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对师范生教师信念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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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师范生在作为观察学徒时会积累大量基于自身认知的有关学与教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对教师教育教学信念的形

成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250份师范生的成长日志，对其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进行了考察，并选取16名师范生开展

访谈，深入探究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对师范生教师信念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先入之见与师范生教师信念的形成具有直

接关联性，同时也会阻抗教师信念的修正与更新，教师情感素质维度的先入之见对师范生的影响最为深刻。师范生要不断反

思与检视自己的先入之见，从而形成正确的有关“学”与“教”的信念，以促进自身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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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econceptions in Apprentice Observation Period on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Belief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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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observation apprentices，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accumulate a large number of preconceptions about learning and
teaching based on their own cognition，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belief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50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growth logs，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ir preconceptions during apprentice⁃
ship observation period，and interviewed 16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econceptions during the ap⁃
prenticeship observation period on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beliefs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oncep⁃
tions have a direct correlat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beliefs in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and also resist the revision and re⁃
newal of teachers’beliefs. The preconceptions of teachers’emotional quality have the most profound impact on normal university stu⁃
dent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constantly reflect on and examine their preconceptions to form correct beliefs about“learn⁃
ing”and“teaching”so as to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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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

能力素质，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1］。教师信念作为一种内

隐的思想图式，影响着教师的职业使命感，并且

通过教师个人情感和意志的作用，将教师的专

业知识和教育教学活动逐步联系起来，影响并

驱动着教师行为。因此，探讨教师信念对于提

高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职业素养与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徒观察期

是每一名师范生都必须经历的阶段，是其在接

受师范生培养之前的教育经历，在这一阶段中

师范生会形成大量基于自身认知的、关于“学”

与“教”的经验，即先入之见。明晰学徒观察期

的先入之见对师范生的教师信念形成的影响，

有助于其在专业培养阶段形成正确的“学”与

“教”的信念，能够使其成长为对整体教育教学

活动更加得心应手的教师。

二、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与教师信念

（一）师范生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

学徒观察期（the apprenticeship of observa-

tion），是师范生进入教师职前教育阶段之前的

时期，贯穿整个基础教育阶段［2］。不同于其他专

业技术职业，如医生、律师等，在进入专业培养

阶段以后才得以正式、系统地学习专业相关知

识，教师职业在其学生时代的学徒观察期持续

数万小时的在校学习中，一直对教师在课堂的

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近距离“学徒式”的观察。

丹·劳蒂指出在接受正式的教师专业培养之前，

师范生作为观察学徒，直接地观察到教师的各

种教育活动，这种“学徒式观察”持续其整个学

生生涯阶段，并为之提供学习教学的机会［3］。师

范生在这一阶段以“观察学徒”的身份，浸润式

体验教师的教学行为，并且在教师每日的教学

实践情境中，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不同信念驱使

下不同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累积了大量的、基

于自身认知的、关于教学的经验。

我国学者苗学杰、饶从满将先入之见（pre-

conceptions）定义为一种早期经验，是学生在学

徒时代经历的一种体验［4］，是其在学徒时代累积

的对“学”与“教”的见解。每一个师范生因为他

们所经历的教学情境、自身感受都不尽相同，所

以形成的先入之见也是因个体而异，具有鲜明

的个人特点。先入之见是师范生通过多年的学

习生活累积的经验，依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等具体要素，经过符合自身认知的信息再加工，

具有连续性、反弹性、谬误性、过滤性和交互性

的特征［4］。

（二）教师专业成长的导引——教师信念

1.教师信念的内涵

培詹士将教师信念定义为教师在教学中，对

教育过程中各环节信以为真的观点［5］。我国学者

俞国良与辛自强将教师信念定义为教师基于自

身对“教”与“学”现象的某种理论、观点和见解的

判断［6］。本研究中，教师信念是指教师个人秉持

的一整套认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思想理论图

式，并且这种思想理论图式会集中投射在教师个

人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驱动着教师的专业成

长。教师信念是一套动态的信念体系，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教师个人经验等主观因素与

学校环境等客观因素不断调整与变化，以期符合

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教师信念的特质理论视角下，Five 和

Buehl通过访谈53名师范生和57名在职教师总

结出教师关于教学的信念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关于传授知识的信念、关于教学能力的信念、关

于教师认知技能的信念、关于教师情感素质的

信念［7］。

2.教师信念在教师专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首 先 ，教 师 信 念 是 教 师 行 为 的 隐 性 指

引［8］。教师信念具有缄默性的特征，没有办法

被直接观测到，但是在整个教师行为流程中都

得以体现。在教师行为发生之前，信念会决定

什么样的行为得以出现。在教师行为发生过

程中，教师的信念折射于教师行为中，并监督

行为的发展，符合信念的行为则予以强化，不

符合信念的行为则被及时调整。在教师行为

发生之后，教师会依据其信念系统对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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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反思与评价。

其次，教师信念驱动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

动。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是教学

思考与教学实践的实施者。教师信念像“幽灵”

一样“游荡于”教师所有的教育过程中，并对教师

的行为产生控制作用［9］。一名教师秉持着什么样

的信念体系，就会做出同体系的教学思考，指导

出相应的教学实践。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总是

符合其信念的，如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师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合作学习、自主探索，这

类教师着重于开发学生的潜力，倡导学生对于知

识点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在教学活动中以教师

为主体的教师更倾向于向学生讲解与传授知识，

教学课堂很容易变成教师的“一言堂”，课堂气氛

不高，这类教师着重于知识的讲解与传授，比较

不喜欢学生挑战自己的教师权威。所以，教师信

念不仅影响着教师的“教”，同时更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的“学”。

最后，教师信念导引着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不仅由于

其专业知识构成，更是教师对学生、教学任务等

各教学要素持有的信念所决定［10］。在教师专业

发展过程中，教师从一名新手教师成长为专家

型教师，需要大量知识与经验的沉淀。教师专

业发展的速度与方式等要素，除了教育环境等

客观因素外，教师信念这一主观因素也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对教师职业持有极高认同

感的教师，即使处于不利的发展环境中，也会努

力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寻求自身专业水平的不

断成长与发展。

（三）先入之见对教师信念影响的相关研究

师范生教师信念的形成离不开学徒观察期

形成的关于“学”与“教”的见解的影响，即先入之

见会影响师范生教师信念的建立。研究者普遍

认为师范生在接受专业培养之前已经拥有“基于

个人经历的关于教与学的独特认知”［11］56，并且钦

恩和布鲁尔指出这种早期的认知，即“先入之

见”，在其信念系统中根深蒂固，教师信念会受之

影响，并难以形成信念变革［12］，导致教师在专业

成长过程中，仍会以学徒观察期累积的经验去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目前我国学者针对教师信念

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教师个人层面，包

括教师效能感、教师反思等［13-14］，以及学校文化、

社会环境等方面［15］，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对教

师信念形成的影响多集中在理论论述，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因此从实证的角度探析学徒观察期的

先入之见对教师信念形成的影响十分必要。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文本分析法

本研究对250份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成长

日志进行分析，以论证先入之见与师范生的教师

信念是否具有直接关联性。成长日志通过S大学

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进行

收集，记录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学徒观察期时

发生过的教师对其影响最深刻的事情，师范生对

这些成长中的关键事件做出反思，并对理想教师

形象做出概括与总结。

2.半结构深度访谈法

笔者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对学徒观察

期、先入之见与教师信念进行了界定，并结合

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设计了访谈框架，通过预

访谈与教师指导，最终确定访谈提纲。为更好

地探析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对师范生的教

师信念形成产生的影响，选取16名学前教育专

业师范生开展半结构性深度访谈，其中，大一

学生5人、大二学生2人、大三学生4人、大四学

生5人，针对其学徒观察期的关键他人（教师）

与关键事件（学徒观察期时发生过的教师对其

影响最为深刻的事情）及产生的重要影响等方

面展开访谈，并探析其心中理想教师形象。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分析本

研究收集到的访谈资料，将所有访谈录音转录

为word文档，围绕教师信念进行三级编码。一

级编码对访谈所得文字资料进行解读，对重要

字、句、段贴上概念标签；二级编码对一级编码

中的概念标签进行归类，确立维度；三级编码建

立核心类属。本研究采用人工编码，故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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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示例，见表1。
表1 师范生的先入之见编码示例

核心类属

教师情感素质

开放式编码

属性维度

教师责任感

贴标签

利用课余时间

帮数学差的同学补课

义务

感谢

原始资料（节选）

Q：这位老师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A：我初中的时候偏科特别严重，其他科目都不错，只有数

学特别差，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他

利用课余的时间或者放学以后的时间帮我们几个数学特

别差的同学补课，而且都是义务的，然后我的数学成绩就

一点点提上来了，我真的十分感谢他。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先入之见与师范生教师信念的形成具

有直接关联性

师范生所形成的教师信念与其学生时代的

先入之见具有直接关联性。师范生成长日志和

访谈分析均显示，大多数学生关于“学”与“教”的

信念可以追溯到学徒观察期发生过的关键事件，

且事件多与自身相关，并对其信念的形成产生重

要影响。在250份成长日志中，206名师范生对理

想教师形象的概括与其叙述的关键事件直接相

关，占比82.4%；44名师范生对理想教师形象的概

括与其叙述的关键事件并无关联，仅占总数的

17.6%，详见表2。
表2 师范生成长日志中成长关键事件

与教师信念相关性分析

数量
相关性

份数

占比

相关

206

82.4%

不相关

44

17.6%

合计

250

100%

在成长日志的关键事件中体现的教师形象

被师范生直接概括为理想教师形象，如“作为一

名尽职尽责的语文老师，她将语文教学放在首

位，在巩固基础的前提下，她会积极备课争取为

我们带来更全、更广博的知识面，精准就是她的

代名词。”该生理想教师形象的第一个关键词就

是“认真负责”，其次分别是“关爱学生、公平公

正”。

师范生并不是以一块白板的身份进入专业

培养阶段，相反他们是带着多年来积累的关于教

与学的经验，有时候甚至产生诸多怀疑的学徒身

份进入教师专业培养阶段［5］，本研究获得的访谈

材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师范生在接受专

业培养之前已经在学徒观察期形成有关“学”与

“教”的独特见解，即先入之见，先入之见与其教

师信念直接关联。

“我肯定不会像别的老师一样，对后面的这

些成绩倒数的同学直接放弃，我不会这样，我肯

定也会像这位老师一样，虽然只是拿出了自己

一点课余时间，或者自己的一点关心，但是对一

个学生来说，就真的是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可以

对孩子有很大的改变的。”（C1①）

C1访谈中提到的“这位老师”和“别的老师”

的做法对他的关于“教”与“学”的信念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师行为对其信念的

形成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他“认为正确”的

教师行为在其信念体系中得以延续与强化，与之

相反，他“认为不正确”的教师行为被作为“鞭策

事例”，有意规避这种负面的教学影响在日后自

身教学生涯中再次发生。

师范生具体的信念总是能投射到其经历过

的事件中去，正因作为观察学徒时，在真实课堂

环境中获取的经验不断交织，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信念网络，才使得师范生的教师信念与先入之见

直接关联。

（二）先入之见会阻抗师范生教师信念的更

新与修正

师范生在学徒观察期形成的先入之见，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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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一位师范生的信念系统，这直接阻抗了师范

教育阶段的教师培养对师范生教师信念的更新

与修正。想要打破师范生学生时代累积的先入

之见是非常困难的，先入之见会影响其对知识的

感知以及吸收过程。培詹士认为师范生学生时

代的“学徒式”受教育经验，会形成他对教育活动

与教师角色的坚定信念，这对师范生树立“学”与

“教”信念的影响，甚至比教师专业培养还大［5］。

学徒观察期的先入之见是被广泛地用来解

释教师教育（师范教育）对教师信念未产生明

显影响的原因［16］。师范生会通过先入之见的

透镜去分析与学习师范教育阶段的课堂知识

与实践知识。师范生选择接受的信息大多都

经过了先入之见的过滤，他们对师范教育的知

识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与编码，有条件地选择性

吸收符合自身学习经历的教育图式，而那些被

认为与自身情况不匹配、不适用的教育理念与

方法很容易被舍弃。

“当时老师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我发了很大的

脾气，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只是一点小事而已，他

有必要这样批评我吗？但是当我教的学生忘记

带练习册，我提醒了好几遍他还是没有带以后，

我还是像我的老师一样狠狠地批评了他。”（D2）

“我觉得写板书的方法更有助于学生对于知

识点的理解与记忆，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更愿

意在课堂上把知识点写在黑板上和同学们分享，

而不是只采用PPT描述知识点的方式。”（A1）

“我觉得教师就是要有一定的教师威严的，

而不是和学生做朋友，因为只有具有威严的老师

才能震慑得住学生，像朋友一样的老师没有办法

管理好一个班级，学生都不怕你，每天和你嘻嘻

哈哈的，这个班级的纪律一定不会好。”（C3）

师范生“继续使用学生时代形成的关于教学

实践的朴素见解，作为当前的受教育过程做出判

断的基础”［17］，从而导致了师范教育阶段带来的

符合时代特点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学原

理很难冲破先入之见的阻抗。

（三）教师情感素质维度的先入之见对师范

生的影响最为深刻

通过对16名师范生的访谈文本采用扎根理

论进行分析，经过三级编码之后发现关于教师情

感素质的关键事件被师范生提到的次数最多，对

师范生影响最为深刻。通过访谈问题“从幼儿园

到高中关于教师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的陈述进行关键词统计，结果显示，教师责任感、

教师关爱、教师公正与师生关系四个方面的先入

之见是师范生关注的重点，并对其相应维度教师

信念的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详见表3。
表3 四个年级16名师范生先入之见关注的内容

教师信念

关于教师情感

素质的信念

关于教学能力

的信念

关于传授知识

的信念

关于教师认知
技能的信念

出现次数

12

2

2

0

关键词

责任感

教师关爱

教师公正

师生关系

教学能力

教学方法

知识储备

授课方式

内容陈述

①义务补课 ②老师为月考成绩不好而哭泣，之后更加努力教学

①骂哭“我”②经常来寝室看望学生 ③像父亲一样经常关心“我”

①一视同仁、公平公正

①亦师亦友

①读错别字，丧失基本教学能力

①情境教学，渲染其中，让“我”们学会感恩

①知识渊博

①以前的教师上课就像完成任务，新任教师上课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决

定课堂速度

由上表可以看出，教师情感素质维度的先入

之见对师范生教师信念的影响最为深刻，在16名

师范生中，有12名同学做出了有关教师情感素质

方面的陈述，占比75%；其次是有关教学能力与传

授知识方面的陈述，各占12.5%；有关教师认知技

能的先入之见未被提及。师范生的先入之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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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斥着师生之间的情感记忆，但对于教师教学

行为很少从教育理论视角去观察。

教师情感素质与我们经常提到的“师德”其

实十分相似，都强调教师人文方面的素养，包括

教师责任感、教师关爱、教师公正、师生关系四个

方面。

首先，在教师情感素质维度中，被访谈者提

到次数最多的就是教师责任感。教师责任感

是教师对其职业的确切认识，同时承担起教师

角色要求［18］。在对16名师范生“从幼儿园到高

中关于教师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的访谈中，

有 5 名同学提到教师责任感：其中有 4 人提到

教师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成绩不好的同学补

课，如C2说到：“我初中的时候偏科特别严重，

其他科目都不错，只有数学特别差，那个时候

我的班主任，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他利用课余

的时间或者放学以后的时间帮我们几个数学

特别差的同学补课，而且都是义务的，然后一

点点我的数学成绩就提上来了，我真的十分感

谢他。”教师不畏辛苦，利用非工作时间义务帮

助学生补课，这种付出了教师个人休息时间的

额外工作，让学生们记忆非常深刻。另有一人

提到教师对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求上进：“初

二的时候，我们换了数学老师，第一次考试我

们班成绩特别差，年级倒数，老师自己作为班

主任带的班级数学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然

后老师就特别难受，还哭了，我们看了以后也

特别受触动，从此以后老师教得更努力，摸索

适合我们班级的教学方式，我们也更使劲学。”

（C4）教师对工作的责任感影响着学生信念的

建立：“只有对职业有责任感的老师才是好老

师。”

其次，教师关爱、教师公正和师生关系也是

被访谈者关注的重点。

教师关爱是指教师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以

认可、理解、关心、可依性、尊重等积极行为，与学

生建立并维持信任［19］。学生的学习表现、学习动

机、学习感受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教师关爱的

影响，这使得受教育过程中经历过教师关爱的先

入之见总会被学生关注。如A2 提到“那一次我

因为一点小事没做好，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骂哭我，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小事有必要吗？”A2提

到了一个负向案例，教师当着全班同学骂哭了被

访谈者，缺少对学生的关爱，在教育过程中缺失

对学生的尊重；D5 提到“小学的时候住宿，老师经

常来寝室看望我们”；A4提到自己的高中老师像

父亲一样关心自己。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无论是

从正向来说，还是负向来说，都让被访谈者感受

到了教师关爱对学生的重要性，进而影响着其信

念的形成与发展。

教师公正是指教师所表现出的公平和正义，

主要透过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分配教育资源

和调整利益关系体现［20］。教师公正包括学生的

表现机会、座位分配、情感关心等多种形式。A1

和B2在访谈中都提到了“教师对待学生一视同

仁，不因为学生的分数而差别对待”。根据教师

信念与层次水平的不同，教师所表现出来的公正

与公正程度也不尽相同。正是因为教师工作的

特殊性，教师对待学生容易依据偏见、利益、权威

和教师个人偏好而表现出不同［20］。当教师做到

对学习成绩与表现不同的学生一视同仁时，学生

从教师行为中感受到的公平感让学生形成公正

的价值信念。

师生关系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相处模式

印刻在学生的先入之见中。如B1和A4都提到

了“老师和同学之间好像朋友一样”，这种师生

关系的和谐与平等让学生感受到温暖，老师和

学生之间打破了长久以来的一种不平等的关

系，成为他们学习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四）教学能力与传授知识维度的先入之见

对师范生的影响较为深远

学生能够在教师授课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

教师的教学能力、知识储备量与传授知识的方

式，并因此形成关于教师教学能力与传授知识维

度的先入之见。

教学能力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

教学评价的综合能力，并能够对教学实践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21］。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

多只能观察到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而关注教师教

学实践中映射出的教学能力。B2和D1提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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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对老师的教学能力印象最为深刻，并

且强调成为一名好老师教学能力非常重要。

“我小学的时候经历过一个老师，他连最基

本的能力都没有，‘未雨绸缪’，他会读成‘未雨绸

miu’，连字的读音都能读错，他是怎么成为一名

老师的？我十分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的能力能够

胜任教师工作吗？”（B2）

“我们的品德老师，也是大队辅导员，他当时

讲了一节有关‘感恩’的课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不同于别的老师，讲课就是讲解知识，更多地使

用讲授的方法，他就是设定一个情景，再一步步

渲染，把你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真的就让你觉

得人要感恩。我现在还能记得老师讲课的大概

环节，真的是记忆犹新！”（D1）

传授知识包括教师传授知识的方式以及教

师的知识储备量。教师传授知识的方式对学生

的学习体验有着直接的影响，学生可以通过教

师的授课方式感受到教师不同的态度，因而易

成为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先入之见。如D5提到

“我们历史老师特别博学，他不只给你讲书本上

的知识点，还会讲很多扩充的史实给我们听，上

他的课觉得能学到特别多的知识”；D3描述了同

一科目两位老师不同的授课方式：“我们上了初

二，换了一个英语老师，和之前的英语老师简直

天差地别。之前的老师年龄比较大了，也不管

我们听没听懂就直接往下讲，讲课就像完成任

务一样，但是新的英语老师他讲课就会看我们

底下同学的反应。如果有部分都没听懂的，他

就会讲慢点或者再重新讲一遍，把知识点讲的

透彻明白。”

教师的责任感、对学生的关爱、公正、师生

关系都是发生在师与生之间的人文事件，这一

类事件发生在被访谈者身上的频度可能只有

一次，甚至在无关者看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

小事，却被深深地烙印在师范生的心里，并通

过其自身教育透镜对这一事件做出具体解读，

成为自己日后教学实践的标杆，从而“摹刻”自

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作为反面案例去“打

破”，避免自己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做出同样

的举措。

五、检视与反思师范生的先入之见

因为先入之见具有谬误性的特征，即师范生

关于教育教学形成的经验是基于自身认知的，因

而有正误之分，正确的先入之见能够促进师范生

的专业成长，而那些不适宜的先入之见会阻碍其

专业成长，这就需要师范生检视与反思自身的先

入之见，以形成正确的关于“教”与“学”的信念。

（一）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到转变信念的必

要性

师范生想要转变自己不合理的教育信念，首

先需认识到转变信念的必要性［22］。师范生在学

徒观察期对于教学活动的熟悉感，使得他们获得

了更多胜任感［23］，但是时代在不断发展，师范生

在过去教育背景下形成的传统教育经验不一定

适用现代的教育体系，师范生透过个人滤镜形成

的教育经验不一定能够推广到全体学生中去。

师范生作为一名职前教师，在接受专业培养的过

程中，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反思与

审视自己已然存在的教师信念是否能够适应现

代教育体系，来保证促进专业的持续成长。教师

信念驱动着教师行为，树立一套正确的教师信念

是十分必要的。

想要推动师范生检视自身的信念，首先教师

要为其助力。高校可以在教学计划中增设信念

反思环节，合理利用案例研究、成长日志、教学研

讨会等形式帮助师范生检视与反思先入之见，分

析理想教师形象与自身信念体系之间的鸿沟。

在研讨会上，教师多使用促进反思的技巧，以帮

助师范生获得对教师身份与信念感更深层次的

认识，激励其进行深度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

促使师范生认识到转变信念的必要性，并主动吸

收专业培养阶段的新知识。

（二）“摹刻”与“打破”，完善师范生信念系统

1.发挥“摹刻”作用，延续与强化适用的先入

之见

在教育体系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可否认

的是，部分传统的教育理念仍在现代教育体系发

光发热。长久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教师在教育实

践中累积了大量的关于“学”与“教”的经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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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课堂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轻松自如并流畅

地完成教学任务［24］。在师范生形成的先入之见

中，确实有一些是适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此时

就可以对正确的先入之见进行摹刻，当相同或者

相似的教育情境再次发生时，既有的情境性经验

就可以被调取，迁移到新的教育教学问题中去，

让根植于信念体系中的顽强见解在有关教学的

思考中得到延续与强化，从而指导师范生做出正

确的教育教学思考与实践。

2.发挥“打破”作用，更新与修正错误的先入

之见

想要更新与修正错误的先入之见，就要打破

师范生已经形成的信念系统。但是，想要转变长

久以来形成的信念并非易事。当面对认知冲突

时，学习者会对新信念或原有信念做调整，以解

决冲突，此时，信念的更新与修正就会发生［25］。

一旦信念冲突出现，师范生就需要检视与反思先

入之见的可靠性，当先入之见中对于“教”与“学”

的认知与专业培养中获得的新的教育原理产生

分歧或者无法适用于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教

育情境时，师范生就要努力打破学徒观察期形成

的先入之见，将错误的先入之见进行更新与修

正，从而形成一套适切的教师信念体系。

师范生信念的更新与修正除了促进其个人

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接受与吸收新专业培养

阶段专业理论知识外，高校也应当为师范生提供

更多深层次的信念反思的平台，以促进师范生信

念的修正与更新。

在教师培养阶段，高校应增加教育见习的

深度，使教育见习也能够深入到教学实践中去，

让师范生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检视自身的先入

之见。教师教育研究者发现，加强某些培训活

动有可能改变教师的信念，精心设计的教育实

习与教育见习尤其能深刻影响职前教师各方面

的信念［26-27］。教育见习是师范生在专业培养阶

段信念建立与更正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应该

为师范生提供更多亲身参与到课堂的机会，丰

富他们作为一名准教师视角的课堂体验，而并

非以一名学生的视角去学习课堂教学，在各种

真实教育情境中检视自己已存的信念系统是否

符合现代教育体系。

教师信念并非一个静止的图式，而是一套随

着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教师

信念与教师专业发展相互促进。每当已有信念

无法有效促进个体本身的专业成长时，教师应该

勇敢打破已有的信念陷阱，不断更新与修正自身

信念，从而实现专业的不断成长。

［注释］

① C1代表访谈的第一位大三学生。编码原则：年级＋位

次（字母表示该访谈对象的年级，A代表大一，B代表大

二，C代表大三，D代表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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