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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背景下
中式课例研究的反思、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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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式课例研究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为教师理解和落实课程改革理念提供了支

持。总结以往中式课例研究,发现有三个主要特点: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教材与教法,缺少对学生学习过程

的关注;研究主体具有同质性,即参与人员通常来自同一学科和学段;研究成果展示方式单一,即以公开课为

主要形式。目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中式课例研究,呈现出在落实改革目标的同时不断加入理论指导、关

注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情感变化、积极寻求课例研究成果的多样化展示方式等新特点。中式课例研究是在继

承本土课堂教学文化传统、不断改变专业共同体结构关系、更新教师课程改革理念、转变教师教学行为的过

程中,逐渐完善的一种教学研究方式。未来中式课例研究者要在主动探索中式课例研究经验的概念化和理

论化表达、关注教师情感变化的同时,还要尝试组建异质专业共同体以及探索多样化呈现课例研究成果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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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细化了16个学

科核心素养基本要求,强调开展“多种形式强

化课程 改 革 理 念 和 改 革 总 体 要 求 的 研 修 交

流”,大力推进教学改革,转变育人方式,切实

提高育人质量[1]。作为学校教学与教育工作的

重要实践样态———教研(教育研究)———是提

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2]。课例研究作

为一种重要的教研方式,主要指向对具体某一

节课的设计、研究与打磨。作为中国独特的教

研体系运行主导方式,课例研究为教师提供了

与课程改革方向相一致的支持[3]。

目前国际课例研究有四种主流模式,即日

本的授业研究(jugyokenkyn)、英国的三螺旋递

进式课例研究(UKlessonstudy)、中国香港及

瑞典的课堂学习研究(learningstudy),以及源

自中国内地本土实践的中式课例研究(Chinese

lessonstudy)[4]。尽管我国有着悠久的课例研

究历史,但是首次将中式课例研究与国际上其

他国家的课例研究加以区分的文献,是黄荣金

和鲍建生于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使

用汉语拼音“Keli”来指代我国的课例研究活

动[5]。后来,“Chineselessonstudy”,即中式课

例研究,这一术语逐渐出现在国际课例研究的

文献中。2017年和2022年世界课例研究协会

在其主办的国际性学术期刊《国际课例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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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forLesson

andLearningStudies)中特设专刊,推动了中

式课例研究走向国际课例研究舞台的进程。

其中:2017年的专刊主题为“中式课例研究的

理论、实践及其在其他国家的适用性”;2022年

的专刊主题为“核心素养背景下的中式课例研

究重构”。这两个专刊发表的文章分别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阐述了中式课例研究背后

的传统文化理念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

有机制。相比其他国家的课例研究,扎根本土

教研制度文化、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式课例研究

具备一些独有特点,如推崇公开课和磨课、以

教研制度为持续推动动力、具备鲜明的学科特

色等[6]。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中式课例研究是在继

承本土课堂教学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通过不断

改变专业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关系、重建教师新

课程理念等方式,实现了最终达到改变教师教

学行为的目的。反思中式课例研究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困境、正确认识中式课例研究推动

课程改革的趋势、尝试探索未来课例研究需要

改进的方向,这些做法对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式课例研究的反思

(一)研究内容聚焦教材教法

中式课例研究通常是以某一课的教材内

容为主题来设计教学流程的,以达到设定的教

学目标。这与日本的授业研究有着明显不同。

日本的授业研究多基于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遇

到的困难或是教师在教学时遇到的难题来设

计研究问题[7]。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教材内容

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特定教材内容开展的课

例研究,其成果也是具体的,但是,师生遇到的

难题可能是共通的。因此,对课例研究进行研

究,其成果可以推广至不同教学班级和多种教

学情境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课例研究是围

绕教材进行的,这意味着教师对教学过程的预

设较多,由于教学流程是提前设计好的,教师

授课会更多地关注教学流程是否能完成,从而

忽视了学生的思考是否真正发生。

中式课例研究围绕一堂课展开,不可避免

地涉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但是,若研究的焦

点由教材内容转移至学生学的过程,或是不同

教师反映的同一教学难点上,那么围绕这些问

题开展的课例研究会使教师产生更多共鸣,也

会让教师更多关注到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过程。

尽管基于教材内容开展的课例研究能够优化

教师教学设计、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促进教师

整体专业水平的提升,但它不利于教师将观察

和研究的重点从自身转移至学生。关注和提

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是课例研究的最终指向。

(二)研究主体同质化

参与中式课例研究的教师和教研员通常

都具有同一学科背景,且面向的学生都来自相

同学段。例如,英语教研员会分为小学英语教

研员、初中英语教研员和高中英语教研员。这

样划分能够拓展课例研究的学科深度[4],但是

也可能会窄化课例研究的分析视角。另外,无

论是教师备课过程还是课后集体反思,相同学

科的教师往往习惯就当前学生所处的学段和

所具备的学科知识来分析学情。例如,初中二

年级英语教师和初中英语教研员在开展学情

分析时,可能仅将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学习的英

语单词和句型作为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事实

上,学生的已学知识并不仅限于此。纵向来

看,学生在小学时或许已接触过相关的英语单

元话题。横向来看,初中其他学科的知识可能

也有助于这一单元内容的学习。由此可见,在

中式课例研究中,若参与人员有同一学科和学

段的背景,固然会使研究的学科性更强、教学

内容的设计更有针对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

造成教研员及教师对学情作出片面分析。

专家引领是中式课例研究的一大特色。

除了教研员,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来自大学的教育研究人员等,都

在课例研究中扮演着专家角色[8]。例如,顾泠

沅倡导的行动教育和叶澜提出的新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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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大增强了大学研究人员与一线教师之间

的跨界合作[9-10]。教育专家在为教师讲解课程

改革内容时,也致力于将改革理念贯穿于每一

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在我国教研体制中,专家

对教师而言是权威的象征。一方面,教师大多

会采纳专家的意见,较少对专家意见进行反

驳。这也使中式课例研究的评课变成了专家

讲座。出于对专家的敬重和对教研员的敬畏,

普通教师遭遇的授课困惑和观课的真实感想

被掩藏起来[11]。另一方面,教师在与来自大学

的教育研究人员开展对话时,由于对教育理论

的陌生和对其科研工作者身份的看重,往往在

评课和反思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

换言之,专家引领虽然从外部为教学改革提供

了资源,但未能从内部唤醒教师改革的自觉。

(三)研究成果呈现形式固化

重视公开课是中式课例研究的另一显著

特点。课例研究团队教师经历备课、授课、评

课等一系列环节后,还会多次磨课,最终呈现

出一堂打磨好的公开课。中式课例研究对磨

课的强调和对公开课的重视是其他国家的课

例研究所不具备的。

对公开课如此重视,是因为它是中式课例

研究主要的成果展示形式。在我国,如果课例

研究团队最终没有形成一节优质的公开课,那

整个研究过程便不具备说服力。无论是学校

内部的,还是校际、区域的课例研究,公开课是

所有参与者都非常期待的一项重要内容。借

由优质公开课的推广来渗透改革理念是公开

课的一大功能。当然,公开课在我国还具有其

他作用。教师承担一定的公开课授课工作,不

仅是一些名师工作室需要完成的硬性任务,还

是与教师的个人荣誉和职称评聘挂钩的重要

指标。应该看到,这种做法有可能使课例研究

沦为公开课的陪衬,从而产生一些为了上公开

课而开展的形式化的课例研究活动,使课例研

究失去了原有的探究意义。还需一提的是,教

师在准备公开课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往往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后,还要加班加点

为公开课作准备。这种“突击式”教学,难以培养

出具有学术视野和社会视野的教师专家[12]。

由此可见,中式课例研究的成果展示如果

仅局限于公开课这一单一形式,那么势必会窄

化课例研究的意义,且导致教师之间恶性竞

争。因此,课例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固化为公

开课,不利于学校领导、教师、教研员及大学的教

育研究人员对课例研究的价值作出正确判断。

  二、 中式课例研究的进展

  (一)理论框架:促进教学设计与改革目标

相融合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引下,中式课例研究的

重点应从对基础知识的教授向发展学习者技

能和培养学习者素养等方面转变[13]。王磊等

人构建了高端课例研究(high-endlessonstudy)

模型,并提出了学生的学科素养框架(subject

competencyframework),具体如图1所示 [14]。

图1 学科素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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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传统的基于主观经验的中式课例

研究,王磊等人的课例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由三名高中化学教师(分

别以字母X、Y和Z代替)和两名专家共同参

与。其中,X和Y根据学科素养框架分别在两

个实验班级完成了第一轮和第二轮授课。Z则

在对照班级,在无框架指引和专家指导的情况

下也完成了两次授课。定性分析数据主要来

自视频资料,其中包括课堂教学录像、课例研

讨视频及学生的课后访谈视频。定量分析数

据则取自三个班级的学生在接受第一轮授课

前进行的书面测试结果,以及在第二轮授课结

束后进行的书面测试结果。首次书面测试的

结果表明,三个班级学生的整体学科素养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第二轮授课结束后学生书面测

试结果对比显示,两个实验班学生经过第二轮

授课后,整体素养水平高于对照班学生。王磊

等人构建的高端课例研究模型,每个环节均指

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黄兴丰等人运用扩展性学习理论(expan-

sivelearningtheory)分析了教师在“数轴上的

数”这一课例研究中的学习过程[15]。其中,课

例研究的过程、对象转化及扩展学习在各个阶

段的循环协同关系,具体如图2所示。为了形

象地描述客观对象(教学内容及课例中的教学

特征)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变过程,黄兴丰等人

借用了“胚胎细胞”(germcell)这一隐喻概念。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课例研究的教师对教学内

容的认识转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

立教学重点。在设计教学目标的过程中,课例

研究对象是碎片化的,即对是先教分数、整数

知识还是先教数轴知识存在困惑,教学内容处

于模糊抽象状态,就像“胚胎细胞”尚未发育一

样。但是,教师接受了扩展性学习理论后,清

楚意识到整数对这一教学知识点的重要性。

第二阶段,首次撰写课例教案。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对数轴上的数这一教学内容有了深入

理解,这时“胚胎细胞”的核心特点得以显现。

第三阶段,对第一次教学设计进行修正。在这

一阶段中,教师的教学重心从对知识概念的讲

授转移到具体的教学方法上。这一步操作进

一步促进了“胚胎细胞”的发育。教师的教学

知识也从对内容的理解走向对教学方法的关

注。第四阶段,教师反复磨课和不断反思。经

过对教学录像的研讨,教师开始采用将PPT制

作成动画的方式帮助学生在数轴上确定整数和

分数的区间。这是教师学习上的一大突破,使

“胚胎细胞”有了具体可视且动态化的教学特征。

图2 课例研究的过程、对象转化及扩展学习在各个阶段的循环协同关系

  (二)教师专业共同体:更新教学理念转变

教学行为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建

立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共同体”有两层含

义:一是指教师与教师组建的教研群体;二是

指跨 界 课 例 研 究 (boundary-crossing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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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组建的群体。这里的“跨界课例研究”指

的是,学术活动系统与学校活动系统的成员共

同参与的课例研究。

教师在发现自己很难将课程改革理念融

入课堂教学时,往往会倾向于借助课程标准多

次提及的语句来分析课程改革要求[16]。然而,

教师由于缺乏对课程改革理念的真正理解,易

在课程改革中出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张

皮”的现象。赵文君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式课

例研究有助于树立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正确认

识[17]。教师在参与课例研究之前,有时会认为

课程改革理念脱离教学实际,但在反复磨课的

过程中,教师开始发现课程改革理念与教学行

为息息相关,并逐步接受和认同课程标准中的

观点,如学生需要通过观察、对比、分析等方法

来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等。张华清和罗少茜

分享了一名英语教师在课程改革背景下是如

何通过课例研究获得专业发展的案例[18]。研

究表明,通过三次教学设计的改进,该英语教

师的教学理念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

为中心”和“意义驱动”。在对新课标的理解和

应用上,该英语教师最初直接使用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来描述教学目

标,但其设计的一系列教学活动未能使教学目

标达成。在此次课例研究中,小组成员的建议

使该英语教师逐步明白了课程标准并不是让

教师用“一刀切”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为教师

提供了可参考的重要教学资源。

陈向明等人的研究发现,教师可以通过参

与跨界课例研究改变自身的思维模式,即从基

于教学结果调整教学策略转变为通过改变自

身的教学价值观来改变教学行为[19]。在跨界

课例研究过程中,教师对所谓“问题学生”的态

度由排斥到理解,其思维的转变主要得益于

“启发性信任(inspirationaltrust)”这一机制的

启动。首先,研究者并不是仅仅把教师视为一

种职业角色向其灌输理论知识,而是将其视为

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即具有自由意志并能为自

己的教学行为负责的人。其次,针对同一个教

学问题,研究者能提供理论支持,教师能叙述

经验故事,两个活动系统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再次,研究者鼓励教师在课例研究中发掘自身

的研究潜能,教师开始正面接受并理解“问题学

生”的状况。这种团体研讨形式使教师专业共同

体中的每名成员都可以从课例研究中获益。

(三)成果展示:形成并推广改革成果

课例研究作为一种促进和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的科学方法,能够助力学校及区域教育事

业的发展[20]。方燕萍基于对上海第二次课程

改革中三所学校课例研究模式的分析指出,三

所学校的共同点在于都希望通过研训一体化

来推动课例研究及教师专业的发展[21]。课例

研究成为了学校加强组织与监督教学的有效

途径。各个学科的教研组负责教学设计,各个

年级的备课组负责执行。课例研究通常分为

四个阶段:首先,学科教研组的教师在第一次

教案设计中将课程标准转化成教学设计及作

业设计;其次,年级备课组的教师在集体备课

中进行说课并听取反馈意见;再次,教师在教

研组和外部专家面前展示修改后的课件;最

后,教师接受专家反馈建议后再次修改课件并

再次授课。

值得注意的是,课例研究还能助力区域层

面的课程改革。安桂清等人曾以上海市杨浦

区为例,介绍了课例研究是如何推动区域性教

学变 革 的,其 课 例 研 究 过 程 具 体 如 图3所

示[22]。这一研究表明:课例研究能够催生变革

愿景,促成课堂教学实践的持续改进,成为教

研团队发展的动力源泉,形成区域改革成果的

辐射效应,等等。首先,区域项目组以工作坊

形式解释教案写作框架,并向项目实验学校传

达项目设计理念。其次,区域项目组的专家及

领导者基于学校的真实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对

一节课进行多轮打磨。再次,试点学校展示打

磨后的优质公开课以供后期完善(这些试点学

校后期将培训其他实验学校)。最后,区域项目

组收集整个课例研究过程的资料并将其发布在

区域网络平台上,以供其他实验学校随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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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课程领导力视角下课例研究的区域研学路径

  在推广改革成果的过程中,项目组改变了

传统公开课的推广形式,从课程视角出发,通
过课例研究从不同层面对教材文本进行设计

和再构。例如,上海杨浦区教育局按照两步走

的策略对项目进行推进:第一步是遵循课例研

究→试点学校→项目实验校→全区所有学校

的培训路径;第二步是积极收集区域内各实验

学校的一系列优秀教学录像,建立区域网络平

台,供教师开展课程与教学研究。另外,课例研

究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和总结出的实践经验,

都以出版物及资源包的形式向全区推广。

  三、中式课例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从经验化走向概念化,注重理论生成

教学变革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学校教师的

课堂实践中。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中式课例

研究,其本质是将教学经验与改革理念有机融

合。教师在共同备课、上课和反思的过程中,

会梳理出一些基于教学经验的概念性知识和

系统性知识,如维持课堂秩序的口令等[23]。这

些抽象化的知识是能被教师群体所共享的,因
而具备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教师在课例研究

中分享教学智慧和教学经验,本身就是帮助自

身成长的机会。未来中式课例研究要响应课

程改革要求,聚焦学生的学习是如何发生的。

为此,教师可以在录课时多关注一些学生视角

的镜头,也可以在小组讨论时用录音笔记录下

学生讨论时的发言,还可以在课后多邀请学生

描述自己的上课感受等。学生完成作业的情

况也可以反映课堂教学效果。就教案设计而

言,教师以往的教案都是预设了学生的应答内

容,今后可在教案中加入其他可能出现的学生

课堂反应,这不仅有助于教师观课,也可作为

教师课后反思的内容[24]。当课例研究的中心

由“教师怎样教”转变为“学生怎样学”时,教师

才不会只关注教学环节,而是尊重每名学生的

思考。

来自大学的教育研究人员通常以专家身

份进入课例研究团队,这对课程改革理念和教

学理论的普及都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三关

注,两反思”模式和“捉虫”“号脉”等概念都是

跨界 合 作 中 教 育 研 究 人 员 提 炼 出 来 的 用

语[9-10]。王磊等人提出的高端课例研究模型,

以及黄兴丰等人运用“胚胎细胞”隐喻概念对

中式课例研究的理论化发展也都具有一定的

贡献[14-15]。中式课例研究蕴含了丰富的教研

文化。陈向明指出,中式课例研究体现了我国

教师对知行合一、实践推理和见贤思齐等思想

的重视[25]。另外,那些体现我国教研文化独有

特征的观念,如师徒制、教学重难点等,都存在

着哪些课例研究理论,是需要教育研究人员不

断研究挖掘的。教育研究人员不但要善于运

用理论帮助一线教师将抽象的课程改革理念

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还要善于从课例研究

过程中发掘出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教育理论

知识。
(二)关注教师情感变化,组建异质专业共

同体

近年来,对教师情感变化的研究,其主题

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情绪劳动和情

绪调节等方面[26-27],而中式课例研究中教师情

绪状态鲜有人关注。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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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类型量表来帮助教师科学客观地认识自

己[28]。学校应为不同个性的教师创造积极、自

由、安全、和谐的教研环境。可见,教师在课例

研究中不应该是被动的客体。只有当外部的

改革要求与教师内心的改革意愿相一致时,课

例研究才是有效的,课程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

处。未来中式课例研究者可尝试通过鼓励教

师撰写反思日记、对教师在不同磨课阶段进行

访谈,以及研究不同教师在参与同一课例研究

过程中的情感变化轨迹等方式,总结教师在课

例研究中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及教师对课例研

究投入程度的影响因素等。教育研究人员和

教研员共同关注教师个体或教师群体在参与

课例研究中的情感变化、了解教师在接收专家

指导时保持沉默的原因、积极探索不同形式的

集体反思和评课方式,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减轻

教师与专家对话的压力,增强教师参与课例研

究的意愿。

除对教师情感变化加以关注外,中式课例

研究者还应意识到组建跨学科和跨学段研究

团队的必要性。一方面,新的课程标准强调了

跨学科教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研

究团队有助于教师了解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

和教学特点。学校内部的校本研修可以使教

师逐步打破学科壁垒。有研究者提出建立基

于主题的跨学科教学共同体的构想 [29]。各个

学科的教师要立足本学科的教学内容展开对

主题的深入挖掘,在保证整体的科学性和互融

性基础上对学科知识点进行取舍。也有研究

者提倡在课例研究中开展贯通学科核心概念

的跨学段教学,强调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

学段学科知识的贯通性和学科能力发展的连

贯性[30]。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课例研究的

时空和地域限制,为跨学科和跨学段的中式课

例研究广泛开展带来了契机。以由上海师范

大学和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负责实施的中

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两国教师通过课例

研究组建了跨文化的教研共同体[31]。因此,借

助视频会议等网络工具,组建中式课例研究的

异质专业共同体成为可能。

(三)成果展示多样化,提升课例研究的丰

富性

教育部门在倡导不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

学生学业成就的唯一指标时,也需要指出公开

课不应成为检验课例研究有效性的唯一途径。

毕竟,课例研究的目的不是打造一堂完美的公

开课,而是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在中式课例研究中,教师通过观察学生课

堂学习事实,并在实践中总结教学经验,可以

实现改进教学方式的目的[32]。在我国教研体

制的助推下,公开课是传播新课程改革理念的

有力途径。然而,并非每位教师都有站上公开

课讲台的机会。学校和区域教育部门都要积

极探索公开课以外的课例研究形式,从而使更

多一线教师积极投身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

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来展示中式课例研究

成果,呈现了其丰富的样态。一是有指向课例

研究结果的,如课例研究报告、教师以课例研

究为主题的小课题结题报告、公开课、大学教

育研究人员针对课例研究写成的论文等。二

是有指向课例研究过程的,如教学反思日记、

课例观察笔记、包含教案和课件在内的教学资

源包、面向学生的访谈笔记、教研员的成长叙

事等。三是有指向课例研究方法的,如梳理课

例研究运用的教学理论、总结开展课例研究的

技术工具、提供实现循证听课的课堂观察工

具、提出检验学生课例前后学习变化的定量或

定性方法等。多样化的成果展示方式,可以从

多角度反映课例研究给现代教学带来的变革。

研究者全面收集课例研究过程中的相关资料,

揭示不同参与者在课例研究中的成长历程,可

以判断改革落实情况,从而使课例研究成为检

验新课程改革效果的重要路径。

四、结语

从世界范围上看,教研制度是中国教育体

系的特色,是中国教育的宝藏[33]。中式课例研

究作为教研活动的重要形式,不仅能帮助教师

在专业共同体中获得发展,还能帮助教师理解

教学改革的初衷及内涵,并将新课程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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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堂教学中。反思中式课例研究现状可

以发现一些不足:研究内容多指向教材研读和

教法设计,参与课例研究的教师大多只具备单

一的学科和学段背景,研究成果的展示形式单

一,等等。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式课例研究的

发展趋势反映出理论生成、教师信念及成果呈

现的重要性。未来,中式课例研究要扎根本土

教研文化沃土,注重概念和理论的生成,关注

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情感变化,积极组建跨学

科、跨学段的异质专业共同体,并从多个角度

和不同阶段探寻课例研究的成果展示形式。

如此,中式课例研究既能为中国教学理论提供

坚实的基础,又能为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贡献

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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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TrendsandProspects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
LessonStudyintheContextofNewCurriculumReform

PENGCheng1,ZENGYonghong2
(HunanNormalUniversity1.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2.CollegeofForeignStudies,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approachtopromoting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Chineselesson
studyprovidesconsistentsupportforteacherstounderstandandimplementtheideasofcurriculum
reform.However,lookingbackattheresearchcontentofChineselessonstudy,theresearchfocusis
onteachingmaterialsandteachingmethods,lackingtheattentiontostudentslearningprocess;More-
over,theresearchbodies,namely,theparticipantsofChineselessonstudypresenthomogeneity,who
usuallycomefromthesamesubjectandthesamegrade;Inaddition,thepresentationmodeofthere-
searchresultsisrelativelyfixed,whichismainlyintheformofopenclass.Underthebackgroundof
curriculumreform,Chineselessonstudybeginstoincorporatetheoreticalguidanceintheimplementa-
tionofreformobjectives,payattentiontoteachersattitudetowardscurriculumreform,andseekdi-
versifiedwaystodisplaytheresultsoflessonstudies.Intheprocessofinheritingthelocalclassroom
teachingtradition,Chineselessonstudyconstantlychangesthestructuralrelationshipwithinthepro-
fessionalcommunity,updatesteachersbeliefincurriculumreformandfinallychangesteachers
teachingbehaviors.Inthefuture,researchersonChineselessonstudyneedtoactivelyseekthecon-
ceptualizedandtheoreticalexpressionofteachersteachingexperience,establishheterogeneousre-
searchteamswhileunderstandingteachersemotionaldevelopment,andexploreitsdisplayformsfrom
multiple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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