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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研究发现，反思性教学理论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实现教学实践合理性的有效途径。介绍了

该理论指导下，在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Ｌ２写作实践中实行反思性教学取得的效果，进而认为，行动中反思和
行动后反思都能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前者产生实践性知识指导教学，后者产生理论性知识指导下一步教学和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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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２００７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
《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

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

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新的教学模式应……有利于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

积极性，尤其要体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要求》首次将对教师的评估

纳入教学评估的范畴，说明“对教师的评估不能仅仅依据

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应全面考核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手

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效果等”。我国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入“反思性教学”理论以来进行了一
系列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那么，在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

英语教学中又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教学理论提升教师的教

学能力，实现教学实践合理性，达到“教学既着眼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让学生充分发展，消解‘教师中心’；又要注意教

师自觉性的发挥，通过自身各方面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发

展，消解‘学生中心’”（熊川武１９９９）呢？本文试图以中国
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 Ｌ２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反思性教学
理论对教师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基础

关于“反思性教学”（也称“反思性实践”），国外研究

最早始于美国教育哲学家 Ｄｅｗｅｙ（１９３３）在 ＨｏｗＷｅＴｈｉｎｋ
一书中提出的“反思性思维”概念。后来，美国思想家

Ｓｃｈｏｎ（１９８３）在其著作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中提出，
反思是专业工作者在其工作过程中能够建构或重新建构

遇到的问题，并在问题背景下进一步探究问题。我国学者

熊川武（１９９９）在洛克（Ｊ．Ｌｏｋｅ）、斯宾诺莎（Ｂ．Ｓｐｉｎｏｚａ）、杜
威等人的基础上对反思性教学论进行了“反思性”的解读，

将反思性教学定义为：“反思性教学是教学主体借助行动

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

面的问题，将学会教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ｔｅａｃｈ）与学会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ｌｅａｒｎ）结合起来，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
性，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的过程。”王映学等（２００６）认
为，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监控、教学

体验等方式，辩证地否定（即扬弃）主体的教学观念、教学

经验、教学行为的一种积极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这些定义

我们不难看出反思性教学的本质属性，即通过反思，提出

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

在Ｓｃｈｏｎ（１９８３）看来，反思分为两种：行动中反思（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和行动后反思（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行动中反思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不断对
他以往经验中不符合的、未曾预料的问题情境的重新建

构；行动后反思是个体对已经发生的行为的回顾性思考，

其中也包括行动中反思的结果。行动中反思产生实践性

知识，行动后反思产生理论性知识。Ｓｃｈｏｎ（１９８３）更强调
行动中反思，他认为其产生的实践性知识更重要。美国学

者Ｂｒｕｂａｃｈｅｒ（１９９４）则认为，反思性教学实践可分为三类，
一是实践中反思（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二是对实践反思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三是为实践反思（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综合二人观点，教学反思的目的不仅是回顾过去，
对过去的教学过程进行察觉与质疑从而产生理论性知识，

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未来的教学行动实践。

Ｂｒｕｂａｃｈｅｒ（１９９４）提出了５种反思的方法，即课后备
课、写反思日记、观摩与分析、职业发展及开展行动研究。

其中，行动研究是指为了提高教学实践的合理性、有效性，

增进对教学实践及其得以进行的情境的理解而采取的自

我反思探究的一种教育研究活动，由计划、实施行动、观察

和反思四个环节构成螺旋形循环图的行动研究链，其操作

程序为：（１）收集资料，发现问题；（２）分析问题确定对策；
（３）实施方案，检验效果（王志蔚２００３）。以下笔者就按照
这一程序来探讨在Ｌ２写作教学中如何开展反思性实践。

　　二、反思性教学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

的实践

　　（一）收集资料，发现问题
《要求》规定：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对学生书面表达能

力的一般要求为“能完成一般性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

历、观感、情感和发生的事件等，能写常见的应用文，能在

半小时内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写出不少于１２０词的短文，
内容基本完整，中心思想明确，用词恰当，语意连贯。能掌

握基本的写作技能”。张在新等人（１９９５）和王立非（２００５）
的实证分析结果均表明，我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最突出的

难点是写作内容的匮乏，对应的教学法探讨不够。

此外，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写作具体过程及他们对教

师课堂教学的期待，笔者对自己所教的非英语专业大二年

级２个班同学共７０人在第三学期第一周第一堂课进行了
“关于中国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写作情况”的问卷调查，问卷

涉及学生基本情况、写作过程、教师纠错、对教师写作教学

的建议等方面。结果发现，学生写作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１）基本语法错误（时态、短语搭配、句型结构等）频发；
（２）层次不清，特别是在议论文写作中，没有论点，或论据
不能证明论点，或近似论据反复使用，或说理不深入、泛泛

而谈等，离《要求》甚远；（３）书本知识和实际运用脱节，不
善于利用已经学过的书本知识来解决问题；（４）过分依赖
词典，忽视单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５）不善于总结自己
的错误，过分依赖教师的批改。

（二）分析问题，拟定计划

针对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在第三学期普遍要求通过

ＣＥＴ－４考试的实际，笔者拟定了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第
一周到第十四周为课文教学阶段，第十五周到第十六周为

ＣＥＴ－４考前强化阶段，对ＣＥＴ－４的考试准备则贯穿整个
教学阶段的始终。就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言，应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从词汇、句型、语法、内容、篇章结构等几个方

面有的放矢下功夫。

（三）行动研究

在第一周到第十四周的课文教学阶段，为提高学生写

作水平，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分别是这样进行的：

（１）教师的教学：课文教学中，教师运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重点讲解文中出现的重点词汇，重点句型、短语，语法

结构等，主要通过近义词对比练习、英汉互译练习、句型操

练、选词填空、造句、听写等教学手段来强化学生英语基础

知识；课文总结时，着重点出文中写作方面值得学习的地

方，如分解一些复杂的文章结构，强调写作文时如何使文

章达到连贯（如通过使用连词、提出问题及回答）、如何使

文章中心突出、内容完整（如使用主题句并用事实或理论

论据说明论点），如何充分使用各种修辞方式等等。收到

学生习作后，教师在批改过程中通过教学日记的方式记录

下学生容易犯的错误，然后在课堂上提出来让学生共同探

讨问题之所在，还展示几篇在结构、说理方面比较优秀的

习作让学生学习。之后，通过播放写作强化视频资料，每

次向同学们展示如何选词、写好句子、布局谋篇等。

（２）学生的学习：要求学生每２周写一篇写作习作，其
题目均来自课本后的写作练习。在第十五和第十六周，教

师向学生重点介绍英语四级作文的几种模式，学生通过模

仿并练习英语四级真题作文，自己检查习作中存在的不

足，并组成合作学习小组互相改错来共同提高。

在实行具体的教学行动过程前后及实践中，教师都注

意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并随时反思“如何教会学生有效

使用短语和复杂句式”，“如何使学生的论证更具有说服

力”，“学生反复犯的某一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自己还能

通过什么方式更加深入浅出讲解”等。此外，通过写教学

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教学和学生习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

生取得的的进步及下一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适时改

进自身的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教师还注意随时通过小

型调查活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收集他们的问题。

（四）收集和分析数据

本次教学实践共用时１６周，共收学生习作共计９次
（７次课文后写作练习，２次英语四级作文练习），记录下相
关教学日记４次，小型调查及访谈２次，多次根据学生的反
馈适时调整自己对写作的教学行为，特别是加大了对议论

文体写作的讲解及练习力度。

相关资料分析显示，一个学期的写作教学过程对教师

和学生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１）对教师而言，通过
发现问题－拟定计划 －实施检验计划 －反思这一轮轮的
过程，教师比较容易找出课本内容和水平考试的契合点，

将自己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通过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教

学手段结合起来，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合理性。（２）对学
生而言，对比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学生写作发现：在语言层

次上，所犯的语法和选词错误减少较显著，不少学生开始

尝试将课文内的短语和重点句型在作文中灵活使用；在篇

章结构上，大部分学生从一开始的文章结构不合理、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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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彻、选例不恰当、论证不有力、内容不完整转为开始能

把握议论文体的写作方法，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基本上都

能写出基本符合《要求》的文章。多种教学方式的使用让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写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课文中所学

的写作相关的内容开始逐渐融会贯通；他们开始积极反思

自己的学习进程和结果，并敢于提出疑问向老师质疑。通

过合作学习、小组互评机制，学生们逐渐明朗自己的不足，

并针对不足主动寻找弥补的方法。

（五）评价结果

虽然这次将反思性教学理论运用于写作教学中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学

生写作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那么，是否可以在大学生

入校学习英语之初或更早就开始努力？教师，学校及学生

自身又该如何做？除学习者不可控因素（学习者性别、性

格、年龄、语言环境、教学氛围等）外，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

提高受到学习者可控因素（如学习动机、观念、策略）等的

限制，那么，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写作能力的？这次将

理论付诸实践的经历给了笔者太多的思考。

三、结语

通过这次严格遵循反思性教学的操作程序的教学实

践，笔者发现，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Ｓｃｈｏｎ（１９８３）所提出
的“行动中反思”和“行动后反思”的区分其实只是按照反

思发生在教学之先还是之后而言的，并未有孰轻孰重之

分，它们两者对整个教学和教师成长过程都是同样重要

的。教师通过“行动中反思”，不断解决以前和当下自身教

学实践中面临的困惑和问题，产生实践性知识；通过“行动

后反思”，教师能够对已经实行的具体教学行动进行再判

断、再思考、再评价，并找到自己下一步教学行动的走向和

可能就此发现值得进一步科研的问题，产生理论性结果，

用以指导下一轮“行动中反思”。在整个反思性教学过程

中，教师都立足于探究和解决教学问题，力求找到在教学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策略。教师通过反思可

以发现新问题，进一步激发自己的责任心，并在不断改进

教学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不

断的理论探索中，把自己锻炼成学者型教师，从而改变凭

经验教学或简单重复教学的现象。这恰如美国心理学教

授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８９）所提出的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 ＋反思 ＝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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