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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堂行动研究之研究 !

+++一项基于形成性评估反拨作用下的研究

殷培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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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针对行动研究教师对个人课堂听力教学行为进行持续性反思的过程进行跟踪访谈!即对教师个体课堂行动

研究这种行为进行再研究$ 研究发现!受访教师对于行动研究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从模糊认识到清晰反思的变化'教师

的行动研究是将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有效结合的过程$ 由于学生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用!授课教师对自己的课堂听力

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动性得以凸显!这是行动研究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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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行动研究是授课教师对教学实践中实际存在的课程问题进行个人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在实践

教学中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对新的解决方案实施并进行反思的过程#通过教师反思#实现对教学实践活

动正向的反拨作用& 这一过程中始终遵从的原则就是)教师即研究者*这一理念#突出教师作为教学过

程主体的地位'%(

&

%5研究现状

从行动研究于 %"++ 年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柯利尔就给出了行动研究基本的也是唯一的

定义!实际工作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研究即)行动研究法*& 而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勒温给出了系统的论述& #$ 世纪 ,$ 年代行动研究被引入教育领域#2$ 年代中期斯腾豪斯提出的)教师

即研究者*有效地解决了教育研究中固有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问题'#(

&

形成性评估自引入教育领域以来受到了很多教育者的重视#出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B)AIS# MNEe

H)PW>N0B0就行动研究提出了 , 条实施原则!行动研究的基础是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行动研究的目的是

为了让教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行动研究能从多角度透视教学.研究过程是由授课教师直接进行掌控

的.行动研究的研究范式倾向于合作'+(

& 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对相关理论的引介和对教师行动研究在

各个教学领域中的应用进行描述分析上& 事实上行动研究是把教育者和研究者身份进行统一#这一点

也是行动研究的基石#更是行动研究重要性的体现#只有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身份统一了#才能真正来源

于实践并对实践有新的指导作用& 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在行动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教育者一线

的教师对于行动研究是否有清晰的了解0 实际教学过程中行动研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0 进行行动研究

的教师实际授课时是否能够通过对自己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对教学行为进行修正0 针对上述问题#通

过研究试图找到相关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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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特视角

通过对形成性评估教学中实际授课教师的访谈#就授课教师在其本人的听力教学过程中作为行动

研究的实际操作者和执行者这种双重身份下行为的记录和观察#而后对其行为进行访谈并分析& 整个

研究过程即行动研究之研究& 这种视角更好地给行动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借鉴的操作路径#并且以个

案研究的方式集中了研究靶心#对行动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实际操作有更好的示范作用&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行动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学生和教师自我行为#教师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修正个人的教学方案#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本文中新的独特视角即行动研究之研究的研究对

象是作为行动研究主体的教学者及其行为#行动研究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修正个人行动研究的方法策

略#以期为之后的行动研究范式给出新的操作路径&

+5研究过程

以学期为单位要求学生对个人听力学习情况给出评估成绩#授课教师在学生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

用下对个人听力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反思#这一过程中重点强调对授课教师的课堂行为进行外围的观察

和记录#并以学期为单位进行三次访谈#但是在观察和记录的过程中不就其授课过程%方式%效果做出外

围评价#只针对不同时段设计相同的阶段性的或是不同的访谈内容#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

行动研究中教师行为的本原化#保证行动研究之研究这种研究路径的精准性&

西北民族大学的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授课是每周 3 课时#课程设计中包含读写课程与听说课程#授

课教师为同一授课教师& 在项目实验中#在学生对自己的听力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形成性评估的同时#教

师对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每三周给出一次评分& 在整个形成性评估的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对行动

研究的主体进行为期一学期三次的访谈#而后对访谈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访谈的内容如下!

%$你对行动研究这一概念是如何理解的0

一开始对于这一问题#受访教师的回答是行动研究是对教师行为的研究& 对于谁是研究者这一相

关问题#受访教师认为研究者应该是他者#而非本人& 据有关调查#我国高校教师中只有 ,*!_的人熟

悉行动研究'3(

&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教师对于行动研究还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对具体的定义和研究范

式还是缺乏细致的了解& 在对受访教师进行相同问题的访谈时#教师给出了非常精准的答案#这说明教

师作为行动研究的主体#作为教学中的主体对教学以及学术问题是有获取的倾向性的& 在学期末对同

一问题进行访谈时#受访教师更多谈及的是在行动研究这一过程中的个体反思的螺旋式上升这一过程#

尤其是对于本学期听力教学的一个反思过程& 这说明当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后#教师对个人教学行

为进行了更为主动的反思#并积极投射到个体的教学行为中&

#$在你教学的过程中#你认为存在相关的行动研究吗0

受访教师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是持否定回答的#但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阅读和思考#在学生的形成

性评估进程过半也就是第二次访谈时#教师对于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受访教师认为#个人在教

学过程中存在不同方式的反思过程#课后会认为今天的课上得好或上得不好& 而后这种反思之后会对

自己的教学过程产生影响#比如下次上课时这个听力活动要怎样设计#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听力背景

等& 从受访教师的回答可以看出#教师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是存在这样模糊的研究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会

投射到自己的教案和教学任务设计中#但是并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行为是发生了#但是行为本身

缺乏系统性%理论性& 这实际上就是课程行动研究的模式#只不过这种以改进实践为目标的行动没有上

升到发现教育规律的高度#缺乏相应的理论高度#教师主观上没有把这样的行为划归到科学研究的范畴

中#事实上这种对自己教学活动的理性反思和对这种反思的分析即为行动研究& 第三次访谈时#受访教

师开始对自己的教学行为的反思进行分析#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从这种变换可以看出受

访教师对于行动研究从模糊到清晰的变化#从个体模糊行为到科研明晰靶心的转变&

+$你认为学生的形成性评估对你实际的听力教学有影响吗0

这个问题是第二次访谈中加入的新问题#访谈的目的是为了从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用和行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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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受访教师认为学生的形成性评估对个体听力能力有一定的反拨作用& 实际教

学中#因为学生对于个人听力能力的重视和实际行为的要求#在听力课堂上的积极性更高#课堂教学互

动性良好#完成听力任务质量更高& 受访教师认为形成性评估对实际的听力教学是有影响的& 为了更

好的对影响本身有一个直观的掌握#教师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并整理后做了 ?D??分析& 在第三次访谈

中#受访教师使用了 ?D?? 数据分析结果来支撑自己的结论#其认为日常教学中学生的学对教师的教本

来就是有影响的& 但学生在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用下形成了对课堂听力教学更高的要求#学生更在意

自己听力课堂上的表现#这就促使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课堂设计%授课过程中任务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度

反思& 事实上行动研究是以改进实践为目的的#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授课教师为了达到更好的实际教学

效果进行了以改进教学效果为目标的课程行动& 教师不单是)教书匠*的角色#而应当兼起研究者和行

动者双重角色',(

&

3$在了解行动研究之后#你对自己的听力课堂教学是否做出调整#做出哪些调整0 为什么0

这个问题设置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谈中& 对于这个问题#受访教师认为在对行动研究有了清晰的

了解后#自己适时调整了个人授课计划#比如对课堂听力任务给出了层级性更为明显的%任务更为多样

化的教学模式#课程设计更丰富#授课效果发生了变化& 在第三次访谈中#受访教师重点谈到了自己对

听力课堂教学进行的书面反思#并就反思中出现的教学问题提出改正方案#在实施过后对教学方案的实

施再进一步反思#实现了行动研究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且自己在这样书面反思的过程中找到了撰写

论文的视角& 受访教师还提到#为了更好地设计课堂教学任务#主动重新阅读了听力教学的原则%听力

教学的重点%听力教学的基本模式等相关教学的论文与书籍#达到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授课教

师的访谈和对其教案的对比发现#在学生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用下#授课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教学

设计进行了反思#并改变了原有的程式化的听力课堂教学设计& 这说明受访教师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

首先实现了对自己教学实践的突破#从其撰写论文的行为中可以看到行动研究搭建了教学实际和科学

研究之间的桥梁& 课程行动研究这一模式更好地解决了教育领域中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脱节的困境&

课程行动研究主要基于)教师即研究者*这一理念#是课程理论与实际教学情境不断对话的辩证循环

过程'&(

&

35研究结论

在对受访教师三次的访谈中#受访教师对于行动研究的认识和理解有了一个从模糊认识到清晰反

思的变化#从一开始的个人模糊理解到照搬教条的理解再到个人反思过后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清晰化的

脉络& 从行动研究之研究这样全新的视角可以看出#教师的行动研究是将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有效结

合的过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教师需要一个助推力#也就是让教师有一个主动进行行动研究的平台&

在本次研究中由于学生形成性评估的反拨作用使得授课教师对自己的课堂听力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正是在这种反拨作用的推动下#教师的主动性得以凸显#这是行动研究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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