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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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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突发事件常被视为中断教学进程的干扰,令教师避之不及。实际上,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生

活意料之外的遭遇,它具有磨练职业心态、激发教学反思、促进自我实现等作用。教师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过

程,可视为非连续性教育的过程。这种非连续性教育具有不确定性、非连续性、转折性、排他性等特征,需经过

遭遇、震惊、反思、领悟四个阶段。要充分发挥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需要教师提高认

识,拓宽视野,提升专业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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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复杂多变的实践活动。相较于传统标准化教学,爵士乐隐喻下的新课改课堂更具情境

化与创造性[1]。即兴创作不仅意味着教学结果多样性,还反映出其过程的未知性,课堂突发事件正

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偶发现象。课堂突发事件指教学中突然发生,超出预设并需要及时处理的事件。
现有研究着重探讨了课堂突发事件的种类、发生原因、应对策略等方面,也普遍意识到它对学生发

展的重要作用。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课堂突发事件与教师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课堂突发事件对

教师专业发展是否有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能发挥这种作用,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有别于常规教学实践的课堂突发事件,它的产生虽然是偶然的,但却是教师

教学生涯的必然遭遇,不可消除或避免。已有教学案例和访谈资料表明,教师的专业素养甚至职业

发展轨迹都会受课堂突发事件的影响。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认为,突然中断生活连续性、危
及生存的遭遇对人的自我成长有决定性意义[2]59。因而那些令教师倍感意外、束手无策的课堂突发

事件即是教师的遭遇,是一种非连续性教师教育形式。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围绕课堂突发事件对

教师专业发展作用的表现、特征、机制展开论述。

一、课堂突发事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表现

通过教师教育习得的知识、技能是教师教学实践的基础,但这无法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和

教学任务的出色完成。教师需要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不断从实践经历中获得相应的实践性知识与

实践智慧。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从书本中所学的理论知识,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解决具体

的教育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教师需要“在事上磨练”[3]。课堂突发事件令教师难以应对而又不

得不面对,正是砥砺教师的“磨刀石”。教师尝试解决课堂突发事件的过程,能磨练教育心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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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与自我发展。
(一)磨练教育心态

学生是有独立思想感情的个体,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不会都符合教师的预期,甚至会完全相

反。由于学生各方面未成熟,他们易受教师行为的影响。因此,教师必须具备健康的教育心态,以
免被学生的意外举动激起负面情绪,进而做出不恰当的行为,给教学和学生发展带来不良后果。绝

大多数教师都知道良好教育心态的重要性,也能够在教学进展顺利时保持好心态。一旦课堂出现

突发事件,教学进程受到影响,情急之下教师难免产生应激反应。尤其遇到针对教师本人的事件,
时常令他们在情绪失控时做出不当回应。比如:一位学生趁教师转身在黑板上挂地图时拿走讲台

上的教学参考书,教师转过身来发现教学参考书不见的愣神之际,这位学生突然说:“嗨,有教参谁

不会上课呀!”该教师怒斥道:“那你来用教参上课试试!”有研究者就此问题访谈其他老师,不止一

位教师抱着希望学生失败的心态表示愿意让学生试试[4]。即便有时不是学生刻意为之,但众目睽

睽之下,课堂突发事件若令教师难堪,也会迁怒学生。如特级教师王崧舟一次在外地借班上公开

课,他施展常用的拿手好戏:课堂上他一边为学生播放邱少云烈火烧身的视频,一边配以旁白,将课

堂气氛逐渐推向高潮时,王老师趁机问同学们有什么话想要对邱少云说。与预期一致,同学们纷纷

表示邱少云是伟大的战士。正当他得意教学按预期进行之时,突然一位学生说:“邱少云,你真是一

个傻瓜。”于是,令全场一片愕然。不知如何作答的王老师瞬间脱口而出:“傻瓜? 你才是傻瓜! 坐

下!”课堂至此“由盛转衰”[5]79-80。显然,过激心态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阻碍教学进程,对学生造

成伤害。
教师能认识到良好教育心态的重要,但未必能做到。心态产生于情境,受情境变化的影响,只

有通过真实情境的磨练才能养成正确的教育心态。处理课堂突发事件时,教师表现出不应有的教

育心态,必然导致更多师生间的冲突、教学失败、教师形象受损等严重后果。经历失败后,教师才能

真正理解良好心态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心态以及教学中如何调整心态。笔者曾就课堂

突发事件对十多位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其中多位教龄较长的教师均表示经历数次课堂突发事件

后明确感受到个人教育心态的改变。一位高中班主任表示自己经历课堂突发事件后,从暴躁、易怒

变得沉着冷静。因此与其说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前提是教师要有良好的教育心态,不如说良好的

教育心态是在遭遇一次次课堂突发事件过程中磨练而成。虽然教师的心态会因具体情境而变化,
但只要经过多次遭遇的洗礼,教师就能养成良好的教育心态,并遇到任何突发问题都能泰然处之,
真正做到理解、宽容、尊重和热爱学生。

(二)激发教学反思

有研究者指出:多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多次重复;除非善于从经验反思中吸取

教益,否则就不能有什么改进[6]。教学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终身发展,教师肩负教学重任,
所以应当适时反思,这是改进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反思始于问题悬而未决之时,课堂突

发事件一反教学常态,让教师心生困惑,自然激起反思教学的欲望。对课堂突发事件的反思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即时反思或行动中反思。因为课堂突发事件没有绝对正确的处理方式,书
本也没有现成答案,教师也无从参照,只能通过边行动边反思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虽然行

动中反思所需时间极短,但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种理智活动,这种处理复杂教学情境中实际问题的

精湛技艺正是舒尔曼(LeeS.Shulman)所说的实践智慧。然而由于时间限制,行动中反思不会每次

都奏效。当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突发事件将驱使教师做更深入的反思,即延时反思,这是第二

阶段的反思。通常情况下,为获得更充分的认识和更具说服力的答案,教师在遭遇课堂突发事件后

都会进行两个阶段的反思。比如一位老师组织学生排队进实验室时,班上的捣蛋鬼走到门口突然

朝老师脚跟前吐口水。老师感到学生是故意为之,便以教育的语气回应道:“要是你想清理嗓子可

以用手绢。”那位学生听后低头不语地走进实验室,整节课都没有说话,看他尴尬的样子,周围学生



都笑了。至此,这位老师心里认为他的回答既稳定了教学秩序又进行了道德教育,是一次成功的行

动中反思。结果课间休息时这位学生与同学斗殴,最后遭到开除。听到这个消息后老师突感困惑:
是否因为自己的回答让他难堪才导致之后的斗殴,怎样应对才更好[7]。延时反思更为全面,是基于

自己所知的教学理论、教育意义、价值观对事件进行认识、解构、假设、论证。通过事后对斗殴事件

的解析,该教师认为,学生的挑衅是想给教师制造麻烦的同时获得同等地位的认可,被视为低素质

行为的处理令学生感到失败和不被重视,只得选择另外的方式发泄。根据这种反思,教师将思考其

习以为常的行动准则,修正或重塑个人教学行为。特级教师华应龙曾谈到他多次遇到的课堂突发

事件或节外生枝,对自己当时的处理都不满意,事后思索出多种对策,并在头脑中比较各种对策优

劣。他感叹说“节外生枝”可遇而不可求,并以疑问形式表达对好教学的看法:“能把突发的、不期而

遇的、不利的事件转化为难得的、恰到好处的、有用的教学资源,绝地反击,妙手回春,把课上得让学

生恍然大悟,这样的教学是否可以算作好的教学?”[8]可见,正是处理突发事件不当,引发教师不安,
促使教师自我反思,不仅找到更好的对策,而且重新思考教学的性质。课堂突发事件作为教师的一

种遭遇,能够激起教师的反思,唤醒教师专业自主意识,使教师从事件中得到各方面的成长。如果

说教师专业素养在“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过程中螺旋上升,而反思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起关

键作用。那么,课堂突发事件则是教学反思的催化剂。
(三)创造新的起点

特殊情境下的课堂突发事件不但会中断教学进程,让教师陷入实践困境,还对教师职业生涯产

生较大的影响。博尔诺夫把此类较为重大且令人忧虑的事件称为危机,并认为危机感越重,解决危

机决心越大,危机后新生的酣畅感就越充足,所以危机也是个人生活“新的起点”[2]63-65。教学的惯

性和疲乏会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专业发展会停滞不前或无意识地衰退,只需适当的警醒他们就能

通过努力摆脱这种状态。因此,教师自我发展的道路上离不开偶尔的外部刺激,用“新生”激起自我

提升的热情,并借此在工作中自我激励。如前文所说的王崧舟老师,由于拿手好戏出现意外,当场

又应对不力,课后连续几天“身心浸泡在尴尬、沮丧和愤怒的热汤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不当行为

后悔不已,最终醒悟到学生并非作恶,有意与自己作对,而是出于不希望邱少云牺牲这一善良愿望,
并据此想到应对策略。当多年后同样的公开课上遭遇了类似的突发事件时,王老师处变不惊、循循

善诱,打开学生的心扉,引导学生认同和欣赏邱少云的壮举,并引起全班同学共鸣,直至另一位同学

高声答道:“邱少云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课堂已被升华到全新的高度,全场师生都激动地鼓起掌

来。当时王老师感动之余思绪万千,深感教育和教师的价值:“此刻,任何夸赞、任何评价似乎都是

多余的,甚至是苍白的,唯有这不言之言,不赞之赞才是高山流水,直抵心灵的美妙对话。”[5]82叶澜

教授认为,教师的意义不仅是付出,更是收获。为课堂突发事件付出精力的同时,教师也得到践行

教育理念,迈向自我实现的机会。自我实现的瞬间能使人深切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存在,马斯洛

(AbrahamHaroldMaslow)将其称作高峰体验。高峰体验虽然转瞬即逝,但教师会以更积极的姿

态重新回到工作中,尽管之后的教学又要归于平淡,教师仍会努力地自我提升以达到下一个自我实

现。正如有学者所说:“我知道生活可以是美好的,值得我活在世上;在那些冷酷的日子里,我就竭

力回忆起那美好的时刻。”[9]可以说课堂突发事件让教师发现教学更多的美妙之处,收获更多对教

学的热情,促使教师不断前行。

二、课堂突发事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教师教育使教师掌握系统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是一种连续性教育,具有预期性、确定性、
渐进性、兼容性。那么,课堂突发事件作为一种意外遭遇对教师的态度、智慧与自我反思的影响,是
一种非连续性教育,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确定性、非连续性、转折性、排他性。



(一)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概率论中随机事件的特有属性,用以说明事件发生的不可预知。“不确定性是实践

活动内在且无法排除的特征,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具体产生何种作用取决于事件自身属性与教师

个人因素。”[10]所以,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深度

与广度两方面。其一,作用广度的不确定。上文谈到了课堂突发事件三方面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

课堂突发事件都会对教师同时产生这三种作用,当然也可能不局限于这几种,还可能没有作用,甚
至起负作用,结果如何因人因境而异。如果教师回避突发事件,对其视而不见,自然不会对教师专

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让教师形成畏惧心理。其二,作用深度的不确定。由于教师领悟力与事件

影响力各不相同,尽管遭遇都会发挥作用,但效果都有深浅强弱之分,且作用效果强弱难以量化,更
难以评测,只有教师个人能清晰感受变化的程度。总之,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具有不确定性。
(二)非连续性

教育应当以连续性为主,非连续性为辅。连续性是人发展的基础或量变,非连续性是人发展的

升华或质变。教师教育也是如此,塑造称职的教师离不开有计划的连续性教育,如职前师范类教

育、在职期间短期培训、教学实践经验积累等。博尔诺夫从人类学角度关心教育的全面与完善,发
现连续性发展观自有其界限,间断出现的事物对生命而言同样具有根本性意义,与之相呼应的非连

续性教育形式就必不可少[2]51。作为教师教育的特殊形式,课堂突发事件作用的非连续性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第一,发生时间的间或性与偶然性。第二,作用内容的零碎性与随机性。课堂突发事件

之所以成为教师遭遇,使教师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是因为教师相应的专业能力不足而不自知。特

定情境下课堂突发事件暴露出相应的缺失,在通过学习与思考最优解问题的过程中,教师便弥补了

相关专业素养。从宏观角度审视教师的遭遇,它们在教师职业生涯中间或出现,促使教师获得不同

的知识、认识、能力与领悟,逐渐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由此可见,遭遇课堂突发事件是教师职业生涯

中必不可少的非连续性教师教育形式。
(三)转折性

引发课堂突发事件的原因不一,有学生的意外回答、对教材的离奇理解,教师出错引起的课堂

秩序混乱,环境突变造成的课堂注意转移等各种情形。无论何种原因,课堂突发事件都在一定程度

上颠覆教师对教学的原有认知,向教师展现实践活动的实然状态,昭示教育事件与理论间的差距。
这些课堂突发事件直接揭露出教师教学能力的薄弱部分,置他们于痛苦的考验之中。不过,遭遇也

为教师如何重新回归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他们不得不顺应现实要求而作出改变。不同于日常实

践中经验的积累,这是一种跨越式的转变,一种对某种教育真谛的突然领悟,是个人教育观念的哥

白尼式变革,这个过程反映了作用的转折性。值得一提的是,有时转折性不是某些观念发生完全相

反地转变,而是对原有认识极大程度的提升。相比于连续性教育在量的积累,转折性作用更容易突

破量的桎梏达到质变效果。
(四)排他性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指出:遭遇对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2]58。这种决定性体现在一部分观念

的确立与另一部分观念的舍弃。接受教师教育后,教师了解了诸多教育理论,也对如何开展实践抱

有诸多设想,面临多种选择,而且这些选择看似都合理。然而遭遇课堂突发事件时教师必须根据某

种教育理论作出取舍,选择一个作依据往往就会排斥另一个,起作用后就会相信一个而不相信另一

个。在决断中,教师会发现某些理念高度契合遭遇暗示的新方向,它们将得以确立并成为指导今后

教学的准则,成为教师的教学信念,与之相对的观念便会被舍弃,不再被运用于实践中。正如萨特

(Jean-PaulSartre)认为的那样,选择的同时也是在自我塑造,这个过程中要选择那些需要的而放弃

不必的。根据知识发展的达尔文主义,教师掌握的教育学理论应当是全面的,但历经考验与验证的



筛选,实际教学实践所依据的必定是有限的,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系统的个人缄默知识。

三、课堂突发事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机制保障

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的影响并非瞬间或必然产生,要对教师起到非连续性教育作用,需要满足

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经分析发现,其作用过程大致可分为遭遇、震惊、反思、领悟四个阶段。这四个

阶段可看成作用机制,由此可解释课堂突发事件对教师实际所起的作用。
(一)遭遇

作用起始于教师与课堂突发事件的遭遇。遭遇是一个时间点,指课堂突发事件受到教师注意

的瞬间。沿用遭遇描述这一阶段是因为它在特定情境里拥有的特殊含义,如西方常说的与上帝遭

遇。当然,不是任何课堂突发事件都可视作教师的遭遇,成为遭遇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事
件本身具有一定“强度”。强度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不受主体主观感受决定,只有达到一定强度的事

件才能吸引教师的注意,遭遇才有可能发生。第二,物理层面的强度还不足以发生遭遇,遭遇还要

给人以“陌生感”。陌生感来源于课堂突发事件与教师认知形成的巨大反差,所以教师个人经验也

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若教师早已司空见惯,无论课堂事件的“强度”多大,遭遇也不会发生。总

之,作为遭遇的事件是以完全陌生的状态在课堂中突发的,成为作用机制的起点。
(二)震惊

适当的强度与陌生感虽能引起遭遇,但还不足以促使教师反思。作用过程中教师不是完全处

于被动地位,否则不能引起教师的情绪变化,教师若缺乏主观能动性,作用同样无法继续进行。遭

遇应当能够震撼人们心灵深处[2]60。问题出现时,教师必先尝试应对,但陌生感和未知性使他们发

现凭借现有能力难以敏锐判断和思考对策,实践疑难使他们“痛苦地对待”课堂突发事件,心中的震

惊便油然而生。实际上震惊只是教师对遭遇事件的总体感受,其中还可能包含无助、疑惑、失落、不
安、焦虑等情绪。情绪具有动力作用,正是内心的震惊刺激教师产生行动的意愿,或者说是这种极

大的内心震撼迫使他们开始进一步的反思。
(三)反思

面对课堂突发事件,教师或许会做出压服、回避、机智处理等回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压服与

回避等方式都只是出于维护教师个人利益的自救反应,而非从使学生受教育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因而不合理、不可取。出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教师最终都要进行有目的、
持续而周全的反思活动。只有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教师作即时反思与延时反思,才具有教育

合理性,符合教育学逻辑。通过反思,教师才能获得对教学更合理、全面的认识,教师专业素养才能

得到锤炼和提高。纵观各类课堂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理,不难发现都是教师的机智反应化解了难题,
令读者对这些教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上,教师的机智反应不是教育技巧,能信手拈来,或突发

奇想,而是瞬间做出观察、分析、综合、判断、变通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结果,更是事后苦苦思考与学

习有所领悟的结果。王崧舟老师的做法便是佐证。
(四)领悟

由反思到领悟是作用机制的最终阶段。课堂突发事件具有极强的情境性,因此没有现成答案,
只有在反思过程中获得某种领悟,教师才能逐渐获得一些确定的、巧妙的应对策略,取得意想不到

的教育效果。由于这种让人啧啧称奇的教育机智并非每个教师都有,因而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机智完全取决于个人天赋,能够凭空而来,它有赖于教师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的充分发挥,是教师从遭遇课堂突发事件的具体经历与相关教育理论的交互作用中获得新的领悟

的结果。通常情况下,行动中的反思无法令教师获得充分领悟,若只满足于行动中反思,教师也难

以真正提高专业素养。领悟是在课堂突发事件后,教师重新梳理对事件的思考,对事件加以新的认

识和感受,通过内心考量、提升、转化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深度的缄默知识。因此,要实现课堂突发事



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缺少教师课后的领悟。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教师遭遇课堂突发事件后,若能经历以上几个阶段,教师专业发展将得到

有效促进,这是不容忽视的非连续性教师教育形式。作为偶然性事件我们虽不必人为创设,但在教

学中却不可避免。因此,为充分发挥遭遇的教育价值,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教师可以提前做以下准

备。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片面地视其为教学的干扰因素,更不用视其为洪水猛兽,而应当

看作是对日常教育的一种挑战、一种可以转化的教育资源、一次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机遇。这

样在遭遇课堂突发事件时才会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思考对策,提升学习效果。其次,要扩大自身视

野。博尔诺夫从未否认连续性教育的作用,并为其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他认为“遭遇的作用不能凭

空产生,全面的教养是形成遭遇的保障”[2]61。因而教师必先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充足的知识,令其遭

遇更充分地起到积极作用。最后,要提升专业判断力。课堂突发事件发生后,处理的关键就是要洞

悉事件的缘由,把握问题的实质,然后才有可能想出应对策略,就像医生要找准病因才能开处方一

样。这就要求教师在平常的教育活动中加强自我反思,尤其是对习以为常的教学常规追问为什么,
是否还有其他做法,可能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由此逐步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意识和专业判断

能力,为反思和领悟课堂突发事件的教育意义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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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oleofClassroomEmergenciesinPromoting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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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ssroomemergenciesareoftenseenasaninterruptionoftheteachingprocessthatteachers
aretryingtoavoid.Infact,asanunexpectedencounterinateacherscareer,itplaysaroleinimpro-
ving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byhoningtheireducationalmentality,stimulatingteachingreflec-
tionandpromotingself-realization.Therefore,theprocessofdealingwithclassroomemergenciescan
beregardedasaformofdiscontinuouseducation,whichhasthecharacteristicsofuncertainty,discon-
tinuity,turningpointandexclusivity.Throughtheanalysisandsummary,itisfoundthatteachers
professionaldevelopmentwillbeeffectivelypromotedthroughthemechanismoffourstages:encoun-
ter,shock,reflectionandcomprehension.Therefore,inordertoenableteacherstobetteracquirethe
educationalvalueofencounters,theautho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suchasgivingteachersa
correctunderstanding,broadeningtheirownvisionandimprovingtheirprofessionaljudgment.
Keywords:classroomunexpectedemergency;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non-continuo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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