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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熊川武《反思性教学》读后感

蒋秋香

华东师范大学熊川武教授撰写的《反思性教学》我很感兴趣，书中提到：所

谓反思性教学，就是主张在教学完成过程中，培植教师“反思”的意识，使其不

断反思自己教育教学理念行为，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结合起来，不断

自我调整，自我建构，从而获得持续的专业成长，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教师。

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发展，这种“教学即研究，反思即研究”的反思性教

学模式正日益成为当前教学的一种主流。它带来了浓厚的反思气息，进一步激活

了当代教学领域，给操作性（常规性）教学注入了活力。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反思思维：

首先，在教学中，要把反思作为一种检验教师的教学思想和在实践中发展专

业知识的有效手段，提供实践及对实践进行反思的机会，并把反思过程和结果记

录下来，逐步培养反思意识，养成反思的习惯。

其次，把典型的反思教学案例可以汇编成册，内容可包括：课程计划、教学

过程录像、同学或同事的反馈、指导教师或专家的评论等训练反思思维，提高反

思能力。（但不是所有的教学行为都值得写成完整的反思性教学案例。）而选择典

型反思案例，必须是：一是对自己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二是在教学反思案例中有

代表性。当然反思部分可以只表述“好”的反思，也可以对问题进行“漏洞”反

思。“好”或“漏洞”反思性评价的意义在于有话可说，说的话对别人有启发性，

有借鉴意义。

再次，共同反思。教师个体反思更多的是个人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如果能与

同事进行磋商，共享反思，教师之间便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合作的力量是强

大的，并能使个体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由于自己的经验得以共享而带来的满足的情

感体验。对一个教师来说，如果他的反思过程能保持自我连续性，那么，在教学

中共同确认问题，共享信息，共享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教学，确定适当的行

为方式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怎样才能做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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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其重要。

正如考文德希德所言：“成功的有效率的教师，倾向于主动地，创造性地反

思。他们事业中的重要事情，包括他们的教育目的、课堂环境、以及他们自己的

职业能力。”“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思考，那么

即使具有 20 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 20 次重复，除非他善于从经验

反思中吸取教益，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进。”

因此可以说，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否具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

是区别作为技术人员的经验型教师与作为研究者的专家型教师的主要指标之一。

教师只有以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为基础，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理性思考，

不仅从教学观念、教学兴趣、动机水平、情绪状态等心理因素方面进行反思，而

且从教学方法、教学材料、教学媒体等教学技术上去思考、质疑或评价自己教学

的有效性，并自觉地根据反思的结果矫正自己教学中的不良行为，这样才能不断

提高其专业化水平，符合作为研究型教师的角色定位。而教师的反思意识和反思

能力，只有在反思性教学中才能得到改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