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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中的重要课程,对实习教师增强职业认同感和提高职业技能都具有深远影

响。研究以重要他人为理论基础,以120名实习教师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教育实习过程中3类重要他人———

指导教师、任教班级学生和实习同伴———在实习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实习同伴、任

教班级学生对实习教师的影响机制不同。实习同伴、任教班级学生能促进实习教师的自我反思,进而增强实

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指导教师能直接丰富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和提高实习教师的教学技能。未来,高校可

进一步完善教育实践机制,加强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建设,将反思纳入教育实践考核机制中;落实“双导师”制

度、“学伴”制度,加强指导教师、实习同伴和任教班级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建构重要他人的正向影响机制;

建立“高校-政府-中小学”协同发展联盟,推动优质实习基地建设,建设优质的教育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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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力量,教师教育质

量决定了基础教育的质量。《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2023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将教师作为教育

发展的第一资源,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的人力

资源保障[1]。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中的重要一

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
出,要加强教师教育,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培养模式,增强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

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质量[2]。其中,
《纲要》明确提出,将“增强实习实践环节”作为

提升教师质量的重要途径。2016年,教育部印

发《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办教

师教育的院校要组织开展规范化的教育实习,

增强师范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全面提升教师培养质量[3]。

教育实习对教师成长有很多积极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实习教师参加教育实习,有助

于丰富其教学知识,提高其教学技能水平[4],增
强其职业认同感[5]。大多已有研究关注教育实

习给实习教师成长带来的具体影响,很少有研

究关注教育实习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机制。

教育实习的确能促进教师成长,但是这种影响

路径是如何实现的呢? 本研究从重要他人理

论入手,探究教育实习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

感、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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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实习中的重要他人及其研究

进展

  (一)重要他人视角下的教育实习作用机制

重要他人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哈

利·沙利文(HarryStackSullivan)提出,他认

为要从与个体在人际关系网中保持密切关系

的重要他人入手,来解释个体的心理和行为[6]。
在教 育 社 会 学 领 域,美 国 社 会 学 家 米 尔 斯

(CharlesWrightMills)以米德(GeorgeHerbert
Mead)的自我发展理论为基础,对重要他人进行

了阐释。在米尔斯看来,重要他人是在个体走向

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7]。
以往研究发现,影响实习教师成长的重要

他人主要包括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大学督导

教师、实习教师的实习同伴以及任教班级的学

生及其家人和朋友。本研究着重关注实习教

师在实习学校接触到的重要他人,即指导教

师、实习同伴以及任教班级的学生,并探究他

们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路径。

1.指导教师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研究

指导教师(guidanceteachers/mentor),是
指实习教师所在的实习学校为实习教师指派

的、负责为实习教师安排具体实习工作,以及

为其提供必要支持的中小学一线教师。指导

教师对实习教师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7年,卡尔莫斯(Karmos)等人要求研究对

象列举对自身教学水平起重要影响的12类人,
结果显示,指导教师位居名单首位[8]。这是由

于在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是与实习教师联系

最密切的人,同时也是对实习教师的活动负有

主要责任的人。在实习教师实习过程中,指导

教师主要为实习教师提供支持。
指导教师支持对实习教师增长教学知识

与提高技能水平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已有研究发现,指导教师的支持对实习教

师专业技能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教

学法上,如“增强了我的课堂管理知识”等;二
是学科技能上,如“坚持要我学习英语的基础

知识”等;三是教育信念或教育哲学上,如“帮
助我发展教育哲学,澄清教育信念”等[8]。

此外,指导教师支持有助于培养实习教师

积极的职业情感态度,增强实习教师对教师职

业的认同感。有研究表明,实习教师感知到的

教师心理支持、教师专业支持等,其总体水平

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教师职业认同感[9]。还有

研究表明,指导教师支持与初任教师职业认同

感呈显著正相关,即初任教师感知到的指导教

师支持的水平越高,初任教师职业认同感就

越强[10]。
也有研究证明,指导教师对实习教师会产

生一些消极影响。调研发现,超过半数的指导

教师曾有意或无意地向实习教师传达自身的

教育理念。实习教师为了获得来自指导教师

的良好评价,往往选择接受指导教师的信念、
价值观、行为举止和教学方式,即便有时他们

并不真正认同。当实习教师与指导教师出现

价值冲突时,实习教师通常会放弃自己的立

场,选择站在指导教师的一方[11]。有研究表

明,部分实习教师在教育实习过后对“培养素

养”的教学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摒弃,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在教育实习期间,受到指导教师“以
应试教育为主导”观念的影响[12]。实习教师不

仅没能达成在实习学校普及先进教育理念的

目的,反而被指导教师消极落后的教育观念所

同化。
综上所述,指导教师支持能够对实习教师

的职业认同感及教学知识技能水平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指导教师也可

能受自身教学观念的局限,对实习教师成长带

来不良影响。

2.任教班级学生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

研究

任教班级学生(pupils),一般指实习教师

的指导教师所执教班级中的学生,也是实习教

师实习期间主要的授课对象。任教班级学生

对实习教师的影响很大,这源于教学行为本身

对实习教师成长有重要意义。实习教师对教

师职业产生兴趣和认同均来自教学活动,对自

身知识与技能的反思也来自教学活动。班级学

生作为教学活动的另一主体,与实习教师建立起

的师生关系,必将对实习教师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学生给予教师的反馈信息是教

师改进自身教学、提高教学知识与技能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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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教学的本质是传播知识,而传播过

程具有短暂性和无形等特点,这就导致教师无

法直接观察知识的传播过程,因而学生的课堂

反应、表现和反馈便成了实习教师判断自身教

学有效性的重要参照。费德勒(Fiedler)的研究

证明,学生对教师行为有很大的影响[13]。学生

在课堂上反映出的对学科的兴趣、思考以及对

学习的热情,都是颇有价值的行为表现。这些

行为表现意味着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

生积极反馈的行为将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和

提升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这极大影响了教师的

教学行为[14]。因此,积极的师生互动有助于增

进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3.实习同伴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研究

实习同伴(peergroup),是指在教育实习

期间,与实习教师同在一所学校开展实习活动

的实习教师。1998年,温格(Wenger)在研究

中指出,当个体成为实践共同体中的一员时,
其学习活动便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展开了[15]。
实习同伴之间展开合作便是同伴互助。同伴

互助(peercoaching),指的是实习教师由指导

教师之外的同伴提供教学方面的帮助的一种

互动方式[16]。这种互助活动具有“互惠”的特

点,不同于指导教师向实习教师提供的单方面

支持。实习教师之间可以通过相互提供情感

和专业上的支持来助力双方的成长。相较于

指导教师,同龄人之间更容易进行沟通交流。
实习教师往往在不同年级实习,有机会观摩其

他实习教师的课堂。因此,同伴互助往往还能

起到拓宽实习教师教学视野的作用。研究表

明,88%的师范生表示有兴趣在未来的教学中

采用同伴互助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17]。
同伴互助确实能够为实习教师成长带来积极

的影响。首先,同伴互助在增强实习教师从教

意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同龄人的称

赞往往会帮助实习教师建立对教学的信心。
弗兰扎克(Franzak)在研究中指出,实习教师加

入同伴小组后,与同伴之间开展课堂观察、探
讨教学策略等见证彼此成长的活动,对实习教

师树立教师职业信念和作出职业承诺都有重

要影响[18]。其次,同伴互助有助于促进实习教

师的反思,使实习教师更愿意主动改善自己的

教学。纽 伯 特(Neubert)、麦 卡 利 斯(McAl-
lister)[19]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同伴互助带有“革
新”的性质,有助于实习教师增强自我反思。

1986年,温尼(Wynn)在研究中发现,当实习教

师在实习学校开展同伴互助后,实习教师的教

学技能和教学水平都有显著提高[16]。
现行的同伴互助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有研究发现,同伴反馈往往因缺乏必要的指导

而容易陷入“盲人指导盲人”的困境,这一点,
往往被实习教师忽略[17]。此外,同伴给出的建

议往往缺乏建设性,主要以赞赏性的积极评价

为主,这就引发了相关研究者对同伴互助实效

性的质疑。
(二)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长影响的中

介机制———反思

重要他人是如何对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

与技能产生影响的呢? 已有研究表明,实习教

师在实习期间得到的来自指导教师的指导,与
同伴开展的互助合作以及与任教班级学生进

行的互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习教师的

自我反思。
首先,指导教师的指导有助于促进实习教

师的反思。1993年,派克(Parker)等人指出,
指导教师可以作为教育伙伴,通过帮助实习教

师反思 教 学 过 程 来 提 升 实 习 教 师 的 教 学 技

能[20]。其次,师生互动有助于加强实习教师的

反思。2015年,雷浩的研究表明,教师对教学

开展反思很大程度上源自学生的课堂表现。
学生良好的课堂表现有助于促进师生在课堂

上的有效互动,从而为教师开展课下反思提供

依据[21]。最后,同伴反馈有助于强化实习教师

的反思。同伴反馈的“互惠”特点增加了自我

反思的机会。实习教师认为同伴的反馈是有

价值的,因此,同伴反馈将有助于实习教师反

思能力的提升。萨瑟兰(Sutherland)等人研究

发现,实习教师在经过教学反思后,对教师职

业的理解逐渐加深,教师职业认同感显著增

强[22]。2007年,怀特(White)等人的一项行动

研究表明,通过对自身的教学实践开展反思,
实习教师在教学语言运用等教学技能方面均

有了显著提高[23]。
同时,指导教师、实习同伴和任教班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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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能对实习教师的专业成长带来积极影响。

2011年,我国学者窦文娜采用个案研究法,对1
名新手教师 M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持续跟踪,以
探究学校环境中重要他人在新手教师成长过

程中发挥的具体影响和作用。研究表明,M 教

师感受到了来自指导教师的支持,M 教师与任

教班级学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M 教

师与同事之间开展了互助交流,这些都有助于

促进 M教师提升教学技能、增强职业认同感。
这些外因之所以能够促进教师成长,缘于 M教

师善于开展自我反思的良好习惯。基于对自

身教学实践的反思,M 教师积累的实践性知识

越来越丰富,并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教师职业

的认同,丰富了专业知识并提高了教学水平。
总之,反思是促进实习教师在教育实习过程中

成长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价值观、信仰、感受

以及教学实践和经验的反思,实习教师的职业

身份得以确认,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教学

知识与教学技能都有了正向变化。
(三)已有研究的优势和不足

已有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多数研究证明,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

教师成长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但是,也有

研究表明,重要他人也会给实习教师带来一些

消极影响。目前已有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少

部分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然而,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研究结论大都停留在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

长的影响表现上,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探究;第
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即某一个或

某几个重要他人对于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往
往忽视了实习教师自身的因素如反思等对其

成长的重要作用。
为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

探讨教育实习中的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长

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从而达到优化教育实习

机制、促进实习教师成长的目的。

  二、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

影响因素调查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实习是

如何影响实习教师专业成长的。具体包括:
(1)教育实习中的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有哪些

影响;(2)教育实习中的重要他人对教师职业

认同感、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影响机制是怎样

的。基于文献综述,本研究试图构建以实习教

师自我反思为中介、以重要他人为理论依据的

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重要他人理论的影响机制模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量表采用

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法。其中:“非常不同

意”记1分,“不同意”记2分,“一般”记3分,
“同意”记4分,“非常同意”记5分。问卷包含

如下变量:
(1)指导教师的支持:调查实习教师感知

到的指导教师的支持水平,问卷改编自2003年

施莱坦(Shelton)等人的相关研究,该研究将指

导教师的支持划分为心理支持和专业支持两

个维 度[24],本 研 究 沿 用 该 量 表,共 计 24道

题目。
(2)师生关系:调查实习教师与班级学生

之间的互动情况,问卷源自2001年萨福(S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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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25],该研究从亲密和疏离两个维度

来定义师生关系,本研究选取亲密这一维度编

制问卷,共包含15道题目。
(3)同伴互助:调查实习教师与实习同伴

的互助关系,问卷改编自2013年王(Wang)等
人的研究[26],该研究测量实习教师在专业、情
感、未来职业选择等方面与同伴的互助情况,
本研究沿用该量表,共计6道题目

(4)自我反思:调查实习教师的反思能力

状况,问卷改编自2010年阿卡巴瑞(Akbari)等
研究者的相关研究[27],该研究将教师的自我反

思划定为实践、认知、情感、元认知、批判性思

考、道德感6个维度,本研究沿用该量表,共计

42道题目。
(5)教师职业认同感:调查实习教师的教

师职业认同感水平,问卷源自2012年张晓辉等

人的相关研究,该研究将教师职业认同感划分

为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和意志行为认

同3个维度,本研究沿用该量表,共计15道

题目。
(6)教学知识与技能:调查实习教师的教

学知识与技能水平,问卷源自北京师范大学师

范认证的教学知识和技能测量工具,包括知识

整合和教学能力两个维度,本研究沿用该量

表,共计46道题目。
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影响因

素量表的信度检验,具体如表1所示。经过验

证性因子分析,所有变量均可聚合成单因子,
采用题目平均得分的方式来表示所有的变量。

表1 实习教师影响因素量表信度检验

维度
克隆巴赫信度

(CronbachsAlpha)
项数

指导教师支持 0.982 24
师生关系 0.834 15
同伴互助 0.717 6
自我反思 0.970 42
教师职业认同感 0.949 15
教学知识与技能 0.987 46

  (三)研究样本

本研究向北京、山西和河北的3所高校实

习生发放了电子调查问卷,共计130份,收回有

效问卷共计12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2.3%。
其中:男生占比12.5%,女生占比87.5%;本科

占比87.5%,研究生占比12.5%;女性本科生为

占比75%,男性本科生占比12.5%;女性研究

生占比12.5%,男性研究生占比0.0%。

  三、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

成长的影响机制

  (一)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

长的影响模型

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前,本研究开展了相

关性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实习教师成长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变量
教师职业
认同感

教学知识
与技能

自我反思
指导教师

支持
同伴互助 师生关系 平均值 标准差

教师职业认同感 1 3.739 0.725
教学知识与技能 0.618** 1 4.055 0.577

自我反思 0.606** 0.876** 1 4.018 0.526
指导教师支持 0.416** 0.676** 0.658** 1 4.209 0.664

同伴互助 0.564** 0.721** 0.714** 0.674** 1 3.92 0.563
师生关系 0.379** 0.406** 0.434** 0.383** 0.298** 1 3.542 0.437

  注:*表示在0.05级别(单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表2可见,实习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感、
教学知识与技能(r=0.618,p<0.01)、自我反

思(r=0.606,p<0.01)、指导教师支持(r=
0.416,p<0.01)、同 伴 互 助(r=0.564,p<
0.01)和师生关系(r=0.379,p<0.01)存在正

相关关系;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与技能和自我

反思(r=0.876,p<0.01)、指导教师支持(r=

0.676,p<0.01)、同 伴 互 助(r=0.721,p<
0.01)和师生关系(r=0.406,p<0.01)存在正

相关 关 系;自 我 反 思 与 指 导 教 师 支 持(r=
0.658,p<0.01)、同 伴 互 助(r=0.714,p<
0.01)和师生关系(r=0.434,p<0.01)均在0.01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接下来,本研究围绕影响实习教师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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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重要他人相关变量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模型拟合及模型对比情况,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影响机制的模型对比

类型 变量

模型A

教学知
识与
技能

教师职
业认
同感

自我
反思

模型B

教学知
识与
技能

教师职
业认
同感

自我
反思

模型C

教学知
识与
技能

教师职
业认
同感

自我
反思

模型D

教学知
识与
技能

教师职
业认
同感

自我
反思

模型E

教学知
识与
技能

教师职
业认
同感

自我
反思

反思 自我反思 0.700*** 0.375** 0.696*** 0.347** 0.753*** 0.371** 0.756*** 0.441*** 0.766*** 0.371**

重要他
人的相
关变量

指导教师支持 0.139* -0.099 0.226** 0.151* 0.226** 0.185** 0.226** 0.181** 0.226** 0.188**

同伴互助 0.103 0.304** 0.533*** 0.097 0.262* 0.533*** 0.234* 0.533*** 0.225* 0.533*** 0.234* 0.672***

师生关系 0.018 0.163* 0.189** 0.016 0.150 0.189** 0.147 0.189** 0.189** 0.147 0.234***

AIC 327.457 326.408 324.508 326.148 330.59

BIC 377.632 373.796 366.32 365.173 369.615

CFI 1 1 1 0.993 0.980

TLI 1 1.002 0.999 0.978 0.941

SRMR 0 0.011 0.015 0.031 0.043

RMSEA 0 0 0.012 0.075 0.122

x2 0 0.952 3.051 6.691 11.133

df 0 1 3 4 4

x2/df - 0.952 1.017 1.672 2.783

  注:*p<0.05;**p<0.01;***p<0.001。

  首先,研究建构了纳入所有指标的全模型

A。模型A结果显示:指导教师支持对实习教

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不显著;实习同伴互助以

及师生关系对实习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影

响不显著。
其次,在模型 A的基础上,模型B排除了

指导教师支持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模型B结果显示:实习同伴互助及师生关系对

实习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影响仍不显著;师
生关系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呈边缘

显著。
再次,在模型B的基础上,模型C排除了

实习同伴互助以及师生关系对实习教师教学

知识与技能的影响。模型C结果显示,除师生

关系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呈边缘显

著之外,指导教师支持对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

与技能及自我反思有显著性影响,同伴互助对

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及自我反思有显著性

影响,师生关系对自我反思呈现出显著性影

响。且自我反思对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与技

能及教师职业认同感均有显著性影响。
随后,在模型C的基础上,模型D排除了

师生关系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结

果显示,模型 D 拟合指 标 良 好(x2=6.691,

df=4,CFI=0.993,TLI=0.978,SRMR=
0.031,RMSEA=0.075)。

最后,在模型D的基础上,模型E尝试重

新加入重要他人中师生关系对实习教师职业

认同感的影响,排除了指导教师支持对实习教

师自我反思的影响。通过对比模型D和E,模
型D的各项指标拟合度均优于模型E(x2=11.
133,df=4,CFI=0.980,TLI=0.941,SRMR
=0.043,RMSEA=0.122)。因此,模型D作为

研究的最终模型。
(二)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

长的影响机制

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长的

影响机制,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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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机制

  由图2可知:实习教师自我反思能够直接

影响其教师职业认同感(β=0.441,p<0.001)
以及教学知识与技能(β=0.756,p<0.001);实
习教师感知到的指导教师支持能够直接影响

其教学知识与技能(β=0.181,p=0.001<
0.01);实习同伴的互助情况(β=0.225,p=
0.03<0.05)则可以直接影响实习教师的教师

职业认同感;实习同伴互助情况(β=0.533,

p<0.001)和师生关系(β=0.189,p=0.002<
0.01)还可以通过实习教师反思间接影响实习

教师的成长。本研究对最终模型D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研究模型以自我反思

为中介来影响实习教师成长的路径共有3条:
路径1:同伴互助→自我反思→教师职业

认同感;
路径2:同伴互助→自我反思→教学知识

与技能;
路径3:师生关系→自我反思→教学知识

与技能。
中介检验数据显示:路径1中,总体效应显

著(β=0.460,p<0.001),间接效应显著(β=
0.235,p=0.006<0.01),直 接 效 应 显 著(β=
0.225,p=0.047<0.05),为非完全中介效应;路
径2中,总体效应显著(β=0.403,p<0.001),间
接效应显著(β=0.403,p<0.001),无直接效

应;路径3中,总体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β=
0.143,p=0.022<0.05),为完全中介效应。

(三)反思教育实习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

响机制

研究发现,在实习过程中,重要他人对实

习教师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呈现出不同

的影响路径。指导教师虽然直接影响了实习

教师的教学知识与技能,但无法对实习教师职

业认同感产生影响。实习同伴和任教班级学

生通过反思这一完全中介来影响实习教师的

教学知识与技能的路径有2条,但影响实习教

师职业认同感的路径只有1条。

1.指导教师有助于提升实习教师教学知

识与技能水平

本研究发现,指导教师支持对提升实习教

师教学知识与技能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这与

1977年卡尔莫斯(Karmos)等人的研究结论一

致。本研究部分验证了前人研究结论,同时,
还发现,指导教师支持对提升实习教师教学知

识与技能水平的作用是直接的,可以不通过反

思作用来完成。
然而,本研究还发现,指导教师支持不能

对实习教师教学信念产生直接影响。这与卡

尔莫斯(Karmos)的研究结论不同。卡尔莫斯

的研究发现,指导教师支持直接增强了实习教

师的教师职业认同感。但在本研究中,这一结

论却没有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承担指导

任务的教师并不都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而
仅是一些普通的、兢兢业业的教师。这些指导

教师本身就不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坚定的

教育信念,无法对实习教师的从教观念产生积

极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

景造成的。深受现象学理论影响的关心理论

主张,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建立与实习教师之间

的“关心”关系,并基于此引导实习教师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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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心”关系,通过融洽

的关系,推动教学实践意义的生成。西方指导

教师惯常于向学生表露自己对教师职业的深

厚感情,以及对教学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注,
这无形中会对实习教师起到情绪感染的作用,
实习教师也会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提升教师职

业认同感。我国指导教师在实习教师面前常

以沉稳、克制的形象出现。指导教师通常不会

在言语上直接鼓励实习教师,而是恪守“以身

作则”的行为准则,身体力行地表现自己对教

师职业的投入和热爱。我国指导教师内敛的

行事方式,需要实习教师在与指导教师相处的

过程中对指导教师的行为进行认真观察、仔细

地揣摩和品味,才能感受到指导教师对教学事

业的信念。如果实习教师无法认真体会指导

教师内敛的教育信念,则很可能无法坚定自身

的从教信念。

2.良好的师生关系间接增强实习教师职

业认同感

本研究发现,任教班级学生对实习教师成

长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要通过反思来实

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人的结论。实习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会促进实习教师的反思,从
而进一步影响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程度和教

学知识与技能水平。一方面,学生的单纯可

爱、学生对实习教师的尊重和喜爱、教师职业

具有的传道授业解惑功能等因素带来的成就

感,增强了实习教师从教的积极性;与任教班

级学生的和谐相处,也促进了实习教师的反

思,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另一方面,那些能够与任教班级学生建立

起亲密师生关系的实习教师,往往能够更加积

极地开展学情调查,或者能够从任教班级学生

的主动反馈中得到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又促

进了实习教师的反思。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

能够增强实习教师的教育教学意愿,使其更加

愿意投入教育教学活动中。

3.同伴互助有助于增强实习教师职业认

同感

研究发现,同伴互助有助于增强实习教师

自我反思能力和职业认同感,但无法直接提升

实习教师的职业知识与技能水平,这与前人研

究结论相似。
究其原因,一方面,实习教师之间展开同

伴互助,往往将同伴当作自己的倾诉对象,而
倾诉的主要内容,就是述说自己在教育实习过

程中产生的各种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可以

促进实习教师自我反思,同伴之间“同甘共苦”
的教育经历又促进了实习教师认同感的提升。
另一方面,实习教师之间开展的同伴互助活动

未经规范化,实习同伴在教学上为对方提供的

反馈以鼓励和赞赏为主,缺乏批判性的建设意

见,即实习教师受限于自身专业知识和教学水

平,很难像指导教师一样,为同伴提出科学的、
有指导性的建议。虽然实习教师看重同伴为

自己提供的有关教学方面的建议,但这些建议

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不足,对提高实习教师教学

知识与技能水平没有太大帮助。

4.自我反思是重要他人影响机制的中介

变量

已有研究显示,教学反思是卓越教师的重

要指标之一[28]。本研究发现,教学反思是教育

实习过程中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产生作用的

中介环节。无论是同伴支持,还是任教班级学

生都需要通过实习教师的反思来发挥作用,进
而增强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提升教学知

识与技能水平。但是,二者路径存在一定的差

异。重要他人对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包含

了直接效应和经由反思而产生的间接效应,但
重要他人中的实习同伴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对

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产生影响,任教班级学生

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对教师职业认同感产生影

响。为此,教学反思成为影响实习教师职业认

同感和教学知识与技能水平的关键因素。
究其原因,一方面,外部环境因素一定要

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对个体产生影响。实习学

校的重要他人总是通过实习教师的反思来实

现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提升。对实习教师

而言,实习不仅是经验积累的过程,还是实习

教师在意识到自己与优秀教师的差异后,在尝

试中不断反思并寻求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
不同的重要他人扮演了不同角色。无论是实

习同伴还是任教班级学生,都不能像指导教师

那样给予实习教师专业且直接的指导。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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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明确指出实习教师存在的教育教学

不足和问题,直接影响实习教师的教学知识与

技能。这也说明了指导教师的指导活动对实

习教师的教学知识与技能有重要的作用,可以

不通过反思来实现。

  四、教育实习中重要他人影响机制的

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探讨了教育实习对实习教师成长

影响机制的问题。研究发现,指导教师、实习

同伴、任教班级学生对实习教师的影响是不同

的。其中,实习同伴对实习教师职业认同感所

起的作用更大,他们既会对实习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反思来间接提升

实习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另外,指导教师支持

对提升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水平有更大的作

用。反思作为重要的能力,是重要他人影响实

习教师职业认同感和教师教学知识与技能的

重要中介。总体而言,本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

是对以往研究进行的补充说明,丰富了教育实

习对实习教师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已

有研究,未来的教育实习设计,高校可以围绕3
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完善教育实践体系建设,将实习教师

反思环节纳入教育实践考核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反思是推动实习教师成长

的重要因素。反思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仅依托

于实践环节。高校要在日常的理论课程中加

强对师范生反思能力的培养,通过质疑研讨、
协作创新、辩论竞赛、论文研讨等方式提升师

范生的反思能力。在理论课程中,师范生的反

思能力会内化为潜在能力,并进一步运用到教

育实践活动中。在实践课程建设过程中,高校

可以完善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等环

节的工作,将反思作为教育研习的核心,针对

见习、实习中遇到的各种教育问题、实践困惑,
以反思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在教育实践环节,
高校还可以将反思纳入实习教师教育实践环

节,通过完善教育实践体系建设,将实习教师

的内隐知识显性化[29]。例如:高校可以在组织

教育实践活动前,围绕“怎样开展有效反思”专
题展开对实习教师的培训,使其了解具体的做

法;高校可以要求实习教师定期开展关于实习

反思方面的活动;高校还可以将反思活动纳入

教育实践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实习教师

的考核环节之一,将实习过程中的定期反思活

动作为实习教师实践评价重要内容。通过反

思,实习教师可以获得对教师职业规划更清晰

的认识[30]。
(二)落实“双导师”制度、“实习学伴”制度,

建立重要他人的正向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教师在实习过程中有

3类重要他人,同时,这3类重要他人所发挥的

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校可以完善教育实

践的“双导师”制度,为实习教师配备来自高校

学科教学的教师和来自一线的优秀导师,并完

善实习指导的各项规章和条例,以规范指导教

师的行为。首先,高校要为实习教师遴选教育

理念先进、有改良当下教学模式意愿的指导教

师,并建立优秀指导教师数据库,以此来保证

指导教师能为实习教师提供有益其成长的支

持。其次,高校还可以定时召开实习教师座谈

会,着重强调实习教师要重视指导教师提出的

教学意见,要求实习教师结合自身实际展开全

面深入的反思,并要求实习教师能依据反思及

时调整自身教学行为。只有当实习教师将指

导教师的支持转化为自身实际行动时,指导教

师为实习教师提供的帮助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再次,高校还可以试着建立“实习学伴”制度,
为“实习学伴”小组提供相应的人财物支持。
最后,高校还可以运用同质分组或异质分组的

方法,鼓励实习教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实习学校内部的“学伴小组”和同专

业跨学校的“学伴小组”机制,通过同伴之间的

情感支持和专业支持来缓解实习教师在实习

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压力,从而形成重要他人

的正向影响机制。
(三)建立“高校-政府-中小学”协同发展联

盟,建设优质的教育生态环境

研究发现,重要他人是实习教师在教育实

践场域中遇到的群体,可以为实习教师营造良

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实习教师的全

面素养。重要他人包含了优质的指导教师、优
质的任教班级和优质的实习同伴。这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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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情感态度、教学反思等都会影响实习教

师的成长。优质的指导教师会与实习教师和

谐相处、坦诚交流,既表达对实习教师的鼓励

和期待,又讲述教育教学实践经历,通过启发

的方式,帮助实习教师提升职业认同感。为

此,高校可以与不同部门建立协同发展联盟,
通过遴选、推荐、自荐等方式建立实习实践基

地,并 对 实 习 实 践 基 地 的 资 质 实 施 动 态 考

评[30],从而为实习教师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

障。高校还可以在实习实践基地举办定期培

训讲座、提供来访交流、开展教育科研共建等

活动,签署高校、政府、中小学三方或双方合作

协议,建立多边交流、互帮互助的协同发展联

盟,从而建设优质的教育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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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OthersinEducationPracticeandTheirImpactMechanismonStudentTeachers

ZHAONingning1,TIANTongxin1,HEYixuan2,WANGLijun1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2.PekingUniversityElementarySchool,Beijing100080,China)

Abstract:Educationpracticeisanimportantcourseinthegrowthofstudentteachers,whichhasapro-
foundimpacton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andskillsdevelopment.Basedonthetheoryof“significant
others”andtaking120studentteachersasresearchsamples,thepresentstudiestriestoanalyzethe
impactofthreetypesofsignificantothers-mentors,studentsintheirteachingclasses,andinternship
peers-onstudentteachersduringtheeducationpractice.Researchrevealedthatduringinternships,the
influencemechanismsofmentors,internshippeers,andstudentsonstudentteachersaredifferent.In-
ternshippeersandstudentsintheteachingclasscanpromotetheself-reflectionofstudentteachers,
therebyenhancing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mentorscandirectlyenhancetheteachingknowledge
andskillsofstudentteachers.Inthefuture,universitiescanfurtherimprovetheconstructionofedu-
cationalpracticemechanismandcurriculumsystem,andincorporatereflectionintotheassessment
mechanismofeducationalpractice;implementthe“doublementor”systemand“studypartner”sys-
tem,strengthentheactiveinteractionbetweenmentors,internshippeers,andstudentsintheteaching
class,andestablishapositiveimpactmechanismof“significantothers”;establishanewcollaboration
betweenuniversities,government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promotetheconstructionofhigh-
qualityinternshipbases,andimprovethequalityeducationalecologicalenvironment.
Keywords:educationinternship;studentteachers;significantothers;impactmechanism;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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