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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及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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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师成长过程中教育性经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教师的教育性经

验是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为充分利用教师的教育性经验,从经验反思的视角提出了建立教师经验

反思学习模式,并以此作为教师专业学习的工具.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主要包括５个方面的内容,即模式

内涵、理论基础、模式目标、结构与程序以及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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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Posner,CJ)提出了著名的“教师成长等于经验加反思”的观点,奠
定了教师经验反思学习研究的基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多,其中,代表性人物林崇德从

学习的视角提出了“优秀教师等于教育过程加反思”的观点.总体来看,中外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

多在职前的师范教育与职后的教师工作上,而对教师角色对人生成长的影响关注不够.贾维斯认

为:“成人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以前的全部经验成为新学习的跳板.”[１]因此,教师关于教育的

全部经验是教师学习的重要资源,对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经验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推动力,这种力量的来源就是反思.基于经验和反思在教师

专业发展中的价值,笔者主要从教师专业成长模式的视角构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以期能为教

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

一、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内涵

经验反思学习模式主要由“经验”、“反思”与“模式”构成.经验是教师进一步学习的资源,反思

是教师学习的手段,也是教师经验学习的动力源,以此为理论基础所形成的教师专业学习的基本思

路或框架称之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这是关于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简要概括.接下来从

经验、反思以及模式出发讨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内涵.
(一)经验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只有“当一个活动继续深入到承受的结果,当行动所造成的变化回过来

反映在我们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中时,这样的变动就具有意义”[２]１５３.这里的“活动”或“行动”指的是

经历,行动所产生的变化就是经验.在此意义上,经验可视为人所经历过的并引起自身发生变化的

事物.入职前的准教师与入职后的教师从学习中获得丰富的体验和认知,此类经验以显性或隐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Ｇ０２Ｇ１０
作者简介:杨智,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

赵德肃,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学院国培计划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GZGP１００１９),项目负责人:杨智.



的方式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从教师经验与教师职业的紧密程度来看,教
育教学的经验主要包括３种类型,即观察学徒时期的经验[３]、学生时期的教师教育经验、教师的教

育与学习经验.观察学徒的概念是由丹罗蒂提出的.观察学徒时期指教师的非师范生的学生时

期,包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接受正式师范教育之前的时期,此时期的经验是以学生的身份通过

与其他教师的接触所形成的关于教师的体认.学生时期的教师教育经验指教师在学生时期通过参

与教师教育的相关活动所获得的体认,如师范生教育经验属于此范畴.教师的教育与学习经验是

指正式身份已经是教师的教师通过教育教学实践或学习实践所获得的相关体认.这３种类型的经

验共同构成了教师的经验库,它们是教师反思性学习行动开展的基础.
(二)反思

在英文中,反思的内涵包括在reflection、reflectivethinkingreＧthinking、introspection等词汇

中.词根re是“重新”、“再”之意,相对应地,reflection和reflectivethinkingreＧthinking带有对已

发生的或已出现的事物再次审慎思考之意;introspection的词根intro具有“向内”之意,因此反思

类似于内省,更多表现为思维过程.这两种关于反思含义的解释代表着西方世界关于反思的两种

早期观点,与此对应的是斯宾诺莎和洛克的观点.斯宾诺莎是从认识论方法的视角来界定反思的,
认为反思是对认识结果的再认识和对于这种再认识所得观念的再认识,这个过程推动着认识的发

展.在此意义上,反思的对象是思维的结果,或者说是对已获得的经验的再认识.洛克从思维过程

出发,认为反思是“心智藉着理性对自身运作以及运作方式的关注,由此在心智中产生了这些运作

的观念”[４].从此定义可知,反思是对自身思维或行为过程的审视.
杜威是把经验与反思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反省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

是个体在头脑中对问题进行反复、严肃、执着的沉思.”[５]这是从本体论意义上界定反思的.在«民
主主义与教育»中,他从功能的视角进一步对反思进行补充说明,认为反思“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

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２]１５８.这种关系的确立是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相关的

观念、知识以及技能的重构才能完成.总而言之,反思的目的是通过再认识的方式重构经验或者说

形成重构经验的能力.
基于上述对经验和反思的探讨,这里把经验反思模式的基本框架界定为在经验学习的基础上

形成的、以发挥教师自身经验的积极作用为目的的教师学习.它既有助于训练教师的反思学习能

力,也有助于教师重新认识教育教学的相关经验,是教师学习的有利工具.

二、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模式构建的思想来源,直接影响着模式基本结构的确立.经验反思学习模式是基

于经验的、以反思为思维工具的教师学习的模式,因此,与之相关的经验学习理论是该模式构建的

理论来源.对于经验学习理论的系统探讨源于杜威,１９３８年他在«经验与教育»中提出了“学习等

于经验加反思”的观点.此后,他又提出经验学习的３个阶段,即观察周围种种情况阶段、熟悉过去

发生相似情况阶段、把观察和回忆的事物结合起来并作出判断阶段.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勒温构建了

正向循环的经验学习圈,强调经验是学习变化的起点.５０年代,皮亚杰又提出学习是一个融合内

部概念或顺应经验图式的过程[６].库伯(Kolb)吸收杜威、勒温以及皮亚杰等人研究成果精髓,提出

体验学习圈.该学习圈的循环过程从具体体验开始,经过反思性观察到概念的抽象、再到积极试

验,从而获得新的具体体验,又开始新的循环反复体验学习.在库伯学习圈模型的基础上,巴尼特

在概念抽象与积极试验之间增加了“规划过程”这一环节,使得该体验学习圈模型更加具体而完善.
从杜威对经验学习的系统探讨到巴尼特对库伯学习圈模型的完善,研究者们经验学习的探讨日趋

成熟且具有实用性.
除上述所列举的观点以外,还存在着很多关于经验学习的相关探讨,如:贾维斯的经验学习观,



布德、基奥(Keogh)等人提出的经验学习原始模型理论,厄舍、布赖恩特和约翰斯顿建立的现代社

会实践中的体验学习理论,等等.尽管相关的研究杂然纷呈,但总体来看,经验学习的理论主要包

括４种观点:(１)所有的学习都始于经验,这是经验学习最基本的理论假设;(２)反思是经验学习的

必须要素,是经验学习的动力源;(３)反思需要把新旧两种经验联结起来,这是反思发生的基本策

略;(４)经验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反思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或形成新的观念.基于经验学习的相关理论

探讨,接下来主要从模式的目标、结构与程序和保障条件维度对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展开讨论.

三、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目标

目标是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模式建构的方向.关于经验反思学习的目

标,杜威认为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通过经验发生的,但并非所有的经验都具有教育意义,因为有些

经历会产生误导,从而扰乱自己的成长、制约未来阅历的扩展,而且容易使人们重蹈覆辙[７].尽管

杜威并未指明经验学习的目标,但从其观点可以推断,经验学习的目标是通过经验促进学习者的成

长,这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长的观点也相吻合.贾维斯综合了杜威和库伯的观点,认为经验学习

就是把各种经历转换成知识、技能和态度,同时强调并非所有的经验都能引发学习,因此经验学习

对经验的要求是有选择性的.从上述分析来看,经验学习具有两个层面的目标:从人的发展层面来

看,经验学习的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健康成长;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经验学习在于建构新的知识、
技能或观念.事实上,这两个目标是融合在一起的,即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建构协同作用于目标,共
同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具体说来,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教师经验反思学习的目标在于促进教师个体

或群体的专业发展;在知识、技能与观念的层面上,教师经验反思学习的目标是通过与教师相关经

验的反思,建立新的关于教育教学的观念、知识与技能.这些新的关于教育教学经验的观念、知识

与技能有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总而言之,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目标

是通过对经验的反思重构新的经验,以此来训练教师的反思学习能力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

四、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结构与程序

对于一个科学的学习模式而言,除理论基础、目标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结构与程序.教师

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结构与程序是从不同视角审视模式的结果:从静态的视角来看,模式所呈现出

来的是结构;从动态的视角来看,模式呈现出来的是程序.因此,结构与程序是同一模式的两个不

同维度.在经验反思学习模式中,目标是核心,结构与程序是实现目标的工具.
正如杜威所言:“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不论对学习者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教育都必须

以经验为基础,这种经验往往是一些个人的实际的生活经验.”[８]经验是反思的素材,因此经验的选

择是模式建构的首要环节.经验是过去的,经验反思是把曾经的经验、目前的体验以及未来的预测

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综合和归纳,肯定或强化其中的积极经验或建构新经验的过程.基于这样的

思考,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结构主要包括６个相关要素,即建设经验库、经验重现、反思行动、
价值判断、形成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和积极试验.为更形象地呈现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结构

与程序,这里把经验重现的前提作为模式的必须要素列入模式之中,这样就形成了图１所示的从经

验库出发、又回到经验库的教师经验反思学习循环模式.
(一)建设经验库

经验库是教师进行经验反思学习的前提和基础.重现的经验源于教师先前生活、工作或学习

所产生的存在于意识或潜意识里的关于教师的经验,此类经验共同构成经验库,而经验重现正是教

师根据学习的需求从经验库中提取经验,从而使经验有意识或无意识再现出来的过程.经验库里

的经验并非是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充实、更新的.在经验库不断更新的过程中,部分经验被

逐渐遗忘,在经验库中保存时间越久远的经验在教师反思学习方面的价值越大.从理论上看,教师



学习经验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教师在开展正式的经验反思学习前所形成的关于教师的经验,主要

包括观察学徒时期的经验、学生的教师教育经验以及教师的实践与学习经验;二是教师通过经验反

思学习所获得的经验.如图１所示,随着教师学习与教育经历的不断丰富,经验库被源源不断地注

入新的活力,从而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行动提供了可能.

图１　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结构与程序

(二)经验重现

反思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思维工具.反思发挥工具性的作用需要相应的素材———经验,
因此反思的首要环节是经验重现.从教师成长阶段来看,教师经验主要包括观察学徒时期的经验、
学生的教师教育经验、教师的实践与学习经验以及教师通过反思性学习所习得的经验.教师经验

反思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的相关经验都作为反思的素材,因此需要教师从已有

的经验库中提取对自身影响最大或印象最深的经验进行反思.影响最大或印象最深的经验往往是

教师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典型事件,教师之所以对其记忆深刻,是因为这些典型事件对教师的成长

曾经产生过深刻影响以及对教师现在的工作仍产生某种影响.可以说,此类经验参与了教师现有

经验的塑造,重现它们事实上是回到教师新经验生成的源头去审视经验形成的原因,这对现有经验

的重塑具有积极的作用.经验重现的典型事件既可以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事件也可以是教师在成长

过程中所亲历的他人事件.教师经验的重现过程事实上是教师叙述自我故事的过程.正如洛丝特

(Rossiter)所言:“当我们用故事理解世界和我们的经历时,那么我们也是用故事来理解和塑造自我

的.”[９]在此意义上,教师经验重现意味着反思学习的开始.
(三)反思行动

在经验重现过程中,教师潜意识的反思行动已开始萌芽,但真正的反思行动还未开始.反思行

动是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对已重现的经验开始真正的反思,是推动教师经验反思学习的最关键环节.
根据转化学习理论的观点,反思包括自我独立反思和在他人帮助下进行反思两种形式.无论哪种

形式的反思都是具有批判性的.自我独立反思是教师用现有的观念去分析与解释曾经的经验,或
者说分析过去的经验与现在行为之间的关系以重新认识自己过去的经验.在他人帮助下进行反思

指他人帮助学习者对经验进行质疑和追问,以此作为通向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重建的道路.通过

他人的帮助进行反思主要分为正式环境中的反思与非正式环境中的反思.正式环境中的反思通常

发生在正式学习中,反思者向教育者或班组成员呈现自己的经验后,教育者或班组成员共同帮助反

思者进行反思.在此过程中,教育者或班组成员通过帮助活动同样获得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更新.
非正式环境中的反思指反思者在偶遇困难时,与他人在非正式学习环境中进行交流,从对方获得相

应的启示以促进自我反思.反思行动的目的在于找出相关事件发生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或
者挖掘事件背后的动因以及深入剖析相似经验之间的相关性.

(四)价值判断

反思行动使得相关经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经验的动因以及相似经验之间的相关关系得以

明朗.反思本身不是目的,反思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分析相关经验的前因后果,在此过程中形成批



判性反思能力,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目的并非为判断而判断,而是通过判断对积极的

经验进行借鉴,对消极的经验进行规避或者从消极的经验中得出新的积极的经验.因此,价值判断

是新观念形成与新知识体系重构的前提和基础.
(五)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

如果说,前面４个环节是经验反思学习的基本过程,那么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形成则是经

验反思学习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经验反思学习的过程也就是经验重构的过程.教师专业成长主要

是通过教师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变化来体现,因此要实现以经验反思学习作为教师专业成长手段的

目的,就需建构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观念的建构主要基于对过去经验的解析与判断,观念的形

成与完善主要基于教师教学理念和自我成长观念的发展.新的观念与知识的建构是通过对已有经

验的批判性反思和对已有的与经验相关知识的梳理与判断,建构起新的适合当前或未来发展需要

的观念与知识.技能的形成主要包括两种:一是通过对自己接触过的或实践过的教育教学技能的

反思,形成新的、更优的技能;二是通过对自我学习过程的反思形成教师专业发展或自我提升的技

能.前一种是关于教育教学实践的技能,后一种是关于教师自我提升的技能.新的观念、知识和技

能的形成是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阶段性目标,教师经验反思学习功能的发挥还需回归到教育

教学实践中去,这是检验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效果最重要、最有效的环节.
(六)积极试验

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是基于教师的经验而言的,经验又是源于教育教学的亲身体验的,或者说是

源于实践的.源于实践的经验反思学习最终需回到实践中,为教育教学实践效果的提升服务.新

的观念、知识和技能通过实践转化为新的经验,这部分新经验又成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的新素材进

入下一轮循环学习当中.教育教学是教师的基本工作,教师的经验学习是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服务

的,教师专业成长的价值需通过教育教学实践来体现.基于此,教育教学实践可视为教师对经验反

思学习所得的观念、知识与技能进行实践检验或评估的过程.教育教学实践似一面镜子,能够给予

经验反思学习者真实而有效的反馈,推动学习者积极参与新一轮的经验反思过程,而此次经验反思

学习过程的经历也会进入到经验库中,成为新的经验反思学习经验重现的内容.

五、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保障条件

尽管保障条件不是模式的核心,但在模式的运行过程中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虽然没有保障

条件的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同样能运行,但运行的效果低下.由于保障的目的是促进教师经验

反思学习模式更有效地运行,因此本文主要从作为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基础的结构与程序角度

来讨论保障条件.第一,经验重现需要教师的经验库中存有人生经历中关于教师的充足的经验,这
是经验重现的前提和基础,然后教师需要自己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从经验库中选择典型的、与当下

所学的内容相关的典型经验.从转化学习的视角来看,经验重现只是为教师的经验转化之路铺设

了舞台,“但是这并不能确保学习者就会投入批判性自我反省或修正无效意义的观点”[１０].教师必

须亲自投入到反思行动中,才能延续经验重现的价值.第二,反思行动是教师对自我经验进行反思

的行动,需要教师具备批判和质疑的意识与能力.批判和质疑的意识与能力是开展经验反思行动

的强有力工具.缺乏批判和质疑的意识与能力的教师是难以进行独立反思行动的,因此,这就需要

相关的学习促进者或班组成员与之合作,以保证反思行动的进行.第三,由于教师的经验反思学习

是以过去的经验为素材而建构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因此对于缺乏相应价值判断能力的教师而

言,同样需要学习促进者或班组成员共同讨论协助其进行价值判断.第四,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形

成是经验反思学习的升华阶段,需要教师对反思行动以及价值判断进行概括、归纳、推演,由此形成

新的观念、知识与技能.这个阶段同样需要学习促进者与班组成员的协助,对于新手教师而言,尤
为如此.第五,积极试验,这是对经验反思学习模式的检验阶段.这个阶段不仅需要实践的场所,



同时还需要相关的学习促进者与班组成员共同合作.第六,从教师自身来看,在模式的运行过程中

教师需要积极主动投入到经验反思学习过程中,才能确保学习的有效性和模式功能的发挥.保障

条件尽管不是经验反思学习模式最核心的要素,但其存在可以促进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效果的

提升.
总体而言,教师经验反思学习模式是教师学习的工具,不仅有助于教师把已有的经验转化为新

的观念、知识与技能,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形成基于经验的反思学习能力.模式本身只是起到“脚手

架”的作用,模式运行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教师自己使用“脚手架”的过程,或者是教师学习的促进者

帮助教师使用“脚手架”的过程.学习促进者在模式中属于条件保障的范畴,而教师才是模式的核

心,与教育教学相关的观念、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以及经验反思学习能力的提升才是教师经验反思学

习模式建构的最终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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