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4 

Education Research 

初中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能力培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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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教师的成长公式：成长=经验+反思,而我

国的学者叶澜教授认为,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名师,而如果坚持

写三年教学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重视

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

径,能够帮助教师成长和适应教育改革发展。为了应对新课改带来的挑战,

教师需要通过及时的反思、合理的反思来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完善教学行

为以及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因此,教学反思既是提升自我的方式,

也是推进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1 文献综述 

1.1国外有关反思性教学的研究 

杜威是最早提出有关反思的思想,但这时的反思停留在反思的思维,

指的是思想层面的反思,也就等同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反思的意识。由于历

史年代的限制,杜威的观点也仅限于此,之后也并未进行更多关于这方面

的探讨和提出更加有深度观点。 

萧恩的反思性教学可以看做是对思想的具体化的产物,他把这种思想

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上,更加具体的说是可以落实到教学中去,这一点可以

说是质的飞跃。综上,萧恩所提倡的反思性教学将关注的重点已到了具体

教学实践当中,也开创了反思性教学与具体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新模式。 

在此之后更多的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一研

究。1992年英国教育家格里菲斯(Morewena Griffiths)与坦恩(Sarah Tann)

就以时间为切入点,用时间对维度进行划分提出建立了五种反思纬度的大

胆设想。这种反思纬度的模式如下：快速反思、修正、回顾、研究、理论

的重建。仔细思考与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格里菲斯与坦恩提出的五种反

思纬度,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萧恩的有关反思性教学思想的具体化拓展与加

强,也对反思性教学的应用做出更加具体且更具操作性的概括。 

1.2国内有关反思性教学的研究 

国内关于反思性教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是对西

方反思性教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从2003年以后随着基础教育课改的全面

启动,反思性教学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 

华东师范大学熊川武教授编著的《反思性教学》(1999)一书在我国开

创了“反思性教学”研究的先河,引起很多学者和教师的关注和讨论。该

书从理论的角度,不仅对反思性教学的历史发展、文化背景、西方比较流

行的几种模型作了详尽的介绍,还阐述了反思性教学合理性的相互联系的

三个方面：主体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并完整描述了反思性

教学的过程。熊川武教授在反思、提升诸多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反思性

教学”这一概念：他认为,“反思性教学”是指“教学主体借助行动研究

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问题,将‘学会教学

(learning to teach)’与‘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统一起来,

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认为“21世纪教师能力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教

师的教学监控能力”,他提出“优秀教师=教学过程+反思”的成长公式。

他从认知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概念,

强调教师的教育工作,多一分反思与监控,就多一分提高,就与优秀教师更

接近。教学监控的实质就是对教学过程的自我意识和调控,即反思。 

2 反思性教学的含义 

在教育学领域,杜威在1933年首次引入反思的概念。杜威将反思定义

为“对支持行动 

的任何信念和假定性知识作积极的、持续的、审慎的思考”。杜威认

为,反思与思考不同,因为思考是天生的,而反思应作为一种技能和习惯被

教授。反思并不指对问题进行思考,其含义比思考更广泛：它是一个递归

的过程,包括行动(经验),反应(反思),再行动(实验),再反思。Schon则认

为反思是教师在教学中不断从特别的情况、不确定的情境中获取一些新的

知识,这些获得实践性知识的过程即为反思。他描述了两种个人反思的形

式：行动后反思和行动中反思。行动后反思即个体在行动结束后对行动

进行反思,行动中反思则强调行动的同时进行反思,反思与行动同时发

生。Killion和Todnem将Schon的反思模型扩展,加入“为行动反思”。这

种反思基于过去的想法和行动,引导未来的行动。反思型教师更有能力

成为终身学习者：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对教室管理、教师角色和教学文化

的认知思考而对现有的实践主动进行改变。因此,“为行动反思”能够

影响教师决策,从而影响教师行为和教学信念,从而影响教师的长期发

展和学生的学习成就。 

3 反思性教学的特点 

3.1反思性教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向性 

研究者认为,反思性教学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出发,以解决教学

问题为基本点,以追求教学实践合理性为动力,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

提高教学实践。 

3.2反思性教学具有全程性和全面性 

研究者认为,反思性教学要求教师以指导性的目标和价值为中心,全

面参与反思过程,既重视教师的教学反思,又重视对教学赖以发生的社会

和组织前景的分析,贯穿于教师职业生涯的始终。反思性教学环节具有全

程性和全面性、内在性、连贯性的特点。 

3.3反思性教学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 

研究者认为,反思性教学立足于实践,要从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发

展行动研究；是一种依赖群体支持的个体活动,是一种合作互动的社会实

践和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