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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教师教学行为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学英语教师对教学行为有清晰的

定义以分类，从而在课堂教学中产生出有效的教学行为。本研究通过对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至今在外

语领域重要期刊中发布的关于国内外教师教学行为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发现，学者们开展了大量宏观

层面的理论研究，但尚未将理论与现实教学实践完美结合，较缺乏落实于具体中学英语课堂实践的微观

层面的关于教师教学行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教师教学行为的内涵、分类以及新课程下

教师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三个方面。教师教学行为研究与反思，为一线教师提供可参考的关于教师教学行

为的理论依据，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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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 study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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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rs is conducive to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have a clear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eaching behaviors, so as to produce effective teaching behaviors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ata on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published in important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s from 
the late 1990s to the pres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macro-level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have not yet perfectly combined theory with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micro-level teaching behavior on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that is imple-
mented in specific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practice.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
no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teach-
ing behaviors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The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eachers’ teaching beha-
vior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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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推动外语教育发展，培养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交流沟通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新课程改革

已经实施了几年，高中英语教师的教学出现了巨大改变。新课标强调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

作者和促进者，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因此，对于中学英语老师来说，不仅挑战很大，自我发展的

机会也很广泛。在教师行为的转变中，面对全新的挑战和考验的同时，许多教师也在接受着教学新理念

的启迪。一些老师在面临新的观点时感觉束手无策，原因在于他们并未准确掌握新的课程观念下的中学

老师的教育活动的特性及其含义，也未能充分了解如何进行教育活动的反思和实施。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国内外对教师教学行为的不同界定及其分类，展现国内外有关教师教

学行为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行为的有效性研究进行研究，并展望适合我国中

学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研究的未来方向，以期应用于我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行为研究的深化以及当前

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有所裨益。 

2. 概念界定 

关于教师的教学行为，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教学理论有不同的阐述。 
傅道春认为教师教学行为是教师为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控自己的外在动作和内

在心理状态的总和。这个定义强调了教师教学行为的目的性、动态性以及调节性[1]。 
俞国良将教师教学行为定义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教学目标，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等方式

对学生进行引[1]导、启发、示范、评价等活动的总和。这个定义突出了教师教学行为的目的性、多样性

以及互动性[2]。 
在《教学理论》一书中，施良方和崔允廓将教师教学行为定义为教师教学行为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策略，对学生进行引导、

启发、示范、评价等活动的总和。这个定义强调了教师教学行为的目的性、计划性以及多样性[3]。 
从以上对教学行为的不同定义可发现，教师的教学行为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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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旨在实现教学目标并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教

学设计、教学实施、学生互动、教学评价、反思与改进等。教师的教学行为是教师专业素养的体现，对

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素养，不断更

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3. 文献综述 

笔者以“教师教学行为”为关键词键入中国知网，共检索到 4416 篇文献，其中核心期刊有 165 篇。

国外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关注要比国内早。通过对文献检索结果的主题趋势图可知，教师教学行为相关研

究一直受到诸多学者关注，学者们在 2008 年~2022 年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关注度明显上升，每年发表量均

超过 200 篇。笔者通过对文献检索结果的初步分析，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教师教学行为研究普遍聚焦在新

手教师教学行为、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教师教学行为与新课程改革等方面。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笔者

发现，学术界关于教师教学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于三维度，分别是：教师教学行为内涵研究、教师教学行

为分类研究、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 

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1. 教师教学行为内涵研究 
何为教学行为？什么是教学行为的内涵和本质？人们赋予“教学行为”的理解，一般认为，教学行

为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教学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这些行为

包括课前准备、课堂组织、教学方法选择、教学评价等，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培养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包括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然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各言其是。

最先对教师行为下明确定义的是唐松林教授。唐松林教授对教师的行为作了如下定义：教学行为是指教

师能够高效完成教学工作，并达到教育目的，具有自觉的、坚定的信念的能力。这是对教师的教育思维、

认知结构、个性特质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在专业训练和实践中形成的概括[4]。国外学者 Scrivenen J.将教

学行为定义为教师通过不断比较、选择其他教学方案的过程，即教师在课堂上决策的过程。他说：“好

的教师在课堂上肯定会有使用的计划目录，哪些计划对教学有作用，哪些计划效果不好，这些都可以随

着资质的提升而一览无余[5]。”傅道春教授根据教师行为的性质指出：“教学行为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依据教学经验和教学内部关系，对实施中的可操作因素的选择、组合、运用和调控的工作行为。它包括

对各种教学要素的专业化理解与教学运行中的设计、程序、手段、方式和方法[1]。”施良方、崔允漷教

授表示：“教学行为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旨在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同时，他们也强调了教学行为应该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创新性等特点，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3], p. 13)。”柳夕浪教授认为教育行为是具体表现为课堂上的

叙述和倾听，提问和回答，解释和区分，指导和联系等一系列具体而又能感受到的教师和学生的活动方

式和运营系统[6]。 
由此推论，对课堂教师教学行为的不同界定在一定层面上反应了教师课堂教学的实质。虽然各学者

智者见智，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是有计划、有目的、

有系统的实施的，不是突然产生或盲目发出的行为。其二，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需要根据错综复杂的教

学环境及时做出调整，所以其也依赖于教师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是教师整体素质的反映。其三，教师

的课堂教学行为与学生的课堂学习是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可以将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定义为是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教学目的和要求，

凭借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运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最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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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成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交流沟通能力的全面性人才。这样定义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可以

使中学教师能够全面理解如何通过自己的教学行为来达到教学目的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锻炼自己的外语

教学能力。因此，他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教学挑战，提高教学质量。 

3.1.2. 教师教学行为分类研究 
对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分类，国外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瑞安将课堂教学行为划分为相对应的三

套模式，包括“温和、谅解、友善–冷漠、自私、拘谨”教学行为，“负责、认真、有规律–规避、懒

散、无计划”教学行为，“善于激励、富于想象–单调乏味、苟且因循”教学行为[7]。这些分类也可能

受到文化背景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系和价值观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这些分类的

适用性也可能受到限制。而且，这些分类可能具有一定的静态性。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可能会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这些分类可能无法捕捉到教师行为的动态性和灵

活性。利比特与怀特等人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分为权威式、民主式和放任式三类。权威式行为强调教师

的权威和指导，民主式行为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互动，放任式行为则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决策

[8]。这种分类方式可能过于简化，忽略了教学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行为可能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学生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等。 
从整体上看，国外学者对教师课堂行为的分类，是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这样分类虽然能

将复杂的行为进行整理和归纳，便于后来学者对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当时的教学

来说，这样的分类的针对性不强，对教师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不突出。 
相比于国外，虽然国内关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分类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步伐快。因此，目前国内

关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分类研究发展较为成熟，分类较合理。傅道春教授，他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分为

基础行为、组织行为和技术行为[9]。这种分类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系统的教学行为框架，有

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自己的教学行为，从而改进教学。然而，这种分类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

它可能过于简化教学行为，忽略了教学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次，它可能过于强调教师的中心地位，

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它可能过于关注教学行为的规范性，忽略了教学行为的创新性

和灵活性。因此，在使用这种分类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避免机械套用。同时，也需要关

注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注重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施良方、崔允漷教授根据教师在课堂教学情境中的

行为方式及其发挥的功能也将教师教学行为划分为三类：主要教学行为、辅助教学行为和课堂管理行为

([3], p. 13)。他们注重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灵活运用各种教学行为，以促

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同时，教师还应该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质量和效果。其三、王晓莉和李淑媛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分为讲授行为、

提问行为、互动行为、讨论行为和评价行为[10]。这种分类方式的好处在于，首先是这种分类涵盖了教师

教学行为的各个方面，有助于中学英语教师全面了解自己的外语教学行为，从而更好地改进外语教学。

其次是具有明确的操作性，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行为类型采取相应的外语教学策略和方法，提高学

生学习效果。最后，这种分类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学行为，中学教师可以根据中学学生不同阶段的需

求和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行为，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但是，这种分类也纯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这种分

类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教师可能对同一教学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分类，导致分类结果存在差异。

其次是这种分类方式较为复杂，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才能准确理解和运用。最后

是这种分类方式可能无法涵盖所有教学行为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不同教学行为的定义和

划分标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导致教师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 
基于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分类存在的缺点，为了提高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行为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75


郑坤华 
 

 

DOI: 10.12677/ae.2024.145775 851 教育进展 
 

针对性，为了便于中学教师实际操作，笔者依据课程教学环节，将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行为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讲解行为：教师通过讲解词汇、语法、句型等语言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语言知识。其二，

示范行为：教师通过示范发音、语调、语速等语言技能，引导学生模仿并练习语言技能。其三，组织行

为：教师通过组织课堂活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学

生的语言实践。其四，评价行为：教师通过评价学生的表现、作业、考试等，做到师生评价与生生评价，

响应新课改教–学–评一体化的号召。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步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总之，中学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语言实践和应用能力培养例如，

中学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注重课

堂互动、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以及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式，提高教学行为的效果，从而提升学

生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 

3.1.3. 教师教学行为有效性研究 
国外对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理念研究分析。

Kathryn Castle 认为，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取决于教师对教学的看法如何，看教师教得有没有效果[11]。他

们是将教学视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将其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是将教学视为教师自主行动，

还是将其视为教师作为教学研究者的角色？这些理念都非常重要。二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个体素质特征。

好学、活力、公正、严谨。三是教学行为有效性的教学过程特征[12]。Labak 基于对学生对他们最喜欢的

老师行为的感知进行研究，探讨了教师行为对学生学习和情感发展的影响[13]。这种观点的论述对中学英

语教师的启示在于：首先，中学英语教师作为人际关系的专家，能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师生之

间的互动和沟通。这种关系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从而提高

教学效果。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营造真诚关心的气氛，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被关注和被理解。这种气氛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最后，教师作为

帮助者，能够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这种帮助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

识，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它也有一些弊端在于：首先，如果教师

过于强调人际关系和营造气氛，可能会忽略教学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其次，如果教

师过于强调帮助，可能会忽略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国内学者对课堂教学有效性探讨中各自有着独特而深入的见解，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

思考方向。首先，一是教学投入与教学产出之间的关系。从教学效益的角度进行分析，课堂教学的成效

和效果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体现。这个角度着重考察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和教学成果，包括在满足学生

需求的有限时间内，能否完成教学目标，教学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等。其次，评估课堂教学的效果。

可以从基础的有效性和发展的有效性两个角度出发，对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考虑得更加周全。基础性的

有效性关注的是教师的基本教学技能和教学效果，如讲授的清晰度、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等；而发展性

的有效则更加关注学生的主动性和发展性，强调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和拓展能力。然后，贾振霞指

出教师自身因素也与教学行为有效性相关。如教师信念、教师教学能力等。教师信念是教师行为有效性

的重要因素[14]，柳明明认为教师的教学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与信息技术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教学行为有效

性[15]。最后，朱德全、李鹏两位学者(2015)的理念系统、矢量系统、定位系统、条件系统、运行系统和

输出系统[16]。深入分析课堂教学的成效，他们认为，课堂教学的成效由效果、效益、效率、效应和效能，

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整表征。 
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中学英语教师教学的启示在于：首先，理念系统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明确的教

学理念。教师应该深入理解英语教育的目标，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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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

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其次，矢量系统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师应该根据课程标

准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教学目标。这些目标应该包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等多个方面，并且要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相符合。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目标的达成情况，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第三，定位系统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清晰的教学定位。教师应该明确

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技巧。第四，条件系统

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良好的教学条件。教师应该创造一个积极、和谐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动力。同时，教师还应该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资源等，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英语知识。第五，运行系统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科学的教学策略。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这些策略和方法应该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体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反馈和表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效果的

最大化。最后，输出系统启示中学英语教师要有有效的评价机制。教师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这些评价应该包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多

个方面，并且要与教学目标相符合。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确保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综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

盾，那就是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行为具有自身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质，而这些研究结果对这一要求体现不

明显。除此之外，教学活动的复杂性也要求教师在面对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时，更多地进行反思和建构，

这也是教师当前在教学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 
总之，对于如何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国内学者虽然角度不同，都在探讨如何提高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尤其强调教师只有适时、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才能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让学生的

学习力得以提高[17]。中学英语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和策略来提

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4. 结论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界定与分类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具体针对我国中学英语教师

课堂教学行为的研究较少，因此，今后学术界可以围绕关于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行为研究来展开。因为研

究中学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是切实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效果的基础路径。本研究的缺憾在于仅对教师教

学行为进行了文献的梳理，没有对具体的中学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进行案例分析或影响中学英语教师

有效教学行为进行分析，并且也没有涵盖影响课堂教学的所有教学行为，这里不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

但是，这一缺憾也将是本研究今后需要继续深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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