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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思是教师提升自身专业发展水平与改进教学的重要路径，其重要机理在于反思通过评价巩固与完善教

师的知识结构的同时，丰富与提升教师的教学经验，进而革新与完善教师观念及其支配下的教学言行，

同时借助多重立场的反思为自身的发展赢得空间。在反思的审视、监控、评价与筹划下，教师的教学观

念与教学言行持续不断地向有利于学生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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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l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
ing. The important mechanism of reflection is to enrich and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while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 should use 
multiple reflection to acquire space for their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reviewing, moni-
toring and planning of reflection, teachers’ teaching ideas, teaching words and deed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the direction of being good to students’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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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是影响儿童发展质量的最为重要的群体，教师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培养儿童的活动。教师的一言

一行都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为此，教师必须通过反思对自身的知识、观念、能力、技能及

言行进行辩证与科学的评价，以确保自身以上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进步的、积极的而不是滞后的、消极

的。反思是教学及师生发展的动力与调控机制，师生的有效发展离不开其持续的、具有评价性的反思。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未经反思与评价的教学也是难有改进的。 

2. 教师反思评价性的内涵 

一般而言，反思是个体立足自身之外对自身经历、言行及观念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反思可以分为

主动反思与被动反思，主动反思是个体主动将自身作为观察与思考的对象或客体，亦称反转意义上反思。

被动反思则是个体因在生活、学习或工作中遭遇挫折、遇到困难而从自身找原因或被动思考自身，也可

称为反射意义上反思。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反思也存在这两种情形。我国古代《学记》中的“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返，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则蕴含被动反思

的一面。由于在个体反思中蕴含着对自我的评价，而评价的深度与价值又与个体评价的依据、参照及认

识能力相关。因此强化反思的评价性能极大增强反思的效果。反思及其具有的评价性能促成个体的自我

持续改进。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古代至今，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助产术”，柏拉图的

“学习即回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都蕴含反思的思想。及至近代，洛克将反思视作“思维的思维”，

“思想的内部运动”，“自我心理的反观自照”，在这种运动与反观自照中，将内心活动、内心世界作

为认识对象，心灵从这种认识中获得不同于感觉得来的观念[1]。而在我国古代，也极为重视反思的价值，

孔子、曾子、孟子等都曾以反省一词指向反思。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2]其所指的温即有回忆、思考与评价的意思。即学了知识不去评价、不去省悟是

不会有收获的。而不学习只是凭空思考只能导致精神疲倦。曾子则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3]则在强调反思重要的性的同时，指出了思考与评价的内容及在为

人、交友、学习等方面的依据。可见，自古至今，人们将反思理解为回顾过往的经历、言行，回忆所学

的知识并对此加以思考与评价以便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或蕴含的道理。这种思考包括直接的思考自己，

如通过对自身经历的主动回顾、回忆来审视自身，通过观看自身某活动的录像来观察自己、通过照镜子

来端详自己等。也包括间接反思，如为了印证或验证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审视自己、由于失败或成功而

从自身找原因等。在思考自身的过程中，为确保反思的生产性与科学性，反思必然不可避免的具有不同

层面、深度与场域的评价性。西方近现代一些社会学家如布迪厄、福柯等在更广阔的视域已然关注了反

思的评价性。布迪厄通过对不同学者关于反思性考察，建立起其独具特色的反思社会学理论与实践[4]。
布迪厄认为反思者的知识局限性、其所处的学术场域、在社会中位置影响其反思效果。而若增强反思效

果则需要通过反思者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福柯则从生命与政治的视角探讨反思的社会制约性，

认为反思受知识与权力、主体与权力的关系的制约[5]。 
由此，我们可以将教师的反思评价性定义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据社会观念、教育法规、科学的教

学观念、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通过立足自身之外的外部的审视与内隐思考而对自身教学言行、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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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念及相关因素所进行的系统深入的思考与批判性的考量。这种评价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通过多

种途径，如教师在备课时斟酌即将呈现的教学知识、课堂言行、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影响；

授课时借用自身的教学敏感性对自身正在进行的教学言行进行时刻的监控与评判；课后借助回忆审视自

身每一言行及学生课堂中的每一表现进行审视与体悟等。 

3. 教师反思评价性的价值 

在教育中，师生只所以需要反思，是因为反思所具有的对行为及衍生的经验的回忆、保存、评价、

优化与提升的价值，但反思的价值会因评价的深度、广度及依据的标准差异而会有因人、因度、因时、

因事的差异。反思评价性的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反思性评价可以促成师生发展的主动性 

师生的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与探索是反思的前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变的教学与学习行为消

解的反思的价值与意义。因而，经常反思的教师不仅通过反思的评价性从发生过一切中筛选经验与感悟

道理，同时也确保未来言行日益科学与合理。师生越是反思与评价，越能巩固、扩充及优化其已获得的

专业知识、越能发现其在教学中的问题，其主动发展与自我改进的意愿就愈强烈，其发展的效率与质量

就越高。 

3.2. 反思评价性确保师生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 

反思中的评价性是有方向与参照的，思考方向与参照选错了，反思不仅无益，甚至有害。因此，反

思只有依据科学的标准与合理的参照，才能确保反思的合目的性、合道德性与合科学性。有些教师反思

时仅考虑如何利己，而品格高尚的教师反思时虽有时思考自身言行利己性、但更多地会考虑其的利他性，

考虑其对学生、学校、社会、国家、民族甚至对世界的影响，这样的反思无疑是必要且有价值的。反思

也是有目的或目标的，如基于自身言行改进的反思、基于教学效率提升的反思、基于其对人生意义探究

的反思、基于任务完成或目标达成的反思及对自身行为是否符合某种标准的反思等。 

3.3. 反思能保证师生发展的有效性 

反思不仅帮助思考者保存、巩固、优化及完善所获得的一切，同时也促使反思者今后的知识、观念

与言行日益科学、合理及教学与学习行为更加有效。例如一名教师的教学成就平平，但在参照他人建议、

学生的需要、自身教学中的问题反思后，对其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了全面优化，

不仅注重教学中的情感投入，同时关注学生学习个体差异、强化学生间学习合作与采用目标激励等，从

而使教学效率大大提升。又如一名学习平平的学生在针对自身的学习问题、学习方法进行反思后采用科

学的学习方法、借鉴他人的学习经验、注重作业或考试时写字工整等，从而使自身学习效率极大提升。

由此可见，反思是师生教学效率持续提升的动力与契机。 

4. 教师反思的评价性在教学中运用 

在教师自身发展与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始终保持对自身及学生学习表现的关注。在关注中教师

应始终秉持对其所观、所感一切的评价与思考。在评价与思考中，教师发现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多个视角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 

4.1. 教师运用反思的评价性发现教学问题 

反思可以确保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次发生时有所改变，而促成这种改变的则是反思的评价性。如果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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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反思是个体对已有或已发生、正在发生教学事件的回视，而反思的评价性则是个体借助自身的感受

性、判断力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评判，进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借助

反思的评价性预判、觉察与发现教学中可能、正在或已在的教学问题。当然，问题发现多少、理解多深

受教师知识广度、深度、理解能力与视角的影响，而以上又会受教师反思意识强弱及在反思的驱动下自

我提升程度的影响。正如舍恩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自动跳出来送到实践者眼前的赠品，它们需要实

践者主动地以复杂、疑惑和不确定性的事件为背景进行重新构造，从而得出相应的问题结论”[6]。维基·库

伯勒在大量的教学实验基础上发现，一些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具有明确的反思倾向，而一些具有一定教学

经验的教师反而比较缺乏一种明确的反思倾向。拉博思凯对此的解释认为[7]，刚入职的新教师对周围情

境较为警觉，倾向于提问“为什么”，而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则按照常识或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倾

向于问“怎样”或“结果怎样”之类的问题。因此，拉博思凯将前者称之为“警觉的新手(Alert Novices)”，

后者则称之为“常识思考者(Common-sense Thinker)”，警觉新手反思中的评价意识比常识思考者(部分不

善反思的有经验的教师)评价意识更为强烈。借助反思的评价，警觉新手会经常问自己应该怎么备课、上

课、布置作业、辅导学生，而后者则已有了固定的套路，对教学中问题也视而不见或见惯不惯。因而强

化有经验教师教学的反思性与评价性有助于其觉察教学问题。 

4.2. 教师运用反思的评价性持续化解教学问题 

借助反思性评价发现教学问题是反思的初级层面，而解决教学问题才是反思的主旨所在。教师由于

受其知识视域、权力地位、智慧与道德水平的影响，在面对教学问题时的态度与决断能力会有不同。担

任领导职务教师与普通教师、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在面对教学问题的决断力与执行力上会有很大差别。

前者在解决问题的勇气与果断性上要强于后者。而深层次的反思与评价则可以缩小这种差异。如普通教

师与新手教师可以在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考量下借助教师群体的反思与征求领导的意见增强反思的科

学性及获得解决问题的勇气与智慧。例如教师在面对学生间学习成绩巨大差异时，在参照名师的应对经

验、征求领导建议的前提下，果断采用小导师制、小组合作学习、问题跟踪、分层作业、情感关爱等方

式缩小学生间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的差距。而教学中每一问题的深层次的解决又会增强新手教师的反思

与评价能力，提升其解决问题的勇气。某教师在中学任教英语，虽是新手教师，但由于当时敢于在教学

中在面对教学问题时大胆创新与变革，遵循高速度原则、小组合作学习、学生作业互批、词汇语法过滤

学习法、系统归纳法、具身认知学习法等教学策略，使所任教班级的英语学习成绩大幅度提升而抵挡住

了来自学校领导的质疑与压力，进而为自己此后的教学反思与决策赢得空间，自身教学的反思与评价水

平也得以持续提升。因而，借助反思的评价性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教师自证其身的过程。在参照国

家教育政策及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教师深度反思应成为教育教学优化与变革的内在动力。 

4.3. 借助多重立场反思性评价为教学变革赢得空间 

教师的教学变革不仅仅是教师个人职责并由自身决定，而是受教育政策与社会观念、学校管理、所

在教师群体教学习惯及学生的学习现状的影响。当教师的教学决策与以上方面发生冲突时，教师的教学

决策必然受到限制甚至打压。因此，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时不能仅仅站在个人立场进行，而应从教育政策

制定者、学校管理者及学生的立场进行反思与评价，当教师发现教育政策与教学实际有偏差时，理应向

政策制定者表达自己的看法或主动提供有关教学实际的信息；当教师觉察到学校管理决策存在问题时，

应主动提出质疑或建言献策；教师应在了解学生学情的前提下，反思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困境及其成因

并寻求有效解决策略。这样教师的反思不仅可以为自身的教学决策赢得政策与管理上的支持，同时也能

即时发现自身在教学、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加以弥补与优化。这样教师不仅成为课堂教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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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主体，同时也成为了教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学校管理的调控者，学生学习的合作者，更成为一名

在更广阔视域、站在多重立场进行反思的自我改进与提升的专业进取者。在以上反思中，教师对自我及

其教学的内在反思与自省是前提，它确保教师是持续自我提升与改进的有智慧的理性人，而不是犯上作

乱的胡搅蛮缠。而米德在其“三喻文化”中的后喻文化主张的师生“对话”则是提升教师智慧与理性重

要路径，而师生“对话”亦可拓展至教师与教育政策制定者、与学校管理者、与同事及学生之间的对话，

而这种对话在促进对话主体相互理解、相互促进而同时，也为个体行动与决策赢得空间。 
总之，教师反思的评价性是教师借助反身性的思考优化自身教学观念、改进自身教学行为、发现与

解决教学问题、提高教学效率及提升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同时也帮助教师以一名具有理性、智慧

的教育实践者融进教育的宏观决策、中观学校管理与微观的课堂教学决策与变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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