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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术视角下高校公共课
教师教学反思研究

于 泽 元,李 颜 希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高校公共课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教师是决定公共课教育教学质量的关

键。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反思为研究对象,以教学学术为研究视角,对公共课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反思

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反思主要存在学术研究意识薄弱、学术方法欠缺、学术情

感淡薄、反思成果封闭化等问题。研究以教学学术理论为分析依据,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尝试提出改善公

共课教师教学反思的策略:唤醒基于学术研究的教学反思意识;开展基于校本研究的教学反思行动;开展以学

术团体为载体的教学反思研究;搭建教学反思研究成果公开评议、交流平台。以上策略可以化解“教学”与“科

研”的矛盾冲突,使“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让教学不再是一种机械式的重复劳动而是有价值的创造性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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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阐
明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强调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提出要把本科教

学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公共课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拓宽学生的知识维

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教师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些年来,人们对高校

公共课教师给予了极大关注,公共课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学能力、职业认同感、师生关系等成为影响

公共课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从当前的研究及实践来看,我国高校公共课教师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公共课教师生存压力大。目前,多数高校公共课以大班教学为主,教师担负着繁重的

教学任务,这就导致教师在科研时间上的投入不足,缺乏精力。但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与考核又与

科研业绩密切挂钩,在评定职称时,对公共课教师研究成果认可度偏低,职称晋升难度高于其他专

业课教师,使得公共课教师处于“教学”和“科研”无法兼顾的两难境地。第二,公共课教师职业认同

感普遍较低。从学生对公共课教师的评价中得知,学生对公共课教师的认可度相对低于专业课教

师。传统公共课因知识性被弱化而导致的学术偏见,造成传统公共课地位的边缘化。这大大地降

低了公共课教师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第三,公共课教学实效低下。目前以“填鸭式”为主的公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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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当下的需求,学生需求的变化使得教师的“元话语权”地位逐渐消退[1]。

针对当前公共课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本研究尝试以公共课教师教学反思为研究对象,以教学

学术为研究视角,对公共课教师的教学反思行为进行剖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优化公共

课教师的教学反思,最终旨在提高公共课的教育教学质量。

一、教学学术的理论意蕴

(一)教学学术的概念内涵

1990年,博耶(Boyer)在《学术再检视》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2]。教学学术具体

指的是运用特定学科的方法论对教学问题进行研究,将研究结果上升到理论层面后再运用于实践

中,具有成果公开、参与交流、接受同行评价、进行自我反思等特点[3]。教学学术的提出引起了高校

教师的广泛关注,这意味着教师要把帮助学生掌握专门的知识与技能视为一种学术性的事业。后经

舒尔曼(Schuurman)的丰富与扩展,“教学学术”又发展成为“教与学的学术”,将学生的“学”也纳入

进来[4]。

舒尔曼还对与教学学术相近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区分:一是优秀教学,即通过个人技能的提升来

体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强调个人成长的实践性;二是学术性教学,即有计划地进行课程设计、开发,

对教学展开评价研究并在学术团队内部进行互动交流,强调理论与研究要运用于教学实践;三是教

学学术,即强调教学实践的改革,具有更强的自我反思性。与学术界所强调的渊博知识相比,教学

学术更注重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改进理论,即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5]。因此,教学经教学

学术的反思可成为优秀教学,学术性教学经系统的反思可称之为教学学术。

教学学术把教学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要对教学中产生的问题进行诊断和反

思,并根据反思的结果进行不断调整,以此来改进教学中的某些环节、提高教学效果,最后形成教学

理论并予以公开。教学学术视角下的教学反思是以学科领域的方法论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为手

段,对教学实践中的情境进行研究。由此可见,教学学术使得教学反思更加深入,促使教师从对教

学方法的探讨转变为对教学学术的研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自身专业发展

等内容都被包括在其中,而反思的广度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反思水平的高低。

(二)教学反思划分维度

本研究在教学学术视角下对教学反思水平进行划分,总体上分为三个维度。

1.非学术性教学反思

非学术性教学反思是对零散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仅停留在日常思考这一层面上,缺乏交流和

自主研究,教师仅关注自身教学技巧在课堂中的运用,思考的重点在于如何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

完成教学目标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进行非学术性教学反思的教师关注的是实现教学目

标的方法以及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等问题。

2.学术性教学反思

学术性教学反思是指教师经常性地作出反思,但其反思更多的是一种带有理论批判性的、具有

明确问题指向性的反思,而不是经验总结式的整体反思。因此,进行学术性教学反思的教师具有强

烈的问题意识,会因受到问题的驱动而积极寻求相应的理论并开展研究以促成问题的解决。教师

之所以要对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摆脱教师经验的主观臆断,从根

本上寻找科学客观的理论依据。

3.教学学术反思

依据我国学者宋燕构建的教学学术模型来看,教学学术反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意识地



进行反思、在行动中反思、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反思[6]。这是通过行动研究促成问题的有效解决,

是对教学过程作出的有效论证,是生成新的显性知识的有效途径,并经由教学成果的公开与同行分

享而实现公共教育理论知识的丰富和增值。

同时,教学学术反思还要开展基于学生情感关怀的反思。教师从对自身的关注转移到对学生

的情感关注乃至价值观的关注,处于这一层次的教师能够基于学科知识并结合广泛的社会时代背

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帮助学生完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在教学学术反思阶段,

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教学信念、教学风格都逐渐趋于稳定,教师已完全从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抽

离出来,对教学进行深入反思和批判,重新建构和探究更具有普适价值的教学理论。教学学术反思

行为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教学学术表达与交流,有利于实现评议公开与资源共享,这也是教师教学

反思的终极目标。

二、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反思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教学反思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识薄弱

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反思的学术研究意识薄弱,究其原因有几点。

首先,该群体的教师大多是非师范教育类的专业背景,虽具备很强的专业学科素养,但缺少必

要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不易发现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缺乏对教学的反思以及进行研究的意识。

其次,高校公共课教师对自身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教学目的产生了偏差,认为教学并非学

术,这种狭隘的学术观念阻碍了教师产生研究教学理论和进行教学实践的愿望[7]。关于高校公共

课教师“科研观”现状,有研究者以某高校公共课中大学英语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59.2%的教师认为教学比科研重要,30.5%的教师认为两者并重,2.9%的教师认为科研比教

学重要。这说明公共课教师的科研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8]。

最后,不少公共课教师对自身学科的教学认识浅层化。有调查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公共课中的

思政课普遍思政课教师存在着缺乏学科归属感、学术意识薄弱、学术氛围不浓厚、教学名师稀少、学

术带头人缺乏等问题[9]。甚至一些教师错误地认为,思政课是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

地,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而不是学术思想。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建设,从关注“教什

么”到研究“如何教”,都在提醒教师要有学术研究意识,清楚地认识教学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之间

的密切联系,并通过参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来推动课堂教学发展,提升教学实效[10]。

(二)教学行动反思中学术方法欠缺

目前,教师教学反思的方法较为多样化,有教学研讨会、教学日志、反思随笔、课堂观摩等。高

校公共课教师的教学反思普遍依据自身教学经验展开,这就导致对教学实践的反思缺乏规范性与

科学性。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的一些论文观点缺乏必要的论据支撑和论证

过程,研究成果以经验总结居多,实证研究整体偏少[11]。单就大学英语这门公共课来看,科研对教

学的推动效果不够明显,体现在学术水平不高、课题研究层次偏低、高水平成果稀少等方面。据调

查,在我国1030所全日制本科院校中,有5万多名大学英语教师,人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仅为

1.33篇,而且大多数都是属于介绍性和议论性的文章,缺乏实证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对前沿教学理

论和教学规律的认识及探讨不够系统和深入[12]。

有调查发现,影响教师从事科研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研究方法的欠缺”(41.1%)和“学科及

跨学科知识的欠缺”(36.7%)[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公共课教师不能根据相关理论对教

学问题进行表征和提出研究假设,也不能清晰地阐释推理过程,在教育学研究方法上也较为欠缺,

较少借助科学研究方法或工具进行探讨。



(三)教学反思中学术情感淡薄

一方面,高校公共课教师面临着科研压力大、晋升职称难、发表论文难、申报项目难以及教学任

务重等现实问题[8];另一方面,高校公共课教师认为公共课教学在高校中处于从属地位,不被领导

和学生重视,因此缺乏专业荣誉感与职业认同感,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等负面情绪,常感到迷茫,进而

对自己的工作意义产生怀疑[13]。这些因素皆造成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学术情感日渐淡薄等问题。

教学是教师高度个人化的教学实践活动,是极具个性化的知识传授与精神表达,需要教师信念的支

持与对学生情感的投入。教师对教学的反思,是教师立足于课堂实践,对教学环节、主体、内容等进

行持久批判后的思考。许多公共课教师认为,公共课教学就是按照政策规定的教学要求、教学标准

来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因此,公共课教师常常以区别于专业课教学的敷衍态度来对待公共课教

学,在教学中很难有成就感[14]。

当前,高校管理者将教师教学反思作为一项强制性任务加以推行。在这种外界强制性的规定

下,教师的教学反思成为了一项为完成管理者任务的活动,教师缺乏对教学实践的潜心研究,使得

反思成为流于形式的例行公事。教学反思亦演变成自说自话,使反思游离在教师自身教学实践之

外,缺乏探索和深层次的思考与批判。

(四)教学反思成果封闭化

由于课程性质不同,高校公共课教师属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教学反思是双向的社会性活

动:不仅是教师个体与自己的对话,还是教师群体之间交互性的实践活动。大多数高校教师表示,

经教学反思后,会对教学策略进行调整,有时也会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教师

却没有将教学反思进行整理,形成教学学术成果并进行公开发表或推广。久而久之,这种“单向”交

流会造成教师在反思过程中的学术情感淡薄、积极性受挫、不能走出自己思维定势的“怪圈”等恶

果,教学智慧无法像活水一般流动,教学反思日益枯燥乏味,缺乏生机。目前,高校内部缺乏教学反

思成果公开发表及评议的平台,也没有给予教学以应有的地位。有教师谈到,平日里虽有教学研讨

会,但多数时候被用来处理行政事务,关于教学方面的研讨较少,缺乏教学探讨的学术氛围。因而,

现有的环境不能在情感方面满足高校公共课教师需求,缺乏内在动机刺激,教师无法获得通过教学

学术反思带给其成长的快乐[15]。

三、提升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反思的有效路径

(一)唤醒基于学术研究的教学反思意识

教学是高校公共课教师的主要任务,进行教学研究、发展教学学术、提高教学质量,是公共课教

师科研的突破口。首先,大部分高校公共课教师希望能成为教学型科研教师,但现实中,却较少对

自身的教学进行反思,深入研究其价值和实践操作性,忽略搭建教学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桥梁。只在

较少情况下,才会主动运用理论知识对教学进行反思。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导致了教师教

学反思多停留在生活化、经验化层面上。因此,高校公共课教师应在教学研讨会、教学日志、课堂观

摩中,先树立基于教学反思的学术研究意识,再借助教育学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或工具的指

导,对教学问题进行表征、提出研究假设并阐释推理过程。同时,在不断健全科研、教学评价机制的

基础上,充分尊重教师反思的主观能动性,营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激发教师

教学反思自觉,使教师在反思过程中保持理性探索精神的持久性。

(二)开展基于校本研究的教学反思行动

针对目前高校公共课教师教学理论较为薄弱而教学实践相对丰富的状况,可以取长补短,将这

两者进行结合。教师可以利用公共课丰富的教学实践优势,积极开展校本研究。校本研究是学校



教师主体针对学校教学实践问题而采取的一种行动研究,而高校公共课教师正可凭借自身的教学

优势,使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实践产生密切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说:“大学英语教学的课堂、学

生、测试、教案等都是得天独厚的搞科研的素材”[16]。因此,教师可借助学校中已有的教学研究资

源,从学校实际出发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这使得研究植根于现实的教学土壤中,并以教学实际问题

为切入口展开,将教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不仅为解决学校实际教学问题提出有价值的策略,

也为高校教师在教学反思中寻求实践与理论的契合点、弥补自身教学理论的不足提供了途径。教

师将学术理论融进教学实践中并将其逐渐吸收、内化,同时,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理解并运用学术理

论,才能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三)开展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的教学反思研究

教学反思是教师个体对自身教学实践过程的反思,但个体的自我教学反思容易使教师陷入认

知与经验的固化当中,也容易使教学反思的质量不高。因此,除了需要教师个体对教学进行反思探

索外,还需要群体之间的协作与同伴的智慧。通过成立学术团体来开展教学反思研究,以教学项目

为纽带,将每位教师个体紧密连接在一起,让教师直接参与项目合作,使教师充分发挥自己在群体

中的作用,从而找到个体的存在感。要使教学学术成为教师发展的内驱力,就要营造相互信任、相

互支持的和谐教研文化氛围,以及开展与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相结合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许多教

师在访谈中反映,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没有办法学习更多的教学理论知识,但内心又对此

十分渴望。一些教师也反映,不从事科研活动的理由有:“发表科研成果困难重重”(21.31%),“没

有科研的导师或引路人”(13.11%),“不太了解科研方法”(13.11%)[17]。基于此,学术团体建设可

邀请学术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作为“领头羊”,带领青年教师一起开展教育教学方面的

研究,这样不仅能迅速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能力,更有利于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提升自身的

相关理论水平,也更能增加青年教师的职业信心和坚定其对教学学术的追求。

(四)搭建教学反思研究成果公开评议、交流平台

教学反思的终极目标不仅在于解决教师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更在于将其视为学术来研究后可

以生成新的教学知识成果,如教学实践报告、教学研究论文等,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学术成果也

理应被公开、传播、交流或通过邀请同行来进行评议,从而拓宽教学反思的对话交流空间。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和指标,使教学反思成果能像学术成果一样,实现其

价值。

从教师个体的角度来看,这能促进教师从根本上关注和研究教学。通过教学反思,将原本繁重

的“教学负担”转变成教师实现自身专业发展和职业成长的内在动力,为教师职业发展带来成就感

与满足感。从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教师以研究成果作为载体,通过与同行的交流、研讨碰撞出新

的火花,从而吸收同伴的智慧,丰富研究成果,促进双方的共同成长。这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从个

人反思到群体助力的平台,打破教师反思内容与形式封闭化、单一化的僵局,同时有利于研究成果

的推广和实现资源的共享,以此减轻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使得教学不再是一种机械式的重复劳动

而是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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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TeachersReflectionsontheTeachingof
PublicCourses:FromthePerspectiveofScholarship

YUZeyuan,LIYanxi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Publiccoursesareanimportantpartofthehighereducationsystem,andtheteacherisakey
factorinthequalityofpubliceducation.Thisresearchtakestheteachersteachingreflectionasthere-
searchobjectandanalyzestheteachingreflectionsonthepubliccoursesandscientificresearchfrom
theperspectiveofscholarship.Thestudyfindsthatthecurrentteachersreflectionsontheteachingof
publiccoursesincollegeshavethefollowingmajorproblems:weakacademicawarenessofteaching
reflection,lackofacademicmethodsinreflectionofteachingactions,weakacademicemotionsin
teachingreflection,andclosedteachingreflectionresults.Basedonthetheoryofscholarship,thea-
boveissuesarediscussed.Finally,thepaperproposesanoptimizationstrategytoimprovetheteaching
reflectionofpublicteachers,includingincreasingteachersawarenessofreflectionbasedonresearch,
carryingoutteachingreflectionactivitiesbasedonschool-basedresearch,implementingproject-
driventeachingreflectionresearchandbuildingasharingandexchangingplatformofteachingreflec-
tionresearch.Inthiswaytheconflictionbetweenteachingandresearchmightbesolvedtoreachahar-
moniousco-existence.
Keywords:scholarship;colleges;publiccourseteachers;teaching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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