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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职前教师
互惠学习理论模型

———以RLTESECC项目中加交换生为例

石 娟1,刘 义 兵2

(1.西华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637002;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的开放性使得学习的互动性与共享性增强,研究选取 Reciprocal

LearninginTeacherEducationandSchoolEducationbetweenCanadaandChina(简称RLTESECC)项目中赴

加拿大温莎大学交换学习的中国某大学职前教师为个案,以其反思日志与访谈资料及中加交换生学校视频

会议记录为文本分析数据,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互惠学习的场域、动机、内容、策略与效果等维度构建职

前教师互惠学习理论模型。由此得出3个结论:职前教师的跨文化互惠学习内容是全景式的,教师间的互动

内容表现出求同存异的特性,互惠学习影响力度与教师自我专业觉知度有关。

关键词:扎根理论;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5-0033-07

在知识经济社会,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知识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知识的广延性使得

人类的学习方式愈加开放,人们需要在相互的沟通与合作中开展对话与学习,实现知识的共享与融

合,促进彼此的成长与发展,以达成互惠学习的旨归。我国自古便有互惠学习的优良传统,如流传

至今的名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等就是互惠学习的真实写照,也是

学习开放性、互动性的生动体现。同样,教师的学习也不是孤立、封闭的状态,教师需要在彼此的交

互活动中获取成长的养料,需要在相互学习中提升与发展自我。可以说,互惠学习是当今教师专业

发展的常态。

一、互惠学习的内涵解析

互惠学习存在于动物界。于人类而言,互惠学习更是重要的学习态度与形式。杜威指出,每种

活着的动物,当它们清醒的时候,它和它所处的环境会发生不断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交互作用

是一种给予(give)和取得(take)的过程,作用于周围的事物,又从周围的事物中收回某些东西———
印象和刺激———这种交互的过程便组成了经验的框架[1]。互惠学习的框架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教师间的相互交往会对彼此

的认知与情感产生影响[2]。所谓“互惠学习”是指彼此贡献见解以求得互惠与善意的学习,使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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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展成为合作式的学习[3]。互惠学习强调彼此的关切和善意互助,强调在合作与共享中达成

共赢。从这个层面而言,互惠学习是一种极为平常的学习行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学习的“榜
样”,都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即使是他人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对自己有警示作用[4]。

教师互惠学习确定了教师是互惠学习的一方主体,与之互惠的另一方主体则非常广泛,可以是

学生、教师、专家等相关群体,与不同群体的互动形成了不同的学习场域、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

策略与学习效果。同理,职前教师在与教师、同学等主体的交互中,积极向对方学习专业理念、专业

知识与专业能力,同时展示自己的才干,完成对话、合作,共享“互惠”。互惠学习有利于拓宽职前教

师的专业视域,使其以更加宽广的视角看待教育问题;互惠学习还有利于提升职前教师的专业素

质,通过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互动学习,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扎根理论在职前教师互惠学习中的应用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指研究者在系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

心概念,并在概念之间自下而上地建构理论[5]327。与构建宏大理论所采取的对预先假设进行演绎

推理所不同的是,扎根理论强调对原始资料的归纳和分析,以保证理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本研究

采用凯西·卡麦兹(KathyC.Charmaz)的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等步

骤,提炼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的要素,在综合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构建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主要探讨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的体验、动机、策略与效果等内容。根据抽样的目的性原

则,从参与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Research
CouncilofCanada,简称SSHRCC)重大资助合作项目“加拿大与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

习”(ReciprocalLearninginTeacherEducationandSchoolEducationbetweenCanadaandChina①,
简称RLTESECC)并赴加拿大温莎大学交换学习的职前教师(简称“交换生”)中选取4名交换生作

为研究样本,为有效获取交换生在中加跨文化视域下互惠学习的关键资料,对每位研究对象都进行

了60分钟左右的深度访谈。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的前提下,整个过程采用笔记与录音的方式进行

了全面记录。同时,将研究对象赠予的活动材料及参与中加交换生学校视频会议的记录文本作为

分析的依据,以充实深度访谈的资料数据。
(三)资料编码

1.初始编码

初始编码(initialcoding)应“尽可能地保持开放并紧贴数据,为其他分析留下可能空间,并形成

最适合数据的代码”[6]61-62。在众多的初始编码策略中,本研究选取对逐个事件进行编码的策略,通
过对事件进行编码,生成新的概念属性。在本研究中,根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对其进行初始编码,
形成相对适宜的初始代码(见表1)。

① 该项目由温莎大学许世静教授和多伦多大学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Connelly)教授负责,旨在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校

教育、教师发展、数学教育等领域的基本经验,通过互惠学习促进两国在以上领域的共生发展。项目团队成员主要包括多伦多大学、温

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及重庆、上海、温莎等地姊妹校的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在这个项目

中,温莎大学与中国某大学每年互派20名左右的职前教师进行为期3个月的跨文化互惠学习。



表1 初始编码示例

原始数据 初始代码

我非常感谢在N校见习的指导教师,当我有疑惑时,他会毫不保留地给予指导

与帮助,当然,他对我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会提出诚恳的建议,这不是因为我们是

国际友人,而完全是基于专业的考虑

基于专业的帮助

在学校教育情境中教师与学生是友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可以辅导学生、帮助学

生,但绝不逾越教师的专业界限,“befriendlynottobefriend”是他们经常说的

一句话

友好的师生关系有着不可逾越

的专业界限

我觉得两国(指加拿大与中国)的教师都特别注重终身学习,注重自我提升,我
们在加拿大交换学习时,那些教师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他们会与学生相互学习、
与同事相互研讨交流,向书本学习、向网络学习、向生活学习……

教师是终身学习者

在G小学见习时,当学生回答一个问题后,虽不是正确答案,教师也会以鼓励的

语气说:“Itisnotright,butitisagoodanswer”或者“Good,itisabetteran-
swer”,并不会追求统一的标准答案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不拘泥于标

准答案

温莎学校针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教学很有创意,教师将周期表制作成钟表,学
生在每天看教室里钟表的时间时便逐渐记住了各元素。同时,教师根据教学进

度,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化学元素,并根据化学元素的活性在课堂中进

行表演

教师教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加拿大职前教师有一门drama课程,专门培养教师的艺术性。中小学教师上课

时千姿百态,气氛很好,且课堂井然有序,我觉得教师真的就是艺术家……
教师是育人的艺术家

  2.聚焦编码与轴心编码

聚焦编码(focusedcoding)是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是使用中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

代码。聚焦编码是由大量数据筛选出并能充分反映数据的代码,更具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6]73。

轴心编码(axialcoding)是将类属和亚类属联系起来,使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并重新排列了在

初始编码中分裂的数据,使生成的分析带有连贯性[6]77。在编码过程中,聚焦编码与轴心编码密切

相关。研究者每一次只需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围绕着这一类属寻找相关关系,就可以形成一

个“轴心”体系[5]333。可见,聚焦编码与轴心编码是亚类属与类属的关系,以表明资料中各个部分之

间的有机关联。将第一阶段形成的初始代码进一步类属化,使其更加凝练(见表2)。
表2 聚焦代码与轴心代码示例

初始代码 聚焦代码 轴心代码

友好的师生关系有着不可逾越的专业界限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不拘泥于标准答案
教师需要学习教师教育类知识

教师教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教师注重学科知识的生活性

教师是个“多面手” 教师具备通识性知识

教师具备广博、宽厚的专业知识

  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theorycoding)是在聚焦编码过程中选择了代码之后所进行的复杂水平上的编码,

在聚焦编码形成类属的基础上,使类属间的关系更加具体化。理论编码所形成的理论代码更具有

整合性与连贯性,这些代码不仅会使实质代码间的关联形式概念化,也会使分析性的故事开始变得

理论化[6]80。

扎根理论强调以“自然呈现(emergence)”的方式从理论研究程序中逐渐建构新的理论。在资

料与理论的互动中,不断实现数据的搜集与分析,直至理论性达到饱和为止[7]。

三、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理论模型的建构

通过对参加交换学习的职前教师的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在对资料进行整理与编码的基础上,



提炼概念属性,明晰亚类属与类属关系,总结类属的属性与维度,建构职前教师互惠学习“三层两翼

六面”的理论模型(见图1)。其中:“三层”主要依据职前教师学习场域的变化,分为国内学习、国外

学习与教育实习,在图1中,由于国内学习与国外学习对教育实习有双重影响,故将教育实习放在

了中间;“两翼”主要指互惠学习的主要内容,在国内的学习、实习与国外的学习、实习内容均有不同

但又相互交叉,通过互惠学习可以不断充实交换生的认知系统与结构;“六面”主要指在国内学习与

国外学习中所产生的学习动机、形成的学习策略与产生的学习效果,由于本研究中将教育实习视为

对国内学习与国外学习的效果表达与监测,因此,这里并不刻意对教育实习加注学习动机等维度的

内容。

图1 职前教师互惠学习“三层两翼六面”的理论模型

(一)互惠学习场域

格式塔学派受现象学方法论的影响,认为个体的行为环境决定个体行为的产生。这里的“行为

环境”主要是指个体能感知或意识的心理环境,而非客观、现实的物理环境。基于此,格式塔学派提

出自我与环境相统一的心理场理论,即场域理论[8]。这对研究互惠学习场域具有借鉴价值。这里

的“场域”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概念,更具有心理学意义。交换生的互惠学习场域主要包括3个层

面:国内学习、国外交换学习和交换学习后的教育实习。首先,国内学习为交换生奠定了教师专业

理念、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基础。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主要通过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观察与交

流,体悟教师职业的神圣,以师生交往、同伴互助等方式进行学习,共同促进彼此的进步与成长。其

次,国外交换学习是交换生在更广泛层面上的学习,交换生通过感知与体验文化情境的不同,进而

增进相互沟通、合作与对话,达成学习的互利共生目标。在这一学习场域中,交换生会产生极大的

思想冲击,在反思中不断建构自我。最后,教育实习是师范生教育技能训练的必备环节,有跨文化

互惠学习经历的交换生将其养成的反思习惯贯穿于教育实习的整个过程,他们会有意识地进行中

加教育的对比,并构想如何有效地在自己教育实习及未来的教学中运用交换学习习得的优秀经验

实现教育的本土化。他们在教育实习中通过导师制、同伴交流、自我反思等形式体验着专业理念、
融合着专业知识、历练着专业技能。

(二)互惠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激发人行为的动力,具有重要的行为导向功能。“为什么而学”是交换生在开展互

惠学习之前要思考的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的编码与分析可以看出,交换生的互惠学习主要存在3
种动机。第一种是提升自我。学校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与学业成就选拔优秀的职前教师参加交换

学习,并增设自荐的选拔渠道。自荐生对交换学习表现出积极的参选意愿,有想通过此次交换活动



促进自己迈向更高台阶的强烈动机。通过自荐程序被选中的交换生,拥有坚定的教育信念、主动展

示与表达自我、主动发展的意愿成为对其编码的关键词。第二种是了解国外教育。通过跨文化的

互惠学习,可以了解国外教育的真实状况,理性地对比中外教育的差异与优劣。第三种是出于对职

业的热爱。互惠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因为热爱教师职业,欲通过向他人学习来为自己未来专业发展

奠基。交换生的学习动机更多是内生性动机,这使其在互惠学习中表现出持久的学习动力、浓烈的

学习兴趣、端正的学习态度以及专注的学习行为。
(三)互惠学习内容

教师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职前教师学习的主要内

容。在国内学习与国外交换学习两个不同的学习场域,均有着相似的学习内容,只是在学习的关注

点与侧重点上有较大的差异,这便构成了职前教师互惠学习理论模型的“两翼”。首先,在国内学习

中,主要通过讲授、观察和体验等形式树立坚定的专业信念,使交换生意识到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

大;通过通识性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师教育类知识等奠定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通过教育见习、
微格教学等教学技能的训练培养交换生综合的专业能力。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践训练,交换生的知

识结构体系偏理论化,学到的知识特别是教师教育类知识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其次,在国

外交换学习中,交换生通过与学习情境的社会性互动,会自主地观察、对比、反思和审视国内外教师

在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并基于此构建自己欣赏的并适合于我国国情

的教师观、知识观与能力观。经过为期3个月的交换学习,交换生更加坚信教师职业的神圣。而在

加拿大中小学见习时,教师对学科知识的综合把握、对课堂突发事件的应对及教学素材的生活化处

理等,都促使交换生将此与所学的理论知识对接。教师的专业反思、教育智慧及终身学习的态度激

发着交换生在学习中不断改变与提升自我。可以说,国内系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是开展国外

交换学习项目的前提,为跨文化互惠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教育实习则是对国内学习与国外交换

学习效果的实战训练。在教育实习中,交换生会不断反观不同场域的学习内容,用于有效指导自己

的教学实践。
(四)互惠学习策略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学习者会有目的、有意识地采取相应的认知和行为来完成学习任务,这一

过程是学习策略的呈现过程。交换生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来提升学习效果。具体而言,有两种策

略:一是构建学习共同体,不管是国内学习还是国外交换学习及教育实习,交换生均借助同伴互助、
小组合作及导师指导等多种途径构建起适合于专业成长的学习共同体,确立共同的发展愿景,在相

互交流与合作中互促共进,从而解决教育中的某些实际问题;二是自我导向学习,阅读是交换生进

行自我导向学习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的场所发生于图书馆或自习室,互惠学习并不排除自我导向下

的自主学习,相反,自我导向学习是互惠学习的内在发生机制,交换生在与外界学习场域的社会性

互动中,必须借助于自我导向的学习,才能将获得的知识与经验内化。
(五)互惠学习效果

学习效果是指学习的最终效能与结果,是对学习过程的评价。跨文化视域下交换生互惠学习

效果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一是使交换生的人格更加完善。通过访谈了解到,交换学习使交换生

变得更加自信、大方,在陌生的国度能从容处理各种生活困难与专业困惑,因此,经过磨炼的交换生

相信自己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对交换生专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中加对比中,反思两国

的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从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等方面获得国际视野,这将

成为交换生未来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三是更加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交换生的选拔标准之一是

有着坚定的从教信念。换言之,这些交换生在未交换学习之前就已树立了坚定的专业信念与理想,
在交换学习之后,更坚信教师是一份值得终身追求的事业,并进行了目标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他

们立志从教,期望在执着的追求中不断充实与提升自己,争做爱学生、爱教育的优秀教师。



四、讨论与结论

(一)职前教师跨文化互惠学习内容是全景式的

教师学习是教师在自身努力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专业知识与能力都获得提升的一种过程,与
教师专业发展是统一的,是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9]。职前教师的互惠学习是教师学

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习内容的广度、宽度上看,交换生的互惠学习是全方位的、综合的、立体式

学习。访谈者表示:“跨文化互惠学习,使我们贴身体悟了真实的加拿大教育,收获了知识、锻炼了

能力、拓宽了视野、收获了友谊,学习到了加拿大教师与我国教师不同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方式,同
时,我们也将我国教师优秀的经验介绍给了加拿大。”(Z20150318①)跨文化学习拓宽了职前教师的

国际视野,使其能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审视教育问题,增进文化理解与自觉;跨文化学习使职前教师

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教师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可或缺性;跨文化学习

使职前教师感受了异国教育的真实状况,通过学习借鉴优秀的教育经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并将我国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优秀做法介绍给对方,加强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

(二)教师间的互动内容表现出求同存异的特性

教师互惠学习是使教师在区域或国际交流中看到别人优势的同时不忽视自身的优势,彼此间

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以实现教育“互惠”为宗旨。由于文化传统、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与加

拿大在宏观层面上的教师教育政策、中观层面上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微观层面上的教师知识结构

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均有诸多不同,但彼此间也有共性的内容。如就两国教师评价政策而言,双方的

共性主要表现为:均有教师评价、奖励发展的相关制度,将师德、教学能力、专业知识、学历水平等作

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对教师“德”的评价,都采取平时观摩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教师“能”的
评价都有量化评价指标;校长都会直接参与教师评价工作;地方相关教育组织机构针对教师发展均

会开展相关的专业学习或培训活动。双方教师评价政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方的教师评价每学

期或每学年进行一次,由校领导带头与各分管部门协同完成,加方的教师评价每五年进行一次,基
本由校长和副校长完成;在教师教学评价方面,中方以量化数据为参考,加方以课堂教学观摩等途

径获取的数据作为参考;中方的教师奖励分为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物质奖励多为奖金,加方主要

是精神奖励。通过深入互动与合作,双方校长发出一致的感慨:“双方确实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并且

相信随着我们交流的日渐深入,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共同点,也能获得更大的提升”(G20150528②)。
差异,为教师增进彼此互动提供了可能,也促发教师深入反思差异产生的缘由,并在相互汲取精华

中思考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改造。求同存异是教师进行外在社会性建构与内在主体性建构

的内核,是实现教师互惠学习的基石。
(三)互惠学习影响力度与教师自我专业觉知度有关

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是个体对自己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的主观状态。自我专业觉知是

个体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的主观状态。将觉知框定在专业范围内,是强调个体

对与专业相关内容的认识与意识的主观状态。教师自我专业觉知是教师对自己或他人的教育教学

相关内容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的主观状态。教师自我专业觉知能使教师在实践中明晰自己及他人

的优势与不足,激发教师主动学习的意愿,这是一种来自内部学习动机与需求的学习意愿。教师不

是系统地进行学习,而是有选择地开展模块式学习,主要在于弥补与完善自己的专业素养。一般而

言,教师自我专业觉知与教师专业自觉呈正相关,教师专业自觉是教师理性审视自身的专业水平与

职业活动,积极主动地提升自我的专业素养,创造性地解决教育实践问题,并拥有自足的精神世界。

①

②

对原始资料的信息编码,Z表示访谈者,20150318表示访谈时间。

对原始资料的信息编码,G表示参与中加姊妹校视频会议的观察记录,20150318表示会议时间。



当教师能积极主动地认识与反思自己及他人的教学,并从中意识到自己的专业不足时,教师便能自

觉主动地学习以提升自我的专业素养。这时,教师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意愿,其精神世界充盈而富

足。由此看来,跨文化互惠学习对教师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教师自我专业觉知度

密切相关。当教师能积极地觉知自己的专业发展需求时,在学习目标指引下,会主动向外界寻求学

习资源,以丰富自己的专业结构,实现专业的自我成长,这种状态下的跨文化互惠学习对教师发展

的影响较大。当教师不能明确自己的专业需求时,学习便会失去明确的方向,教师不能很好地在学习

情境中主动学习与反思,学习成效降低,这种状态下的跨文化互惠学习对教师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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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pennessofknowledgeenhancestheinteractivityandsharingoflearningintheknowl-
edge-basedeconomicsociety.Thestudyselectedasacasethepre-serviceteachersinaChineseuniversity
whoparticipatedintheprojectof"reciprocallearninginteachereducationandschooleducationbe-
tweenCanadaandChina(RLTESECC)"andwenttoUniversityofWindsor,Canadaforexchange
learning.ThedatawereselectedfromthereflectivejournalsandinterviewoftheChinesepre-service
teachersandthevideoconferencerecordingofthesisterschoolsinCanadaandChina.Basedonground-
edtheorythestudyconstructedthetheoreticalmodelofpre-serviceteachersreciprocallearningfrom
thedimensionsofmutuallearningfield,motivations,contents,strategiesandeffects.Finally,itcon-
cludesthatpre-serviceteacherscross-culturalreciprocallearningcontentsarepanoramic;theinterac-
tionsbetweenteachersshowthecharacteristicsofseekingcommongroundwhilereservingdifferences;
theinfluenceofreciprocallearningisrelatedwithteachersself-professional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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