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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视角下职前外语教师初中思辨写作教学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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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反思性实践是职前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之一。针对职前教师普遍面临着实践性知识零星的问题，本研究提供了

反思这一解决途径。该个案研究中，外语职前教师以自己为研究对象，以其参与的初中思辨写作教学反思为研究内容，通过

内容分析法对教师日志进行编码分析来检验其职前教师的反思内容，检测职前教师反思内容的广度和反思所处层次。研究发

现，该职前教师反思内容集中于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但对自我专业发展和教育环境的反思较少；其反思水平实践性层次的

反思居多，其次为技术层次反思，批判性层次不足。文章最后对职前教师的反思研究做出总结、提出建议，以期为职前教师

的专业发展和自我培养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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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lective practice is one of the paths for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pre-service teachers generally face the sporadic problem of practical knowledge, this study provides a way to reflect on this solution.

In this case study, the foreign language preschool teacher took himself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ok the reflection on the teaching of

speculative writing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n which he participated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teacher's log to test the reflection content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 and to test the breadth of the reflection content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 and the level of refle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reflection content focus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but less reflection on self-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reflection level of the practical level was mostly reflective, followed by the technical level of reflection, and the critical level was

insufficient.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s summarized and suggestions are mad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ugg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elf-training of pre-ser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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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为了培养合格的、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外语教师,有关于

职前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研究和文章逐年上升（刘忠

喜，2013）。从课程方面，海南师范大学基于“全人发展”

理论，试图建立基于教师个人体验、有利于教师智力与人格

发展的英语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提出了“3DR”英语师范生

的课程教育改革范式。该课程的创新点之一在于将“反思性

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纳入正式课程体系中。（王蓉，

韩刚，2005）此外，其他学者也提倡用职前外语教师教育课

程改革方法为培养职前外语教师建言献策（夏侯富生，2005；

李欣，2006；应丽君，2006；张虹，2009）。

在职前教师的培养挑战问题上，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职前

教师培养中实践“零星”、“不充分”的现状（邹为诚，2009；

陈向明，2018）。而相应师培改革面临种种现实困难，相对

施行缓慢。在实践缺乏的前提下，反思对职前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的增长、教学实践的发展，专业素质的成长意义非凡。

反思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教学与培训中的常用手段之一。

但新教师经常出现“思不缜密，随感而发，率性而述”的问

题。（卢启银，2016）针对此现状，职前教师的反思研究有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向明（2010）曾尝试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探索教育实

践-反思路径，但其多数文章尚在理论讨论阶段，如陈教授提

出的实践性知识、教师叙事研究的概念，比较难用于职前教

师的自我分析，相关实证研究也很少。教学日志为教师提供

了一个自我剖析和回顾的机会。写下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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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有利于教师深入地关注和研究教室里所发展的情况

(Labosky, N.& Laboskey, V.K., 2002)。而近十年来，学者开始结

合量化方法，通过教学日志探究中国教师的教学反思内容。

在这一领域，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一

定成果（程红霞，2010；刘旭东&孟春国，2010；颜奕&罗少

茜，2014；户清丽，2018）。其中，刘旭东和孟春国（2010）

通过对 4 位中学英语教师反思日记总结归纳反思内容，指出

了反思内容广度的 5 类别（课堂教学、学生学习、师生交往，

教师发展及教育环境）。颜奕和罗少茜（2014）基于认识兴

趣理论和反思水平理论（Habermas,1972；Van Mannen,1977）

将反思水平分为技术性、实践性和反思性 3 层次。并借用了

赵明仁(2009)“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采取行动”

的教师反思过程的评价标准。如此整合构建起反思的内容、

层次和过程多维度的研究理论框架（如图 1）。

图 1 高校外语教师反思性语言教学研究

但是上述学者都是站在专家或师培者视角，以高校教师

或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理论探究和实证研究。故本研

究以职前教师自己为研究对象，以自己反思日志为研究内

容。取颜奕和罗少茜理论研究框架中反思内容与反思层次 2

个方面来探究职前教师的教学日志，探究其反思现状，以期

为新时代职前教师的培养与自我培养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

2 研究问题与方法

2.1 思辨写作教学

初中思辨写作教学共有 7 名职前教师（学科教学英语专

业在读研究生）参与。该团队基于产出导向法进行影评写作

教学以期提升初中生的思辨思维能力。笔者对实验班进行异

质分组，分为 7 个组，每个组 5 或 6 人。团队内的每一名职

前教师固定负责一个小组的作文批改与干预评讲。而评价工

具采用的是思辨写作的二语写作中的思辨能力评分量表为

其写作打分（董焱宁，2017）。

每三次写作任务后会紧接着一轮全班的干预。每一轮写

作教学由一名职前教师负责全班的写作教学（20 分钟）。而

在全班评讲后，参与实验的 7 名职前教师每一名职前教师会

用 1 课时（约 45分钟）负责固定小组的评讲任务。

截止 2021 年 8 月，教学共历时 23 个周，每隔三次写作

任务进行一轮线下干预教学。研究对象主要参与了 1课时（20

分钟）全班思辨写作教学和 2 课时（45 分钟）小组评讲教学。

本研究仅以笔者自己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3篇教学日志在

每轮教学干预后收集。

2.2研究问题

本研究希望通过分析教学日志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该职前教师反思内容有哪些方面？

（2）该职前教师反思内容处于怎样的层次？

2.3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了颜奕、罗少茜（2014）关于高校外语教师

反思性语言教学中的反思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主要采用内容

分析法，用教师日志为素材进行编码分析。笔者用教学日志

中的“意群”作为分析单位。文本中一段话是重点描述上述

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某一维度，该段话语就被视作一个分析单

位进行命名。如所有描述课堂教学、学生学习、师生关系、

教师自我、教育环境的维度被划分为“反思内容”范畴。为

保证编码信效度，首评后搁置 2月复评，编码结果与首次相

同。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反思内容

本研究中将职前教师反思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学生学

习，教师发展和教育环境 4 大类。每一大类再分为子类。根

据文字意群编码分类，如涉及到教学方法和技巧的反思内容

计入教学方法和技巧的子分类。

经过编码发现：反思日志中关于“课堂教学”占统计数

据的 52.2%；“学生学习”占到 26.1%；“教师发展”占到

17.4%；“教育环境”仅有 4.3%（如表 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4期 2022 年

202

表 3 反思内容编码分析数据

3.3 反思层次

反思层次有三。第一，实践性反思强调教师老师置于学

生的处境进行思考。第二，技术性反思强调教学效果本身，

忽视了具体教学情境中知识传授和对有效教学策略探索（戴

斯&高旭阳，2017）。第三，批判性反思强调教师对社会变

革的主动促进作用。

为调查职前教师的反思内容是属于什么反思水平，笔者

进一步将反思日志按照技术性、实践性和批判性三个层次进

行了编码。

对教学日志进行编码和统计后发现，其实践性反思最为

突出（47.8%），紧跟其后的是技术性反思（43.5%），批判

性反思明显不足（8.7%）（参见表 2）。

表 4 反思层次编码分析数据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从反思内容和反思层次 2个维度揭示了某职前教

师反思情况。研究显示：（1）该名职前教师反思内容暴露

出广度不够的问题。大部分反思内容集中于课堂教学与学生

学习。对于自身专业发展和教育环境的反思还有待加强。

Zeichner & Liu(2010)的研究也曾批评中国教师对于教学的反

思局限于完成课程要求，缺乏多元化反思。针对此情况，职

前教师可以通过合作与请教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同伴、导师

或实习学校“师傅”合作拓展自己的反思广度。此外，阅读

国外文献，了解他者视角、跳出自己的固定视阈也能提升反

思广度。（2）该名职前教师反思水平分布不均。反思层次

以实践性为主，技术性层次其次，批判性最为欠缺。反思水

平没有绝对地优劣之分。随着专业能力和教学经验的发展，

反思水平可能会相应阶段性的发展。职前教师尚属教学新

手，具体反思层次还需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能力发展阶段适当

调整，调试到自己的“最近发展区”，以求达到反思各个层

次的相对平衡。

本研究可以为职前教师提供自我研究的范式或为职前

教师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一些启示。首先，研究的进一步反映

了外语教师反思性教学真实情况。丰富的反思内容和多维的

层次能帮助职前教师将实践经验升华为实践性知识，从而促

进其专业发展。其次，内容分析法可以作为研究教学日志的

工具，可以描述和解释职前教师反思内容及维度特征，为职

前教师研究“教学反思”提供了方法。

未来研究可以继续追踪职前教师的反思过程，历时跟踪

职前教师在反思内容、反思层次和反思过程的动态变化过

程。也可以进行前置研究，构建职前教师反思日志模型，为

职前教师科学撰写反思日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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