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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er feedback is an important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strument, and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its learning-promoting effect. However, few of tho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in the area of stu-
dent-teacher training.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peer feedback works in English stu-
dent-teacher training in an institu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ore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peer feedback,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peer feedback, and the problems of peer 
feedback.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the current study adopt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pecific instruments were document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data were ana-
lysed through a thematic coding analysis approach and via the revised Bloom’s taxonom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peer feedback can broaden student-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teaching but may exert little effect on deep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Secondly, student teachers basically ho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peer feedback, which is sig-
nifica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eer feedback in their training. Thirdly, due to practical limit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peer feedback in reality. These findings are of pe-
dagogical significance for English-student teacher training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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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伴反馈是对学习工具的重要评估，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了它有促进学习的作用。但是，在师范生培训领

域对同伴反馈的研究仍然很少。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调研同伴反馈如何在中国高校中发挥作用。它

更具体的关注了同伴反馈的影响，学生对于同伴反馈的态度和同伴反馈中的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

本次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具体研究工具是文件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并对这些收集到的数据通过

主题编码分析方法和修订后的Bloom分类法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同伴反馈可以

拓宽师范生对英语教学的理解，但对于帮助深入理解的作用可能不大。其次，师范生基本上对同伴反馈

持积极态度，这对同伴反馈在培训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由于一些实际的限制和约束，现实中

同伴反馈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研究结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英语教师培训具有一定的教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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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中国，英语是每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因此，国内对于英语教师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英语教学也因此成为了大学里非常受欢迎的专业。每年都有大量想成为英语教师的学生选择这门专业。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胜任教学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予这些师范生们实际的教学经验，而在大学里，

获得教学经验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学生组成小组进行微格教学。但是，如果在没有得到反馈的情况下进行

微格教学，师范生们可能无法了解自己的优缺点，也就无法取得进步。 
在各种类型的反馈中，教师反馈是高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研究表明，教师在课堂评估中的角色是

非常重要的[1]，这能为同伴测评提供支持[2] [3] [4] [5] [6]。然而，并非所有反馈都能帮助学生学习和提

高[7] [8]，由于一些实际原因，教师反馈也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例如，高等教育中的教师反馈存

在的问题包括：教师给反馈太晚，学生无法实施[9]；反馈过于具体而不可迁移[10]；以及一些教师反馈

难以理解[11] [12]。此外，学生通常无法参与到教师反馈的过程，也没有给予其澄清的机会[13] [14]。更

坏的情况是，学生有时无法得到个性化的教师反馈[15]。 
就本研究中的英语师范生培训来说，教师反馈最大的问题是学生得到教师反馈的成本太高。本研究

重点关注的机构中，有 185 名师范生被要求参加教师培训项目(数据来自一名参加者)。即使这些学生每人

只做一小部分(大约 10~15 分钟)的教学展示，教师们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给所有学生做出反馈。因此，

将教师反馈纳入该项目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同伴反馈可以作为教师反馈较为合适的替代品[16]。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有效的反馈应该是及时的、持续的和易于理解的[17] [18] [19]。同伴反馈具

备了所有这些教师反馈不具备的优点。和教师反馈相比，在学习的任何阶段师范生都可以轻松及时地获

得同伴反馈[20] [21]。此外，同伴反馈是通过“学生语言”来表达的，学生更容易理解[22]。但是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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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关于同伴反馈如何在师范生培训中发挥作用的探讨仍然很少。虽然多年来同伴反馈一直在师范生培

训项目中被使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研究，其对教师或学生师范生的影响尚不清楚。 
如上所述，反馈在英语师范生培训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由于实际限制，学生无法获得教师反馈，

但同伴反馈很有可能是较好的替代品。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目前尚不清楚同伴反馈如何在师范生培训中

发挥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同伴反馈对于英语师范生培训是否有效。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下面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1) 同伴反馈能否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 
2) 学生对同伴反馈的态度是什么？持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什么？ 
3) 同伴反馈有哪些问题？为什么？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本质上是探索性的，适合于研究比较复杂的情况。它能够较

好的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本研究中的研究问题基本上都是探索性的，因此该研究是主要在现实生活

场景下进行的。因此，定性研究应当最能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2.3. 参与者 

本研究使用了目的性样本方法。首先根据以下标准，我选择了四名参与者： 
1) 定期参加教学培训的典型英语师范生(典型特征有：勤奋努力，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大多数是女

性，没有正式教学的经验)； 
2) 有兴趣为本研究提供相应数据； 
3) 语言表达清晰。 
我设立了第一个标准强调参与者的典型性，是希望研究结果能够具有代表性。因此，我根据在大学

四年的学习经历和在该大学的观察，总结出了英语师范生的典型特征。我设立第二个标准则是因为，作

为研究对象参与研究会花费他们一定的时间。出于道德考虑，我需要一些愿意在每次培训后记录反馈并

和我面谈的志愿者。最后，参与者要能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想法，以便我可以从访谈中收集到丰富的信息。 

2.4. 试点 

为了保证研究质量，我在实际收集数据前先进行了试点研究。本研究中主要使用两种工具，即文件

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这些文件是参与者记录的反馈，我无法也不会对原始数据做任何改变。因此，我

只对半结构化访谈进行了试点研究。在试点研究后，我对面试问题的措辞进行了一些修改，使之更容易

理解。由于此处字数限制，具体的面试问题只在最终版本的附录中列出。 

2.5. 数据采集 

这项研究是四位参与者在每次教师培训活动(微格教学)中对其他人的反馈。在培训活动中，通常三到

五名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名学生依次做 15~20 分钟的模拟教学演示。当某个学生做演示时，其他

人扮演学生的角色。之后，扮演学生的人将给模拟教师写反馈。我要求四个参与者保存了一份他们写给

其他师范生的反馈副本。他们一共进行了四次培训，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应该给我四份反馈记录。但是，

由于计算机故障，其中一名参与者丢失了第二份反馈记录，另有一个参与者的第四份反馈记录无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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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参与者当时正忙于准备一个比赛，没有花精力在微格教学培训和写反馈上，导致该份反馈记录中可

供分析的信息太少。由于上述原因，我一共收集到了 14 份有效的反馈记录。这些收集到的反馈文件会用

来检验参与者在同伴反馈中的认知发展情况。 
5 月初，当志愿者们完成微格教学计划时，我通过 QQ (一个视频聊天工具)和四名参与者分别进行了

单独的半结构化访谈。我在做访谈时用 iPhone 和录音机分别进行了录制，以防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最后，

每次采访都留有两份录音，iPhone 的录音质量相对更好。另外，由于受访者和我都是中国人，我用母语

进行了访谈。因为这样更加自然，受访者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尽管许多访谈问题都是封闭式的(见附录)，但我还是提出了后续问题要求受访者给出理由，实例和详

细说明。在与受访者做访谈时，我仔细的聆听并做了记录。之后，我对他们的想法进行了总结并与他们

一一进行了确认，确保我的理解是正确的。由于做了实际的试点研究和仔细的样本选取，正式的访谈进

行的很顺利，也积累了丰富的信息。 

2.6. 数据分析 

本节主要说明我是如何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的。这些访谈数据主要采用主题编码分析的方法进行了

分析。本研究中的主题编码分析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主题编码分析的各个阶段： 
1) 熟悉数据； 
2) 生成初始编码； 
3) 识别主题； 
4) 解释数据。 
本研究中参与者反馈记录的分析也采用了主题编码分析法。这种方法已在上一节中详细介绍，此处

不再重复，只展示参与者反馈所生成的初始代码的摘录(参见表 1)。 
 
Table 1. An extract of the initial code generation of the feedback 
表 1. 参与者反馈生成的初始代码摘录 

Feedback Code 

Natural teaching behaviour and good stage manner. • Teaching manner 

Characters introduced in the warming-up section are unfamiliar to students. 
It’s better to ask students to do relevant readings in advance. 

• Familiarity of teaching content 
• Pre-reading 

 
此外，修订后的 Bloom 认知领域分类法被用于分析反馈记录[23]。Bloom 分类学的认知领域是基于

知识的等级结构的(同上)。因此，根据这种认知分类法来评估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深度较为合适。 
为了方便之后的数据分析，我对该分类法的六个级别给出了不同的分数，如下所示：Remember (记

得) = 1，Understand (理解) = 2，Apply (运用) = 3，Analyze (分析) = 4，Evaluate (评价) = 5，Create (创造) 
= 6。较高的分数代表着较高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根据修订的认知分类法，对参与者反馈的分析的摘录可

见下表 2。 
在分析了所有反馈后，我计算了参与者们在教师培训计划不同阶段反馈的平均分数，并将这些分数

进行了比较以检验学生的认知发展情况。 

2.7. 伦理道德问题 

由于这项研究涉及到自然人的参与，因此我采取了以下措施以确保本研究符合道德要求。在收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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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之前，我将我的研究提案和道德审查表提交给了我以前机构的道德委员会。获得他们的许可之后，我

才开始收集数据。四位参与者也根据道德委员会的要求签署了一份同意书。此外，为了保护参与者的机

密和隐私，我会确保收集到的数据仅供我本人访问，并避免在任何书面内容中使用其真实姓名。 
 
Table 2. An extract of feedback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vised cognitive taxonomy 
表 2. 根据认知分类法对参与者反馈的分析结果摘录 

Feedback Cognitive Level Score 

Natural teaching behaviour and good stage manner. Remember 
*Recalling the mock teacher’s performance 1 

Characters introduced in the warming-up section are  
unfamiliar to students. It’s better to ask students to do  

the relevant readings in advance. 

Understand + Apply 
*Explaining why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inappropriate. 

*Proving a solution to the recognized problem. 
2 + 3 

*explanations of the coding. 

3. 结果和讨论 

本节将重点介绍本研究的结果，这些讨论主要是通过比较不同数据源的分析结果得出的。这里给出

的结果和讨论和 2.1 节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相对应的。 

3.1. 同伴反馈对学生理解的影响对理解广度的影响 

就理解的广度而言，三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均表明同伴反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访者们表示，同伴

反馈能拓宽他们的理解。因为他们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是局限的，但同伴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

待同一个问题。通过观察他人的微格教学和读他人给出的反馈，他们能获得许多新想法。具体观点可见

下面的引文： 
“我一个人可能没法想到那么多与英语教学有关的问题。我的想法可能仅限于某些方面，而同学的

反馈可以拓宽我的想法并让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所以，我认为同行反馈非常有帮助。” 
“我教学时可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缺点，但我的同学们可以。另外，看别人教学演示让我有机会向

别人学习。” 
对参与者们的反馈记录的分析还表明，通过同伴反馈，师范生们通常会注意到许多与英语教学相关

的问题。下表 3 显示了有关反馈的主题编码分析结果。 
 
Table 3. Feedback record 
表 3. 参与者反馈的主题编码分析结果 

Theme Codes Frequency 

Language Pronunciation 2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objectives, language points, cultural awareness, critical thinking, affective attitudes 5 

Teaching content Completeness of teaching content, listening skills, writing skills, grammar points 4 

Teaching activity Exercise, task, warming-up activity, game 6 

The use of teaching tools Picture, courseware, blackboard-writing, video 9 

Teaching manner Teaching manner 3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questioning 3 

Others Serious attitudes, class control, clarity of instruction 3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者每次培训并不总是给出相同数量的反馈记录。因此，比较受试者在不同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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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活动中注意到的问题数量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从上表可以得出结论：同伴反馈提高了师范生对各种

英语教学相关问题的认识。 

3.2. 影响深度的理解 

同伴反馈对学生理解深度的影响似乎有限。下图 1 显示了反馈中反映的平均认知水平，这是根据

Bloom 分类法修订版进行反馈分析的结果。 
 

 
*S1: Student 1; S2: Students 2; S3: Student 3; S4: Student 4. 

Figure 1. Average cognitive level reflected in the feedback 
图 1. 参与者反馈反映出的平均认知水平 

 
上图显示了 14 个反馈记录反映出的认知水平的平均分数。在师范生培训期间，平均认知水平的得分

会发生波动。如果认同同伴反馈能够促进学生的深刻理解的话，则无法得出该结论。事实上，师范生反

馈的平均分数实际上是低于 2 的，唯一的例外是 2.15 分(S1，第 1 次)。这表明师范生在培训中普遍显示

出的认知水平较低。换句话说，受访者们在同伴反馈中没有表现出较为深刻的理解。 
访谈数据同样反映出同伴反馈对促进学生深刻理解的影响有限。四名受访者表示，同伴反馈对他们

的理解深度的影响不大。他们认为，由于师范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有限，使得同伴反馈的内容比较表层(可
参见下面的引文)。 

“我不认为同伴反馈加深了我对英语教学的理解。我的同学们的反馈和评论大多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并没有对我的教学演示做深入分析。” 
“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都非常的有限。我们主要关注一些视觉的东西，比如教学方式，而这些方面不

需要专业知识。” 
这些反馈有力的支持了 Graner [24]批评同伴反馈就像“盲人领导盲人”的观点。上述数据表明，同

伴反馈会带来肤浅的学习，这与 Tsui 和 Ng [25]认为“同伴反馈的共同问题是缺乏深度”的观点相一致。

尽管如此，本研究也有证据证明同伴反馈对学生理解深度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位受访者回应说，同伴反

馈让她对教学有了新的理解。 
“是的，同伴反馈可以加深我对英语教学的理解。在过去，我倾向于按照我的教学方式去教学，但

同伴反馈让我对教学有了新的理解。我学到了很多可以把英语课变得有趣的方法。” 

3.3. 学生对同伴反馈的态度 

文献综述部分提到，学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接受反馈意见，例如对同伴学术能力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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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对同伴反馈的使用带来障碍。但目前的研究中已基本不再有这种情况。参与者通常对同伴反馈持积

极态度。他们认为在师范生培训中进行同伴反馈是有必要的。对此，受访者们给出了比较类似的原因。

一是因为同伴反馈能让他们借鉴他人的智慧；另一个理由是，同伴的评论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不

足。以下引用的是相关的受访者反馈。 
“我认为在微格教学培训中做同伴反馈是非常必要的。它能集思广益，帮助我认识到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是的，当然。我认为同伴反馈是一个可以借鉴大多数人智慧的过程。” 
“这是必要的，因为我自己无法意识到许多(教学的)问题。我需要有人帮我指出。” 
尽管已经意识到同伴反馈的必要性，但受访者们也指出，为了达到同伴反馈的预期效果，师范生们

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否则就会扼杀他们对参加教师培训的热情。对此，一位学生的解释如下： 
“如果我得到的反馈只有寥寥几个字或者没有给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话，我会感到气馁的。” 
但通常情况下，同伴反馈是具有激励性的。当受访者们被问到同伴反馈是否会增加他们参加培训的

动力时，他们基本同意同伴反馈让他们参与培训更积极。他们回应说，积极的反馈能给他们鼓励，而负

面的反馈或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取得进步。无论反馈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因素，因为师范生们在完

成模拟教学后，非常想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受访者的观点可见下面的引文。 
“反馈主要是关于我(教学中)的优势。当我读到它们时，我非常很高兴，尽管我希望同学们可以更多

讲一讲我的缺点或给我更多建议。” 
“是的，同伴反馈确实让我对培训更加积极。有时我得到的反馈是很严厉的批评，但我觉得同学们

这么做非常好，因为他们认真听了我的教学并给了反馈意见。这让我对培训更有热情了。” 
参与者的反应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同伴反馈的主要激励因素是能收到他人的评论，而不是发

表评论。第二个特点，是学生对批评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第 2.2 节中总结出同伴反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学生在读到同伴的批评性反馈时可能会不舒服或抱着防备的心态[26]。在目前的研究中，这似乎不再是一

个问题。相反，学生愿意接受来自同伴的批评，而这往往能增加同伴反馈的积极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

是，师范生们更有可能给出积极的评价。这可能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关。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指出的

那样，来自集体主义社会的学生可能会尽量避免给出批判性反馈，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27] [28]。 

3.4. 同伴反馈的问题 

在半结构化访谈中，受访者们提到了同伴反馈存在的不同的问题。在本文中，由于篇幅限制，我只

讨论了受访者认为最有问题的三个问题：1) 不全面，2) 缺乏深度，3) 相似反馈的重复出现。这些问题

降低了同伴反馈的质量。受访者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如下： 
1) 不全面：每个同学只给出了几条反馈，这些反馈并没有涵盖我大部分的模拟教学的内容。 
2) 缺乏深度：我想说，收到的很多反馈比较肤浅。这些反馈主要关于一些不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

例如“与学生有更多的目光接触”，“不要总是说好”等等。 
3) 重复类似的反馈：我发现每次培训后得到的反馈都是相似的。我们针对不同的主题提供了不同类

型的课程，但反馈或多或少比较相似。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正如本节开头所解释的，由于篇幅限制，我只关

注三个最突出的原因。最被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同学们知识和教学经验比较有限，这可能会带来有问

题的同伴反馈。受访者也反复提到这一点。例如： 
“我们都有非常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主要关注视觉事物，如教学方式，这并不需要专业知识。” 
“我不认为我能提供非常有益的反馈意见。我对语言教学知之甚少。我觉得我的同学和我有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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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另一个突出的学术原因是缺乏有关如何提供反馈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感

受而不是知识来给出反馈。还有一个非学术性的原因也得到了关注，即同时扮演学生和反馈者双重角色

的带来的困难。在微格教学培训中，当一名师范生上课时，其他人扮演学生并与模拟教师互动。当模拟

学生全身心参与与模拟教师的互动时，他们无法同时关注如何去给出反馈。以下是一些学生对这些问题

的阐述。 
缺乏培训：“在开始课程之前，学校没有教我们如何提供反馈。我们之前开设了语言教学课程，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在没有系统培训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反馈。” 
扮演双重角色的困难：“如今，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非常受欢迎。我们受到的教导是要让学生参与，

而不是单纯讲课。因此，模拟教师通常将许多活动纳入他们的教学中。参与这些活动不太可能让我专注

于提供反馈。” 
根据上面提到的几个导致问题的原因，我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样，我只关注参与者最重视

的三个解决方案。上面提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师范生缺乏知识和经验，因此建议师范生们继续学习

和练习。此外，学校应通过提供反馈培训和详细评价标准的方式来帮助师范生的提升。这项措施既实用

又有效。它能让学员们充分利用微格教学培训，并赋予他们可迁移的评估能力。最后，由于扮演学生的

师范生不能同时和模拟教师互动和写反馈，因此建议他们在训练后进行讨论。毕竟，好的想法通常来自

分享和讨论。 

4. 结论 

4.1. 主要发现 

本节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回答了关于研究问题，即：同伴反馈对学生理解的影响、学生们对

同伴反馈的态度以及同伴反馈存在的问题。 
同伴反馈在英语师范生培训中的积极作用是同伴反馈可以拓宽学生对英语教学的理解，因为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思路，这使师范生们能够相互学习，解决更多的英语教学相关问题。英语教学需

要语言技能和教学技巧，但教学技巧是本研究中师范生们进行同伴反馈的重点。因此，在教学技巧方面，

同伴反馈对拓宽师范生理解的影响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同伴反馈可能不会促进深度学习，这主要是因

为师范生的知识和经验有限。 
其次，我们发现师范生们基本上对同伴反馈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培训中进行同伴反馈，

因为他们能感受到同伴反馈的好处。因此，他们愿意向他人提供反馈，并且也很珍惜来自同学的反馈。

这种积极的态度对于利用同伴反馈意义重大。在积极的态度的基础上，师范生们在同伴反馈过程中能培

养自我评价和批判性思维技能，并且更有动力进行微格教学培训。 
第三，现实中同伴反馈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不全面、缺乏深度、相似反馈的重复是三个主要的问

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知识和经验有限、缺乏培训，以及难以同时扮演学生和反馈者的双重角色带来

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师范生和教育机构都需要努力。例如，教育机构可以提供有关同伴反馈的培训

和详细评价标准；同时师范生们需要不断学习、练习和讨论，以增加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4.2. 教学法意义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英语师范生培训可以借鉴的教学法意义。首先，

师范生本身就是师范教育的宝贵资源。虽然他们没有全面的知识或丰富的经验，但他们能产生值得互相

借鉴的新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伴反馈有可能创造出一些师范生培训的创新点。除了教学技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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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们还可以从可迁移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评估)方面的同伴反馈中获益。鉴于这些益处的重要性，

施训者可以尝试将同伴反馈纳入教学大纲的设计中。此外，由于师范生们对(同伴反馈)优势的认识，以及

他们做同伴反馈的意愿，将同伴反馈纳入教学大纲非常有可能实现。然而由于各种限制，同伴反馈在实

践中的实际效果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在师范生教育中充分利用同伴反馈，利益相关者必须做出许多

努力。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可用于提高同伴反馈在师范生教育中的有效性。最后值得一

提的是，师范生本身如果收到反馈的话，可能会更有动力。因此，本文建议尽可能多地给师范生提供反

馈。 

4.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在论文的最后，我会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建议。首先，研究如何培训师范生使之能够提

供有效的反馈是意义重大的。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举办有关如何做反馈的培训对于有效的同伴反馈是

不可或缺的，但要完成这项任务并非易事。培养师范生在同伴反馈中进行深入思考尤其棘手。其次，在

类似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学习者的可变性。例如，性别是英语师范生的一个显著变量，绝大多数师范生是

女性。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检测同伴反馈的效果是否随性别等学习者的可变因素变化而变化。第三，在目

前的研究中，师范生们指出，缺乏职业知识和经验是利用同伴反馈的严重障碍，这让我对于同伴反馈是

否在经验丰富的教师中能更有效地运作产生好奇。在中国，经验丰富的在职教师也需要定期接受培训。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同伴反馈对经验丰富的教师培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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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nterview Questions 
1. Does peer feedback broaden your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teaching? Or raise your awareness of more 

issues concerning it? 
2. Does peer feedback deepe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ose issues? 
3. Does peer feedback help you improve your English skills? 
4. Does peer feedback help you improve your teaching skills? 
5. Do you think it necessary to do peer feedback in this program? 
6. Do you think peer feedback make you more active towards the micro teaching training? 
7. Are you willing to give feedback? 
8. Do you think giving feedback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9. How do you treat the feedback from your classmates?  
10.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quality of the feedback from your classmates? 
11. What are the problems of peer feedback in this program? 
12.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feedback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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