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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和外语教师自主发展
———反思日志研究

任风雷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一位大学外语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揭示教学反思和教师自主发展的关系，主要发现：１）反思内容狭窄

和偏离对教学内容的注意是常见的教学反思问题；２）教学反思的问题、学生因素、教师因素、教学环境因素等影响教学反思效

果；３）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对于自己教学生活的思考，促进职业和生活的融合，有利于建构完整的教师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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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大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大学外语教育

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等方面正经历巨大

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大学外语教师必须不断学

习和探索，寻求自我职业发展［１］。自主职业发展是解

决大学外语教师职业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径。目前，大

学外语教师职业发展主要面临如下问题：首先，知识

结构单一，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薄弱，长期发展能力

不足［２］；其次，教学能力需要提高，表现为教学目标模

糊，课堂教学内容权重不明确，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

亟需更新［３］；三，缺乏专业危机感和生存危机感［４］，自

主专业发展动机和发展能力需要提高。

教师自主职业发展指教师自我调节和决定自己

的职业发展路径，增强自主意识和教学自主能力，实

现教学能力、教学理念和职业认同等方面的发展。

自主发展的结果是教师获得教学自主，即在教学内

容、教学实践方面具有自我决策的能力，以及职业发

展方面拥有独立自由的自我发展的权利［５－７］。教学

反思是一种能够促进教师个人全面发展的特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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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８］。一方面，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教学观

念、教育背景，建构个人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另

一方面，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师生活，正确认识作为教

师的“自我”，认同作为教师的真正“自我”，有利于实

现教学和生活融合，实现职业发展的新跨越［９］。

研究者普遍认可教学反思对于教师发展的积极

意义，但是也有不同声音。有研究者怀疑教学反思

的效果：（１）反思者缺乏反思经验和反思知识，误认

为反思就是写反思日志［１１］，导致教学反思流于形

式，甚至使得反思成为工作负担，抑制教师自主发

展［９］；（２）反思局限于教学技术和学生行为
［１２］，很少

涉及师生关系和教学内容，导致反思陷入“空谈”；

（３）仅反思教学效果，关注教学任务，忽视学生和教

师的全面发展，使教学反思急功近利，与教育的终极

目标背道而驰；（４）反思不积极，缺乏合作与交

流［１３］，把反思当作封闭的个人反省，对自己批评过

多，缺少对优点的总结，缺少创新；（５）教学反思缺乏

系统深入和有证据的思考以及缺乏同伴和专家的

引领［１４］。

为什么会有如此争论？教学反思对于教师自主

发展到底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分析一个

教师的反思日志，探究真实教学环境中教学反思的

问题，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教学反思对教师自主发

展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概括的说，教学反思指向四个方面：（１）教学过

程，比如，教师行为、教师态度、教师知识、教育后果，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２）教育观念体系，比如，教师

信念、学习观念、教育中的道德与伦理。（３）背景因

素，比如，社会环境、政治因素、社会问题、教学改革、

教育目标。（４）教师发展和职业认同。外语教师的

教学反思一直是外语教师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探究一位大学英语

老师的职业成长特点，从而揭示教学反思和教师职

业发展的关系。本文研究对象张老师（化名）是一所

省属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英语老师，１９９０年代从师范

大学毕业，至今已经从事大学英语教学２０年。她给

人感觉内向温和又理性独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

喜欢独立完成。教学之余，她阅读本专业的理论书

籍，思考自己的教学工作。她曾在职读研三年，教学

和科研十分认真，但是目前仍是讲师职称。她热爱

本职工作，责任心强，为了提高自己教学水平，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写教学反思日志。１０年以前的比较少，

１０年以后的多而有规律。本研究所选日志为张老

师１０年以后的四个学年的课后反思日志（约５０万

字）。张老师的反思日志反映了一位大学英语老师

的职业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数大学英

语老师的职业发展特点。

通过反思日志内容的变化从教学水平、课堂教

学和自我认同三个维度分析反思和教师自主发展的

关系。首先，建立反思日志语料库，利用北京外国语

大学许家金等（２０１２）开发的检索软件ＢＦＳＵＰｏｗ

ｅｒＣｏｎｃ１．０检索有关反思内容的关键词（表１），提

取教学反思的内容。其次，阅读和分析检索的例句，

根据句义归类，编码和统计（见表１－２）。

表１　反思内容分类及其定义

反思内容 定义 示例

反思元

认知

对反思行为的

认识、判断、态

度和计划

３．时的积累。所以，教师的成长

更多来自经验和反思。

６．这种日记的目的是让我好好

反思自己的课堂，目的是为了上

好自己的每一堂课

教学

内容

教学中的内容

包括 语 法、单

词、课文分析、

主题讨论

３９我在审视自己的课堂时候，

觉得自己上课反思内容集中在

自己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课堂的

知识

教学

行为

教学实践中的

活动，比如，讲

解，提问

７３生的变化是不喜欢上课，我

的情绪受到影响，反思上课的技

巧，也想到如何改进教学模式。

现在

师生

观念

学生和教师的情

感和态度，以及

对教师和学生的

认识

９２，而且内容丰富，学生喜欢了。

我的潜意识和反思真有效果啊，

解决了大学英语的难题。

课堂

教学

课堂组织和管

理，包括课堂活

动，纪律维持，

教学效果

１４才想起来写反思日记，我发

觉，１班纪律变化，可能和考

试有

科研
研究兴趣和论

文写作

１７．经过这些阅读和反思，我发

觉自己写的文章真是太差了，自

己都不

备课

对下次上课或

者以后上课的

准备和打算

２３要认真备课。看来，我做了

这么长时间的课堂反思，最终发

现，很多问题和老师自身有关

系，因

表２　对教学行为评价的标注及其示例

反思内容 评价 示例

我的

教学
积极

５我再找找看再说吧。这个细节说明了

学生对 我的教学态度比较信任。他们认

为我会说到做到的，但

消极

２３有时候，我想，我的学生对我的教学方

式不认同吧，觉得很幼稚吧。那么我怎

么才

无评价
１６这种讲课方式和我的教学经历分不

开，我以前讲写作，这种积累很重要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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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例句计作一次，检索结果如表３。最后，我

们从“反思元认知”、“教学内容”、“教学行为”、“师生

观念”、“课堂教学”、“科研”和“备课”等七个方面分

析张老师的反思内容的变化；从“我的教学”、“我的

课堂”和“我自己”三方面的评价，分析她的教学能

力、教学理念和职业认同方面的变化，探究教学反思

和教师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表３　检索例句和关键词的分布状况

学期 １０－１１（Ⅰ）１０－１１（Ⅱ）１１－１２（Ⅰ）１１－１２（Ⅱ）１２－１３（Ⅰ）１２－１３（Ⅱ）１３－１４（Ⅰ） １３－１４（Ⅱ）

反思 １１ ６ ５ ９ ２０ ３２ ６８ １０８

我的教学 ２ ２ ４ ２ ２ ３ ８ １０

我的课堂 ４ ４ ３ ０ ３ ８ ７ ７

我自己 ２ ４ ２ ３ １ １ ７ ９

三、结果与讨论

图１　四年来教学反思内容的变化

（一）教学反思的特征

张老师教学反思的变化特征（图１）为：（１）反思

元认知基本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且在１３－１４学年

反思元认知最多。（２）对教学内容的反思很少，而且

只在大一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Ⅰ、Ⅱ）学期对教学内容反

思较多，在这之前和之后都很少反思教学内容。（３）

对教学行为、师生关系、科研和备课反思很少，只在

大二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Ⅰ、Ⅱ）学期考虑这些问题。

（４）对课堂教学反思较多。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４（Ⅰ）一直

到２０１３－２０１４（Ⅱ）学期，共８个学期都考虑课堂教

学问题。而且，在大一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显著考虑

课堂教学较多。

（二）对教学水平、课堂教学和自己身份认同的

评价变化

图２　对“我的教学”的评价的变化

在过去的四年里张老师对教学水平、课堂教学

和自我的评价有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教学反

思对于教师自主发展的意义。

（１）教学水平：大一学年（图２）积极评价较高，

而且有增长的倾向；大二学年消极评价普遍增长，尤

其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４（Ⅱ）学期，积极评价显著下降，消

图３　对“我的课堂”的评价的变化

图４　对“我自己”的评价的变化

极评价显著增加，甚至超过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Ⅱ）学

期。另外，教学的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逐年增加，而

且消极评价和积极评价基本持平，这表明她对自己

教学水平基本是认可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Ⅰ）到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Ⅰ）学期她对教学行为、教学内容和课堂教

学的反思变化和教学积极评价的变化基本一致，表

明教学反思对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自己教学

水平的认可具有积极意义。

（２）课堂教学：大一学年（图３）积极评价较多，

大二学年消极评价增加；后四个学期的积极评价比

前四个学期的要高；另外，后四个学期的消极评价比

前四个学期多。而且，后四个学期消极评价大大超

过积极评价。课堂教学评价中（除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Ⅱ）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Ⅰ）学期）消极评价占主导，与

教学反思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这表明教学反思对于

课堂教学的评价没有积极影响。

（３）自我认同：与前四个学期相比，后四个学期

的积极评价较多，而且基本趋势是积极评价逐年递

增。另外，大一学年的积极评价普遍低。后四个学

期的消极评价超过前四个学期，而且消极评价也随

时间推移而增加。自我消极评价非常突出，而且超

过积极评价，最后两学期尤为明显。虽然消极评价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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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占主导，但是积极评价显然逐渐增多。积极评价

和教学反思的变化基本一致，表明教学反思对自我

认同有积极影响。

（三）教学反思和教师自主职业发展的关系

１．教学反思促进教师自主职业发展

教学反思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通过反

思教师摆脱“程序化的教学生活”［８］，重构教学经验，

教师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和创造力得以发展。

因此，教学反思有利于继承良好的经验，增加教师的

教学知识，促进个人教学经验的理论化。其次，反思

和验证教学目标的可行性、教学理论的适用性以及

教学策略的有效性使教师对教学理念、学生观念和

师生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２０１２／１０／２５上课的创新

……生回答很流畅，语音语调非常好。等回答

结束，我就开始讲解课文的结构，我突然想到了前面

的Ｅｄ的假设，于是，我们分析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说，我赶紧说，很好。让她坐

下。我就说，ＹａｏＬｕｓａｉ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ｉｓｔｈｅｍｉｒ

ｒｏｒ，Ｉｔｈｉｎｋｉｔｉｓａｇｏｏｄａｎａｌｏｇｙ．Ｂｕｔｄｏｙｏｕ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ｈｅｒｏｒ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ｈｅｒ？Ｐｌｅａｓｅｗｒｉｔｅａ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ｈｅｒｔｏａｒｇｕｅ．学生一听说给女生写一封信，大家

都笑了。我说，我发纸给大家，请工整写好姓名和

信，下课交上来。大家很高兴……

教学反思增强了老师的批评意识和问题意识，

养成负责严谨的心态和包容接纳不同声音的胸怀。

他们愿意倾听，获取灵感，然后分析批判，去伪存真，

提高对教学、自我和学生的认识。他们考虑学生的

需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形成开放民主的教风，培养

严谨的治学态度，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和教学自主

能力。

２０１２／１０／３０我的乌托邦式教学

三四节，我给１班上课，我上的很快，留下大约

半小时做口语练习。我提问邵，她回答ｎｏｔ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ｎｏ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我让其他

同学评价邵的回答。有的学生回答不好。我叫她同

桌评价。她居然问：ＷｈｙｄｉｄｙｏｕｋｎｏｗＩｋｎｏｗｈｅｒ

我说ｂｅｃａｕｓｅｙｏｕｓｉ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我没有料到学生

会主动用英语问我。这是一个好信号，即学生喜欢

说英语……我在实行乌托邦式的教学，希望大家能

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吧。

教学反思促进建构积极的教师身份认同。反思

元认知的逐年增加表明教师反思由原来的问题驱动

行为逐渐变成教师的教学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融入

教师的教学和个人生活，使得教学和生活的界限变

得越来越模糊，形成教学即生活的教师生活。

２０１２／１１／２３做个什么样子的老师

……我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呢？应

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和形象？谦虚，待人接物

要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犬儒思想非常有害。改

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提高教学水平，不能局限于提

高教学水平了，关键要改变自己，做一个阳光的老

师。阳光也意味着智慧，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快

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自己的哲学：对话和灵活

……我这么说了半天，其实就是想向学生传达

一种观念，即我们任何人都有能力，和我们一样的聪

明和勤劳，只不过我们只囿于自己的圈子，没有看清

楚别人的有点，就有点大清帝国那样固步自封。所

以，要对话和平等……

２．教学反思的问题及反思无效的原因

（１）反思内容。张老师的反思集中在反思元认

知，即对反思行为的反思（图１），很少触及教学中的

实际问题，比如，教学内容、本人对话题的看法、下次

上课的计划。她的反思聚焦在对教学活动的观察和

描写，缺少针对教学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措施，因此，

不能给教学水平带来积极影响，印证了卢真金关于

反思的观点［１４］。张老师缺少对师生关系的反思，难

以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影响教师对自己的认同。

她也很少反思科研问题，不利于科研能力的提高，影

响其职业发展和职业认同。张老师的案例说明教学

反思必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反思“注意”不能偏离

“问题”，通过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反思”和“行

动”统一起来。另外，反思内容不能局限于教学内

容、教学过程，也要关注背景因素、教育观念等。

（２）学生因素。张老师在教学水平、课堂教学和

自我认同方面做出的评价受到学生因素影响。大一

（Ｉ）学期基本都是积极评价。因为，大一新生对一切

都很好奇，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另外要备考大二（Ｉ）

学期的四级考试，所以学习积极性高，因此，教师对

课堂教学和自我认同评价积极。根据学校规定，四

级考试成绩即算作大二（ＩＩ）学期的英语成绩，而大

部分学生在大二（Ｉ）通过了四级考试。因此大二

（ＩＩ）学期无论学习与否，大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该学

期考试，所以学风下滑，老师对课堂教学评价和自我

认同评价消极，显得反思对教学没有积极影响。

２０１０／９／２７第一天上课

刚走到讲台，把教学材料往讲台上放，下面学生

突然鼓起掌来。我没有料到。我向他们点头致意，

然后走到门外，想如何作开场白……下课了，有位女

学生走到讲台前，说，老师，我以前最怕英语，也不想

学习英语，看来我以后要改变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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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５／２２误解和说教

今天给计算机２班上课，刚到教室的时候人来

的不多，心里很纳闷，也陡然升起一种不满，心想，学

生真的不听话了，不愿意上课了，原来他们都是很好

的学生。正在这个时候，上课的铃声响起，学生陆续

进来了，原来迟到的不少，真正不来的学生很少。可

能还是因为班级的问题……

（３）教师因素。大一第二学期（１０－１１（ＩＩ）学

期）张老师对课堂教学的积极评价很多。这学期她

对课堂组织考虑较多，能及时反思课堂教学的问题，

及时调整，弥补不足，而且学生积极配合，故教学效

果好。比如，她把自己的上课过程进行录音，回去听

录音并且尝试解决其中的问题。她反思教学和思考

课堂组织的技巧，这些努力提高了教学效果，也展现

了教学反思的积极意义。

２０１１／３／９教学节奏的效果

在给电子２班上课的时候，发觉节奏慢，而且按

照老的方式上课，效果显得不好，很沉闷。后来，在

电子１班上课，发觉节奏快了，而且直接联系对话进

行口语练习，发觉学生的口语练习效果较好。后来，

在进行课文的解释和提问练习，发觉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非常高，笑声不断。特别是在最后的十分钟，抓

住机会，提问单词默写和造句子，学生好像都能够积

极思考，听写效果很好，没有一个人觉得呆板，相反

很投入。

今天录音了，效果不知道如何。

２０１１／４／２写作文和灵感

今天的短对话听写是关于住所的，我灵机一动，

让他们讨论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这个话题

和学生的生活贴近，大家都很热情，而且有话可说

……后来写作文，把口语课变成了作文课……下午

给电子的两个班上读写译，听写对话，然后听写一段

有关写作的文章，最后写作文。这个题目大家都觉

得很意外，然而，写起来并不费劲。有不少同学写的

很出彩……

反思日志也暴露一个问题，即教师的教学目标

不明确，教学内容不成体系［３］。虽然经验和灵感在

某一次的课堂教学是有效的，但是，并不能保证老师

建构教学内容的体系。依赖经验和灵感可能会导致

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教学思路紊乱。

２０１１／５／１９课堂组织有点退步了

学生想上课的动机慢慢下降了。我如何提高大

家想上课的欲望……如果能够先听懂再学习句型和

对话，这样的教学效果肯定好，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

的口语能力。可是，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如果

能够系统的做这种教学活动，肯定能提高大家的口

语水平。现在我的任务是按照课本上课……上完了

听力，就上了几段课文，然后听写课文中的句子，最

后下课。我今天觉得上课很无聊……怎么才能让课

堂有活力？

２０１１／５／２０突然觉得当老师没有意思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觉得当老师没有意思，尤

其是大学英语老师。因为，当公共英语老师，好像没

有成就感。

（４）教学基本功。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Ｉ）学期对自我评

价消极成分较多，因为学生希望教师有“精彩表演”，

可是由于教学基本功问题，她做不到“精彩表演”，因

为口语等教学基本功很难在短期内提高，教学反思

对于提高教学能力的效果不明显。

２０１１／４／２写作文和灵感

下午上课，我做好了准备录音，可是上课的效果

不好，好像没有激情，学生尽管很认真，对我寄以厚

望，等待着我的精彩表演，可是我好想无论怎么努力

好像都达不到上午的课堂效果。

１０／５日听录音

今天上午听第一册第一单元第二次课的录音。

听了发觉自己的口语水平不行，而且讲课过程中总

喜欢“清嗓子”和重复“单词和短语”。讲课的过程

中，自己的语言说的很慢，而且，用词不讲究，语言结

结巴巴。

（５）外部环境。大一（Ｉ）上积极评价多，大二

（ＩＩ）消极评价显著增多，尤其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ＩＩ）之

后。因为大一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ＩＩ）学期实行选课制，

来自不同班级和专业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大

家彼此陌生，班长和辅导员无法监督他们，老师很难

管理班级。因此，缺课迟到现象较多，这种氛围让老

师对教学和自我认同产生消极评价和职业倦怠，缺

乏改进教学的动机。

２０１２／３／３０学生缺课，我郁闷

……今天让我很失望。因为，教室里只有大约

三十左右的人。我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学生太不像

话了。他们有的四级考试通过了，就觉得可以放心

了，于是就随便缺课。这很不好，因为，这样可能会

导致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导致学习风气变坏……

２０１４－３－３１不知道如何对付学生

下午上课，一二节学生来的还好，尽管有几个学

生缺席，但是给我请假了。可是人数还是不到一半。

三四节课学生来的更少了，只有十几个人。我觉得

有点生气……希望暑假口语考试的时候，不让那些

缺课太多的学生参加口语考试。因为，大学英语是

两门课。一门是读写译，一门是口语。如果四级过

了，可以保证你的读写译是合格的。但是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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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口语是合格的。所以，如果不来，可能口语考试

要受到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确不好。我说了也

没用。

３．正确看待教学反思在教师自主职业发展中的

作用

教学反思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很复杂。不同

类型的教学反思对教师职业发展的效果不同。有的

教学反思对教师职业发展并无直接影响，比如反思

元认知。本研究中张老师的教学水平、课堂教学和

自我评价并没有因为反思而显著提高。有的教学反

思能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比如对课堂教学评价和反

思课堂内容显著相关，因为反思教学内容有利于教

师自己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教学反思也有一定

局限性，比如对课堂教学的反思不能根本解决课堂

中的问题，因为在课堂环境下，学生因素、偶发事件

等因素使相同的反思行为产生不同的效果。教师的

反思知识和理论水平也影响反思的效果。比如，只

描述和反思教学中的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从教师个人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教学反思，坚

持教学反思有利于提高教师对教育工作的认识，促

进积极的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反思日志中积极自

我评价的不断增长表明教学反思对于教师自我认同

和职业自主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教学反思对于促进教师职业自主发展有

一定的积极影响。反思有利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个

人教学经验的理论化，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对教

学的积极反思能培养对本职工作的感情，产生积极

的教学评价和自我评价，引起从反思量变到教学水

平和自我认同的质变。

四、结论和启示

反思、批判和总结促进个人经验的理论化，提高

教师的教学自主能力；长期的反思实践有利于提升

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提高教师对职业生涯的认

同，从而爱岗乐业。教学反思的主要问题是教师缺

乏问题意识，反思内容狭窄，对教学内容和科研反思

不多，不利于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另外，“反思”和

“行动”没有结合起来，教学反思结果不能应用于解

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学生因素、教师因素、教学基

本功和教学环境影响教学评价和反思效果。

为了进一步提高反思效果，首先，要开展教学反

思培训，提高教师的反思知识和反思能力。其次，鼓

励教师开展合作和交流，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把行

动和反思统一起来，提高反思效果。再次，鼓励教师

研究，提高教师的教研意识。教学研究有利于把教

学反思引向深入，提高教师理论水平、教学能力和科

研能力。最后，鼓励教师养成反思的习惯，提高反思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又增强教师

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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