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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洞察力研究述评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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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专业洞察力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智慧,能够将教师知识、教学信念、教学目标等内在观念转换

为外显的教学行为,是践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能力。近年来,教师专业洞

察力逐渐成为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基于文献分析,研究从教师

专业洞察力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提升策略4个方面,梳理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研究进展情况,为开展我

国本土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研究发现:教师专业洞察力强调教师要对重要信息采取选择性注意的方式,并

利用已有经验和个人知识作出解释;教师专业洞察力具有情境化和目的性强等特征。具体表现为:教师能敏

锐感知信息并进行教学推理;教师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影响其专业洞察力水平,而教师信念、教学目标、教

学情境等因素对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集体观摩研讨、教学技能培训等方式可以有效提升

教师的专业洞察力。目前,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聚焦3个方面:第一,加强

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特征研究,助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第二,从情感动机入手,深入探索教师专业洞察力

的影响机制,为如何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提供更多的理论解释;第三,加强职前教师与在职教师专业洞察力

的培养与培训,促进开展便于学生理解的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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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落实“双减”政策,推进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的课程改革,打造高效课堂是当前教学的

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教师的专业能力是

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动态的、复杂多变的课堂

教学场域中,教师是否具备从专业的视角识别

并处理重要课堂信息的能力,成为课堂教学成

败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教师专业

洞察力(professionalnoticing)水平的强弱。教

师专业洞察力已被视为教师在特定情境下的

一种教学实践智慧,深刻影响着教学质量。一

方面,通过对课堂情境的感知与解释,教师能

够将个体的教学信念、教师知识、教学目标等

内在观念转换为可观察的教学行为[1],从而促

进学生思维发展;另一方面,教师学会洞察成

功教学案例的内在机理,既能将他人教学经验

迁移到自身教学实践中,又能减少形式上的模

仿。因此,研究教师专业洞察力,有助于理解

教师行为与教学决策背后的认知过程,从而达

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
及实现减负增效的目的。

过去的20多年,教师专业洞察力成为了国

外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其相关研究

开展得如火如荼,成果丰硕[2]。反观我国教师

教育研究,教师专业洞察力还未引起足够重

视。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陆续关注这一领

域。2019年,张音等人从理论层面对教师专业

洞察力的内涵与作用机制、构成要素、发展与

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主要侧重于概

念和研究方法的探讨[3]。2020年,解书等人通

过访谈法探索了中国和加拿大小学数学教师

在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异

同,其研究结果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教师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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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的特征提供了参考,有利于促进教师互惠

学习、共同发展[4]。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借助

眼动追踪技术,从更加微观的定量角度探索职

前数学教师的洞察特征,发现教师容易被频繁

发言、善于表现的学生吸引,而忽略参与度低

的学生[5]。目前,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实证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尝试借鉴国外

教师教育理论视角,探索我国教师在课堂教学

实践中的专业洞察力发展策略,反思教师教学

的关键行为,以此提升教师教学质量,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一、研究设计

为了加强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本研究对已有相关成果展开系统梳

理。本研究 利 用 WebofScience数 据 库,以

“notic*”为 标 题、“teacher*”为 主 题,检 索

2002年1月至2021年3月以来的相关论文文

献,共262篇。各年度论文发文量,具体如图1
所示。纵向比较发现:2002年至2012年是教

师专业洞察力相关研究缓慢发展的阶段,累计

发文量共30篇;2013年至2021年是教师专业

洞察力相关研究快速发展的阶段,累计发文量

共232篇。其中,2017年与2020年研究成果

骤增,2021年的论文文献统计不完全。可见,
这5年来,教师专业洞察力受到越来越多研究

者关注,已成为热门议题之一。基于此,本研

究根据论文文献的被引频次以及其与教师专

业洞察力研究的相关性,选择了部分代表性研

究成果,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的部分重要参考文

献作为补充,纳入了分析范围。

图1 2002年至2021年教师专业洞察力相关论文发表情况

  在追溯相关研究时,本研究发现了一些极

易混淆的概念,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例如:
“视觉感知”(visualperception)一词,常出现于

心理学研究领域,被用来刻画教师看到了什

么,以及解释看到这一内容的过程[6],其本质与

教师专业洞察力接近,可被视为相似概念,但
与“教师关注”(teacherconcerns)这一概念略

微不同。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富勒

(Fuller)就提出了教师关注理论,将教师教学

专长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关注生存、关注

情境、关注学生[7]。具体而言,教师在专业化发

展过程中,会经历从早期特别关注自身生存、

工作适应性,到逐渐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效果,

再到特别关注学生学习和个体差异这样的一

个过程。因此,教师关注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

描绘教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关注的对象情

况,而教师专业洞察力则被视为一种专业教学

技能,其研究视角更加微观和聚焦,主要从认

知心理学的角度,刻画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

对课堂事件的选择性注意、解释及决策等认知

过程。
明晰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内涵是开展教师

专业洞察力研究的基础。除此之外,剖析教师

专业洞察力的特征、分析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影

响因素、探索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的途径等,
已成为相关研究热点。因此,本文将围绕教师

专业洞察力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提升

策略等方面展开述评,以期为我国教师专业素

养研究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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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进展

(一)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内涵

教师专业洞察力作为教师实践智慧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有效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前

提。所谓“洞察”,即观察得很透彻,这不仅需

要有对重要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的能力,还需

要有快速判断、推理、决策等多种认知能力。

在复杂的教学情境中,教师的专业洞察应始终

围绕课堂教学目标,融于与学生个体及教学资

源的互动过程中。这要求教师能基于自身的

教育信念、教学知识以及实践经验等快速形成

个人看法,并对课堂信息作出及时判断,其结

果会直 接 影 响 教 师 教 学 行 为 和 最 终 的 教 学

效果[8]。

最初,教师洞察力的含义是用来表达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大量感官信息的过程[9],源
于1994年古德温(Goodwin)提出的“专业视

野”(professionalvision)概念,即一种用来观察

和理解符合特定社会群体独特利益事件的组

织方式,表示专业人员对特定事件或现象的专

业洞察[10]。研究聚焦到教师专业领域,便产生

了教师专业洞察力这一概念,其被视为教师教

学专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西北大学

的谢林(Sherin)和加州大学的凡(Van)于2002
年首次开展了教师注意和解释课堂教学中师

生互动过程的研究[11]。这是一项正式阐明教

师洞察力内涵及提升教师洞察力策略的实证

研究[12]。基于此,他们在2008年正式提出教

师专业洞察力内容框架:(1)识别教学情境中

的重要事件;(2)利用情境知识推断这些事件;
(3)将这些具体事件与更广泛的教学原则建立

联系[13]。在后续研究中,该框架成为了提升教

师专业洞察力的重要理论基础。

目前,研究者对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理解尚

未达成一致。影响颇为广泛的是谢林从“选择

性注意”(selectiveattention)和“基于知识的推

理”(knowledge-basedreasoning)两个动态过

程来刻画教师专业洞察力[14]。前者指教师有

选择地注意部分内容而忽略其他方面;后者指

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信念、经验等解释注

意到的内容。也有研究者将教师专业洞察力

限定为选择性注意这一个过程,只分析教师注

意到和没有注意到的课堂信息[15]。除此之外,

有研究者在探索教师洞察儿童数学思维的能

力时,在注意和解释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决策

过程,即教师打算如何回应[16]。由此,教师专

业洞察力内涵被扩充为3个紧密联系的方面:

注意儿童的策略;解释儿童对数学的理解;决
定如何回应儿童的数学理解[16]。

随着教师专业洞察力研究的不断深入,一
些关键问题亟待探索,如教师专业洞察力的本

质、转变机制等。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学者谢林

和凡,于2021年对教师专业洞察力的主要研究

成果进行了审视,修正了教师专业洞察力原有

的概念框架。在保持“识别”和“解释”两个相

互关联维度的基础上,该框架更加突出洞察是

个体自发地与特定情境进行互动的过程[17]。

具体来说,教师专业洞察力被划分为3个关键

部分:(1)识别(attending),即教师要确定课堂

互动中值得注意的特征,并且忽略其他选定的

特征;(2)解释(interpreting),即教师运用个人

的知识和经验理解所观察的事物,并确定采取

探究的立场;(3)塑造(shaping),即教师通过构

建师 生 互 动 关 系 和 教 学 情 境 以 获 取 额 外

信息[17]。

可以看出,较之于原有框架,谢林和凡的

最新研究细化了对“识别”和“解释”的界定。
“识别”意味着教师首先要确定被注意对象的

优先级;“解释”则要求教师采取探究的立场以

弄清被注意对象的本质和意义,而不仅仅停留

于浅层理解。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塑
造”这一新维度,旨在说明教师在观察过程中

通过与学生或情境的互动,能够获得其他信

息,从而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事件。例

如:教师追问学生问题或者更细致地分析学生

作业,可以深入了解学生的思维。与以往提出

的“决策”过程不同,“塑造”更强调教师与外部

环境的交互,而非教师单方面决定如何回应,

并且其最终目的是帮助教师洞察信息,以更好

地理解学生的学习思维。

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教师专业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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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界定为对课堂特定事件的选择性注意

和理解两个过程。而研究的根本差异在于对

“理解”的定义莫衷一是:有的观点认为理解只

涉及教师对事件的解释;还有的观点认为理解

应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预期的回应[18]。研究

者对“教师专业洞察力的不同要素之间是如何

相互联系的”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有的观点

认为教师的注意、推理及决策是一个连续的、

依次进行的循环过程;也有的观点认为教师的

注意、推理及决策是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的

观点认为教师专业洞察力是与周围特定环境

积极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二)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特征

为了了解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特征,研究者

探索了不同教学经验的教师对同一对象所表

现出的洞察差异。结果表明,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对教学事件的敏锐感知、快速判断和精准

决策,既是教师专业洞察力的核心能力,也是

区分专家型教师与新手教师的关键要素。专

家型教师具备的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系统知识,

使他们对熟悉领域中的相关线索更加敏感,能
够将注意力快速集中到关键信息上,即时理解

信息背后的意义,并作出精准决策。梳理相关

文献发现,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研究,在内容上

主要围绕课堂管理、学生思维、任务设计3个主

题展开,在方法上多采用案例研究或验证性研

究方式,并将教学视频和片段作为测量教师洞

察力的重要载体。

20世纪末,学界出现了对教师观察学生问

题行为的研究。尽管那时还未正式采用教师

专业洞察力这一概念,但研究者发现有经验的

教师能够更好地识别学生的问题行为。例如:

1991年,塞柏斯(Sabers)等人选择了7位专家

型教师、4位新手教师和5位职前教师,让他们

同时观看3个教学视频,以探索教师对课堂管

理事件的注意差异情况。研究结果发现:专家

型教师不仅能注意到学生的不恰当行为,还会

主动分析、推断事件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矫正

学生问题行为的具体方法;新手教师和职前教

师仅仅 表 达 了 对 学 生 问 题 行 为 的 不 满 和 批

评[19]。同年,克拉里奇(Clarridge)等人也进行

了一项研究,要求专家型教师和新手教师在课

后回忆学生的课堂行为。研究结果发现:专家

型教师能够找出学生问题行为的例子,并解释

自己在课堂上作出特定反应的原因;新手教师

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学生的问题行为[20]。同样,

有研究者发现了相似的结论。艾伦(Allen)等
人让专家型教师和新手教师观察真实的课堂

教学场景,并事后回忆课堂信息。研究结果发

现:专家型教师对课上出现的学生问题行为或

特殊行为的回忆准确率高于新手教师[21]。由

此看来,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对复杂课堂教学情

境中的信息加工速度更快,并能与其已有的相

关知识经验产生密切联系。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要求教师聚

焦学生的思维发展,这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关键

任务。美国教育研究者雅各布斯(Jacobs)等人

于2010年对教师关于儿童数学思维的专业洞

察力展开了实证研究[16]。他们借鉴了20世纪

80年代对专家型教师或新手教师研究中所使

用的情景方法论(scenariomethodology),即利

用教学视频片段和学生作业单来测量教师对

儿童数学思维的洞察能力。首先,研究者要求

教师完成3个工作:详细描述儿童的解题思路;

解释儿童对数学的理解;如果您是授课教师,

接下来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其次,研究者根

据教师的回答是否充分来判断教师是否注意

到了儿童数学思维的运用,并判断教师作出的

推理和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儿童的思维

表现。最后,研究采取横截面研究设计,根据

教师参与洞察力专业发展培训的时长,选取了

职前教师和参与培训时长不同的教师作为研

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要具备对学生数

学思维的专业洞察力有一定的挑战性;教师的

专业洞察力需要专门训练和长时间培养才能

具备。

在教学实践中,除了关注学生的课堂问题

行为、思维表现等,教师课前教学任务的设计

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研究将教师专业

洞察力延伸到课前准备阶段,以探索数学教师

设计教学任务时的洞察特点。乔伊(Choy)于

2016年提出了针对数学教学任务而设计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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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框架(focusframework)[22],从注意什么和如

何注意两个方面刻画专业洞察力应具备的关

键特征。具体而言,教师的注意焦点应指向促

进学生数学理解的重要方面,如重点、难点、关
键点等;教师通过教学推理(pedagogicalrea-
soning)等方式,分析学生的理解情况,并基于

已有事实作出教学决策。乔伊采用案例研究

的方法,从教师与教学要素的互动关系出发,

对数学教师设计典型问题(如标准的考试题、

书本练习题等,即区别于高认知要求的开放性

问题)时 所 表 现 出 的 洞 察 力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23]。结果表明:教师能够妥善处理数学概

念、典型问题、学生思维之间的内在关系;教师

能将自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融入典型问题的

设计中,依据学生的回答判断其理解的程度。

因此,教师精心设计典型问题,同样可以有效

地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教师专业洞察力作为教师实践智慧的重

要组成部分,依赖于具体的教学情境,具有动

态化、短暂性、内隐性等特征。这也使得研究

者很难获知教师在特定时间内所能观察到的

所有内容,以及对整堂课的关注情况。近几

年,国外一批研究者运用眼动追踪技术探索教

师的视觉感知能力,试图客观分析教师的洞察

力特征。眼动技术为人们获取视觉注视信息、

揭示认知加工过程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

并且已有研究证实了它在研究教师专业视角

方面的可行性[24]。科尔蒂纳(Cortina)等人于

2015年开展了一项利用穿戴式眼动仪探索教

师专业洞察力的研究,对比分析了专家型教师

和新手教师在真实教学情境中监控课堂能力

的不同,并验证了教师的眼动行为可以作为推

断教师专长的有效测量维度这一结论[25]。眼

动技术引入课堂教学研究,可以具体细致地刻

画教师的视觉行为,使开展课堂教学中教师认

知过程的探讨成为可能。目前主要采用两种

方式研究教师的视觉注意,即向教师呈现教学

视频和 直 接 记 录 教 师 在 真 实 教 学 中 的 眼 动

行为。

沃尔夫(Wolff)等人于2016年应用桌面式

眼动仪装置,探索专家型教师和新手教师在感

知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

发现:专家型教师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信

息上,其注意模式倾向于知识驱动(knowledge-
driven);新手教师的注意力更加分散,偏向于

画面驱动(image-driven)[26]。塞德尔(Seidel)

等人于2021年应用同样的桌面式眼动仪装置,

开展了教师洞察特征的研究。结果发现:专家

型教师在观看教学视频、评估学生个人特征

时,倾向 于 关 注 学 习 兴 趣 低、学 习 困 难 的 学

生[27]。但是,也有研究者并未发现该效应[28]。

普塔(Pouta)等人结合穿戴式眼动技术和刺激

性访谈法,探索真实教学情境中职前教师和有

教学经验的教师在观察学生学习有理数概念

时所表现出的特点。研究结果发现:职前教师

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在识别学生数学思维方

面没有显著差异,即职前教师能够运用自己的

数学知识解释学生对分数的理解,但较难将自

己的注意落实到实际教学行为当中,而有教学

经验的教师能够基于学生数学思维的情况开

展教学,但无法深入地解释学生的思维表现。

可见,专家型教师表现出的洞察特征并不一

致。事实上,由于眼动模式受到任务特征和具

体情境的影响[29],教师的专业洞察力会因不同

的任务情境和任务内容而表现不同。在后续

研究设计中,研究者应尽可能详细阐明任务特

点,并将最终获得的数据结果置于研究所处的

具体情境中加以审视,在此基础上剖析教师专

业洞察力不同于一般洞察力的关键特征。

眼动技术可以实现自然状态下的眼动追

踪,以客观、可视化的数据揭示参与者的注意

状况和认知行为。眼动仪作为研究教师专业

洞察力的有力工具,在刻画真实课堂教学情境

中教师洞察力特征方面,能够克服传统方法的

局限,提供更加客观的数据。因此,如何将眼

动技术更好地应用于教师洞察力研究领域,值
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影响因素

教师洞察力特征的已有研究表明,教师处

理课堂信息的专业视角,主要取决于教学经

验、教师知识和教育信念等因素。1981年,美
国学者埃里克森(Erickson)开展了一项与教师

22



专业洞察力密切相关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和结

果至今仍有启发作用[18]。他通过观看教师教

学视频的方式,对比分析了5名有教学经验的

小学教师和5名新手教师如何观察和理解教学

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他发现教师的注意力会

受到先前教学经验的影响,并且教师的注意力

具有选择性、目的性等特征。以上关于教师专

业洞察力特征的研究,主要是以不同教学经验

的教师其专业洞察力作为研究对象,刻画了教

学经验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人们的注意力通

常会受到外部刺激和内部意图两方面的相互

影响[30]。其中,内在因素包括已有知识、经验、

信念、期望、目标等。因此,除了教学经验,教
师的知识、信念等也直接影响教师的专业洞

察力。

早期关于教师能力的研究,大多从教师的

行为表现出发,通过教师能否胜任教学任务来

考察教师教学能力的强弱。现今,教师能力被

定义为使教师在教学中取得卓越表现的潜在

特征,如个体的认知结构、动力资源等。聚焦

教师行为表现的研究重在突出教师能力的筛

选作用,而探索教师内在观念的研究更强调教

师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上述两种视

角的统一,布洛梅克(Blömeke)等人将教师专

业洞察力纳入教师能力模型,教师个体潜在的

智力特征、情感动机等被转变为特定情境下的

洞察技能,继而生成可被观察的且具有连续性

的行为[1]。因此,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会激活其

内在观念(如知识、信念、态度、动机等),经历

对课堂信息的感知、解释与决策,并最终将这

些认知心理过程转换为教学行为。可见,教师

个体的知识和信念等内在倾向是关乎教师做

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的决定性因素[31]。

目前,关于教师信念和教学目标对教师专

业洞察力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者更多关

注不同的教师知识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数
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影响其对课堂情境的准确

感知,以及对学生数学思维的快速识别[32-33]。

杨(Yang)等人探讨了数学教师拥有的不同类

型知识与其专业洞察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

的关系[34]。实验要求教师观看3个视频片段,

然后完成教师感知、解释和决策的测试,这些

测试题目涵盖了课堂管理、教学策略、个性化

学习等主题[35]。结果发现:教师的洞察力与其

数学内容知识(mathematicscontentknowledge)

的关系较弱;教师的一般教学知识(generalpeda-

gogicalknowledge)和数学教学内容知识(mathe-
matics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与教师的

解释技能和决策技能的关系更加紧密。

因此,教师的教学经验、知识结构在提升

教师洞察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教师信

念、教学目标、教学情境等因素对教师专业洞

察力的影响研究目前比较匮乏,值得进一步

探究。
(四)教师专业洞察力的提升策略

教师专业洞察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

研究发现,职前教师或新手教师尽管缺乏教学

经验,不能较好地捕捉课堂信息,但通过长期

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改变注意技能,提升其洞

察能力。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常见的方式有

两种:一是利用教学视频观摩活动,学校组织

集体研讨视频中的关键事件,促进教师自我反

思;二是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培训教师,使教师

获得专门的发展机会。

教学视频的培训方式主要针对在职教师。

谢林等人调查了教学视频对教师洞察课堂事

件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作为组织者,利用提

示性语言,引导教师以小组合作探讨的方式分

析课堂教学视频片段,并要求教师提供证据以

支持自己的阐述[13,36]。他们从5个维度刻画

了教师培训前后的访谈结果:注意涉及的人

物,包括学生、教师等;注意涉及的事物,包括

教学思想、教学策略、教学氛围、教学管理等;

注意涉及的内容,包括描述、解释或评价等;注
意的特点,包括一般的和具体的;注意的评论

是否基于视频片段。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经

验丰富的成熟型教师还是经验不足的新手教

师,其洞察能力均得到了发展,由此说明教师

洞察力是一项可以提升的技能。类似地,斯塔

尔(Star)等人将教师洞察的对象分为课堂环

境、任务目标、教学内容、课堂管理、师生交流

等5类,利用录制好的课堂教学视频对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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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同样发现这一方式可以改变教师的观

察视角,并能提高教师对注意信息进行分析推

理的能力[15]。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借助教学

视频提升的洞察技能,能否真正反映在真实课

堂教学中,目前尚未可知。

提升职前教师洞察力,另一主要方式是培

训,即基于课程设计,将研究者的干预策略与

相应的在校课程有机结合,增加教师的实践机

会。例如:古勒(Guler)等人于2020年设计了

一项准实验研究,探讨视频教学序列对职前教

师洞察技能的影响[37]。第一学期,研究者要求

对照组和实验组成员学习相同的内容,但实验

组成员会额外接受10周的教学视频培训,在培

训过程中,主要讨论经典的教学理论,如鲍尔

(Ball)的教师专业知识框架,并运用这些理论

来分析视频中的教学策略以及学生学习情况

等。第二学期,研究者要求所有职前教师观察

真实的课堂状况,记录认为重要的事件并解释

记录原因。研究者运用凡的学会洞察理论框

架,比较分析了两组职前教师的观察报告,结
果发现,实验组职前教师的洞察能力显著高于

对照组。除了运用已有理论框架培训职前教

师,观摩反思方式也有利于提升教师洞察力。

乌鲁索伊(Ulusoy)等人要求职前教师观看不

同教师教授同一数学内容的教学视频片段,并
撰写反思报告,要求报告要详细描述并解释注

意的关键信息,继而提出教学策略[38]。通过测

量职前教师注意力水平,研究者发现教学观摩

方式有助于促进职前教师的自我反思,职前教

师通 过 训 练 对 比 教 学 细 节 能 够 提 升 洞 察

技能[38]。

还有些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研究

者主要聚焦提升职前教师洞察学生数学思维

的能力。斯托克罗(Stockero)等人让职前教师

观察有教学经验教师的数学课堂,标记他们认

为重要的教学实例并提供解释[39]。培训期间,

研究者运用“以学生思维为基础的重要数学教

学机会”(mathematicallysignificantpedagogi-
calopportunitiestobuildonstudentthinking)

分析框架,组织职前教师讨论被挑选的教学实

例是否满足如下标准:(1)包含学生的数学思

维;(2)其中的关键点适合作为班级学习的核

心目标;(3)能够创造一个恰当的教学契机。

通过连续5次干预,职前教师洞察教学关键时

刻的技能得以提升,主要表现为更加关注学

生,特别是关注学生数学思维的运用[39]。也有

研究者针对教师专业洞察力中“回应”这一过

程展开专门研究,提出要提升职前教师回应学

生数学思维的能力。蒙森(Monson)等人要求

职前教师通过分析学生的任务作答,提出回应

学生数学思维的具体方式,并认为一名好的数

学教师,其回应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指向学

生的学习目标;(2)符合学生当下的思维表现;
(3)符合学生数学学习规律;(4)为学生的思维

发展提供空间[40]。研究者通过长时间干预,分
析教师的回应是否满足上述标准,以此判断教

师回应学生数学思维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

另外,也有研究者尝试开展课例研究,通过课

前课后的集体研讨,不断改变职前教师的注意

焦点,从而提升职前教师对学生学习思维的专

业洞察力[41]。

教师专业洞察力的研究揭示了教师教学

经验、教师知识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了运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

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范式来提升教师专业洞

察技能的观点。教师专业洞察力作为教学专

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职前教师培养、教
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职前教师教育应尽

可能提供未来教师在感知、解释和回应课堂信

息方面的实践机会,训练他们注意课堂互动的

复杂状况,以灵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教师专业洞察力体现了教师主动与

学生、课堂环境等教学要素之间进行积极交互

的过程,是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关键一步。教师选择性

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上,利
用其知识结构和已有经验解释注意的事物,并
试图构建起互动关系以获取额外信息,从而更

好地理解学生的思维表现。教师专业洞察力

具有情境化和目的性强等特征,表现为敏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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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息的能力和合理运用教学推理策略的能

力,并且受到教师教学经验、教师知识以及教

学信念等因素的影响,通过长期培训可以获得

有效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作为一项重要的

教学实践能力,其研究成果对我国教师专业发

展和教师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一)探索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特征

在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谋求学生创

新发展的东亚教育文化背景下,我国研究者开

展教师专业洞察力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课堂上,教师认为什么值得注意以及如何

解释注意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学校文

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考试文化占主导、

大班授课、高强度输出教学内容的传统课堂

上,我国教师呈现出怎样的洞察特点? 这些特

征与学生能够准确理解知识、提升思维水平、

取得优异成绩之间有无直接关系? 它们是否

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呢? 随着新

课改理念的推行,在实施项目式学习、合作式

学习等新型教学方式的课堂上,我国教师又该

如何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并作出怎样的解释

以及回应呢? 采用新型教学方式的课堂与传

统课堂相比,教师的洞察力特征有无异同? 当

前我国教师专业洞察力表现与西方国家教师

专业洞察力表现有无异同? 以上这些问题都

值得深入探讨。
(二)剖析教师专业洞察力影响因素

了解教师的洞察特征和洞察成因是提升

教师专业洞察力的前提,因此,研究者仍需深

入探索影响教师专业洞察力的重要因素。教

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信念并不一定能直接转

换为实际的教学行为,而教师的洞察力可以起

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具体课堂教学情境中,

教师被与当前状况密切相关的知识、信念和目

标等激活,经历感知、解释和决策过程后,形成

最终的教学行为。一旦实施教学行为,教师很

可能会继续生成新的知识、新的教学目标等,

然后以此为基础注意新的关键事件,这一系列

变化都需要教师的教学决策。因此,教师专业

洞察力在个人倾向与教学实践之间发挥着桥

梁作用。尽管教师知识影响其洞察力,但即便

教师知识测试得分相同的两位教师在面对相

同的课堂教学情境时,其洞察力也可能不同。
因此,除了教师知识,教师的教学信念、教学目

标等因素同样可能制约着教师洞察力的提升,
并且课堂教学情境、历史文化等因素也可能对

其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关于教师专业洞察

力与教师信念、教学目标、教学情境的关系,以
及教师专业洞察力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如何相

互作用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提升职前与在职教师专业洞察力

课堂上,缺乏经验的教师往往依赖既定的

教学计划开展教学,较难将注意力集中于学生

的思维表现上。为了使教学促进学生理解知

识,教师要明白一点:教师对学生思维表现给

予即时关注与恰当回应至关重要。因此,如何

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已成为职前教师教育、教
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外提升职前

与在职教师洞察力的实践途径,主要包括开设

专门训练职前教师洞察力的课程、组织培训在

职教师洞察力的教研活动等。这些措施对促

进我国职前与在职教师的专业洞察力具有借

鉴意义。另外,技术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实

证研究有望逐步深入[42]。具体到教师洞察力

方面,研究者可以基于跨学科视角,利用眼动

技术探索教师注视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例如:
让教师观看自己的眼动视频,反思在当下情境

中什么是值得关注的。这是以教师第一视角

获取的自我反馈信息,在促进教师教学反思、
提升教师专业洞察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并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仅靠单一评判或纠正教师的教学行为已无法

满足实践需求,研究者要从特定情境出发,深
入挖掘教师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探索教师洞

察力的特征及其表现成因,进而提出改善策

略。只有更好地了解教师如何理解学生思维,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发

展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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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viewandImplicationsofResearchon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

LIRangmei,CAOYiming
(SchoolofMathematicalSciences,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sapracticalwisdomofteaching,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playsanimportantrolein
transformingteachersknowledge,teachingbeliefs,andteachinggoalsintoobservableteachingbehav-
iors,whichisalsoacrucialcompetencetoimplementstudent-centeredinstructionandpromotethede-
velopmentofstudentsthinking.Inrecentyears,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hasgraduallybecome
oneoftheimportanttopicsinthefieldofteachereducationandhasbeenwidelyconcernedbyre-
searchers.Basedontheliteratureanalysis,thisstudysummarizedtheresearchprogressofteachers
professionalinsightinthefollowingfouraspects,namely,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factorsandpro-
motionstrategies,inordertoprovideimplicationsforlocalizedresearchinChina.Thefindingsareas
follows.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emphasizesteachersselectiveattentiontoimportantinforma-
tionandmakingexplanationsbasedonpriorexperiencesandpersonalknowledge.Theabilityofpro-
fessionalinsightiscontextualandpurposeful,whichisdemonstratedbyaccuratelyperceivinginfor-
mationandmakingpedagogicalreasoning.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isinfluencedbytheirteach-
ingexperienceandprofessionalknowledge,whiletheinfluencesofteachersbeliefs,teachinggoalsand
teachingsituationsontheirinsightneedtobefurtherdetermined;methodslikecollectiveobservation
anddiscussion,andtrainingcourseofteachingskillscaneffectivelyimproveteachersprofessionalin-
sight.Atpresent,theresearchon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inChinaisstillattheinitialstage.In
thefuture,weshouldfocusonthefollowingthreeaspects:improvingtheresearchonthecharacteris-
ticsofChineseteachersprofessionalinsighttoimprovetheirin-classteachingquality;exploringthe
influencemechanismofprofessionalinsightintermsofteachersemotionalmotivation,toprovide
moretheoreticalexplanationsonhowtoimprovetheirinsight;payingattentiontotheimprovementof
professionalinsightofpre-serviceandin-serviceteachers,toachieveeffectiveteachingforstudents
understanding.
Keywords:professionalinsight;teachereducation;selectiveattention;pedagogicalreasoning;practical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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