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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教师的反思性发展成为了一个时令主题。我们不但应该关注

教育教学实践在教师自主成长中的独特位置和意义，也要求其对教学课程的改革与探索做出深刻反思。

因为教师们只有自觉地通过反思的结果纠正自身教育中的不良行为，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专业化能力，

更有效地推动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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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reflective develop-
ment has become a seasonal theme.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al teaching practice in teachers’ independent growth, but also require 
them to make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curriculum.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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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eir reflective practice can teachers consciously correct their own educa-
tional malpractice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more effec-
tive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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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技术性实践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 

“技术性实践”与“技术熟练者”一词是相互联系的。“技术性实践”是指专业工作的特点，假如

我们认为教师专业的基本特性是一个“技术性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教育专业工作实际是老师

对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中的科学原理和技能的娴熟使用过程。但教师的专业发展，却同样要受该学

科领域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发达与先进程度所约束。而“技术熟练者”则是对教师专业形象的解读

和描述，它体现了教师教育的发展也就是教师对自身学科范畴的科学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和使用的合

理性、娴熟性程度，而教育的技术熟练者这一命题的另一种重要性隐喻为：如果教师没有经验，就没必

要去质疑与反思自身行为的科学依据与对自己教育决策的改进举措，而这种依据和改进举措是由专家和

研究者们所预定的，也是无庸置疑的。这就决定了高校教师将不能够主体地掌握自身学科发展的主动权，

而高校教师对学科发展也将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在“科技理性”的常规老师身份预设下，老师的

管理工作被视为就是一种“技能娴熟”的操作流程，不注重与教学情景对话，也缺乏将情感和信念融入；

而教师教育则变成了主要训练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巧，意在寻求一套固定有效的教育模式或操

作方法[1]。不可否认，虽然技术理性有其好处，但却导致了教师与教育现实的某种分离和割裂，从而难

以达到理想的教学。 
反思是教师教育与专业生活的基本特质。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伊始，学思结合与教师自身反省就被看

作家庭教育与学校生活的基本特征。而近代杜威实用主义思想教育学说则更进一步把“反省”用作教师

教学日常生活，将反省界定为“针对一切信念或假设性认识，依据其基本理论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去

做出主动的、坚决不断地的和仔细的思索”，产生了有名的“反省性思想”学说。杜威以后，提倡老师

在课堂中使用反省性思想认识和应对学校教育提问渐成共识。学科结构运动后施瓦布对忽视高校教师

“实践性样式的话语”做出了批评，并倡导高等教育要回到对高等教育实践性提问的重视，引起了对高

等教育实践性反思问题的重视。首先明确提出了反思性经验这一概念的教育学者，当推舍恩。在《反思

性实践家》一书中，舍恩认为，所谓反省是在当人类对一个行为问题存在困难、疑问或感兴趣之时，人

类就会提出疑问，进而在行为中或行动后反思和处理这种疑问，以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这个行为问

题。他还倡导通过以“实践过程的省察”为基本原理的“反思性经验”去取代以往的以“技术的正确合

理使用”为基本原理的“技术型经验”[2]。 
“技术性实践”就是一切情形下都有效这一科技原则为基本的，而“反思性实践”则是通过调动知

识所带来的智力去思考问题，在同情境的交流中进行深刻反省的思考；在沟通中，致力于对复杂环境中

的复杂问题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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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思性实践者”的内涵 

2.1. “反思性实践者”是思想探究者 

“反思性实践者”所蕴含的教师形象往往是主动创造的，而非被创造、被规训的。我们没有被外在

的技能和方法所武装的“技术熟练者”，没有传授一定的教育内容的“教书匠”[3]，只是在实践中反复

地建立和提高自己知识的“反思性实践者”。 

2.2. “反思性实践者”是躬行实践者 

“反思性实践者”强调老师的实践自身处于学科专业课程的中心，学科建设就是实际经验及其反思。

这里的“反思”，是进一步与环境发生“反思性交流”，并产生某种相互作用，以便教师自主地建构和

解决问题。而且，学习反思性思维并不必须将自己变成反省型执行者。如果想要变成一名反思型执行者，

每个人就必须改变他/她的行为。 

2.3. “反思性实践者”强调实践性知识 

“反思性实践者”概念立足于教师实践的实然视角，注重师范生在教学实际中经过思考、体会和感

悟而产生的实际认识，是现代教育学科成长的重要理论基石。它既不否定老师自己的教学理论知识对教

学现实推断的重要意义，但又不承认老师这种教学理论知识对教学现实有着“不言而喻”的先导价值。

“反思”成为实践人的典型特征，凸现了教师的主体性，恢复了老师在“理论–实施”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我们开始将教学思想看作是尚未实现的理论，是待在教学实际中验证与完善的，所以它的现实性完

全取决于教学参与者在具体环境中的自觉反映。 

2.4. “反思性实践者”是改革者 

对人、对人的生存的“关怀”使得实践者主动质疑实践的目的、手段、内容等方面的合理性，从而

将自身的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和谐与道德使命联系起来。“反思性实践者”以一个探索、批判的心态，

怀疑将自己带到教学中的前提假定和价值偏好，以及渗透到教学中的不合理的教学观点、机制，怀疑各

种既定的认知架构和行为模型，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变成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主要驱动力。教师作为“反

思性实践者”要勇于探索，敢于改革，始终追寻最好的教学。 

3. 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必要性 

首先，作为回忆的实际型教育是为了促进其自我学术发展的需要。回忆的实际型教育的学科发展过

程并非对知识、技能的单纯移植，和单纯的心理模拟，是通过在教育实际研究中理论放在一定环境中的

阐释和“改造”实践，把“理论实践化”，建立了一整套教学实践性理论和适合自身的教学模式，并在

实际教学中实践着并增进了他们的真诚热情和对教学的崇高理想。这一阶段的教育所获得的教学实践性

知识与经历，进一步充实了其自身教学知识经验并深化了其对教育学原理的认识，增强了教学问题处理

能力与发展教师课程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充实了个人教师课程知识。它将老师的学科发展变为一种动态

生成的状态，推动老师从新人向熟手发展。 

第二，反思性实际型教育是培养教师学科发展的主动性与能力，是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探索意识的

最好渠道。反思性实践型教育，意味着教师在实际的操作经验探索过程中主动地以高等教育价值为引导

自己探索、反省的情景和活动，在这种反省型经验积累中自然产生了个体的实践性认识能力和自主教学

风格。这就突出了一个教育主体的实际活动能力，使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自主地位得以充分的空间

去体现。现在，教师作为反思型实践者，意味着放弃“教师是技术熟练者”的传统角色，在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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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自己检讨，并自觉反省行动的教育学含义，反省怎样才能够感动、影响学生；同时自觉积极地在

学生的互动与对话过程中实现教师职业的创新性、探究性，并谋求自己学科的蓬勃发展。 

4. 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方法 

4.1. 多写反思日志 

反思日记是指老师对自身的课堂上所发生事情进行的日记。通常认为的反思日记要包含以下三个方

面内容：第一，是真实性的描述所发生的事件，也包括通过记录自己所获取的信息，叙述性的说明事件

中所存在的事情。其次，因为一个人物自身是不能表达自身价值的，所以还需要在日志中以自身视角来

阐述事情，包含对事情的理解、认识与认知。再次，需要跳出单纯的报道与解读，真诚地对自身的反应

和问题做出反省，包含自身对新闻中的表达的自身行为的反省和对现象原因的探讨。 

4.2. 与其他教师交流 

老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必须破除普遍存在的老师彼此隔绝和封闭的局面。一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

由学科上相同的老师们形成一个团队，团体成员们彼此研究、观摩，并讲述他们所研究到问题，然后再

和其余的团体人员们共同分享自己的体会。通过在教学上和知识上的沟通与交流，老师们可以掌握有关

自己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信息，为了实现与老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求老师们必须显示出接纳、了解与

接纳学生的情绪，从而打消戒心、克服缄默，并做到以诚相待。 

4.3. 提身自己的专业水平 

教育专业要求教师应持续不断地进行教育科研，以不断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领域：认知、情意和行为。从行为方面看，教师应提高教和学的专业知识、能力与专业知识，

从而促进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从感情方面看，老师对教育工作饱有热情，但同时也应提高对教育的社

区责任心，从而增强对教育教学事业的投入心；从认识方面看，教师应认识教育现时机构发展与运转的

宗旨和方式，了解个人事业的重要意义并树立教育的理想[4]。出色的老师，并非在师范院校中训练起来

的，而是在教育实际中逐步发展出来的。总之，要做反思性实践者的历程是没有结束的，我们应该不断

的反思自身的观念、勇于探索、乐于探索，让自身在反思中不断地发展，真正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并充

分调动课堂教学的积极作用。 

5. 结语 

反思性实验能够使老师的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具有意义。教育工作者不要将自身的教育工作视为是技

能逐步娴熟的过程，而是更需要更加自觉地塑造反省式实践者的艺术形象，学会更深刻的反省，进行能

动的反省，更加关注实际教学情境，在实践中获取新理论，并在反省中充当教学知识的创生者。“反思

性实践者”这一个理念的教师专业面貌越来越深入人心，从“技术性实践者”到“反思性实践者”的转

变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不少我国老师对教育变革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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