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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动研究是当今国际上一种炽热的研究范式,反思实践是其本质。新课程改革使其专业化成长成为当前每位教师都

在关注的问题,而行动研究则是教师专业化成长非常有效的途径,外语教师如何理解和开展行动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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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专业化成长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教师即研究者”、“反思的实践

者”、“反思性教学”、“行动研究”等概念越来越多的出现在

教育理论界的各种文献中。作为实践者的教师,这个与一切

专业理论研究者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知识和思想,有着理解

能力、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应该结束长期以来消极被

动的“教书匠”形象,而代之以积极、主动的研究者的新形

象。尤其是在教育改革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今天,教师作为研

究者又有了它全新的现实背景。 

2 行动研究的简介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

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工作领域。它的主要代表人物

Hollingsworth。从广泛意义上看,行动研究指的是与实际参

与该领域的人一起在一个领域环境中进行的研究。行动研究

是基层积极分子寻求相互组织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研究社

会和变革之间的关系。行动研究适合在小范围内探索教学具

体问题的科研方法,其目的不是建构理论体系或归纳规律,

而是针对教学中重要的实际问题,通过行动来加以解决,提

高教学质量,推动教改的深入。 

3 行动研究的特征 

3.1突出教师为中心的位置 

行动研究从程序上来说,遵循了提出问题——收集材料

——进行分析/解释。不同于研究的是实践在行动研究活动

中自己调查自己的问题。 

3.2实践性强 

行动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建

设。问题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去解决,目的是改进实践。研

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就是问题的初

步解决。 

3.3合作性 

在行动研究中,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科研可以结合起来,

研究者进入教学第一线,实践者投入科研过程,职业理想与

科学理性可以走到一起来。 

3.4开放性 

行动研究是螺旋式发展的,在总目标的指引下,时刻面

对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对方案作出调整,甚至更

改题目,改变方向。 

3.5及时性 

研究者就在第一线,接近实践,随时被告知发生什么。 

4 国内外有关于外语行动研究的应用 

4.1国外关于外语教育行动研究的应用 

90年代以来,行动研究与外语教师的发展以及与外语教

学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紧密,可以集中概括为四个方面： 

4.1.1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羽田在日语(外语)教学中引入“实践社群”概念,让学

生交换学习日志以增进相互了解。他认为,实践社群可运用

于外语教学,教师可以组织和设计群体学习,帮助学生更好

地交流[1]。 

4.1.2加强师研、师师、师生之间的合作 

广泛的合作可以帮助行动研究的开展,增强研究结果的

说服力。伯恩斯曾提出,广泛的合作可以“减少教师的孤立

的感觉,可以让教师共同解决问题[2]。” 

4.1.3发现传统教育难以发现的问题 

行动研究中课堂就是实验室,教师可以从中采集数据,

改进教学实践。佩尔蒂埃在法语浸入式课堂中使用文学阅读

和读书心得报告的方法,关注了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情感因

素和审美因素,并发现学生主要是为获取信息而非出于兴趣

才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阅读的［3］。 

4.1.4促进教师主动研究自己的教学 

巴特尔斯指出,许多从事教学的应用语言学家没有研究

自己教学的兴趣,主张运用行动研究来缩小理论和实践之间

的差距[4]。克鲁科斯和钱德勒用行动研究方法来检视学生在

教学中运用行动研究的情况,认为培养外语教师不能仅局限

于文学课和文化课,还应该掌握各种有利研究方法,为以后

的教学打下坚实基础[5]。 

4.2国内行动研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型探索 

4.2.1概述型研究 

吴宗杰认为使用行动研究方法的群体将是教学改革的

主要推动力量。庞继贤认为,行动研究主要是对具体的局部

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和解决[6]。王蔷讨论了行动研究的意义、

选题和方法,重点介绍了英语教师应该如何制定行动研究方

案和进行数据分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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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分类型研究 

外语教学行动研究可按英语技能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听力教学。彭梅研究发现,对听写策略、技巧进行

讲解、训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8]。 

第二,口语教学。肖豫涵通过运用混合教学模式,使语音

教学效果得到提高。焦新平发现,“值日报告”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第三,阅读教学。郑敏、陈凤兰采用差异化教学,提升了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第四,写作教学。李莉文探讨了同伴互评模式对学生英

语写作态度和写作技巧等因素的影响。田丹发现,多样化的

写作任务、评估反馈和教学方法,能同步提高学生的语言水

平和思维能力。 

第五,翻译教学。杨晓华采用过程教学法,显著提高了学

生的翻译质量。吴青受行动研究理念启发,对翻译教学的内

容与方法进行调整,提高了教学效果。 

第六,词汇语法教学。刘慧宇采用反思性教学法,使学生

作文的语法准确性明显提高。林锐琼使用形成性评价手段,

增强了学生的词汇应用能力。 

5 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开展行动研究的基本策略 

5.1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始于问题。教师浸润于职业文化越久,便越可能丧

失对问题的敏感,将所有问题均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以质疑,

因此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问题的敏感性,敏于所看、所听

并思考其意义,通过思考发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会产

生研究的动力,进而围绕研究开展行动。 

5.2随时搜集资料 

行动研究的资料是多元的,所听、所想、所看、所感都

是资料,都要搜集不可放过。要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包括

日记、杂记、自传、随笔、心得、报告、考卷、作业、录音

(影)带、照片等。 

5.3亲自参与研究 

教师必须身临其境,感悟体验。教师参与行动研究的方

式和途径有多种：可以结合工作独立开展研究,也可以和他

人合作开展研究；可以参与别人的课题研究,也可以自己确

定课题开展研究等等。 

5.4不断进行反思 

行动研究发展到今天,普遍认为其核心就是要使教师学

会批判性反思——以新的视角去看待日常的和特殊情况下

的教育实践。批判性的行动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是小范围的,

而是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新的教师(不久前)被赋予身体力行

批判性反思和研究的特征,他们把实践带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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