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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有效教学反思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 ①

骆明月
（山东协和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００）

摘　要：在对幼儿教师有效教学反思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目前幼儿教师有效教学反思存在反思动力
缺乏主动性、内容缺乏深刻性、过程缺乏主体性以及结果缺乏实效性等现实问题，以期引起广大幼教同仁及相关理论研

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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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有效教学反思，是幼儿教师主动运用相关
知识与理论，对自己设计与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科学

性、适宜性与有效性进行反省与思考，找出可取与不足之

处，并进行相关归因分析，进而更为有效地指导其后续教

育教学，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的过程。提高幼儿教师教

学反思的有效性，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对所反

思内容进行深入反省与思考，具体的反思过程离不开作

为反思活动主体的教师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同时有效教

学反思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教师反思结果能够有效指导教

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实效性。然而，本调查研究在对２１０位
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中４５位教师深入访谈的
基础上发现目前幼儿教师反思的有效性情况不容乐观，

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　反思动力缺乏主动性
杜威将反思行为界定为：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

知识，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或进一步导出的结论，去进行

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１］。反省思维包括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产生于意识到的困惑，在这种状态下，想

要获得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明了，并导致一种困惑状

态；第二阶段是指摆脱这种困惑状态所需要的主动的思

考过程［２］。教学反思作为教师的一种反思行为，需要充

分发挥教师自身的积极性主动的对自己设计与实施的教

育教学活动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

所谓主动性，是个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的目标行

动，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品质。然而，对本调查研究

结果进行分析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幼儿教师的教学反思行

为恰恰是缺乏主动性的。笔者对幼儿教师教学反思动力

来源的调查数据显示：９４％的被调查对象是缘于幼儿园
的相关反思规定而反思的，仅有２２％的被调查者是基于
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进行教学反思的。这两项结果相差

之大，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幼儿教师的教学反思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受外在规章制度支配，教师的教学反思行为相

对缺乏主动性。另外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您有写书面

反思的习惯吗”的问题。不同幼儿园的调查结果有很大

差异，例如Ａ幼儿园，在被调查对象中有８５％的幼儿教师
认为自己经常写书面的教学反思，１５％的被调查对象偶
尔会写教学反思。在Ｂ幼儿园中８４％的被调查对象认为
自己偶尔会写教学反思，从不写教学反思的占７％，而经
常写教学反思的却只占到该幼儿园被调查对象的 ９％。
以上２所幼儿园教师书面反思习惯的结果显示，幼儿教
师是否写教学反思，频率如何直接受到幼儿园规章制度

的影响，很多幼儿教师写教学反思在很多程度上是为了

完成幼儿园对反思数量的要求。然而这种因为外在压力

而不得不做的教学反思，其主动性发挥程度可见一斑。

笔者对调查对象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２　反思内容缺乏深刻性
教学反思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育教学活动

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理论、假设，进行积极、持续、周密、

深入、自我调节性的思考，而且在思考的过程中，能够发

现、清晰表征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并积极寻求多种方法来

解决问题的过程［１］。由此可见，教学反思是一种对现象

或问题背后深层次理论或假设的深入思考与探究。教学

反思内容的深刻性，是由反思行为的本质决定的。然而，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幼儿教师实践中的教学反思内容

是缺乏深刻性的。反思内容缺乏深刻性，将使反思行为

丧失其应有的价值与功效，最终将导致教师的教学反思

活动低效甚至无效。

在对幼儿教师教学反思行为有效性的调查过程中笔

者搜集了大量幼儿教师教学反思的第一手资料———教师

教学反思笔记。梳理分析之后发现，其中存在的共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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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便是教学反思内容缺乏深刻性，具体表现为：很大一部

分幼儿教师所写的教学反思是对自己设计与实施的教育

教学活动的简单陈述，缺乏思维深度和意识的积极建构。

例如，很多教师在进行书面反思时通常会描述自己是如

何组织教育活动的，在最后用简短的语言总结活动的效

果，指出不足，形式上看似很完整，但从反思行为本质角

度讲作为一篇教学反思其内容是缺乏深刻性的，并不能

算是一篇优秀的书面反思材料。相反，好的教学反思不

在于是否具有完整的结构，反思材料呈现内容的多少，而

在于幼儿教师能否对所设计与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

深入的思考与探究，对其存在优势与不足进行归因分析，

使反思的结果切实有效的指导其后续的教学实践。

３　反思过程缺乏主体性
主体性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主体属性，它以能动性为核心，包括目的性、选择性、创造

性和自觉性等，主体意识越强烈的教师就越会在其主体

化进程中增强自己的主体性，自然也越容易进入反思的

状态。教学反思活动在本质上讲是作为反思主体的教师

的思维的积极建构活动，它需要教师积极发挥自身主体

性，在反思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对教学活动进行反省与思

考，不断建构和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相反，教学反思过

程缺乏教师主体性的积极参与，教学反思活动将缺少“灵

魂”，导致教学反思行为缺乏有效性。

鉴于幼儿教师教学反思过程中主体性参与程度的关

键作用，本调查对幼儿教师教学反思的主体性参与程度

进行了相关调查与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在教学

反思过程中其反思主体性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甚至于是

缺乏反思主体性的。本调查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

幼儿教师教学反思的主体性参与程度进行了分析。一是

从幼儿教师教学反思的动力来源看，对幼儿教师教学反

思动力来源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有９４％的被调查对象
是缘于幼儿园的相关反思规定而反思的，仅２２％的被调
查者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进行教学反思。另外，在

与幼儿教师的访谈中，大部分幼儿教师都曾提到“如果所

在幼儿园没有教学反思方面的相关规定，可能反思的就

少了”。这些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幼儿教师的教学

反思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外在规章制度支配，这种

迫于外在压力而非教师个人的主动行为的教学反思活动

是缺乏反思主体性的。二是从幼儿教师教学反思质量

看，在对调查过程中所搜集的幼儿教师书面教学反思材

料的梳理与分析后发现，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所写的教

学反思材料是对自己设计与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简单

陈述，反思材料千篇一律，缺乏对相应内容的深入思考与

探究，主体思维的深度加工和意识的积极建构严重不足。

很多教师是为了完成幼儿园的教学反思任务，完成固定

数量的教学反思材料而进行反思的，这种“为了反思而反

思”的教学反思行为，必然导致教学反思因缺乏教师的主

体性而流于一种形式，导致教学反思缺乏有效性。

４　反思结果缺乏实效性
反思的价值在于教师对它的实际运用，而不应是一个

孤立的、无行动的内在认知活动［１］。教学反思应是基于实

践并最终用于指导实践活动的内在认知活动，有效的教学

反思最本质的特征也在于教师反思的结果能够有效指导

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如果这一活动不能用于指导

实践活动，也就失去了教学反思的本体价值与意义。在本

研究中对教师教学反思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２１０位幼儿教师中，认为自己所做教学反思
很有价值的占４５％，而感觉自己所做教学反思价值一般的
占到了４３％的比例，另外还有１２％的幼儿教师认为自己所
做教学反思效果并不大。鉴于此，本研究分两个方面对幼

儿教师教学反思的实效性进行了相应分析。

４．１　从教学反思的质量看反思结果的实效性
教学反思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反思的动力来源、反思

内容的深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

分析幼儿教师教学反思的质量如何。从幼儿教师的反思

动力来源看，幼儿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主要是受外在压力

的支配，真正因为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进行教学反思的并

不多，反思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和程序化的问题。从反思

的内容深度来看，目前幼儿教师所写的教学反思大多都

是在比较浅显的活动描述层面上进行的，缺乏深入的分

析与探究。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教学反思的质量

与水平，导致教学反思结果缺乏有效性。

４．２　从教学反思对实践的指导上看反思结果的实效性
一是教学反思质量较差无法有效指导实践。一方

面，由于部分幼儿教师更多是为了完成幼儿园关于教学

反思的相关规定要求而不得不做教学反思，在一定程度

上使教学反思成了一种形式，导致教学反思质量与水平

较差而无法有效指导其后续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另一

方面，很多教师虽已认识到教学反思的价值，但在具体操

作层面却不知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反思，造成教师因缺

乏反思技巧而使教学反思质量较差，导致教学反思结果

无法有效指导其后续实践活动，使反思结果缺乏实效性。

二是教师不善于运用教学反思成果指导实践。在调查中

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幼儿教师所做教学反思具有一定的

深刻性与指导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其后续的教育

教学活动，但在调查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认为自己所

做教学反思效果一般。梳理与分析后发现，教师教学反

思质量高，并不意味着教学反思实效性一定较高，在高质

量教学反思与较高反思实效性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

即教师要积极主动的将教学反思成果用于指导其后续实

践活动，由此可见，教师不善于将教学反思结果用于指导

其后续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

学反思结果缺乏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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