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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的内涵&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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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思的调查#揭示了影响反思的因素%问题及反思培训的意义#得出结论$教学理念%学科建设%教学管理和反思知识#会对

外语教师教学反思产生深刻影响&开展反思培训%鼓励反思性教学#有利于提高外语教师个人理论实践化和实践理论化水平#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利于解决当前外语教学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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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教学反思的内涵

教学反思具有显著的目的性和指向性'通过教

学反思#教师监控%分析和评价教学实践#改进教学

经验#实现职业发展5

#@!

6

'同时#教师必须*意识+和

*察觉+反思目标#才能*批判+%*重构+和*改进+教学

实践#重新建构教学经验'反思内容#即教学反思指

向的目标#是教学反思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反

思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5

&

6

#%

'反思内容包括教学实

践%教育观念%教育背景5

A

6

#也包括教师信念%行为%

态度%知识%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等因素5

%

6

'教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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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课堂原则%教学结果%课堂%学校和社会中的问

题%教育目标%教育后果%教育中的道德与伦理%对学

生发展有益的知识也属于教学反思的内容5

$

6

'

E[N,*24;,->

把教师反思分为实践%认知%情

感%元认知%批判和道德等维度5

C

6

'李斑斑和徐锦芬

基于批判%元认知%情感%认知%课堂规范%道德和实

践等
C

个维度建构了外语教师反思模型5

B

6

'这些维

度均指教师反思的内容'因此#就反思内容而言#教

师反思和教学反思表述有别#本质相同#都指向教学

活动%教育观念%教师知识%教育环境%道德以及政治

等方面'反思内容是教学反思的目标#对反思内容

的反思反映了教师的反思水平'

'二(外语教师教学反思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外语教学领域一直重视教学反思研究'研究发

现#我国外语教师反思水平一般#对课堂教学%课堂

规范和道德反思较多#对教师发展%教育环境%学生

学习%师生关系%批判思维和反思实践的反思较

少5

F@#"

6

'另外#性别%研究方向%事业心%责任感和

效能感&职称%学历%科研水平%科研意识%教学经验

和教学水平&学习环境%教师观念%德育思想%工作压

力#以及教学层次5

F@##

6

&教师成长等5

#!@#&

6

#都不同

程度影响外语教师的教学反思'关于教学反思的内

涵%教师的教学反思现状%教学反思中的问题及其对

策%影响教学反思的因素#以及对比不同学段
%

外语

教师的教学反思的特征等#仍需深入研究'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现有研究5

F@##

6仅基于对高校或中小学外语教

师的调查#没有考虑在不同学历和不同学段的情况

下#性别%学历%教龄等因素对外语教师反思的影响

是否发生变化'对比跨学历和跨学段的教师反思差

异则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影

响教师反思的深层因素#揭示外语教师发展中存在

的真正问题'

研究问题$

#

"外语教师反思的现状和基本特征

是什么/

!

"影响外语教师反思的因素有哪些/

&

"由

于学历和学段因素的介入#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是

否有变化/ 反映了什么问题/

'二(研究方法

#>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
#$%

名英语教师#分别来自安徽%天

津%浙江%广东%新疆等省市区的
$

所高校!综合类大

学
!

所#理工类大学
!

所#专科院校
!

所"#

A

所中学

!高中
!

所#初中
!

所"#

#

所小学'

!"#!

年
$

月开始

调查'发纸版问卷
#$C

份!其中
&"

份由外地帮助调

查的老师打印"#问卷在院系或教研室开会时发给教

师带回家填写'发电子档问卷
$$

份!只统计有效问

卷#由笔者在该校工作的朋友发电子文档给老师填

写"'共发
!&&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

份!表

#

"'具体情况$一%高校$安徽!

!

所"

%A

份#有效问卷

&A

份#浙江!

#

所"

&"

份#有效问卷
!#

份'天津!

#

所"收
!B

份#广东!

#

所"收
#!

份#新疆!

#

所"收
#B

份!三地收的电子档问卷"'二%中小学$中学!安徽

A

所"发纸版问卷
B&

份#有效问卷
AF

份!包括
B

份

电子档问卷"#小学!安徽
#

所"收回有效问卷
&

份'

!>

调查工具

参照*中国高校英语教师反思量表+

5

B

6

#制作*外

语教师反思问卷+'问卷共三部分$

#

"调查对象的性

别%年龄%教学年限%所在学校类别%职称%学位等信

息'

!

"反思量表'包含
C

个维度#

&&

个反思行为'

每个反思行为通过教学反思情况的描述所反映'每

个维度的命名及其包含的变量参见
!>&

节*问卷结

构分析%因子抽取和命名+和表
!

'此部分反映教师

反思水平'采用*从不+到*总是+五级计分制#测量

对反思内容的反思水平'

&

"一道开放式问题#调查

外语教师对教师职业的评价'数据整理$把调查对

象的每一个评价陈述赋值#然后统计调查对象的评

价陈述得分#据此确定教师职业评价的基本特征'

数据分析工具$

/G//#&>"

'

表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男 女 年龄
!#@&" &#@A" A#@%" %#@

#%! &C

(

!!>Aa ##%

(

$F>Ca #%" &$

(

!A>"a BA

(

%$>"a !A

(

#$>"a $

(

A>"a

职称 初级 中级 高级

#AA &&

(

!!>Fa B"

(

%%>$a &#

(

!#>%a

学历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教学层次 中小学 公外 专外

#AB F

(

$>#a AC

(

&#>Ba F!

(

$!>!a #$& %!

(

&#>Fa %A

(

&&>#a %C

(

&%>"a

教龄
#@% $@#" ##@#% #$@!" !#@!% !%@

#A% !!

(

#%>!a %B

(

A">"a &"

(

!">Ca #A

(

F>Ca #F

(

#&>#a !

(

#>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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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结构分析$因子抽取和命名

问卷结构分析和因子抽取$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为
]=Yh>BC"

#

W,*;-4;;

)

: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

3

!

h!$A">"C"

#

M.h%!B

#

J

h>"""

#

>"%

"#表明可

以进行因子分析'没有变量低于
!

个的因子#抽取

C

个因子#保留
&&

个变量#方差贡献率为
$!>#$$a

'

问卷信度分析$问卷总体信度系数
,h>F!&

#问卷的

内在信度较高#调查结果可以接受!表
!

"'因子命

名$课堂观念%教师观念%学生观念%专业发展%社会

环境%教学理念%反思动机'前六个因子属于反思内

容#后一个因子反映教师的反思动机'反思内容和

反思动机体现了教师的反思水平'

表
!

!

因子命名和问卷信度

项目 项目个数
P*(+N,L0,

系数 项目 项目个数
P*(+N,L0,

系数

教学理念
!#

#

!!

#

!&

#

!A

#

!%

#

!$ ">B$

专业发展
#"

#

##

#

#!

#

#& ">CA

学生观念
#%

#

#$

#

#C

#

#B

#

#F

#

!C ">BA

课堂观念
C

#

B

#

F

#

#A

#

!" ">CC

教育环境
!B

#

!F

#

&"

#

&#

#

&!

#

&&

#

">B%

反思动机
#

#

!

#

& ">$$

教师观念
A

#

%

#

$ ">$C

三&结果与讨论

'一(外语教师反思现状和基本特征

外语教师反思现状和基本特征如下$

#

"反思水

平一般#但在教师观念%课堂观念%教学理念和学生

观念等方面反思较多'

!

"对教育环境和专业发展反

思相对较少'

&

"反思动机弱!表
&

%表
A

"'

A

"对教学

理念%教育环境%课堂观念%专业发展的反思不受性

别%年龄%教龄因素的影响!表
%

%表
$

%表
C

"#但对学

生观念%教师观念的反思#以及反思动机受学历和教

学学段的影响!表
B

%表
F

"$专科学历的教师反思学

生观念最多#本科学历的次之#研究生学历的居最

后&中小学教师比公外和专外教师反思教师观念较

多'不同学段的外语教师反思动机略有差别'中小

学外语教师的反思动机超过专外教师#公外教师与

中小学教师的反思动机没有显著差异#反思水平

居中'

表
&

!

外语教师反思的基本特征

因子 均值 因子 均值

教学理念
&>F$i">C%

专业发展
&>&Ci">B"

学生观念
&>$Ci">B"

教师观念
A>ACi">$A

教育环境
&>!$i">F"

反思动机
!>B$i#>""

课堂观念
A>#$i">$B

表
A

!

相邻反思维度反思水平差异显著性检验

教师观念
@

课堂观念 课堂观念
@

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
@

学生观念 学生观念
@

专业发展

;

%>F!

%%%

A>!%

%%%

%>!"

%%%

A>$C

%%%

专业发展
@

教育环境 教育环境
@

反思动机

; #>&C

A>%!

%%%

%%%

表示
J#

>"#

表
%

!

性别差异和反思特征

教学理念 学生观念 教育环境 课堂观念 专业发展 教师观念 反思动机

男 均值
&>CFi">C! &>$Bi">B% &>&!i">F% &>FFi">C& &>&"i">BB A>&%i">CA !>C$i#>#A

女 均值
A>"%i">C% &>$Fi">B! &>!Bi">F" A>!&i">$% &>A"i">CB A>%Ai">$" !>BFi">FC

均差
@">!$ @">"# ">"A @">!A @">"F @">#F @">#&

S

值
@#>B& @">"% ">!$ @#>F! @">$! @#>%$ @">$F

G

值
">"C ">F$ ">B" ">"$ ">%A ">#! ">AF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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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龄差异和反思特征

教学理念 学生观念 教育环境 课堂观念 专业发展 教师观念 反思动机

#

组 均值
A>""i">C$ &>BBi">C% &>&Bi">F$ A>#%i">%% &>%Bi">$C A>%&i">%B &>"Ci#>"&

!

组 均值
A>"!i">C$ &>$#i">B$ &>!Ai">F" A>!%i">C! &>&&i">BB A>ABi">$C !>B"i#>"C

&

组 均值
&>B!i">C$ &>C!i">C" &>&!i">C$ A>"Ai">C" &>&!i">B" A>%&i">%$ !>F!i">BA

A

组 均值
A>&#i">%C &>$#i#>#$ &>!%i#>A$ A>#"i">BC &>#&i">%A A>AAi#>"C !>CBi">C!

I

值
">B# ">F& ">!! ">$% #>## ">"F ">$%

G

值
">AF ">A& ">BF ">%F ">&% ">FC ">%B

表
C

!

教龄差异和反思特征

教学理念 学生观念 教育环境 课堂观念 专业发展 教师观念 反思动机

#

组 均值
A>#%i">$& &>F"i">C" &>#Ci">F& A>!Ai">%! &>%Fi">%B A>A$i">%F &>!&i#>"F

!

组 均值
&>FAi">CF &>%$i">BA &>!$i">F" A>#$i">C$ &>A#i">BB A>%Ai">%C !>$#i">FC

&

组 均值
&>F&i">$F &>ACi">CF &>"#i">CF A>!&i">%$ &>!$i">B# A>!Fi">B# !>$Bi">C!

A

组 均值
&>BFi">BB &>%"i">B% &>!Fi">AF A>#Fi">$" &>"Ci">C" A>%!i">$" !>C#i">F$

%

组 均值
&>F"i">B" &>B$i">C% &>&!i#>"B &>BBi">CC &>#&i">$$ A>$#i">$B !>F&i">BB

$

组 均值
A>&&i">!A A>%Bi">%F A>""i">!A A>B"i">"" &>C%i#>A# A>$Ci">AC &>&&i">AC

I

值
">AA #>CF ">CC #>#& #>&" ">BA #>C!

G

值
">B! ">#! ">%B ">&% ">!C ">%! ">#&

表
B

!

学历差异和反思特征

教学理念 学生观念 教育环境 课堂观念 专业发展 教师观念 反思动机

大专 均值
A>#%i">$# A>%Ai">%# &>%Ai">F# A>%$i">%% &>AAi">%C A>C"i">A% &>&Ci#>!A

本科 均值
&>FAi">C# &>B"i">BA &>&&i">BA A>#Fi">C" &>&!i">B% A>%&i">C# !>F!i">F!

研究生 均值
&>FCi">CF &>%#i">CC &>#Fi">F# A>#!i">$C &>&%i">CF A>A%i">$# !>C"i">FA

I

值
">&" B>"A ">BC #>CA ">"F ">CC !>%#

G

值
">CA ">"" ">A! ">#B ">F! ">AC ">"F

多重比

较结果

大专
$

本科&

大专
$

研究生&

本科
$

研究生&

表
F

!

教学学段差异和反思特征

教学理念 学生观念 教育环境 课堂观念 专业发展 教师观念 反思动机

中小学 均值
A>"%i">$A A>#&i">$B &>#Ai">F$ A>&#i">$# &>!Bi">B% A>CCi">A# &>#Ai#>"%

公外 均值
&>B%i">C% &>A#i">CB &>!Ci">F# &>F%i">CB &>#Ci">CB A>&&i">$F !>$Ci">F"

专外 均值
&>FFi">B& &>%!i">CB &>!$i#>"" A>"$i">$B &>!Fi">B" A>A"i">$F !>&$i">F"

I

值
#>"! #&>FA ">%A ">F! ">&A &>$C %>"!

G

值
">&$ ">"" ">%F ">A" ">C! ">"& ">"#

多重比

较结果

中小学
$

公外&

中小学
$

专外

中小学
$

公外&

中小学
$

专外
中小学

$

专外

'二(教学反思的问题

根据调查可以发现目前外语教师反思中存在如

下问题$

#

局限于课堂教学和教学技术的反思#过分强

调知识的传授#淡化对教育目标和教育价值的关注#

忽视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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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反思较少#容易导

致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缺失#不利于

反思性教学环境的构建#不利于开展积极有效的反

思实践'

&

"反思动机不高#阻碍反思实践的积极性%

能动性和有效性'

'三(影响教学反思的因素

#>

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或教育理念是教学实践

的哲学基础#是教师对教育的根本看法#对教育的终

极追求5

#A

6

'传统教学理念%师道尊严和知识权威的

教师观在中国外语教师中仍普遍存在5

#%

6

#与西方教

学理论共同影响并建构外语教师独特的教学理念%

教师观念和学生观念'他们遵守传统教师观#保持

知识权威形象#严于律己#教书育人#同时在教学中

贯彻自由和民主的精神5

#%

6

'权威与民主%规训与自

由的矛盾导致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困惑#促使教师

反思教师观念%课堂观念%教学理念和学生观念'另

外#跨学段教师反思的差异也因受教学理念的影响'

由于受*成绩驱动+#中小学教师希望通过课堂教学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他们注意课堂管理#

关注教学技术和学生反馈'公外教师关注学生四六

级成绩#因此#教学兼顾*知识+传授和课堂*效果+#

与中小学教师的反思没有显著差异'而专外教师以

*知识+传授为教学核心#与中小学教师反思差异

明显'

!>

传统思想'教育环境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因

素#作为被监控的监控者#教师的话语趋向于保守和

谨慎#因此#教师形成独善其身的哲学#认为教学是

教师和学生的问题#与教育环境关系不大#对教育环

境反思相对较少#

&>

知识结构'缺乏反思知识和反思技术容易导

致五类教学反思问题$反思内容不全面#反思意识淡

漠#反思途径单一#反思水平偏低#反思视角狭

窄5

#$

6

'在本调查中表现为$反思内容偏重教学技

术#忽视教育环境&反思动机偏低#反思手段单一#缺

乏同辈之间的交流'另外#因为外语教师培养模式

重*语+轻*文+#外语教师的思维能力和知识结构比

其他专业教师有一定的差距5

#C

6

!$F

#科研基础相对薄

弱#整体上科研意识和科研兴趣偏低5

#B

6

#所以#对专

业发展的反思不多'

A>

教学管理'各级学校都强调科研作为教师评

价的重要指标#比如#职称评定和年底考评'教师被

迫为了科研而忽视教学#缺乏教学反思的动力'另

外#脱离实际的课程大纲%频繁的听课和教学督查#

造成教师的心理压力和工作负担#也抑制教师的自

主性#导致教师被动教学#责任感缺失#不愿意思考

教学中的问题'

%>

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第一%不同学段的外

语教师的职业认同具有显著差异'中小学外语教师

的职业评价最高!

!>&#i">CF

"#专外教师居中!

!>#B

i">CC

"#公外教师最低!

#>FAi">$$

"#因此#教学反

思的跨学段差异受职业认同差异的影响'第二%教

学对象不同#教师自我角色定位不同'中小学教师

把自己看作学生的榜样#注意传授知识和教书育人

兼顾'公外和专外教师也认同教师的模范角色#但

他们认为大学生有自己的正确的价值判断#过多说

教既淡化教学目标又不合时宜5

#F

6

AC

'在本调查中#

全部的专科学历和
$&>"a

的本科学历教师是中小

学教师#

FF>"a

的研究生学历教师是公外和专外教

师'因此#教学反思的跨学历和跨学段的差异本质

上受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影响'

$>

外语学科发展现状'首先#中小学和高校外

语课程缺乏衔接#造成高校外语教学*高耗低效+#以

及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其次#外语教学发展迅速#外

语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提高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以

适应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变革'因此#作为

学习者的外语教师增加了学习负担和工作压力'再

次#高校公共外语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定位不明确#

*工具论+和*素质论+等外语教育理念的纷争尚无定

论5

!"

6

#公外教学无所适从#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影

响外语教师的学科信念和反思动机'

四&结论

'一(外语教师的反思现状

#>

外语教师教学反思水平一般#在不同维度#教

师反思存在差异$在教师观念%课堂观念%教学理念

和学生观念等方面反思较多&专业发展和教育环境

反思较少&反思动机不强'

!>

教师反思内容和反思

视角狭窄#对反思认识有待提高'

'二(影响外语教师反思的因素

性别%学历%教龄和学段等因素对教师反思没有

显著影响&教育理念%教学管理%学科发展%职业认

同%身份认同#以及对教学反思的认识水平影响外语

$A



!

总
&!

卷 任风雷$教学反思的内涵%问题及对策

教师的教学反思'

'三(教学反思的积极意义

通过教学反思#教师发展为*德性教师+和*完整

的主体+#*使教育实践超越作为一种物化的行动+#

才能实现育人的最高目标5

#A

65

!#

6

#这正是教学反思的

根本目的'因此#教师要拓宽反思内容#突破反思局

限#提高反思动机和反思水平5

!!

6

'

五&启示和建议

提高外语教师的反思观念%反思方法和反思能

力#对于促进教师自主发展十分必要'建立教师学

习共同体#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提高反思效

果以及对教师角色的认知#解决学科建设相对滞后

所造成的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问题'积极的教学反

思促进教师重构教育经验#实现教育理论实践化和

个人实践理论化#构建个人教育理论和实践知识'

重新认识教学反思内涵'教学反思内容不能仅

限于教学技术#也包括教育理念%教育的价值%教育

环境和社会背景等内容'另外#教学反思也包括反

思动机%反思能力%反思元认知等方面'今后要在深

入探讨教学反思的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反思能力+%

*反思内容+%*反思信念+%*反思动机+%*反思知识+

及*反思结构+之间的关系#完善反思量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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