生在课堂时间有限的情况

下都有机会在课堂上分享他们的观点。

7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教师对批判性教育学概念及其在加纳

高中的适用性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认为批判性教

学法是一种良好的实践，适合语言课堂。他们通过同意大

多数正面陈述并不同意一些负面陈述来证明这一点。更重

要的是，研究结果表明，许多教师认真尝试在课堂上应用

批判性教学法，主要是考虑学生的个体学习差异。从结果

来看，建议教师必须创造一种令人兴奋的课堂氛围，在这

种氛围中，课堂被视为一个社区，每个学生都被认可和重

视为这个社区的重要成员。教师还必须通过提供提出问题

的教育来实践民主，让学生了解和理解学校的政策和决

定，这样他们就不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获取这些信息。最

后，教师必须认识到他们职业中政治和教育的相互作用，

并与学生一起确定和塑造他们的信仰、文化和假设，以充

分利用批判性教育为他们提供的东西。为了将教育视为自

由，加纳教师必须认识到，学校没有也不能没有政治影响。

与将自身与政治脱钩的传统教育不同，Darder（1991）指

出，批判教育学认为所有教育理论都与由权力、政治、历

史和文化塑造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学校教育作

为一场持续斗争的场地，就什么将被接受为合法的知识和

文化进行了斗争。因此，他认为，将教育视为自由的教师

必须通过“合法化和挑战文化体验来解决文化政治的概

念，这些文化体验构成了历史和社会现实，而这些历史和

社会现实又构成了赋予学生生活意义的形式和界限”（D

arder，1991，第 77页）。大多数加纳老师大多带着自己

的一套规则进入课堂，根据自己的情绪或感受进行教学，

通常在他们认为自己累了的时候就离开课堂。Freire（19

85）警告说，教育是一种政治形式。他指出，学校教育从

来都不是中立的。相反，它总是为某些利益服务而阻碍其

他利益。他坚持认为，学校教育可以用于解放，就像它被

用于压迫一样。

当教师随心所欲地走进教室时，即使这可能并不总是

正确的职业方法，他们是在拿别人孩子的生命玩政治，一

旦你能做一些受影响者无法抱怨的事情，你成为压迫者。

改变我们在加纳的教学方式的旅程可能是崎岖不平的。正

如米勒所建议的那样，决定实行批判性教学法的老师可能

会觉得他/她正在走一条孤独的道路，因此会感到气馁。

他认识到，当老师试图练习但告诫他们这样做时，会有困

难。这样做是为了履行这一伟大使命，帮助学生在更有利、

更自由的环境中学习。因此，技术时代的加纳学生是时候

体验那种让他们在学校感到有能力的教育了。

与加纳实行的传统教育类型相比，批判性教学法是一

种可行的替代方案。Obidah（2000）认为，这是“对学校

和学校教育过程的系统审问，使教育工作者能够将地形不

仅仅是教学场所或灌输和社会化的场所，而且是促进和/

或否定学生赋权和教师的自我转变”（Obidah,2000，第 1
040页）。Giroux（1988）还指出，批判性教育学“考虑到

日常的象征性和物质性交易如何为重新思考人们如何赋

予他们的经历和声音以意义和伦理实质提供基础”（第 1
0 页）。因此，我认为这种类型的教学法始于Freire所揭

示的人类能动性（或被人性化），将教师视为变革性知识

分子，他们在课堂上批判性地审视传统的权力和权威概

念，并允许知识和批判性空间存在是为了让学生为自己创

造意义并找到力量。本研究使用唯一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来

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观察（除了

这两个）来获得综合数据进行分析。此外，未来的研究可

能侧重于批判性教学法在课堂上的应用挑战，以便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理解这些挑战以及教师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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