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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教育研习 FLQ 焦点讲座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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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师范类认证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教育见习、研习、实习一体化”，是师范院校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聚焦

英语专业教育研习，采用 FLQ（Focus-Lecture-Questionnaire）焦点讲座模式，随后运用问卷法调查受调群体研习知晓度。结果

表明，受调群体研习知晓度有绝对显著提升，FLQ讲座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FLQ讲座模式在提高师范生教研研习意识

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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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师范类高师院校培养的准教师普遍存在“理论上不去，

实践下不来”的现象。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教

师教书育人的同时，还需要成为反思者和研究者，教育研习

有必要进入准教师必修课程。华东师范大学于 2006年设计

并开始实施“教育见习、研习和实习”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

系，教育研习列入其中；浙江师范大学在 2007年将教育研

习列入教学计划。2016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师范生教

育实践的意见》，明确提出教育研习纳入教育实践内容体系，

规定其成为师范生培养方案主要模块，且要求课时足量[1]。

教育研习自此正式进入教师教育实践课程规划体系，成为与

见习、实习并存的实践模式。尽管教育研习已经上升到国家

教育政策层面，但因为其全面实施涉及方方面面，对院校素

质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师范院校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需要

健全教育研习的考核评价机制，需要校本教师与实习基地教

师提升双导师指导意识，需要师范生夯实研习素养，需要明

确见习实习研习三习目标层次以提升研习效果。本研究开展

的 FLQ焦点讲座模式，旨在有效提升师范生研习素养意识，

促进教育研习实施整体效果。

1 研究回顾

教育研习，是指师范生在导师指导下，以实践为基础、

以研究为主要特点的学习活动。在功能上，教育研习是师范

生教研起步，是入门练习。亦是针对实习不足的补差提升方

式，是理论分析研究实践问题，提高反思研究能力，提升职

业水平的重要途径[2]。因此，教育研习的目的有四，一、了

解实践的主要功能与特点，知道自身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

的主要收获与不足；二、反思自身在各方面存在的不足，弥

补专业知识的缺陷，提升教育教学的理念；三、发现有研究

价值的重要问题及相应的调查、研究方法，提升教学反思与

教育研究的意识；四、培养综合运用能力，促进师范生的职

前专业发展。

2 FLQ 焦点讲座模式流程框架设计

本研究提出的 FLQ 焦点讲座模式流程包括五个环节，分

别为：阐释教育研习的背景及涵义→梳理教育研习的流程→

公示教育研习的内容及评价标准→小组研习案例评析任务

→小结与资料共享

2.1阐释教育研习背景及涵义

研习能力是现代教学教育专业人员的一种核心能力，研

习是师范生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培养必经途径，然而，当

前师范类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师范准教师，无论是对于开展教

育研习必要性，还是对于其涵义，都普遍存在认识模糊、意

识不足的问题。因此，无论校院级层面，都有必要在讲座之

初厘清研习的背景及其含义[3][4]。本文梳理教育研习涵义要点

为，一、开展时间。教育研习既可以在教育见习与教育实习

之中，包括对教学设计、对教学组织形式、对教学方法的研

习等。教育研习也可以在教育实习之后，师范生结合自身在

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在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的共同指导下，

确定研究课题，开展教学研究，撰写教学论文(毕业论文)等。

二、研习本质。它是结合学科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

新技术以及新课程的实施过程，是反思与研究的过程。三、

研习途径。既可以是经验交流、教学设计研讨、课堂观察评

议、主题班会研讨，也可以是教育科研报告研讨、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研习等多种途径。四、研习过程。是对师范生实践

过程中，对教育教学教研等行为加以分析、探究与评价的过

程。五、研习目的。是经验交流与反思、合作分析与探讨、

及时总结与提升。六、研习主要参与者：既包括职前教师身

份的师范生，也包括教育研习的双指导教师，即师范院校的

指导教师和教育研究基地的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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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享研习流程

FLQ焦点讲座需要为师范生提供规范的参考步骤，其流

程为：在研习之前，查看文献资料确认理论概念；研习之初，

带着理论概念，观摩课堂教学；研习准备中，开展小组交流

与反思；研习撰写时，个人反思结合小组探讨，完成教学研

习撰写；研习后期，要反思总结促进师范生职前专业发展能

力循环上升。

2.3 公示研习内容及评价标准

FLQ讲座模式需要为师范生提供参考的教育研习内容模

板，包括科学选题；列出研究设计框架，具体包括研究问题、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研究过程分析，需要根据收集的文本

信息和数据信息开展对应的分析；引出研究结果；最后结合

自己的见习实习个人需求，完成研习总结。

FLQ讲座模式还需要为师范生提供参考的教育研习评价

标准。简要来说，要评价研习成果的质量如何，一是选题要

符合学科特点，比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其研习选题不能偏离

英语专业。二是研究设计囊括的研究问题、对象和方式要清

晰明确。三是研究过程中的研究分析要有文献有数据，不能

泛泛而谈。最后，研习总结一定要结合个人见习实习来完成，

才能避免空谈。

2.4 体验研习案例评析

FLQ讲座模式也需要提供详实的小组案例评析任务，需

要遵循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小组查阅共享教学研习范例

文本；第二步，共同参看在线共享研习评分标准；第三步，

共同探讨问题，比如：根据评分标准你组会给多少分？你组

给分的缘由是？你组认为应该如何改进才可以获得更好的

分数？研习案例评析任务旨在促进师范生的体验经历，以此

提高其对于研习的理解和应用。

2.5 共享小结与反馈

FLQ讲座模式最后还需要提供针对案例存在问题的改进

建议和措施。以该案例为示范，教师可以给出如下改进建议：

标题新颖性和准确性需要改进；引言部分需要加背景陈述，

且语言表述存在模式化问题；教学过程描述与研讨主题不

符；研习总结未能结合研习者的实践，因此缺乏针对性。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问题：FLQ焦点讲座模式对于师范生研习

意识是否具有显著提高作用？

3.2研究对象

参与此次调查的对象为G省某师范院校两个年级的英语

专业师范生，受调总人数为 291 人。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工具是问卷调查。

其目的是回答 FLQ焦点讲座模式对于师范生研习意识是否具

有显著提高作用的问题。该研究取前问卷和后问卷数据信

息，采用对比方式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比较该模式对于

受调者研习意识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4 研究结果分析

本项研究使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由“完全知晓（1）”

到“完全不知（5）”，或者由“非常好（1）”到“非常不

好（5）”五个选择项组成。受试者研习意识 1-2 级量表选项，

其讲座前后提升度最小值 69.59，最大值 73.99，结果表明（见

表 1），其研习意识有了显著性提高。我们认为，比起传统

讲座方式，FLQ讲座模式具有更加规范科学的流程，具有小

组评析体验过程，和更为清晰准确的教师反馈，对于师范生

的研习意识能力提升更快更好。

表 1 问卷调查数据对比结果

调查项目
讲座前完全知晓比

较知晓度（百分比）

讲座后完全知晓比

较知晓（百分比）

提升度

（百分比）

1 研习涵义 10.29 84.28 73.99

2 研习背景 6.86 76.73 69.87

3 研习流程 5.88 78.61 72.73

4 研习内容 5.88 75.47 69.59

5 研习评价 6.86 79.24 72.38

5 结论

教育研习是培养现代卓越教师的关键环节。然而，传统

的教育研习由于目标定位不准确、指导教师能力局限、管理

顶层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导致研习质量不高。构建与时俱

进的教师教育实践模式，是加强教育理论与实践衔接，提高

职前教师素养的必要举措。本文作者希望借此研究，提出 FLQ

讲座模式，为师范院校特色的职前教师研习能力培养做出一

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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