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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科教学知识(PCK)和标志性教学法是舒尔曼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学科教学知识注重教师

个人的专业发展,而标志性教学法则注重学科专业知识、技能和优秀教师经验的传承。高校新任教师在入职

后通常直接进入课堂实施教学,缺乏专业发展和提升教学技能的机会。标志性教学法可以帮助高校新任教

师深化对专业知识结构的认识,丰富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弥补高校新任教师在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上的短

板。在此理论框架下,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土地与食品系统学院的助教专业发展项目为例,通过明确和“外

化”可持续发展食品系统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从设计、实施和评估等方面探寻促进助教专业发展的有效途

径。研究结果表明,以标志性教学法的使用和反思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发展项目,强调标志性教学法的核心理

念,能够以教学实践为中心,赋能助教,在不过多占用课外时间的情况下增进助教对学生学习困难的了解,提

高其教学技能,增强助教与任课教师间的合作意识,促进学科专业知识与标志性教学方法的结合,最终达到

丰富和完善学科教学知识、提高教学技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通过建立和加强学科教学知识与标志

性教学法的联系,为高校新任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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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教师承担的两项主要

职责。对于高校新任教师来说,他们研究生阶

段的训练往往注重于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科研

能力的培养,欠缺对教学方法与技能的关注[1]。

高校新任教师因教学方法和技能方面的不足,

无法顺利胜任教学工作的现象比较普遍[2]。其

原因在于:一方面,高校在教师入职后未能为

其提供长期、持续、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机会,

导致高校教师教学理念和技能的发展相对滞

后,难以将专业的学科知识和科研经验通过教

学手段转化为课堂内容;另一方面,巨大的科

研和教学压力使得高校教师很难腾出专门的

时间和精力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提高教学水

平[3]。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成为阻碍高校

教学质量提升的瓶颈之一。

在不过多占用教师时间的情况下,如何持

续、有效地开展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成为各个高

校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建立和明确标

志性教学法(SignaturePedagogy),是促进高校

新任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标志性教学

法是李·舒尔曼(LeeShulman)于2005年提出

的概念[4],这一概念注重通过知识结构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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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在西方高

等教育研究中已经积累了广泛的实证研究成

果[5-6]。标志性教学法和学科教学知识(peda-

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是舒尔

曼学术生涯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二者虽然

理论上的偏重不同,但皆以“知识结构”为核

心。本文首先梳理学科教学知识和标志性教

学法的概念,分析二者的内涵及其关联,提出

以注重标志性教学法为途径,促进高校教师的

专业发展。通过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土地与

食品系统学院助教专业发展的案例分析,说明

注重标志性教学法是促进高校新任教师专业

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理论框架

(一)学科教学知识

舒尔曼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学科教学知

识(PCK)的概念[7-8],这一概念现已广泛运用于

教师教育领域,而关于学科教学知识的研究至

今在国内外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

舒尔曼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由三个维度组成:

学科内容知识(contentknowledge)、一般教学

法知识(pedagogicalknowledge)和 课 程 知 识

(curricularknowledge)[9]。舒尔曼认为,学科

教学知识应当是教师个体所特有的,是学科内

容和教学知识的整合,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

石。舒尔曼之后有很多学者对学科教学知识

这一概念虽然进行了修订和延伸[10-11],但他们

皆有如下共识,即学科教学知识所强调的两个

方面:(1)教师要注重把学科内容知识以适当

的形式传递给学生;(2)教师要熟悉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研究表明,提高教师的

学科教学知识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12]。在

高 等 教 育 领 域,费 尔 南 德 斯-巴 博 阿

(Fernández-Balboa)和斯泰尔(Stiehl)深入访

谈了10位来自7个不同学科、具有杰出教学贡

献的教授,发现这些教授都具备丰富的学科教

学知识并且能够在教学中充分运用学科教学

知识。不同专业的学科教学知识亦存在很多

共同之处,如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关注学

生认知困难等[13]。因此,加强学科教学知识的

学习是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关键。

应当通过何种途径丰富教师的学科教学

知识呢? 有学者认为加强学科内容知识和丰

富教学实践经验是发展学科教学知识的两个

主要途径[14]。教师的学科内容知识是学科教

学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专业知识扎实的教师

通常能够把概念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有

机结合,融入教学[15]。而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

则让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据此制定解决策略,从而丰富教师学科教学

知识。此外,学界对通过教师培训是否能够丰

富学科教学知识存在分歧[16]。例如范·德瑞

尔(VanDriel)等人[17]发现教师培训项目通常

无法对所有学科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产生影

响,而学科教学知识则需要通过教学经验逐步

积累。也有学者发现不断鼓励师范生进行专

业知识的应用和反思能够丰富他们的学科教

学知识[18]。

丰富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有效途径,而学科教学知识则可以通过积

累教学经验和夯实学科内容知识来充实和丰

富。我们研究团队认为标志性教学法在高等

教育中的明确和“外化”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教

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为突破新任教师专业发展

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二)标志性教学法

舒尔曼把标志性教学法定义为“为培育某

一专业的从业者而使用的基本教学方法”[4]。

每个学科专业的教育和培训,都有其独特的教

学法,这种教学法传承和发展了这个专业的思

维方式、行动方式和道德标准。例如:在医学

院,资深医生会通过日常查房教给实习医生或

是医学院学生诊断和处理疾病的方法;在法学

院,教师会以模拟法庭的方式让学生进行公开

辩论。这些教学方式是医学院或法学院所特

有的,它们在教学中继承和传递医学或法学专

业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道德标准。标志性

教学法在学识上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在行

动上为学生示范行业行为,在理解知识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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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过程中传达行业的道德准则。因此,标
志性教学法代表一个专业的价值取向和教学

范式。

舒尔曼通过对法律、工程、医学等专业的

研究发现,标志性教学法是一个专业所通用的

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界定了该专业中哪

些是学科内容知识范畴、如何获得这些知识以

及如何分析、批判、接受和更新学科内容知识。

此外,标志性教学法还定义了专业的功能性、

权威性以及专业中不同层面的职责和权利。

舒尔曼认为标志性教学法由三个层面组成:表
面结 构(surfacestructure)、深 层 结 构(deep
structure)和内隐结构(implicitstructure)。表

面结构是由具体的教学操作组成,如展示学科

内容、问答、师生间互动等行为;深层结构是指

在教学知识、教学理论层面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能够较好地把专业知识传递给学生;内隐结构

则代表了专业的道德层面,它包括了该专业应

有的态度、价值观和立场。表1以法学专业的

标志性教学法为例分析其三层结构。
表1 标志性教学法的结构

三个层面 内涵 举例

表面结构 具体的教学行为 法学中的模拟法庭

深层结构
从教学理论上讲,哪些教学方法能够较好

地传授该专业的内容知识

模拟法庭中的公开辩论和对法律条款的诠释能够有效

地传授给学生法理和律师的思辨方式

内隐结构 包括专业态度、价值取向和立场

模拟法庭公开辩论中出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抉择,教

师的态度传递法律从业者应该具有的专业态度、立场

和价值观

  不同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虽然有区别,但

存在以下三点共同特征:第一,标志性教学法

被整个专业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教学范式;第

二,标志性教学法以学生的公共展示为主,即

学生要在师生和其他课程参与者(如病人、企

业代表、实践导师等)面前展现学习的过程和

结果,例如进行公开报告、辩论,或是在病人与

同学面前进行诊断等;第三,由于公共展示的

不确定性、透明性和问责性,标志性教学法会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情感上的波动(如兴

奋和担忧)。舒尔曼认为,这种情感的投入是

促进学生成长,提高专业认知水平,塑造专业

态度、立场和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舒尔曼提出标志性教学法之后,国外的

大量学者致力于发展本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

还有不少研究论证某种教学法是否应当成为

该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例如:布莱克(Black)

和姆塔达(Murtadha)把合作探究与案例研究

两种方式融合为教育领导专业的标志性教学

法[5];考夫林(Coughlin)的团队借鉴了医学专

业中的个人操作式教学法并将其引入到法律

教学中,发展成为法学院的标志性教学法[6];韦

恩(Wayne)和她的同事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维

度讨论田野教育(fieldeducation)是否适合作

为社会工作教育(socialworkeducation)专业

的标 志 性 教 学 法,并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改 善 措

施[19]。标志性教学法在医学、法学和教育这三

大专业的研究最为广泛[20-22],在历史专业研究

中也有出现[23]。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标志性

教学法可以通过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的有效

合作进行设计与实施,也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学

科的教学法进行调整和改进,或是把现有学科

内常用的教学法根据舒尔曼的理论进行优化。

标志性教学法通过把一个专业的教学方法进

行常规化和标准化,有效地传递行业专家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理论知识和前沿的实践

操作相结合,解决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并督促学

生进行主动学习,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

学生的专业身份认同感。

然而,现有文献中关于标志性教学法的研

究通常关注教学效果或是其实施的可行性,鲜

有研究关注标志性教学法对高校教师专业发

展的潜在帮助。下文通过分析标志性教学法

和学科教学知识的联系,提出发展标志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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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丰富高校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三)学科教学知识与标志性教学法的联系

学科教学知识和标志性教学法之间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舒尔曼在其个人网站发表

的传记中坦言其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受施瓦

布(Schwab)学科结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

影响贯穿舒尔曼的整个学术生涯。施瓦布认

为每一个学科的内容知识都有其独特的结构

(structure),内容知识的结构是由实体结构

(substantivestructure)和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组成。实体结构是指该专业的基本

概念、定理是如何组织安排的;句法结构则是

指一个专业用什么方法来验证知识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24]。舒尔曼认为教师仅仅理解本专

业的概念和定理是不够的,应进一步理解本专

业知识的实体结构和句法结构,即理解内容知

识为什么要以特定形式和顺序安排以及概念

和理论是基于什么样的方式生成和验证的。

理解本专业的知识结构是教师传授本专业知

识的必要条件。

标志性教学法是行业专家通过广泛的教

学经验和实践所形成的常规化、标准化的教学

方式,它注重传授该专业的知识结构。标志性

教学法中的深层结构是由行业内教师不断总

结积累出的该专业最优教学法,是教学理论与

学科专业知识的充分融合。这种教学方法注

重把学科内容知识结构通过行业专家积累的

教学方法传递给学生。因此,标志性教学法的

深层结构即是行业内优秀教师学科教学知识

的集成,它一方面注重传承专业知识的独有结

构,另一方面注重积累先前优秀教师的经验。

换言之,丰富和完善学科教学知识最有效的两

个途径———夯实学科专业知识和积累总结教

学经验,都可以通过标志性教学法的使用而得

以实现。标志性教学法直接为高校新任教师

提供了本专业的“最优教学法”。

学科教学知识与标志性教学法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学科教学知

识的承载体是教师个人,而标志性教学法关注

的则是一门学科或者一个行业知识结构的传

授;学科教学知识的落脚点是知识,而标志性

教学法的落脚点是教学方法;学科教学知识偏

重于教师专业发展,而标志性教学法偏重于教

学。学科教学知识与标志性教学法虽然各有

侧重,但二者可以通过专业知识结构和传授知

识结构的最优教学方法而连接起来。二者的

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学科教学知识和标志性教学法的关系

  从二者的理论关系上可以看出,在实施标

志性教学法的过程中,新任教师注重对学科知

识和前人经验的继承,能够迅速积累和丰富他

们的学科教学知识,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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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在实践中,则需要

新任教师明确本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注重对

标志性教学法的使用和反思。下文以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土地与食品系统学院为案例,探讨

标志性教学法的确定过程以及其如何在实践

中促进高校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案例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格瑞(Ger-

ring)把案例研究定义为对个体单位(有明确界

限的社会现象)的深入调查,旨在呈现出其他

类似现象特点的研究方法[25]。案例研究需要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对研究对象有明确的

界定;(2)案例发生在社会情境下;(3)研究者需

关注现象/案例发生的过程;(4)在调研过程中

逐步形成精准的研究问题;(5)收集多种数据

来源。基于案例研究的基本要求,本研究以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土地与食品系统学院的助教

专业发展项目为案例,探讨从明确该专业标志

性教学法到开展助教专业发展项目的过程,案

例中的教学活动和助教专业发展项目均在教

学情境中开展。我们研究团队全程参与从标

志性教学法的确定到助教访谈信息的收集和

分析过程,通过访谈、课堂观察、集体讨论、文

件分析等方式开展了多种数据收集,旨在为高

校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情境

研究对象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土地与食

品系统学院大二本科必修课程的助教,该课程

的授课对象是全学院所有专业大二的300余名

同学,授课内容为食品安全和食品素养。该课

程每年聘用7~8位助教,由来自土地与食品系

统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的硕博研究生组成。这

门课每周授课时长为3个小时。其中前90分

钟作为大教室讲课时间,之后学生休息1小时;

后90分钟作为讨论、答疑时间,老师把学生分

成数个由30~35名学生组成的小班,每个小班

由1名助教带领进行小组讨论、研究成果报告、

答疑等学习活动。利用学生课间休息的1小

时,助教、任课教师和研究团队会举行例会,安

排和讨论小班的教学活动。对小班教学,任课

教师只强调教学内容,而助教对教学方法和教

学活动安排有着完全的自主性。在学生课间

休息的1小时,研究团队会利用10分钟时间进

行“外化”标志性教学法的活动,并鼓励助教在

小班授课中使用标志性教学法。

(三)数据收集

本案例由两个阶段组成。第1阶段(第1
年)寻找和明确本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该阶

段的数据来源于课程大纲、课程目标、其他课

程材料和会议纪要等文件,重点关注标志性教

学法的确定过程。第2阶段(第2年至第3年)

通过标志性教学法实施助教专业发展项目。

该阶段的数据来源于课堂观察、研讨纪要、专

业发展材料和助教访谈,重点关注助教对使用

标志性教学法的反馈。经过3年的数据收集,

除了课程材料、会议纪要、观察笔记等文字材

料外,研究团队对所有助教(N=15)在学期末

进行 了 时 长 约 为50分 钟 的 半 结 构 式 访 谈

(semi-structuredinterview)。研究团队把访谈

结果 反 馈 给 助 教 进 行 了 成 员 核 查(member

check)。在15位助教中,11位助教有教学经

验,4位助教是第一次承担教学工作;10位助

教来自本学院,5位助教来自其他学院;7位助

教是在读博士生,8位助教是在读硕士生;3位

助教的英语为非母语。本研究通过了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的伦理审查,文中所有的助教姓名

均为化名。

(四)研究结果

1.确立标志性教学法

现代食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需要

农业、食品科学、植物学、动物学、营养学等各

个专业的人才参与协作来解决当今世界面对

的食品问题。因此,近年来在北美高等院校出

现了新的“食品系统专业”,通称为“可持续发

展食品系统专业”(SustainableFoodSystems

Education,SFSE)。为了确立和发展该专业的

33



标志性教学法,由我们研究团队成员(本文作

者之一)牵头,与北美其他3所高校(蒙大拿州

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的可持续发展食品系统专业合作,共同确定可

持续发展食品系统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

标志性教学法具有广泛性和常规性,被运

用于各个年级大多数课堂教学。因此,研究团

队首先收集每个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针

(包括课程大纲、专业介绍、项目文件等),把这

些资料整合起来进行内容分析,寻找共同的教

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其次,研究团队进行文献

查阅,总结文献中常见的农业、营养学等专业

的教学方法,讨论文献中使用的教学方法与团

队中现行的教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再次,基于

内容分析和文献调查,研究团队总结出了本专

业教学中的核心主题,并讨论在教学中通过哪

些具体的教学方法体现这些核心主题;最后,

根据标志性教学法的定义,研究团队确定了可

持续发展食品系统专业标志性教学法的三层

结构———表面结构、深层结构、内隐结构。其

中表面结构(即具体的教学方法)包括:多样化

的学习环境(multiplelearningcontexts)、个人

学习和小组学习的机会(individualandgroup

learningopportunities)以及多样化的评估方式

(diverseassessmentstrategies);深层结构(即

该专业的教学理念)包括: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体 验 式 学 习 (experientiallearn-

ing)、学科交叉与融合(interdisciplinaryandin-

tegration)和开放式案例探究(open-endedcase

inquiry);内隐结构(即该专业的立场、态度、价

值观)包括: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批判

性反思(criticalreflection)和寻求 平 衡(seek

balance)。通过一系列调研活动,研究团队确

立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食品系统专业的标志

性 教 学 法。详 细 的 确 立 过 程 可 参 见 相 关

资料[26]。

2.“外化”标志性教学法

在确立了标志性教学法之后,研究团队把

标志性教学法融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土地与

食品系统学院的助教专业发展项目中。这种

融入要求把标志性教学法的理念以及具体运

用放在每周的助教例会中讨论,“外化”标志性

教学法的理念,帮助助教理解和使用标志性教

学法。该培训持续13周(1个学期),要求在每

周例会中用10分钟时间由研究团队组织讨论

1个教学主题。助教在培训后按照教学计划对

30~35名学生开展90分钟的小班教学。

在培训的第2周(第1周简单介绍培训流

程、熟悉彼此),团队把标志性教学法理念作为

主题,与助教共同讨论标志性教学法的概念、

结构后,明确本专业标志性教学法的深层结构

和内隐结构,并且以课程大纲为例,详细列出

每一周每一项教学活动(表面结构)是如何体

现深层结构和内隐结构的,此后结合课程目

标,明确深层结构和内隐结构是如何帮助学生

达到课程目标。之后在每一周,助教与团队分

享上周教学经历,共同反思讨论标志性教学法

是如何传授专业知识结构以及如何解决学生

所遇到的困难,总结经验,接下来明确本周的

教学活动(表面结构),并鼓励助教联系深层结

构和内隐结构。对标志性教学法的“外化”,其

目的在于帮助助教通过实践理解专业培养目

标,并鼓励助教在使用教学法时有目的地向课

程目标靠拢。

在培训的第9周到第11周,团队使用3周

时间分别讨论标志性教学法、学科教学知识以

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讨论标志性教学法,并结

合学科教学知识,其目的不在于强调教学,而

在于强调标志性教学法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作

用,鼓励助教把这份工作当作一个专业发展的

机会,而不单纯是一份兼职。在第9周,助教对

标志性教学法在课堂中的运用已经较为熟练,

再次讨论标志性教学法,是为了明确标志性教

学法与学科教学知识的关系。研究团队鼓励

助教反思回忆之前作为学生的学习经历、课堂

经验和教学方法,并把这些反思内容与标志性

教学法相联系,进一步理解本专业标志性教学

方的深层结构和内隐结构,通过熟悉标志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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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来丰富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知识,提升

个人的学科教学知识,有意识地促进专业发

展。结合学科教学知识,明确教师专业发展方

向在于丰富学科教学知识、加深对学科标志性

教学法的认识以及增进对学生的了解。

3.专业发展情况反馈

培训结束后,研究团队邀请所有参与的助

教参与一对一访谈。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团

队共对15位助教进行了访谈,并对访谈内容通

过连续比较法(constantcomparativemethods)

进行了分析。其中12位助教认为培训有效地

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水平。在9位参加过其他教

师专业培训的助教中,有5位认为运用标志性

教学法的培训效果远高于其他培训项目。另

有12位助教认为,标志性教学法的运用对他们

的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了解学

生,进一步认识学科专业的知识结构,并且能

够把理论和教学生活中的应用结合起来。助

教认为,标志性教学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教学

紧密结合,在例会中讨论的理论能够马上应用

于当天的教学实践,对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最

有帮助。此外,在小班教学中,充分的教学自

由和发挥空间让助教能够大胆地尝试不同的

教学方法。正如几位助教所说:

  这样的培训对专业发展来说,是一个

非常正向的经历,因为我们在小班中有充

分的自由,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责任,我

们有很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和

课堂组织方式。(凯文,访谈第1页)

相比其他培训来说,有关标志性教学

法的培训对我在教学上的训练要多得多,

马上就能上手,之前我从未如此频繁地和

本科生互动过。之前其他课程助教的工

作基本 就 是 批 改 作 业 和 组 织 讨 论。(丽

兹,访谈第3页)

给助教充分的自由并不代表他们能够完

全“放飞自我”。助教们认为,每周的例会为大

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讨论教学,保证

自己仍然在正确的轨道上”。他们还认为参加

这样的专业发展项目获得了“很独特的体验”。

每周的例会让他们学会“从学生的角度重新审

视课程材料”,并反思他们的小班教学设计是

否与课程目标和学生需求相一致。有多位助

教提到,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重

新审视自己的学科知识,并不断地提炼自己的

教学语言,使学生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自己所

要传达的知识和想法。3位助教提到通过重新

审视教学,他们对学生更加有耐心。4位助教

认为通过标志性教学法促进专业发展,让他们

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正如助教戴尔所言:

  能够拥有自己的课堂是非常难得的

机会,你要了解你的学生,还需要组织和

创造学习环境、互动、讨论和总结。你就

会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并认真提高你的教

学能力,尝试建立课堂文化。(戴尔,访谈

第3页)

助教还通过例会去寻求任课教师、其他助

教和研究团队的帮助。13位助教认为“外化”

标志性教学法帮助他们重新理解教学,并带着

新的认识在课堂中进行探索。他们会更有意

识地去观察任课教师的教学,思考任课教师是

如何通过解释概念、回答问题、与学生互动来

实施标志性教学法的。助教认为,每周的例会

让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和整个教学团队专门讨

论教学,并且不占用其他时间,对他们来说非

常重要。由于一开始就要开展大量的教学工

作,许多助教感到“还不会游泳就直接被扔到

了深水区”,但例会成为了他们的“救生圈”。

助教通过与团队的积极分享来解决教学中遇

到的困难。

每周对1个小班进行90分钟的教学让助

教“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对新助教尤其是

英语非母语的助教来说,这样的机会还提高了

他们的沟通能力和演讲能力,对他们的学术会

议发言、组会报告和论文答辩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此外,在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助教

中有1人获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助教教

学奖(校级奖项,每学院1人),有2人在其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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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高校谋得了教学职位。他们认为本次的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对获得这些奖项和职位功

不可没。也有1位助教认为把培训安排在上课

之前,使他无法充分消化培训内容便进入课堂

实践,可能使专业发展效果不太理想。目前,

这一专业发展模式已经得到了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教学基金的资助和推广。

4.研究突破与局限

我国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缺乏实践

性知识和专业教学实践的磨炼[27],存在教育教

学能力培养不足、专业发展意识薄弱、专业发

展脱离实践、缺乏合作等问题[28-29]。本案例为

丰富和完善高校教师实践性知识、结合专业教

学实践开展专业发展活动、加强教师之间的合

作、培养专业发展意识提供新的实践路径。石

君齐和叶菊燕以教学实践和教师反思作为专

业发展的核心,提出“实践—引导—反思”的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模式[30]。然而,该模式缺乏具

体的实施案例和实证研究。本研究以标志性

教学法为概念框架,在以实践为中心的基础上

强调学科知识的结构性,用实证数据凸显了以

实践和反思作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的可

行性。我国部分理工科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科

研、教学、服务与师德发展失衡的问题,尤其是

师德发展被长期忽略[31]。标志性教学法通过

隐形结构传递了一个学科的价值观,把德育融

入日常教学,通过学科知识传递学科价值观,

是实现学科德育的有效手段。包水梅和杨冰

冰系统综述了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情

况,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偏弱,缺少课堂教

学和师生互动类的微观研究[32]。本研究以高

校助教为研究对象,以学科教学知识和标志性

教学法为理论框架,关注课堂教学和学科发

展,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实证案例。

从助教的反馈来看,通过标志性教学法开

展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需

要注意的是,本研究选择的样本较少,研究结

果依赖于研究情境而缺乏普适性。本文的研

究对象是助教,同样的专业发展形式推广到新

任教师群体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但我们研究团队认为,本研究中的助教与大学

新任教师在教学上面临类似的挑战:拥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却缺少教学理论的“浸润”和引导,

缺乏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了解,缺乏有效的反

思机制和同伴支持。明确和“外化”标志性教

学法,帮助新任教师充分了解标志性教学法的

深层结构与内隐结构,并通过实践与表面结构

相结合,能够达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

三、实践路径

高校新任教师通常缺乏时间和精力关注

专业发展。现有的高校教师发展模式通常是

一站式的,缺乏长久的支持以及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本研究发现,通过明确一个学科专业的

标志性教学法,并在教师的日常教学中“外化”

标志性教学法,鼓励新任教师把标志性教学法

融入教师专业发展之中,能够丰富新任教师的

学科教学知识,提高新任教师的教学水平,有

效地促进新任教师专业发展。高校新任教师

具备扎实的学科内容知识,对知识结构较为熟

悉,为丰富和完善学科教学知识做好了准备。

在此基础上,“外化”标志性教学法,能够帮助

高校新任教师深入理解本专业所要传承的知

识结构、技能和道德标准,有助于他们在教学

中搭建起内容知识和教学实践的桥梁。高校

新任教师站在教师立场回忆和反思之前作为

学生的学习经历、课堂经验和教学方法,加上

对学科教学知识和标志性教学法的理解,便形

成了个性化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基础和实践

路径。鼓励高校教师反思如何运用标志性教

学法组织和传递学科内容知识,回忆学生时期

在学习学科内容知识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

运用标志性教学法解决这些困难,有助于强化

他们的学科教学知识,达到促进新任教师专业

发展的目的。

(一)明确标志性教学法,与实践紧密结合

明确标志性教学法是有效开展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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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活动的前提。尤其是对深层结构和内隐

结构的挖掘,能够把该专业的教学理念和学科

道德、价值观进行“外化”,为新任教师专业发

展提供理论基础。标志性教学法的表面结构

通常已经存在于现有的专业教学活动中,需要

教师将表面结构与该专业的课程目标和人才

培养目标相结合,找出标志性教学法的深层结

构和内隐结构。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中,标志性教学法需要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助教在经过10分钟的标志性教学法理论培训

后马上进行90分钟的教学实践,促使他们重新

审视课程的内容知识,加深自己对知识的理

解,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并努力把教师已有的

学科内容知识通过学生容易接受的语言、表达

方式和教学方法传递给学生。而以上这些努

力,如夯实专业知识、积累实践经验、了解学

生、从学生角度思考、把内容知识通过易接受

的语言传达给学生,正是学科教学知识的核心

部分。换言之,正如前文的理论假设,明确标

志性教学法能够有效地丰富教师的学科教学

知识,促进新任教师专业发展。

(二)下放教学权力,赋予教学自主性

给予助教充分的教学自主权和信任有助

于助教根据教学内容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教学

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一方面,这种把助教

“直接扔进深水区”的模式,迫使他们主动寻求

支持和帮助。助教会更加注意任课教师是如

何在大班教学中组织课堂活动,主动思考例会

中的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主动把自己的课

堂教学与课程目标相结合,主动在例会上分析

遇到的教学困难并寻求帮助。这些努力就像

深水区中放置的一个个“救生圈”,需要助教主

动去寻找并抓住这些救生圈。另一方面,教学

权力的下放增强了助教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

化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助教把“小班”当成

“自己的班级”,主动进行教学环境的设计,根

据标志性教学法的理念去尝试不同的教学活

动,尝试建立课堂文化,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在助教主动寻求支持、发挥自主性、反思

自身教学的过程中,实践共同体(communityof

practice)得以形成。这种专业发展形式具有以

下5个特点:(1)团体智慧———专业技能存在于

共同体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人身上;(2)身份

确立———参与者建立和认同教师这一身份;

(3)集体协商———专业发展的意义(meaning)

由成员互动而共同创造、发展和改变;(4)情境

化———专业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依情境而定;

(5)合理性(legitimacy)———共同体赋予助教专

业发展正当性。实践共同体进一步促进其成

员的反思与合作,使整个共同体不断进步。

(三)强调相关性,促进教学参与

在助教专业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

强调教学技能与助教未来职业发展的相关性

来鼓励助教积极参与专业发展活动。例如:大

多数助教立志于从事与教学相关的职业,因

此,研究团队会强调教师专业发展能够帮助他

们提高职场竞争力;研究团队会鼓励助教积极

申请校级教学奖项,并强调教学技能的提高能

够帮助助教在今后的论文开题、答辩、会议报

告中取得成功。权威杂志Science刊发的相关

研究显示,研究生参与教学能够促进他们科研

和教学能力的共同提高[33]。团队把类似的文

献进行整合与助教分享,激励助教积极参与专

业发展活动。从结果来看,这样的努力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助教除了积极参与专业发展活

动之 外,也 获 得 了 教 学 奖 项 和 教 学 相 关 的

工作。

(四)以实践为中心,连接学科教学知识与

标志性教学法

本研究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一站式的高校教

师专业发展通常会出现以理论为中心或是理

论与实践脱节等情况。理论在教师专业发展

的过程中起辅助和支持的作用。本研究以实

践为中心,通过“外化”标志性教学法的深层结

构和内隐结构,把理论融入实践,充分鼓励教

师发挥教学自主性。教师在参与专业发展活

动中不再是理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根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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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标志性教学法、教学情境、学生认知进行

综合反思后自主创造学习环境,尝试教学方法

的主动学习者。他们通过教学实践促进专业

发展。这样使教学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具体运

用,在标志性教学法和学科教学知识的支持

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融合形成螺旋上升

式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标志性教学法是本专业的最优教学法。

如果高校教师能够在教学实践中积极运用本

学科的标志性教学法,深刻理解、恰当运用其

深层结构,就能够在丰富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

同时熟练掌握本专业的最优教学法。标志性

教学法不但需要新任教师去继承,更需要新任

教师去发扬。标志性教学法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随着学科专业的发展、学生的变化而进

行自我更新。通过反思和运用标志性教学法,

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促进“教学相长”[34],

使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科教学的关联更加紧密,

大大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有效促进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因此,标志性教学法能够促进

教师将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有机结合,丰富教

师的学科教学知识,以实践和反思的方式达到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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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toSignaturePedagogies:
AnEffectiveApproachtoJuniorFacultyDevelopment

FUGuopeng1,WillValley2,PEIXinning1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2.FacultyofLandandFoodSystems,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VancouverV6T1Z4,Canada)

Abstract: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PCK)andsignaturepedagogiesaretwoimportanteduca-
tionalconceptsdevelopedbyeducationaltheoristLeeShulman.PCKattendstoindividualteachers
professionaldevelopmentwhilesignaturepedagogiesfocusontheintellectual,technical,andmoral
legaciesofadiscipline.Encouragingjuniorfacultymemberstoaligncurriculawithdomainspecific
signaturepedagogieshasthepotentialtoenhanceunderstandingofthedeepstructureinsignature
pedagogiesandthestructureofsubjectmattercontentknowledge,bothofwhicharethepremisesand
foundationofPCK.TheenhancementofPCK,inturn,mayleadtotheimprovementoffaculty
membersteachingpractice.ThecaseofprofessionaldevelopmentforteachingassistantsattheUni-
versityofBritishColumbiarevealedthatdevelopingandclarifyingsignaturepedagogiesmightbean
effectiveapproachtofacultymemb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becauseitrevealssubjectmatter
contentknowledgestructurewhileintegratinghowbesttoimpartacertainbodyofknowledgeinto
teachingpracticeanddevelopfutureprofessionals.
Keywords: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signaturepedagogies;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llege
teachers;newteachers;teaching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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