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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ion evolve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nsform，mentoring about how teachers learn presents new
situ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 one case with the empirical research-oriented method，sampled by H Primary Shool W District
in Beijing，collecting data by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mentoring teacher learning present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vist-oriented learning model，specifically i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map，

comprehensive mentoring learning approach，the continuity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mentoring and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
ronment for mentor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teachers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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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师教育理念发生了重

大变革，实现着从教师继续教育到教师专业发展再

到教师学习的转向。［1］教师学习逐渐成为教师教育

研究中的主导性概念，师徒制作为教师学习的一种

主要模式在教师教育理念变革下从最初作为中小学

新教师入职培训的主要方式，发展成为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及建设学习型组织学校的主要途径。［2］国外

研究表明，师徒制已经开始向 “学习者中心”范

式转换，学习的过程是为自己学习负责的自我导

向，评价也转向为 “过程导向”，鼓励评判性反

思。［3］那么，在中国，长期存在着经验教师帮助新

教师的传统，在有些学校，建立了正规的师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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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新形势下，我国本土师徒教师学习呈现出怎样

的特征? 师徒制下新手教师如何在经验教师的指导

下实现怎样的学习? 以上问题成为本研究的重点。

一、师徒制教师学习模式的新范式: 建

构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师徒制教师学习模式

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师徒教师学习的内涵得到了

深入的探讨，国内外研究者相继提出了 “单方传帮

带”、“二元合作发展”、［4］“多元异质学习”［5］等观

点。不难看出，师徒制教师学习的内涵是在教师教

育理念的不断变革下实现发展，由最初单方强调师

傅对徒弟成长的“传”“帮”“带”作用和方式发

展到主张师徒双方通过合作促进彼此专业发展，但

新手教师仍处于被动接受式学习的状态。也有研究

者从教师学习视角审视具体情境中的师徒制，赋予

师徒制新的内涵，Villani 则指出，最好把师徒指导

描述为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双向合作的学习过程，

互相承诺和投入对建立和维持成功的师徒关系是必

要的。［6］

师徒教师学习内涵的不断突破直接影响到师徒

教师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师徒教师学习研

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师徒关系、师徒学习内容、学

习途径及师徒学习效应等。然而，不同类型师徒关

系、师徒关系中的各变量又直接影响着新手教师的

学习内容和学习途径，最终决定着学习的效应，从

而形成不同的师徒制教师学习模式。Cochran-Smith
和 Paris 提出知识传递式和转换式师徒学习模式;

在知识传递式模式下，师傅认为师徒之间是一种结

构化等级关系，他们的身份是专家教师，在这种学

习环境下，新手教师的现状是被社会化到学校的盛

行文化之中; 而知识转换式模式下，师徒则是在一

个结构不均称合作性的关系中，相互交换观点、生

成新知识。［7］Feiman-Nemser 指出在教育性师徒学习

的模式下，师傅在师徒交往中不仅关注着新教师长

远的专业发展，还能在听取新手教师学习需求的前

提下培养其在实践中、从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为新

教师在服务于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创造机会和条件，同时提供指引。［8］Dirk Ｒichter 等

人在分析以上师徒学习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其背后

的学习理论基础，提出了传递式和建构式师徒学习

模式: 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传递式师徒学习其

实是一种单向的学习过程，学习者处于消极被动的

学习状态; 而知识转换式和教育性师徒学习则反映

了建构式学习理论的特点，学习是发生在共同体中

学习者通过参与真实任务，链接已有知识和经验，

建构新知识和经验，此类师徒学习模式因此被定义

为建构式师徒学习模式。［9］

针对不同类型师徒学习模式的研究发现: 是师

徒指导质量而不是频率影响到师徒学习效应，建构

式师徒学习提高了教师效能感、教学热情以及工作

满意度，而传递式师徒学习较少地影响到教师在这

些方面的专业发展。［10］

以往研究虽然关注到师徒制对于新教师效能

感、教学承诺、幸福感、教学技能等方面的提升作

用，但缺乏对师徒学习交往过程的动态考察。相比

于国外丰富的师徒制教师学习研究成果，国内研究

中则呈现质性研究不足的现状。我国实践领域内的

师徒关系、学习过程、师徒知识观、学习观以及师

徒学习环境已经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师徒学习的

特征，且师徒个性特征及师徒关系使得师徒制呈现

个性化、差异性、本土性的特征，与质性研究方法

非常适切。故本研究以北京市 H 小学为个案，采

取典型抽样的策略，选取数学学科组一对已经建立

师徒关系三年多的师傅 S 老师和徒弟 W 老师为研

究对 象，两 者 均 为 女 性。S 老 师，教 龄 21 年，

2009 年调入 H 小学，X 区骨干教师，校内校外都

带徒弟十年以上; W 老师，2010 年由国内某师范

大学四年级下学期进入 H 小学实习，通过学校安

排与 S 老师建立师徒关系，毕业后经过试讲，直接

留在该小学任教至今。
研究运用访谈法，发现我国本土的师徒学习在

师徒关系、学习过程及学习环节等方面呈现出建构

式师徒学习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师徒关系的多重

性、师徒学习阈限的全景式、学习过程的连续性以

及学习环境支持性和挑战性的对立统一。

二、建构式师徒学习的关系图谱: 多重性

当前国内外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中，师徒关系功

能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不同的师徒关系功能取

决于师傅和徒弟个性以及师徒关系特性，而师徒关

系构建则在研究中很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

从职业生涯、角色模范和社会心理三维讨论了师徒

关系中徒弟的受益，从社会福利、心理满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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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专业发展维度讨论师傅的受益，当然师徒关

系带给组织和社会合作文化形成、促进社会公平等

价值。从我们访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国家国文

化背景下，师徒关系中除了具备专业关系、伙伴关

系，更重要的是家人关系。
( 一) 专业关系

教师专业发展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

感态度是核心内容，师徒结对的旨意在于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在师徒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出 S 老师在

课堂观察、学生管理、与家长交往、备课及课堂教

学实施、赛课等方面给予 W 老师的专业支持和帮

助，而 W 老师的观课、课后交流讨论同时促进 S
老师反思教学、转变研究方向。在专业关系中师徒

承担着支持、帮助、促进的职责，在专业实践方

面，师傅的实践性知识对于促进徒弟的学习起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访谈中，W 老师回应中出现频率

很高的词是“支持我” “帮助我” “提醒我”等，

如 W 老师说到:

师傅除了在教学上帮助我支持我，还会保护

我。她了解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倔，平常我会遇

到特别棘手的事，或者说让我听头疼的事，她会顾

忌我的面子，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突然间我

会发现师傅也遇到和我一个很相似的事，我会看

她如何 解 决，我 再 去 用 这 种 办 法 解 决 我 的 事。
( 20131108W①)

另外，W 老师还提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反映出

S 老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热忱，师傅兢兢业业的精

神给了她最大的激励，说明师傅专业态度和情感为

S 教师的成长传递着正能量，促进徒弟理解组织文

化以及社会化的成长。［11］

( 二) 伙伴关系

Johnson 和 Birkeland 在研究中指出，虽然在中

小学教学中有集中的师生互动，但老师的工作基本

上处于与同事相隔离的状态，这种状况使得新手教

师很难在学校获得一席之地，犹如被丢入大海，任

其沉浮。［12］甚至有研究者攻击教学工作，将其称之

为“蚕食同类新生者”的职业。［13］然而，在 H 小

学正相反，作为新手教师的 W 老师感受到的是周

围的人，少到正式师徒两人，多至年级教研室四五

人再到整个数学组、甚至整个学校，每个人都可以

是自己的师傅，学校中强调的是团队合作的精神和

意识。在这种学校文化中，新手教师接受到的是支

持、鼓励、合作、共赢，师徒间结成的是共同专业

成长的伙伴关系。
( 三) 家人关系

由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师徒关系

之间的情感效应并没有过多分离。以关系为主导的

中国文化特征 ( 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尽管在

师徒关系中有所弱化，但并没有消除。中国人的家

国观念，促使师徒关系延伸为家族关系或者亲人关

系的一部分。［14］在访谈中，S 老师提到:

我们俩从 2010 年 3 月份，W 来我校实习我们

开始建立了师徒关系，一直到现在五年的时间我们

一直工作在一起。慢慢的我们沟通的越来越多，不

仅仅局限在工作上，慢慢扩展到生活当中，生活的

细节当中，家庭当中，都会沟通，就像亲人一样，

就像我的妹妹一样。我们俩非常幸福，在这个过程

中我觉得我们俩已经不再是师徒关系了，更多像亲

人，像家里人一样，比如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有什么困难，或者遇到一些挫折、麻烦的时候，我

们可能都不需要再说什么，就变成了一种很默契的

行为，我们都在互相帮助，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

上。( 20131108S)

S 老师和 W 老师交往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两人

一起工作、学习、一起逛街，交往从最初的工作领

域逐渐延伸至生活领域，两者关系也由最初师徒关

系发展至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姐妹关系，已经由

原来的工作关系发展出亲情、友情。这时师徒两人

在改善教学、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的同时获得了更

多的自信，发展了支持同事发展、学校改善以及促

进学生发展的责任心，同时又扩展各自的社会网

络，提高幸福感。

三、建构式师徒学习的阈限: 全景式

如果师徒学习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主题或范

围，师徒效应就会好，高亲密性、高人际感知、低

水平冲突以及更高关系补充会带来师傅和徒弟更高

频率、更广范围和更大强度的师徒关系质量。［15］会

带来更高的隐性知识共享，［16］从而影响他们的职业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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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议课的形式虽然是教师学习的重要形

式，但是这种方式下，教师看不到授课教师课堂之

外的准备工作，观察不到一节课之外教师对学生发

展的长期培养理念和行动。师徒制下，新手教师对

师傅进行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景式学习，体验甚

至参与到师傅在课堂内外的教育理念如何和教育教

学实践相互关联和互为作用，对于理解教育教学理

论并运用于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讲大数的时候……，孩子之所以能够

在课堂上去有这种争论，肯定不是一节课，有的孩

子甚至连上课发言他都不敢了，肯定是这个老师在

平时的教学当中给了孩子一些宽松的讲话的权利，

让学生在这种宽松的氛围自主发表他的见解，慢慢

形成了一种习惯，我想这不是一节课的功夫，更多

是老师对孩子的长期培养。我想像我们学校这种一

年师徒关系的培养，更多应该是让新教师看到老教

师在这一节课之外长期对学生的培养。( 20131108S)

正是这种一节课之外新手教师通过对师傅的日

常生活和工作进行观察、全方位互动交往学习，增

强了师徒关系，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教学知识共享。
同时，不仅丰富了新手教师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感

知，更是让其进入到师傅日常生活领域全面认知教

师这一职业，在师傅这样优秀教师的榜样示范下，

促进新手教师发展职业认同，形成良好职业情感。

四、建构式师徒学习的过程: 连续性

校内师徒制下的教师学习不是片段性的学习或

者“碎片式”的学习，而是连续地循环，并且是

螺旋上升的循环，涉及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观课、
思课、议课、备课和上课。

校内师徒制，师徒接触的多，交流面更广，学

生、教材、教法，全部工作都有交流，在一个办公

室里，交流方便，备课，包括备学生、备教材等、
观课、议课、做科研全部都是在一起，这种师徒相

互的学习，是连续性的学习，而不像校外师徒或者

一般同事之间听一节课就走人了，那样的学习只是

碎 片 式 的， 不 能 了 解 一 节 课 的 来 龙 去 脉。
( 20140704S)

校内师徒制学习贯穿了师徒工作的始末，师徒

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观课这一环节的教学反思

观察到议课中经验的概念化，实践性知识得以显性

化，理论性知识得到提升，并在新一轮的备课中通

过主动实验得以运用，最后又回到具体课堂教学情

境中获得新的感知和认识。
( 一) 观课: 反思性观察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最初跟着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在大

学学习了很多理论，但跟实践结合起来，感觉根本

就不着边，或者那些东西我在课堂上根本就找不

到。于是，我就特别留心观察师傅在课堂上重难点

如何讲的，如何有针对性地辅导学生学习的，如何

管理课堂的。( 20131108W)

新手教师的观课不仅是听课，而是带着大学时

期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以及课堂教学初体验中的冲突

和困惑反思性地观察师傅的课堂教学，其中会有很

多的思考促进着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相关研究表

明: 课堂观 察 是 师 傅 工 作 中 最 有 价 值 的 任 务 之

一。［17］观察前的会议中制定统一的观察目标，观察

后的会议是在一个敏感的、没有威胁的方式下开展，

为师徒之间关于徒弟教学可感知到的优点和缺点综

合分析及教学行为影响的讨论及思想的发展提供真

正的机会，帮助徒弟克服任何的问题和弱点。［18］

师傅对于观课的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保证了有

效学习在师徒间发生，促进新手教师已有理论和体

验与真实课堂的对话。新手教师理论基础比较扎

实，如果一头扎入实践中，理论就会越来越远，只

有运用所学理论甚至不断补充理论来认识、解释、
改善实践，才能深入认识表象，深刻解释教育教学

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 二) 议课: 抽象概括的过程中实践性知识的

生成

由于新手教师关注点放在教材教法上，不能针

对学生心理和学习特征解决课堂紧急事件，因此总

感觉课堂管理上有些不知所措; 而作为专家型教师

的师傅，她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从教材教法到学生学

习，最后发展到关注学生发展，由学生发展出发备

课、处理课堂教学环节和紧急事件，必然会在完成

预设教学任务的基础上，生成多而鲜活的知识。师

傅的教学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智慧，对于解

决新手教师课堂预设与实施差距的问题起到 “四两

拨千斤”的效应。
作为新入职的教师可以把您自己处理某一环节

的想法，跟师傅去交流，师傅再把自己的处理意见

拿出来说一说，两个处理方式一比较，马上就会觉

得，师傅说不定觉得您的方式更新颖，其实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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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是相互的提升。( 20131108S)

在议课的过程中师傅和徒弟通过交流互动，思

想相互碰撞，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解释验证的过

程，使得师傅充满智慧的实践性知识显性化，促进

了新手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习得。实践性知识决定和

指引着教师在实践中的行动，实践性与个性化是其

本质属性，情境性、默会性、整体性、生成性都是

实践性知识的衍生性特征。［19］由此，通过师徒之间

议课这一深度交流的方式，实践性知识的共享得以

实现。
( 三) 思课: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新教师在 H 小学工作的第一年享受着特殊的

待遇，学校为了缓解其由学生到教师身份的不适

应，一方面安排优秀经验型的教师做师傅，另一方

面为了保证充足的学习时间，不安排新教师担任教

学工作，或仅安排一个班级。这样才能保证新教师

既有师傅的专业指导，又有实践的机会，但仅仅这

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观课、议课后的个人反

思，这才是新手教师成长的关键一环。师徒制不仅

为教师反思课堂教学提供有利条件，还是其反思的

重要途径。
教师反思在教师学习的发生中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梅齐洛曾指出，当先前所学被运用于后来的情

境时，或检验、修正已获得的理解时，反思会在这

种情况下发生。［20］师徒制学习保证了这种反思在师

傅和徒弟之中发生，而且，通过观课、议课、思课

这些方式将所学知识连接到具体的实践情境之中。
访谈中 W 老师提到:

我刚参加工作的前两年，就感觉好累啊，工作

真的很忙，我的重心都在备课上，科研这一块基本

是被遗忘的，慢慢会有一些反思，这时候师傅的作

用又来了，师傅可能会说，像你们这种新手教师，

给你十年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

超过我，但你从什么角度可以超越这些经验型的老

师，那一个是科研的能力。我感觉就是积累了，反

复趟教材，我现在是第二遍了，学生变了，我会换

一种上法，这样反复对比啊。( 20140704W)

通过访谈了解到，校内师徒制下师傅作为专家

型教师，能够在指导新手教师实践的基础上，为其

指明专业发展方向，科研能力是一名教师专业发展

的必备条件，新手教师科研能力的发展最初是跟随

师傅做教学研究课题开始的，可以说师傅是新手教

师在实践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初导师。
( 四) 备课和上课: 主动实验获得具体经验

备课的过程也是学科教学思想、师徒教育教学

理念、教学目标相互融合的过程，通过表达课堂教

学行动方案，新手教师在议课基础上对教育教学理

论加以意义转换，并将对某个概念或知识获得的抽

象理解在现实课堂教学中进行验证，这时又回到课

堂教学实施阶段。实施之后就会从师傅那里获得反

馈，加之自己的反思和共同的议课，会反哺到下一

轮的学习和教育过程之中。而对于观课、议课、思

课及备课和上课这一学习圈的考察，课堂观察法及

相关数据的分析将会使得师徒学习研究走向完善，

由于本研究缺乏相关数据，这也是今后师徒学习过

程研究的方向。
刚开始承担课程教学任务时，首先我自己去备

课，在讲课之前按照自己的思考备课，一次一次拿

给师傅修改，师傅帮提出修改意见后，改完再去上

课。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之中又会发现，上课的那

种状况跟你之前预想的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时

候这个差距甚至很大。可能我最开始预设导入环节

用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实施过程可能用了 10 分钟，

或用了更长的时间，这个时候怎样去把握和控制，

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教师来说特别难。( 20131108W)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师的学习发生于理

论学习遭遇到实践的困惑，这与我们当前大学的教

师教育中实践教育的缺失有关。而课堂教学是新手

教师获取具体经验的环节，新手教师在这一过程中

体验着来自于教学任务、师生互动和课堂管理的多

重冲突和紧张，这成为下一步观课中反思性观察的

基础。同时，师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学生的全面

深入了解为新手教师提供支持、帮助、引导，使得

新手教师学习获得良好开端。
因此说，“体验学习不是经由具体体验到主动

检验一个循环就结束了，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

循环’，而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过程’，体验过后

的认识或假设需要经由未来的行动检验，且不断地

循环往复，一次循环到主动检验又意味着下一次或

新的体验的开始。”［21］

五、建构式师徒学习的环境: 支持性和

挑战性对立统一

一个人关于学习和知识的假设将与学习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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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他参与学习环境的方式交互作用。［22］而学习

环境又反过来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效应。我们发现

在师徒制学习中新教师的知识论、师傅的学习观以

及校长关于学校合作文化氛围的构建为师徒制下新

手教师的学习提供了支持。
学习有“获得隐喻”和 “参与隐喻”，才能参

与实践促成了学习和理解。在师徒交往过程当中，

新手教师积极主动建构的知识观是实现学习的前

提。知识是由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

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 认知的功能是适应，它应有

助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23］访谈中 W 老师在

学习过程中反思自己已有的理论知识，与现有实践

进行对话，与周围环境实现有效互动，获得身份的

建构和经验的改变。
研究表明，师傅是师徒学习关键性的因素。新

手教师入职面临着由大学文化向中小学校文化的适

应问题。在教学过程中，面对着师傅的 “经验权

威”，只有新教师具备批判的反思性精神，才能对

备课、上课有想法、有改进、有进步，最终有利于

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因此，师傅在指导徒弟的过

程中，是否具有批判的学习观，能否赋权给徒弟，

提供给徒弟工作任务的挑战，促进徒弟在自我反思

的基础上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尤为重要，这直接影响

到师徒学习模式和效应。在访谈中，S 老师提到:

其实争执可能更多是对教学环境、内容的这种

争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

的想法，我觉得新教师他一定是批判性，带着这种

想法去实施，实施过程当中觉得很顺畅，他就一直

延续下去了，这个时候老教师也会反思，可能会更

好，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成长。( 20131108S)

一种学习环境会给养一种类型的学习、养成一

种类型的学习者。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开放型学习环境所给养的是建构性的学

习，所养成的是自主发展的人。建构式师徒学习模

式下，师徒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师傅提供新

手教师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以支持新教师探究方式

与之互动，学习者之间是积极的过程，发生在共同

体之间。正是 H 小学宽松、合作的教师学习氛围

为建构式师徒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持，为消除

师徒之间层级结构化的关系，发展建构式师徒模式

提供了安全的心理环境。

六、结语

由于本研究是在初步掌握国内外师徒制教师学

习文献的基础上，选取北京市 W 区 H 小学的一对

师徒开展的对本土性师徒制教师学习的个案研究，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教师学习模式存在多样态

的现象，且贯穿于教师职业发展周期的全程，如校

内新手教师师徒制、校内骨干教师培养师徒制、W
区骨干教师培养中的师徒制、北京市名师工程中的

师徒制等，但限于研究者研究精力、时间等条件的

限制，只能选取新手教师入职教育中的一对师徒开

展研究，其他样态的师徒制在后续研究中值得关

注; 对于师徒关系的构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

讨，其中师徒关系各维度对于师徒学习的效应还可

以进行相关量化研究，以全面了解各维度与学习效

应的相关性; 建构式师徒学习模式是个外来概念，

尽管本研究尝试运用进行分析，但其适切性究竟如

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探讨。另外，中国地区

经济情况复杂，城乡教育发展尤其不均衡，本研究

选取的是北京市 H 小学，是在经济发达、教育占

明显优势地区，那么，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较贫

困的地区、教育较落后的地区，其新手教师学习状

态及师徒制教师学习模式呈现怎样的态势又是一个

亟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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