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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互助听课中促进

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①

何文娟
（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２）

摘　要：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迫在眉睫，“听课”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传统的听课制存在诸多弊

端。鉴于传统听课制的诸多弊端，本研究提出了“同事互助听课”的新模式，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起到了既能提高教师知

识更新的积极性又能增强教师的研究意识和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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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改革的不断深入，外语界越来越认识到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走进课

堂听课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高校外语教师之间的听课只停留于形式，收

效甚微。本研究立足于本校，对如何听课以及听什么进行探讨，指出传统听课制的弊端，并提出新型的

同事互助听课模式，以期对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有所裨益。

１　传统听课制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外语系部的老师进行了调查和访谈，结果表明：８５％的老师抵触听课，“害怕院级和系部领

导来听课，担心留下不好的印象”；１０％的老师认为“只欢迎平时较熟悉的同事来听课”；只有５％的老师
认为“不怕同事来听课，反正我准备充分”。由此可见，教师害怕被听课主要在于评价思想的消极影响，

“因为听课的传统指导思想是对教学进行评价，听课关系到教师的声誉和影响。”为了获得好评，讲课者

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须承受这种受评价的被动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其结果必然是

教师对听课的抵触和害怕［１］。传统听课制的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其形无其实。教师之间的听课往往是为了应付学校、系部的检查，因此，常流于形式，听课

目的不明确，缺乏客观的听课手段和描述方法，记录本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照抄被听课人的授课内容，

评价也很笼统，而且同事之间的评价往往都只说表现好的地方，很忌讳指出不足之处，一般的评价就是

“课堂很活跃，学生积极发言！”“课堂很有趣，有意思！”“很好，不错！”而没有明确的客观描述和具体的

主观评价，比如“课堂有趣”体现在哪部分、起到了什么作用。

第二，有其量无其质。学校和系部会规定每位教师每学期必须达到一定的听课数量，以此来督促教

师主动听课，但很多教师往往没有去听课，为了达到数量，就抄其他同事的听课记录本，这样的听课记录

对人对己都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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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同事互助听课模式

图１　同事互助听课模式

鉴于传统听课制的以上

弊端，本研究提出“同事互助

听课”的新模式（如图 １所
示），以期能改变旧观念、抛

弃陋习，进一步提高教师的

听课效率。同事互助是指教

师之间通过对话、互动与合

作，对彼此都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和讨论，并以此来精

炼教学技能、解决教学问题、提高专业水平的一种活动［２］。本研究中的听课模式以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收集信息式的听课方式为基础，同时借鉴目前外语教学界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并结合笔者所在

学院的管理制度等。该模式以“互惠互利”“平等合作”为原则，旨在“帮助对方收集那些对他们有用但

自己却收集不到的信息”，听课活动采取自愿为基础、二人合作、交换听课的方式［３］。他们首先在观念

上使听课与评价脱钩，听课者只为对方收集信息，课后不会随意发表自己的观感，而是让教师之间就收

集到的信息充分平等地交流、切磋和讨论。

在每次听课前就先确定听课重点，比如，本次听课的重点是关注授课模式还是课堂活动形式，是重

点关注该教师的专业水平方面还是关注学生的参与程度。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有的放矢”去听课，

才知道自己“要听什么”“要记什么”，才能实现听课的最终目标。

在制定听课记录表时，我们首先参照 ＥｓｔｈｅｒＲｏｍａｎｉ在１９８７年为英语教师实行同事互助听课制所
提供的基本方法和听课框架［４］，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设计了《同事互助听课客观记录表》（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同事互助听课客观记录表

听课人姓名： 被听课人姓名：

Ａ．被听课班级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Ｂ．听课重点（听课前思考并确定，你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Ｃ．教师方面：

１．教师的开场白：是否吸引学生注意力？与课是否有关？

２．列出教师的教学活动：

３．该教师的个人风格：

Ｄ．学生方面：

１．学生对教学内容是否活跃？

２．学生的参与度？

Ｅ．你赞同该教师教学中的三点做法，并打算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１．

２．

３．

同事互助听课为同事间相互分享经验提供了机会，主要有三大步骤：听课前交流、听课中记录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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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讨论。首先，听课前要进行充分交流。听课人要主动与被听课人联系，了解该教师心情、课程特点、

授课对象等等；思考并确定本次听课的重点，并就此重点想好几个相关问题。然后，在听课中要认真听

课，认真填写听课客观记录表；听课人只是观察者不是参与者，不能干涉课堂活动。最后，听课后进行讨

论。听课人不能一听完课就立马给出反馈信息，因为听课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整理听课材料、思考教

学行为。在听课后３～７天内要开展听课讨论会，听课人不是随意发表自己的主观看法，而是向被听课
人汇报收集到的课堂信息，话题要围绕听课记录表，要针对教学过程具体的描述而不是抽象的泛泛而

谈，大家共同进行分析，以改善教学效果。

３　同事互助听课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调动了教师知识更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事互助听课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教师要实现自我

发展，就必须主动参与到自己教学行为的研究中来，对教学行为问题的聚焦会促使教师不断加以改善。

“教师们是自己职业发展的主要发起者。他们的探索精神，他们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自我反思的愿望以

及寻求其它教学途径的可能来自于教师本身。这种精神，这种愿望不能受之于外界的强迫并且受到某

些主观评价标准的衡量。”［５］

第二，增强了教师教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一般来说，“教学行为可分为两种，仪式性教学行为与

原理性教学行为。”［６］前者指的是教师只是进行纯粹的机械性模仿，没有思考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也

不做研究；后者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行为中所体现的教学原则都是有意识的，会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不断思

考和研究，进而调整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因此，教师的教学行为属于哪一种性质取决于该教师能

否发展自我教学能力。同事互助听课制中有明确的目标，制定了听课客观记录表，对教学实践进行观

察、反思和研究，最终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进一步指导教学实践，然后重新开始教学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产

生新的理论和方法，如此循环反复，促使教师不断实现自我，提升专业发展能力。

４　结语
同事互助听课制以平等自愿为基础，整个过程以收集教学行为信息为主，是同事间一种“互惠互

利、双赢”的活动，听课人可以从对方的教学行为中收集自己需要但在自己课堂上收集不到的信息，被

听课人从他人眼中了解和反思自己的教学，并根据反馈不断完善自我。总而言之，同事互助听课既有利

于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又能进一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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