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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师教学倾向性研究
———基于教师个人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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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具有缄默性、实践性和情境性,对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能更清晰地分

析教师教学倾向性产生的原因。采用质性的方式对两位有显著教学倾向性的高中英语教师进行叙事研究,并

基于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分析英语教师教学倾向性的产生原因和提出平衡策略。结果得知,造成外语教师教学

倾向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因素、个人生活经历和重要他人。平衡策略包括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为

构建积极的工作环境、开展高效的教师培训活动、改进教师评价体系;个人因素为教师积极反思课堂教学、对

工作环境作出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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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具有某种隐性或显性的倾向性,笔者称之为“教学倾向性”,指外语

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倾向于某一知识面的教学,如过度倾向于口语、语音的教学而忽视语法、词
汇、写作等其他知识的教学。这种倾向性的产生不利于学生学科知识的平衡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

展。教学理念和行为是由教师的个人经历所塑造[1],教师所拥有的个人教学理念会影响他们的教

学行为[2]15,故欲理解外语教师在课堂中所产生的教学倾向性,则要分析教师自身经历所塑造的“个
人实践知识”。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具有缄默性、实践性和情境性[2]19-20,通过研究能更清晰地分析

教师教学倾向性产生的原因,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个人实践知识文献综述

加拿大学者Elbaz最早对教师实践知识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教师以特殊的方式拥有一种特别

的知识”[3],称之为“实践性知识”(practicalknowledge),并指出这种知识具有5种倾向———“情境

倾向、理论倾向、个人倾向、社会倾向和经验倾向”[3]。Elbaz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之后,加拿大学者Connelly和Clandinin提出了“教师个人实践知识”(personalpractical
knowledge),并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成就。如Connelly和Clandinin(1984,1988,1995)等[4-6]把教

师作为有知识且正在认知的个体,认为教师的个人知识来源于个体实践经历,是一种由情境形成的

知识,并强调了经验的主要性。他们认为,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现在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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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活动及将来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在不断的复述、反思和实践中构建和重建自己的个人知识,而这

些个人知识影响着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这些观点揭示了外语教师的知识受个人经验、生活和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是动态、辩证及情境化的。美国学者Lave和 Wenger把知识看作从实践者对具

体工作环境的回应中发展而来,是一种“情境性的知识”[7],故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应该考虑其具体

情境。Diamond指出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包括思考、回顾及重建自己身份和信念的能力,而这种能

力使得教师最终能实现自我指导和自我决定[8]。荷兰Beijaard、Verloop和 Meijer等学者基于El-
baz、Connelly、Clandinin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出了新的理念来扩充教师实践性知识,如Beijaard和

Verloop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来源于教师个人经历,并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具有高度情境化

的特点[9]。我国学者李小红指出了个人实践知识对公共教育理论知识的更新功能[10]。陈向明强

调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知识基础,决定了教师的日常行为规范及其教学

行为,并提出外语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应包含6个方面:教育信念、自我认识、人际知识、情境知识、策
略性知识和批判反思知识[11]。上述主要观点都认为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源于个人经验,是个人价

值观、信念和意识的混合品。笔者采用了叙述的方式,通过教师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复述和反思以

揭示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对其教学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概念框架,本研究采用质性的方式对两位有显著教学倾向性的英语教师(见表1)进
行叙事研究,探索两个问题:一是外语教师教学倾向性产生的原因;二是平衡教学倾向性的策略。

通过对受访者进行课堂观察和深度访谈、查阅其反思日记、阅读文献来收集资料,并于后期进行多

次跟踪访谈与交流。同时笔者对两位教师展开生活观察,如与两位教师的朋友和学生进行沟通,以
获得更客观的资料,最后把调查所获原始资料转换为文本资料,对得出的分析结果进行三角验证。

表1 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职称

李老师 男 30 6 本科 中学一级

张老师 女 52 32 专科 中学高级

三、案例展现

(一)在外语教学上倾向于语音、语调和口语训练的李老师

1.观课堂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李老师讲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课前,严格按照教学目标来设置

教学内容;课堂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全英文教学,师生共同参与课堂活动,采用各种方式鼓

励学生开口说英语,如把每单元的warmingup部分设置为口语课等。李老师语速很快,对学生犯

的语法错误容忍度很高,但不能容忍语音的错误,对发音不标准的学生多次纠音。他似乎不过多地

关注语法知识教学,仅在解析课文时一笔带过,对学生的语法提问也采取回避态度。李老师班上的

学生很注重语音语调的练习且口语不错,但几乎每次卷面考试分数都排名后位。他认为英语教学

重要的是沟通、交流和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2.忆往昔

通过多次的深度访谈得知,李老师初中时期的英语教师常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发音不标准,

讲解单词时脱离篇章语境,完全采用母语教学,重笔试、轻口语和听力。在考试中他能拿到高分却

从未真正地开口说英语,直至高中第一次和外教开口说英语时才意识到口语的重要性。从此,李老

师不认可初中教师的教学方法,课后常通过刻意模仿英语本土标准的发音以及看英文电影等方式



来提高口语和听力,而不是把重心放在语法上,他觉得学习英语是有趣的事,于是上大学时选择了

英语专业。他的意识里一直认为口语好和发音好是衡量一个优秀外语教师的基本标准,反之亦然。

3.握当下

大学毕业后李老师任教于一所重点中学,他课余时间常通过看英文电影、下载记忆单词的软件

来扩充专业知识。基于新课标的背景,他在完成教学任务时会刻意训练学生的口语、听力和发音,

潜意识地给学生强调其重要性。故他班上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总体水平较高,但卷面分数经常处

于年级排名的中下水平,这种结果触动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教学方法,并积极寻找问题所在。如

通过和学生交流获得课堂教学的反馈意见、了解学生学习困惑;和同事积极交流,观摩优秀教师的

课堂以借鉴别人的教学经验;非常珍惜每次专业培训的机会,他总结了自己教学上的弱点:语速过

快,过多倾向于口语教学而忽视了语法、写作等基本知识能力的训练。

4.展未来

当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中存在倾向性和不足后,李老师开始积极地自我反思和提升。如通过认

真备课、咨询有经验的教师等方式进行课前的反思;就课堂中学生的回应方式和自我感觉进行课后

反思;采用课堂录像等方式来回顾自己的课堂,从中分析教学缺陷;与优秀教师促成学习对子,进行

“学徒式”观察学习以借鉴优秀教师的教学策略;和同事交流、相互合作,分享教学心得来取长补短;

认真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注重培训学生的情境学习,做到因材施教等。在不断地改变中,他逐渐

注重对学生其他知识面的培养,教学倾向性明显减弱。李老师也认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二)在外语教学上倾向于语法和写作的张老师

1.观课堂

张老师出生于20世纪60年初期,是一位非常严谨且有着极其扎实的语法功底的教师。她在

教学时能全面地整合不同的知识点,但几乎都是高中考试大纲里的“三大从句”,有时会摒弃教科书

的结构和要求去构造自己的主题。她采用典型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仍表现出“灌输式”和“填鸭式”

的教学方式,“教师是权威的代表”在课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总是耐心地讲解每一个语法知识

点,学生也安静、认真地做课堂笔记,语音、语调与口语的练习似乎很少出现在她的课堂里。张老师

认为高中英语的教学主要是对文章进行翻译与解释,学生掌握了书面表达后学好口语就是水到渠

成之事。她班级的学生在模拟考试中卷面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都不怎么开口说英语。

2.忆往昔

由于张老师高中时期大部分学习时间都在田间、山上劳作,而中学时期的英语教师是非专业的

代课教师,发音常常有误,周围也没有能促进英语学习与交流的语境。考入大学后她才从最基础的

语法、词汇和写作上来学习英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一所重点中学,从此张老师在自己的岗

位上尽职尽责并逐渐成为单位的骨干教师。在以分数来衡量高中教师教学质量的背景下,她一直

把教学重心倾向于语法、写作和阅读等能提高学生分数的知识,教学理念与能力得到领导与同事的

一致认可。她认为高中英语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提高学生的口语、语音和语调

等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任务则是大学教师的事情。

3.握当下

张老师于5年前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中学教师骨干专项计划,前往英国参加培训。在培训

中,她深刻地体验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感受了和国内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开始反思自己

的教学风格,也意识到自己教学上存在过度注重语法教学而忽视交际能力培养的倾向性。之后她

开始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反思,如: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与教学相关的文献以提升专业素质;会
在课余时间锻炼口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会申请课题做科研,把自己的实践知识理论



化;会和同事们及国外的导师探讨在教学与工作中的困惑,以不断地完善教学行为、促进专业发展。

4.展未来

在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中存在倾向性和不足后,张老师不断反思和完善教学方法,以防止过度向

应试教育教学方法倾斜。张老师有意识地在课余时间练习口语和听力,提高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教

研组的讨论,和同事一起建立积极的实践共同体;参与“师徒学习”活动,用几十年的教学心得指导

新教师快速成长;虚心向优秀教师学习,借鉴他人有效的教学方法;积极与学生互动,了解学生的需

求,促进学生学科知识的平衡发展等,不断在实践中努力提升和发展自我,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综上,通过对两位高中英语教师的课堂观察和深度访谈得知,两位教师虽处于不同的职业阶

段,但在教学上都存在倾向性,且两位教师至今都在努力改变这种倾向性。可见教师理念和行为是

受个人的实践知识影响而逐渐建构起来的,在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而外语教师教学倾向性又

是怎样产生的呢?

四、教学倾向性产生的原因分析

外语教师教学倾向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一)社会因素

从国家整体的大环境来说,张老师中学时期处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经济基础不牢固,教育

发展受限制;而李老师大学时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迅速,市场上需要更多优秀的

外语人才,结合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李老师的教学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教

学环境来说,在高考的情境下,学生考试分数是衡量英语教师教学的重要标准,几十年的中学教学

经验促使张老师更倾向于采用能提高学生分数的教学方法,如加大对语法、写作和阅读的练习而忽

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而作为从新教师向有经验教师转型的教师,李老师的个人风格和倾向性没

有固定,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来执行自己的教学行为。从教师评价方式来说,学校和家长衡

量中学优秀教师的标准都是依据考试分数,因此许多教师更倾向于采取能提高学生分数的教学途径。

(二)个人生活经历

教师的生活经历与背景是形成自我感的重要因素,当把这种“自我”投入教学中,就会影响教师

的教学实践行为[12]。通过资料分析可知,李老师课余看英文电影、下载各种APP练习语音语调等

行为促使他潜移默化地提高其口语能力,高中阶段外籍教师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学习英语不

只是学习语法和词汇,而任课教师的教学法更是激起他的反抗心理,故高中时期的个人经历使李老

师在之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偏重于口语、语音等交际方面。如面对学生对语法知识的提问,他会采

取回避策略,且强调在英语的交际中,说出关键词比语法的正确使用更重要。由于张老师所处时代

的特殊性,其中学阶段的学习强调的是“劳动最光荣”,没有学习英语的氛围与语境,在工作中她也

一直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培养出许多卷面分数很高的学生,得到周围同事的认同,故形成了一种

由多年的个人生活经历积累发展成的具有倾向性的教学模式。因此,教师的个人价值观与理念对

课堂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教师教学的方式和行为,也会成为其教师身份一生的参照[13]。

(三)重要他人

教师在学生时期的经历,会影响他们对学生的期望及教学理念[14]。两位教师教学倾向性的产

生都明显受他人的影响。李老师对高中英语教师采用语法-翻译教学法很反感,出于抵触心理,他

非常注重口语及语音语调的训练;外籍教师的出现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之后的英语学习与从

教中逐渐形成倾向于口语等交际方式的教学。而张老师中学时期的英语教师是非专业的代课教

师,完全脱离篇章语境、完全母语化教学、重笔试、轻口语和听力的教学方式,更是促使她认为学习



英语就是学习语法和记单词。由于环境、条件等的制约,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学上有倾向性的问

题,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倾向性的教学行为。这种合法参与的情境性的学习使教师建构了

个人实践知识,“学徒式观察”的情境学习使教师形成自己的教学形象,影响其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外语教师在其课堂中体现的教学倾向性是由其个人实践知识所决定

的,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塑造了课堂行为。这种知识是受社会因素、个人生活经历和重要他人所影

响。外语教师如出现过度的教学倾向,既不利于学生学科知识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

展,那教师该怎么平衡自己的教学倾向性呢?

五、平衡教学倾向性的策略

正如有学者所指:“教师在不断的实践与反思中建构与重建自己的个人实践知识,这些个人知

识会重构教师对自身工作的理解。”[15]教学倾向性的产生如不及时阻止,就会对教师教学造成负面

影响,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资料分析可知两位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行为而

获得对教学行为的新理解。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是动态变化发展的,随着内外因素不断构建,应从

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来平衡外语教师教学倾向性。

(一)社会因素

1.构建积极的工作环境

对外语教师教育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如近年来的“国家骨干教师公派留学专项”等政策,加大了

外语教师自我提升的支持力度,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本研究中受访者张老师在

参加了留学专项计划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教学理念的不足。学校方面可构建积极的实践共同体,如

派遣教师去源语言国家进修,开展与国外教育专业人员合作和互助的二语教学;聘请外籍教师对国

内的外语教师进行口语、语音和语调的培训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实施“老带新”等合作方式,专

家根据新手教师的自身情况,提供外语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示范、课堂案例展示、课后指导、情感支

持等,制订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

2.开展高效的教师培训计划

“教师是改革成败的关键”[16]34。教育培训者可实施如参与式培训、“影子”研修等情境化培训

模式,使外语教师可以持续地、全方位地、细致地观摩优秀教师教学案例,在培训过程中广集参与者

意见,培训结束后建立开放、互动、生态及持续的评价系统。

3.改进教师评价系统

学校作为教师的工作场所之一,其教学科研制度、学校培养体系、校本合作及教师评价体系等

机制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本研究的受访者张老师所处学校的评价机制逐渐促使其教学倾向性

行为的产生,导致其在教学上出现了只不断地加强练习阅读、语法、词汇和写作,而忽视培养学生交

际能力的“哑巴英语”现象。故可采用“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及“同行评价”等方式从教师师德、教

师专业素养、师生关系等方面来评价教师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从上至下模式,同时学校应该赋予

教师更多专业自主权、专业发展权以加强教师在教学上的创新,家长也应尊重教师的教学方式,不

应以卷面分数的高低来衡量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

(二)个人因素

1.积极反思课堂教学

教师的知识与实践行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当教师反思其实践行为时,就会形成对教学与

学习的新理解和认知[17]214。Farrell把反思实践类型分为“为了行动的反思、行动中反思、关于行动

的反思和行动研究”[18]64-49。案例中两位教师都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反思,不断总结新



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以重构教学理念,减少了教学倾向性的产生。李老师采用微格教学的方式,从
“关于行动的反思”中发现自己教学中的不足;张老师经常在教研组讨论活动中和同事开展对子反

思等。两位教师都积极和学生沟通来反思和调整自己习以为常且有缺陷的教学策略,提高了教学

效果。反思教学促使教师不断地构建和整合自己的课堂行为,不断在反思中完善自己在教学中的

行为,获得对教学新的理解,减少教学倾向性的形成。

2.对工作环境的积极回应

教师对其工作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具体工作环境[15]259。积极地回应自己的工

作环境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工作环境能促使教师发展自己的个人知识,也包括与所处工作环

境中他人的互动,正是这种积极的回应,使教师重新构建自己对工作的理解。案例中的两位教师主

动和周围环境中的他人相互沟通和交流,从实践共同体中获得新的教学观点和理念。如李老师和

同事合作交流,通过观摩优秀教师的课堂、组外合作的方式来促进新知识和技能的形成;张老师通

过指导年轻教师,参加国际培训等来形成自己新的教学理念,在对工作环境的积极回应中重构教师

对工作的理解,创新自己的教学策略,减少教学倾向性的形成。教师在实践中的反思意识,促使教

师学会重新理解自己过去的经验,并与现在的经验整合,以更好地实现专业发展。当社会因素与个

人因素交织作用时,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也随之不断建构,具有动态性、实践性和情境性,个人因素与

社会因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

六、结 语

本研究采用质性的方式对两位有显著教学倾向性的高中英语教师进行叙事研究,基于教师个

人实践知识分析英语教师教学倾向性的产生原因并提出平衡策略。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

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对其教学倾向性有着显著的影响。造成教学倾向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因素、个
人生活经历和重要他人。平衡策略包括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为构建积极的工作环境、开
展高效的教师培训计划、改进教师评价系统;个人因素为教师积极反思课堂教学、对工作环境的积

极回应。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是动态和不断发展的,是随着内外因素而不断构建的。本研究也存

在一些不足:一是由于篇幅原因不能呈现出两位教师的生活细节及课堂内容;二是对教学倾向性的

展现没有过多描述与分析;三是只以高中在职英语教师作为数据来源,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个人实践

知识对职前、小学、大学等英语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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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theEnglishTeachersTeachingTendencyfromthePerspective
ofTeachersPersonalPracticalKnowledge

SHIHui1,JIANGYuhong2
(1.CollegeofInternationalStud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ForeignLanguagesCollege,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eachingtendencyisdefinedinthispaperastheimplicitandexplicittendenciesthatthefor-
eignlanguageteachershaveintheteachingpractice.Orputitdifferently,theforeignlanguageteach-
ersmayfocusonacertainaspectofknowledgeofteachingwhileignoringothers.Thispaperattempts
toinvestigatetwohighschoolEnglishteacherswhohavesignificantteachingtendenciesintheirteach-
ingfromtheperspectiveofpersonalpracticalknowledgewithaqualitativeapproach.Withthemethod
ofnarrativeinquiry,wehavethefollowingfindings.First,themajorcausesoftheEnglishteachers
teachingtendencyweresocialcontextfactors,theirpersonallifeexperience,andtheimportantper-
sons.Second,thewaytobalanceEnglishteachersteachingtendencyincludesbothsocialfactorsand
personalfactors.Thesocialfactorsbuildapositiveworkenvironment,carryouttheeffectiveteacher
trainingprogramsandchangeteacherevaluationmechanism,andthepersonalfactorscontaintheac-
tivereflectiononteachingandapositiveresponsetoworkingenvironment.
Keywords:teachingtendency;teacherspersonalpracticalknowledge;casestudy;influencingfactors;
balancedm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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