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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作者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在“师徒制”和“校本教研”体制下实施了一项旨在促进新教师教学反思

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为期两年的研究发现: 反思方法指导有助于提高新教师教学反思能力; 基于“师傅”或

同伴的反馈的新教师教学反思较独立反思更有广度和深度; 与简单的自我反思相比，“反馈 + 反思”、“反思 + 反

馈”、“反思 + 反馈 + 再反思”和“对比反思”等教学反思模式更能有效提高新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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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promoting a novice teachers’competence of teaching reflection which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system of apprenticeships and school-based teaching research，the author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fter a
two-year action research: the guidance of the methods of teaching reflection helps to improve novice teachers’reflection com-
petence; feedback-based teaching reflection is superior to self-reflection in both depth and breath; teaching reflection models
as“feedback + reflection”，“reflection + feedback”，“reflection + feedback + re-reflection”，and“contrast reflection”are
more effective for novice teachers comparing with the simple self-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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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教师专业成长问题是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重

要课题，拥有多种学科视角和多元研究方法。国外

相关研究表明，新教师专业成长是新教师专业化的

渐进过程，是新教师的教学行为不断完善，教学反

思能力不断提高，教学效能感不断增强的 “一个职

业学习的过程”。［1］可见，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是

新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标志。
普遍认为，教学反思能力在教师能力结构中居

于核心地位，是较难发展的教师能力之一。而对于

教学行为尚未完善和教学监控能力尚未形成的新教

师而言，其教学反思能力的发展更是难上加难。近

年来，有研究者构建了“以撰写典型案例为反思方

式，以反馈评价为指导方式”［2］的新教师培养模式，

也有研究者探索在“师徒制”体制下，“以实践反

思为价值取向，师徒反馈结合同伴反馈”［3］促进新

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虽然，上述两项研究把师徒

反馈和教学反思同时作为促进新教师专业成长的有

效途径，但并未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未就基于同伴反馈发展新教师反思能力的方法途径

展开深入研究。这正是本研究的重点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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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反思与教师间同伴反馈

( 一) 教学反思的类型与方法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为了实现有效教学，在教

师教学反思倾向的支持下，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的教学活动，以及这些教学活动背后的理论、假设

进行积极、持续、周密、深入、自我调节性的思

考”［4］的过程，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以及教学

效果进行审视、分析和反省的过程。国内外学者从

不同的视角将教学反思划分为不同类别。美国马萨

诸塞技术大学的舍恩教授 ( Donald Schon) 提出了

“行动中反思”和“行动后反思”两个概念，认为

“行动中反思就是个体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不断

地对与以往经验不符合的、未曾预料的问题情境的

重新建构。行动后反思是个体对已经发生的行为的

回顾性思考，其中也包括对行动中反思的结果与过

程的思考”。［5］舍恩教授强调，行动中反思会使个

体对自身所处的独特的教学情境产生更深理解。布

鲁巴赫 ( J． W． Brubacher) 等人将反思性教学实践

划分为“为实践 ( 教学) 反思”、 “实践 ( 教学)

中反思”和 “对 实 践 ( 教 学 ) 的 反 思”［6］ 三 类。
“为教学反思”发生在教学前， “教学中反思”是

指反思发生在教学的过程中，而 “对教学的反思”
发生在教学之后。吕洪波借鉴布鲁巴赫的研究成

果，按照教学进程把教学反思划分为 “教学前反

思”、“教学中反思”和“教学后反思”，并对三者

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教学前的反思具有前瞻性，

能使教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并有效地提高教师

的教学预测和分析能力。教学中的反思，即及时、
自动地在行动过程中反思，这种反思具有监控性，

能使教学高质高效地进行，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

学调控和应变能力。教学后的反思具有批判性，能

使教学经验理论化，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总结

能力和评价能力”。［7］多数国内研究者认为，教学

反思主要是对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反思。
常用的反思方法是日志反思法，具体包括随笔

式反思日志、案例式反思日志和主题式反思日志。
随笔式反思日志不拘形式，也没有问题框架，教师

可以随时记录自己的所思和所感。案例式反思的问

题框架为: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发生? 采取何

种策略解决? 效果如何? 主题式反思日志一般包含

“教师对某一主题的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可能

会包含教师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

提升”。［8］

( 二) 教师间同伴反馈的内涵与类型

反馈 ( Feedback) “泛指 ( 消息、信息等) 返

回”。［9］心理学认为，反馈是指“人们对自身行为信

息的获得和了解，并进而帮助个体不断调整自己的

行为，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行为效果……”，［10］人力

资源管理学将反馈定义为“对人的行为及行为结果

的客观评价”，［11］ “告诉他人你对他们表现的看法，

其中包括对个人行为的评论以及行为对他人所造成

的影响”。［12］教师间的同伴反馈是反馈在教学领域的

具体应用，它不同于师生间的反馈，也不同于生生

间的同伴反馈，它以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及其有效性

为反馈内容，是教师同伴间关于教学行为及其有效性

的信息交流。教师间同伴反馈能够帮助教师认识到自

己的教学行为是否达到规范、是否有效、如何改进。
依据反馈方式，可以将教师间的同伴反馈划分

为认可式教学反馈和矫正式教学反馈两种类型。认

可式教学反馈是对教师出色完成教育教学工作的一

种肯定; 矫正式教学反馈是针对教师的工作表现、
教学技能和教学行为等提出的反馈意见，旨在改变

教师低效或无效的教学行为、帮助教师提高工作效

率的意见或建议。两种反馈方式在强化教师有效教

学行为和矫正其低效或无效教学行为中起着不同的

作用，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二、反馈促进 X 教师教学反思能力发展

的行动研究

(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一名新手型高中英语教师 ( X 教

师) 作为研究对象。X 教师所在学校是省级重点高

中，该校有着较为完善的 “师徒制”和 “校本教

研”体制，“师徒制”运行良好，备课组教研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在备课组长的支持下，本研究实施

了一项反馈促进 X 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行动研究。
该研究历时两年，其研究假设是: 来自 “师傅”
和同伴的反馈能够促进 X 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发

展。本研究首先制定了反馈促进 X 教师教学反思能

力的行动研究方案，计划在两年内完成对 X 教师教

学反思能力的培养。采用课堂观察、反馈会议、访

谈和问卷测查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和

简单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数据和评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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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实施过程共分三个阶段: 任务驱动的

反思方法训练，反馈驱动的反思能力培养和内部驱

动的教学反思实践。具体目标和措施如下:

1． 第一阶段: 任务驱动的反思方法训练

第一阶段行动研究始于 X 教师入职后的第二学

期，时间持续一个学期。在对 X 教师的反思能力进

行前测时发现，X 教师对教学反思了解甚少。根据

X 教师的实际反思能力，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反思方

法指导。除了为其提供案例式反思日志的基本问题

框架，还给出了常用课后反思日志的基本问题框架

( 本节课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如何? 成功之处是什么?

为什么? 不足之处是什么? 为什么? 再教设计怎么

做?) 和侧重目标达成的反思日志的基本问题框架

(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怎样? 各种教学行为的有效

性如何? 教学程序、教学策略、教学内容等与预设

相比有何不同? 为什么?) 两种教学反思的问题框

架，供 X 教师参考使用，为了培养 X 教师良好的

反思习惯和形成一定的反思意识，本研究要求 X 教

师按照上述问题框架撰写反思日志，每单元撰写阅

读课的教学反思，把发现的问题、成功的举措、收

获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记录下来，对具有共性的问

题进行分析，将反思日志上交给“师傅”。
2． 第二阶段: 反馈驱动的反思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行动研究始于 X 教师入职后第三学期

和第四学期，持续时间为一学年。经过第一阶段的

教学反思方法训练和教学反思意识提升，X 教师基

本能够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能有意识地思考

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其教学反思归因能力尚未形

成，多数情况下还找不到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鉴

于此，研究者采取了两项措施: 措施一是指导反思

归因方法，要求 X 教师将备课环节的预设和课堂教

学实施一并纳入反思范畴，并为其提供反思的问题

框架: “你在教学之前的计划或期望是什么? 实际

的教学情境又是如何?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距? 为

什么存 在 差 距? 对 你 以 后 的 教 学 有 什 么 启 示 作

用?”［13］措施二是要求 X 教师的 “师傅”或同伴在

公开课或汇报课后进行反馈，强化反馈环节的问题

归因。为了不增加 X 教师及其师傅和同伴的工作负

担，研究者建议 X 教师继续延续每单元阅读课后独

立撰写反思日志的习惯，只在公开课后主动寻求

“师傅”或同伴反馈，探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

行归因分析，研讨改进教学的有效策略。
3． 第三阶段: 内部驱动的教学反思实践

第三阶段行动研究始于 X 教师入职后第五学

期。经过两年教学工作的磨砺，X 教师的课堂教学

行为已经达到规范要求，其教材分析、学情分析、
重难点确定、教学目标构建和教学活动设计能力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接受反馈、主动寻求反馈和基

于反馈的反思过程中，X 教师的反思能力也不断提

高。鉴于此，研究者建议 X 教师强化自我反思能

力。主要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 1 ) 要求 X 教师在

一节课结束后立即反思，马上调整教学设计，在第

二节课上加以改进，然后对比两节课在教学设计和

教学效果上的差异，并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

析; ( 2) 要求 X 教师对自己两年前后同一教学内

容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进行对比反思，反思教学

设计与实施效果的差异及其原因，借助教学录像，

看两节课的教学有何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身教学

行为有哪些进步，还存在哪些问题，进行自我强化

或自我矫正; ( 3) 要求 X 教师把自己的课与他人

的课进行对比，对比不同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行为产

生的教学效果及其背后的原因，取长补短。
( 三) 研究数据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种方法采集数据。本研究征得研

究对象 X 教师及其 “师傅”和同伴的同意，对 X
教师每单元阅读课和其它课型公开课进行教学录

像，录音记录师徒一对一反馈面谈和公开课后备课

组反馈会议。使用录音录像设备，可以多次放听和

观看，有效避免了教学信息和反馈信息遗漏，有利

于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客观处理。为了确保数据的全

面和准确，研究者还收集了 X 教师的教学反思日

志、说课稿和教学课例等个人教学资料，辅以课堂

观察、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了量化和质

性分析。不同来源的数据相互引证，当事人核准数

据，有利于实现三角互证，提高了研究的信度。
( 四) 行动研究效果评估

行动研究开始和结束时，研究者选用国外教学

反思能力问卷，对 X 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进行了测

量。该测量工具共分 30 个测试题目，每一题目的

选项均为: 总是这样 ( 4 分) ，经常这样 ( 3 分) ，

有时这 样 ( 2 分 ) 极 少 这 样 ( 1 分 ) 。本 项 测 试

“满分为 120 分，75 分以下，表明教学反思能力一

般; 75 － 104 分，教学反思能力较强; 104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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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能力很强”。［14］

行动研究开始时，X 教师反思能力测试结果为

50 分，这表明 X 教师当时的教学反思能力很弱。

行动研究结束时，X 教师反思能力测试结果为 81
分，这表明 X 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已达到较强水

平，具体分项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X 教师反思能力发展的自我评估数据

当我遇到问题时: 行动研究前 行动研究后

1． 我能够鉴别问题情境。 1 3

2． 我根据学生的需要分析问题。 2 3

3． 我会为自己的决策寻找支持性 ( 或反对性) 的证据。 2 3

4． 我在伦理的背景下分析问题。 1 3

5． 我能有条理地解决问题。 2 3

6． 我凭直觉做出判断。 3 2

7． 我会创造性地理解问题情境。 1 2

8． 我的做法因情而异。 1 2

9． 我对固定的常规最放心。 1 2

10． 我坚持一些观点 ( 比如，所有学生都能够学习) 。 1 2

11． 我对学生的需要积极做出回应。 1 2

12． 我常常评价各种教学方法的目标与行动。 2 3

13． 我思维灵活。 3 3

14． 我爱提问。 3 3

15． 我欢迎同事评价我的做法。 3 2

当我进行教学计划、实施、评价时:

16． 我常常运用创新性的观点。 2 3

17． 我关注的焦点是教学目标。 1 3

18． 我认为不存在最好的教学方法。 4 4

19． 我拥有一名好教师所需的技能。 2 3

20． 我拥有一名好教师所需的知识。 2 3

21． 我会自觉地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需要。 1 3

22． 我能够充分地完成任务。 2 3

23． 我理解概念、基本事实、步骤以及技能。 2 3

24． 我理解那些被公认不错的教学实践的社会意义。 1 2

25． 我设定长期目标。 1 2

26． 我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监控。 1 3

27． 我评价自己教学的有效性。 1 3

28． 学生实现了我的教学目标。 1 3

29． 我有规律地写日志。 1 2

30． 我参与行动研究。 1 3

总得分 50 分 8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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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描述 X 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研究

者建议 X 教师按照教师反思能力测试问题框架和自

己的选项，对其行动研究前后教学反思能力测试结

果做出如下解读:

两年前，我对教学反思能力相当薄弱。当教学

中遇到问题时，我基本不能独立鉴别问题情境，不

能创造性地理解问题情境。在分析问题时，我主要

凭直觉做出判断，缺少在伦理背景下分析问题的意

识。有时我会为自己的教学决策寻找支持性 ( 或反

对性) 的证据，但一般不能根据学情分析问题。在

解决问题时，我还缺少常规意识，尚未形成稳定的

教学观念。虽然，我能有条理地解决教学中的问

题，但我很少因人而异。有时，我会评价各种教学

方法的目标与行动，但较少对学生的需要积极做出

回应。目前，我对教学问题的反思能力有了很大提

高。当教学中遇到问题时，我通常能独立鉴别问题

情境，基本能够创造性地理解问题情境。在分析问

题时，我有时也会凭直觉做出判断，但经常会在伦

理的背景下分析问题，为自己的决策寻找支持性

( 或反对性) 的证据，能根据学生的需要分析问

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基本能有条理地尝试解决各

种教学问题，也会评价各种教学方法的目标与行

动，有时还能做到因人而异，对学生的需要做出积

极的回应。
两年前，在对教学进行计划、实施和评价方

面，我的反思能力也比较薄弱。当时我认为我已经

具备一名好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能够理解相关概

念、基本事实和步骤以及跟教学密切相关的基本技

能，能够完成教学任务，但我很少自觉调整教学以

适应学生的需要。我认为不存在最好的教学方法，

有时会尝试运用创新性的观点，但我极少对自己的

行动进行自我监控，也很少评价自己教学的有效

性。我较少关注教学目标的落实，也很少考察学生

是否实现了我设定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已能够有

意识地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需要，完成教学任

务。我还会尝试运用创新性的观点，但不同的是，

我已经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及其有效性进行

监控，关注教学目标的落实，考察学生是否实现了

我设定的教学目标。
两年前，我很少思考和设定长期的教学目标，

很少尝试理解那些被公认不错的教学实践的社会意

义，没有写教学日志，也没有参与行动研究。现

在，我学会了思考和设定长期的教学目标，尝试理

解那些被公认不错的教学实践的社会意义。我已基

本养成了写教学日志的习惯，也参与了行动研究。

三、研究发现

( 一) 基于反馈的新教师教学反思更有广度和

深度

为了评估 “师傅”或同伴反馈在提高新教师

教学反思能力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者在行动研究的

三个阶段分别选取一篇 X 教师的独立教学反思文本

和一篇基于“师傅”或同伴反馈的教学反思文本。
加上行动研究前测和后测各一篇独立的教学反思文

本和基于反馈的教学反思文本，合成了由五篇独立

教学反思和由五篇基于反馈的教学反思组成的两个

教学反思文本。依据有效教学相关理论，研究者在

X 教师教学反思文本中选取了与教学目标达成和教

学问题反思归因相关的词汇进行了词频统计，具体

差异见表 2:

表 2 X 教师独立教学反思和基于反馈的教学反思词频

分析对比

词频词
独立反思文本

( 词频数)

基于反馈的反思文本

( 词频数)

重点及近义词 11 22

突出重点及近义词 28 42

难点及近义词 11 20

突破难点及近义词 25 37

目标达成及近义词 54 57

问题回顾及近义词 15 29

反思归因及近义词 28 70

( 注: 1． 重点及重点突出的近义词: 关注点，重点，

重心，重要，侧重点; 关注，突出。2． 难点及难点突破的

近义词: 难 点，难 度，困 难; 设 计，预 设，降 低，引 导，

铺垫，突破，深层，表层，层次，层层推进。3． 问题回顾

的近义词: 问题 ( 去掉教学设计中的问题和学生提出的问

题) ，不足，遗 憾，失 误，失 败，败 笔，错 误，可 惜; 发

现，找到，觉得，错误理解。4． 目标达成的近义词: 目

标，目的，结果，效果，效率，效益; 有效，旨在，可行;

落实，达成，达到，实现，解决，完成，掌握。5． 反思归

因的词汇: 原因，因素; 由于，因为，为什么，为了，一

是，二是; 分析，思考，认为，知道，不知道，模糊，不

清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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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 X 教师独立教学反思

与基于反馈的教学反思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分别将

二者的重点突出和难点突破、目标达成、问题反思

和反思归因进行了差异分析，具体见图 1 和图 2。

图 1 两种类型教学反思文本词频分布差异分析:

重点突出与难点突破

图 2 两种类型教学反思文本词频分布差异分析:

目标达成、问题回顾和反思归因

从上面两个图型可以明显看出，除了目标达成

差异较小外，其它六项指标均有显著差异。这表

明: 获得“师傅”或同伴的反馈后，X 教师对重点

难点、教学问题及其原因等的教学反思内容更多更

广。图 2 显示，反思归因项差异最为显著，这说明

X 教师在基于反馈的教学反思中更多进行反思归

因，反思内容更加深刻。
( 二) 新教师的教学反思模式

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新教师教学反思能力的发

展，使“师傅”或同伴反馈在新教师专业成长过

程中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在行动研究实施过程中，

除了独立的日志型教学反思外，X 教师采用了其它

教学反思形式，具体可以归纳为 “反馈 + 反思”、
“反思 + 反馈”、“反思 + 反馈 + 再反思”和对比反

思四种模式。
1． “反馈 + 反思”模式

“反馈 + 反思”模式是指在接受 “师傅”或同

伴的反馈后新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撰写反思日志。
采用该种反思模式，是因为见习期的新教师还缺乏

独立反思能力，很难发现自己的教学问题，也很难

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根源。“师傅”或同伴提供反

馈后撰写反思日志，会保证新教师发现更多的问题

和进行正确的反思归因，提高了新教师反思的广度

和深度。
2． “反思 + 反馈”模式

“反思 + 反馈”模式包括反馈主导和反思主导

两种类型。反馈主导的 “反思 + 反馈”模式是新

教师在 “师傅”或同伴的要求下进行的反思，在

“师傅”或同伴给予反馈前，新教师先对自己的课

堂教学进行口头反思，然后再由 “师傅”或同伴

针对其它未纳入新教师自我反思的问题进行反馈，

陈述现象、分析原因和提出改进意见。反思主导的

“反思 + 反馈”模式指新教师上交反思日志后，对

教学中的失误或不解现象主动求教 “师傅”或同

伴。该模式是新教师主动寻求反馈，以求解教学问

题产生的根源和求教问题解决的策略。二者的区别

在于前者是在 “师傅”或同伴要求下，新教师进

行教学反思，是外部驱动的 “反思 + 反馈”模式，

而后者是新教师先行反思后主动寻求 “师傅”或

同伴反馈的内部驱动的 “反思 + 反馈”模式。研

究发现，当新教师学会了反思方法，具备了一定的

反思意识，内部驱动的 “反思 + 反馈”模式会逐

渐增加。
3． “反思 + 反馈 + 再反思”模式

“反思 + 反馈 + 再反思”模式属于内部驱动的

反思模式，是指新教师在自我反思、接受 ( 或主动

寻求) “师傅”或同伴的反馈后，基于反馈对自己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以及问题解决策略做

出了第二次反思。“反思 + 反馈 + 再反思”模式是

新教师反思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中的 “再反思”
也是新教师进行再教设计的过程，是培养新教师教

学能力和教学反思能力的有效途径。
4． 对比反思模式

对比反思模式是新教师在基本形成教学反思能

力后采用的内部驱动教学反思模式。第一种对比反

思是对比相同教学内容在不同班级的教学效果，反

思两节课在教学设计 ( 第二节课教学设计根据对第

一节教学效果反思后有所调整) 和教学效果上的差

异，并进行归因分析。第二种对比反思是同一课教

学的跨年度教学反思，借助教学录像，分析两节课

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有何差异并进行原因分析，

在对比中发现自身教学行为有哪些进步，还存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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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进行自我强化或自我矫正。第三种对比反

思是把自己和同伴的同一课教学设计和教学效果进

行对比，对比不同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行为产生的教

学效果及其背后的原因，取长补短。对比反思模式

与基于反馈的反思有所不同，反思过程没有了反馈

环节，或者说只有自我反馈环节，更能代表新教师

的反思水平。
对比上述四种新教师教学反思模式发现，前三

种反思模式均属于基于反馈的反思，第四种对比反

思属于独立的教学反思范畴 ( 有研究者称之为自我

反馈) 。研究者发现，从基于反馈的反思到对比反

思，独立反思的成分逐渐增加，“师傅”或同伴的

反馈在新教师的反思中的作用逐渐减少，新教师教

学反思能力不断提高，教学反思能力逐渐形成。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师傅”或同伴反馈有助于提高新教师

的教学反思能力

“师傅”或同伴的反馈有助于提高新教师的教

学反思能力。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研

究发现，新教师与经验教师在教学反思上最大的区

别就是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基于 “师傅”或同

伴的反馈的教学反思对于新教师而言，更具建设性

和建构性。因为，新教师在入职初期很难发现自己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很难独立完成对教学问题的正

确归因，而 “师傅”或同伴的反馈则能帮助新教

师及时发现问题、正确归因和合理解决教学问题。
正如 X 教师所说，新教师的专业成长，尤其是教学

反思能力的提高，得益于 “师傅”和同伴的反馈。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两年前，我在备课时很少考虑

学生的基础，很少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问

题和提出差异性的要求。基本没有余力根据课堂实

际调控自己的教和学生的学。由于缺乏教学经验，

很难准确判断教学目标是否真的达成，更谈不上正

确的反思归因。有了 “师傅”和同伴的反馈，我

的反思意识不断增强，教学反思能力也逐渐形成，

教学监控能力也逐渐提高了”。
( 二) 反思方法指导有助于提高新教师教学反

思能力

反思方法指导在 X 教师反思能力培养和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许多新教师一样，在行动

研究实施前，X 教师几乎没有教学反思意识，甚至

不会教学反思。在行动研究实施的过程中，研究者

为 X 教师提供了反思的问题框架，在具体操作层面

上为 X 教师提供了反思方法指导，并要求其按照问

题框架撰写教学反思。当发现 X 教师反思归因能力

欠缺后，研究者要求 X 教师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两个方面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
学生的学习效果，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

的原因。上述反思方法的指导，为 X 教师教学反思

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目前，X 教师已具备反思

性教学意识，进入反思性教学习惯和能力的形成和

发展阶段。用 X 教师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会主动

进行阶段反思，会综合考虑各种情景，具体细致地

分析自己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从纵向的角度

反思自己的成长情况。我的教学反思已由关注教学

行为到关注学习效果。由看清自己的教学问题到看

清教学问题背后的原因，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

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课堂教学的规律性有了一定

的把握。学习了反思方法，通过写反思日志和撰写

课例，我的教学反思能力越来越强了”。可以说，

随着行动研究的不断推进，X 教师的教学反思意识

逐渐增强，反思习惯基本养成，这与反思方法的学

习和训练是分不开的。

结语

毋庸置疑，教学反思指向问题解决和行动改

善，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解决过程，即: 从发现问题

到探究原因，再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行动跟

进。由于新教师缺少教学经验，对问题本质的认识

往往表面化，对原因的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如果

没有 “师傅”或同伴的反馈，新教师很难及时发

现问题和进行正确的问题归因，行动跟进也很难有

效地解决问题。
基于反馈的新教师教学反思能力培养，有利于

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经验教师资源，充分发挥经

验教师在新教师校本培训中的作用。因为 “师傅”
或同伴的反馈能够帮助新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引导新教师分析导致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帮

助新教师制定改进教学行为的行动方案。 “师傅”
或同伴的反馈可以弥补新教师教学经验欠缺和自我

反思能力的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师傅”或同

伴的反馈发挥作用建立在新教师的积极主和能动的

( 下转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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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的基础之上。从任务驱动的教学反思到反

馈驱动的教学反思，再到独立的自动化的教学反

思，只有新教师主体积极接受 “师傅”或同伴的

反馈，能动地参与教学反思，才能实现教学行为的

改善，实现对自身教学行为和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有

效监控，进而实现个人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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