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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教师课堂观察程序及视角分析 ①

张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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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观察是现代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临床意义的有效模式。新手教师应使用课堂观察这种模式促进专业发
展。根据库伯的经验学习理论，给出新手教师课堂观察程序的六个阶段，并从专长的角度分析相应的关注焦点和观察视

角。专家教师的教学专长作为新手教师的间接经验，按分阶段、有步骤的课堂观察操作程序，经过实践反思上升为新手

教师的教学知识、技能，促进新手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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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教师所处的专业发展阶段不仅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一个关键时期，而且是一个充满困难和考验的过渡时

期。入职阶段遇到的困境与问题的解决情况，不仅决定

着教师的教学效果，而且还会对其专业发展进程、教育教

学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产生长久的影响。

１　研究现状
新手（Ｎｏｖｉｃｅ）教师与初任（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教师都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一般指完成了职前的教师教育，获得了教师

资格证书，并从事教学工作在５年内的中小学教师。Ｂｅｒ
ｌｉｎｅｒ（１９８８）认为，教学专长的获得至少要５年的工作经
验，或１００００学时的课堂教学实践。根据教学专长发展
的阶段理论，新手（Ｎｏｖｉｃｅ）教师成为专家（Ｅｘｐｅｒｔ）教师，
一般要经历１０年的发展［１］。

１．１　新手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课堂管理、

课程实施、与学生及家长的关系、教学突发事件的应变处

理等。需要创设合理的发展模式或环境，帮助新手教师

尽快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使其顺利成长为熟手教师，直

到专家教师。教学专长是专家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

技术和特殊能力，是衡量教师专业成长状况的重要标志。

调查发现，小学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需求是教

学技能，提高教学技能的最重要途径是实践［２］。教学技

能的发展过程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断进行实践练

习、反思体悟和修正完善的过程。

１．２　课堂观察理论与工具的研究开发现状
课堂观察（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顾名思义，就是通

过观察对课堂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和研究，并在此

基础上谋求学生课堂学习的改善、促进教师发展的专业

活动。课堂观察要求观察者预先明确观察目的和观察对

象，借助观察工具收集教学资料，并依据资料分析研究教

学过程。崔允誋等将课堂观察框架分解成４维度、２０视
角、６８观察点，指导教师选择观察点与开发记录工具［３］。

与一般的观察活动相比，作为专业活动的观察要求观察

者带着明确的目的，凭借自身感官及有关辅助工具（观察

表、录音录像设备），直接或间接从课堂上收集资料，并依

据资料做相应的分析、研究。

课堂观察就是按照理论与工具规范化的听评课，是促进

教学专长形成的专业活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典型范式。新

手教师参加课堂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个人专业发展，提高

课堂教学水平。

１．３　通过课堂观察促进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里德和贝格曼（Ｒｅｅｄ＆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指出，职前和初任

教师可以恰当地运用课堂观察、参与和反思等方法来吸

取知识与经验，获得有效的教学技能，进而不断提升自身

的专业水平，成为合格教师［４］。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阶

段理论，里德和贝格曼所指的初任教师即新手教师，合格

教师则是熟手教师。课堂观察成为研究新手教师教学专

长发展的技术工具。雷格（Ｗｒａｇｇ）、戴安（Ｄｉａｎｅ）等从学

习的角度重点论述课堂观察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

用［５－６］。他们在课堂观察中引入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

研究方法，并提供丰富的模板用来记录相关的观察、检

查、反思或采用访谈调查等方法收集反馈信息，建立较系

统的分析研究体系。这些研究通常把新手教师当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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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而不是将课堂观察作为新手教师的教育实践

方法，忽视新手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自主调整变化。

崔允誋等从学生课堂学习的改善出发，给出课堂观察的

一般程序，较为详细的课堂观察记录表等工具，建立了课

堂观察的一般模式［３］。

根据目前的文献，国内外相关研究没有给出教师进

行课堂观察的精细操作程序、观察工具和分析研究方法，

也没有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进行区分。在课堂观察

活动中，新手教师的观察视角和关注焦点与其他成员有

较大区别。下面以小学数学教师为例，通过分析新手教

师的课堂观察技术及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符

合新手教师特点的、操作性更强的课堂观察程序和观察

工具，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２　课堂观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顾泠沅老师曾在一次报告中引用一个木匠精工细作

的故事，建议教师要深入研究教学，要做一个专家教师。

作为终身学习研究者的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或模

式，不断改善自己的教学。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工

具之一，课堂观察如何发挥它的精细研究特点？首先对

新手教师的课堂观察程序进行分解。

课堂观察将课堂中连续性事件拆解为一个个时间单

元，将课堂中复杂性情境拆解为一个个空间单元，透过观

察点对一个个单元进行定格、扫描，搜集、描述与记录相

关的详细信息，再对观察结果进行反思、分析、推论，以此

改善教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

课堂观察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反思实践过程。

反思性实践就是教师专业发展主要途径，课堂观察是相

应的一种有效过程。库伯（Ｋｏｌｂ，１９８４）将成人的体验学
习归纳为反思实践过程的四个阶段：具体经验、观察和反

思、概括重构过程、验证［７］。课堂观察由明确观察目的、

选择观察对象、确定观察行为、记录观察情况、处理观察

数据、呈现观察结果等一系列行为构成。按照库伯的经

验学习模型，新手教师的课堂观察同样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循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如图１所示。

图１　课堂观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第一阶段：新手教师根据既有知识经验与专家教师

进行课前交流（集体备课）、试教或观察专家教师的课堂

教学，获得直接领悟的具体经验。

第二阶段：根据观察记录、视频等资料反思理解，对

经验过程回忆、清理、整合，将经验归类、理顺和迁移。

第三阶段：经过整理加工的经验上升为方法和理论，

升华为知识能力。

第四阶段：将获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到新的课堂教学

中，巩固检验知识技能的效果。

如果反思实践过程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在课堂教学应

用得到验证，则固化为教师的教学专长，如果从行动中发

现有新的问题出现，则学习活动的循环又有了新的起点，

意味着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过程。

３　专长维度下的新手教师课堂观察视角
课堂观察与课堂教学前的计划、课堂教学后的反馈

（包括理性反思与教学改进）之间的往复循环，已成为现

代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临床意义的有效模式［８］。新手教师

如何使用课堂观察这种有效模式促进专业发展？

３．１　专长维度下的课堂观察需求
如果课堂观察只凭借观察者的感官及有关辅助工具

（如观察量表、录像设备等）观察可视、可感、可知的直观

现象与行为，那么只能从现象来分析、理解教学过程和教

学活动所发生现象的本质。师生作为课堂活动的主体，

其心理情感等内在特征的变化，在现有的课堂观察中并

不能得到完整反映，这种忽视教学内在机理的研究方法

需要改进。布鲁克菲尔德（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提出了培养反思型
教师的四个视角：自身、学生、同事和文献［９］。康内利和

克兰迪宁（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把教师反思分为两大类：
一是自我反思，二是与他人合作反思［１０］。

按照新手教师课堂观察程序，把新手教师自身的课

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交流的心理特征加入到课堂观察

的系统中，弥补上述局限，使之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

模式。赫布曼称新教师入职后的前几年为“生存期”，生

存和发展是新手教师首要需求，新手教师的观察需求就

是自身教学专长的发展需求。

３．２　专长维度下的课堂观察视角
教学专长的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根据小学数学教师

教学技能发展内涵和教学技能阶段解析模型，教师教学

技能发展的内容、目标和发展路径具有不同阶段特征［１１］。

教学技能专长是专家教师的外显特征，在教学活动中的

反映就是教师技能达到完全自动化水平，表现为教师能

够熟练应对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教学问题，教学活动自然、

流畅和灵活。在专家教师指导下的新手教师的学习，切

入点是以教学实践为基础的观察、授课和反思。根据新

手教师的特点，按照教学专长的发展维度，新手教师选择

课堂观察点的原则是发现改善学生学习的教学专长。

在课堂观察活动中，新手教师的关注焦点随着程序

进展而变化，依次是基础能力、教学技能、教学能力、设计

技能、教学艺术（风格）、教学模式，而专家教师的专长作

为新手教师的间接经验则成为观察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观察点的选择有利于个人的专长发展，新手教师的观察

点、焦点、视角如表１所示。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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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专长维度下的新手教师课堂观察视角

程序 观察点 焦点 视角 技术

课前交流 教学内容和预设目标，教学方法、策略、教具素材等选用 基础能力 课程性质 说课，调查访谈

课堂观察
导入、讲解、板书、演示、提问、组织变化、强化等教学技能的使

用，教学情境的调控及应变
教学技能 教师教学 观察记录，摄像

课后分析 教学设计、监控、评价、操作等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教学能力 新手教师 视频分析、数据整理

同课重构 认知、分析学生学情，整合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 创新能力 课堂文化 整理加工，创新

授课验证 学生学法、倾听、思考、练习的态度；学习效果 教学艺术（风格）学生学习 摄像，观察记录

模式修订 变化、强化等教学技能的运用，信念、机智、情感等个性特征反映 教学模式 教学专长 反馈评析，反思总结

　　新手教师的定位是学习者、合作者。新手教师从教
师专业发展的角度进行课堂观察，发现能够改善学生学

习的教学行为、心理和情感，提高教学技能，形成教学艺

术。新手教师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在专家教师

指导下，能够准确发现教学知识，通过课堂观察提高了实

践验证效率，使教学专长得到较快发展。

４　新手教师的课堂观察操作程序
参照库伯的经验学习四阶段理论，以专业发展为目

标的典型的课堂观察作为新手教师的主动学习过程，按

操作程序可以精细化地分为四个阶段、六个步骤。新手

教师先在实践中反思专家教师提供的间接教学经验；然

后在反思中再把经验通过实践验证为知识。具体过程分

为表２所列的六步。数学学科组是中小学教师常用组织
形式，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组建教学

团队，进行周期性的课堂观察活动。在课堂观察活动过

程中，专家教师的经验作为新手教师的间接经验，经过实

践反思上升为新手教师教学知识、技能。

表２　新手教师课堂观察操作程序

程序 课前准备 课堂体验 课后分析 同课重构 授课验证 模式修正

阶段 实践 反思 概括 验证

步骤 间接经验整理 课堂观察 反思理解 概括重构过程 实践验证理论知识 确认理论知识作用

方式 说课、集体备课 试教或授课 评课 备课 授课、听课 报告

行为和心理特征 自我意识 认识自我 分析判断 推理决策 策略和行为 能力提高，行为稳定

　　课前准备：新手教师采用说课、集体备课的方式，根
据间接经验认识教学内容、对象、环境，通过交流讨论，以

自我意识为主，形成课堂教学的预期过程。

课堂体验：新手教师观察专家教师的课堂过程，认识

自我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或者作为被观察的对象，采用

试教或授课的方式，记录课堂教学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

式，获得直接体验。

课后分析：教学团队分析课堂观察记录材料和学生

反馈信息，判断教学效果；新手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心理

特征和行为方式，改善教学认知能力。

同课重构：通过对课堂诸元素的再认识，新手教师基

于自己的教学能力和学情分析，提出教学设计，并确认自

己的教学模式。

授课验证：新手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观察学生学

习，运用教学技能实施自己的教学策略，验证自己的教学

知识理论。

模式修正：根据课堂观察记录和专家教师的判断，新

手教师的教学经验得到固定，成为自己的教学知识理论，

教学中的行为进一步稳定，教学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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