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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是教师成长的第一个关键期。在这个

关键时期，实习教师要完成两个成长跨度。一是内

化。实习教师在学生时期产生的对教师职业的理解，

在接受师范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对学生、对课堂、对教

学等的观念，需要在实践场景中，通过参与教师的工

作而重新学习、重新思考，形成自己对教育、教学、教
师等的新理解，形成与自己行为一致的价值观与行

动目标；二是转化，教师的职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

职业，实习教师不仅要学会有关教学的知识，最终还

要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在真实的教育情境

中，教师要能对具体问题进行判断，这一判断过程并

不依赖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或逻辑，而是基于情境

的需要，在众多的原则、惯例、认知、经验中提取元

素，并瞬间组合形成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场

景中的学习是实习教师使用教师思维方式的开始，

是建立专业认同、形成专业思考习惯、熟悉专业技能

的起点。
实习教师的专业成长贯穿于整个教育实习过

程，伴随时间的累积与多方因素的交互影响，不断改

变着实习教师的行为与心理，甚至影响实习教师未

来的职业选择与发展。本研究跟踪一组20位实习生8
周的实习生活，观察实习生教学以及与学生交往、与
指导教师交往的情况，每周组织一次反思讨论会，以

期获得对实习生成长特征的描述。

一、实习教师成长特性考察

（一）阶段性

提到实习教师成长的阶段性，已经有很多学者

对此做过研究。1969年，美国学者富勒(Fuller)就是重

点以职前、初任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

形式，最终提出了著名的“教师关注四阶段”说。这四

个阶段分别是：（1）任教前关注阶段；（2）早期生存关

注阶段；（3）关注教学情境阶段；（4）关注学生阶段。
按照富勒的理解，实习教师专业成长的阶段应呈现

为“经由关注自身、关注教学任务，到关注学生的学

习，以及自身对学生的影响这样的发展阶段而逐渐

递进的”。[1]此外，西方学者莱塞（Lacey）则从实习生的

感受与行为表现分析将实习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划

分为四个阶段：（1）蜜月阶段，对初为人师充满信心

与乐趣；（2）寻找教材和教法阶段，发现自己课堂控

制失常，临场应变能力不足，希望通过准备更多的材

料内容与教学方法，以弥补能力的不足；（3）危机阶

段，此时感到力不从心，发现所学与实际差别太大，

感到无力与焦虑；（4）试误阶段，开始通过尝试来调

整自己的行为。[2]我国台湾学者王秋绒在实习教师成

长阶段的划分上沿袭了莱塞的观点，将实习教师的

转变过程归纳为：蜜月期、危机期、动荡期三个阶段。
本研究关于实习教师成长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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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每周一次的反思研讨会记录，

二是对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的访谈，三是大学指导教

师的反思。
1.实习生的关注点及关注阶段。反思研讨会记

录中自然显现了实习生的关注点及其变化。关注点

包括：（1）课堂管理问题。如怎样维持课堂纪律，为什

么自己组织一次小组讨论要用将近半堂课的时间，

为什么大学里学的课堂管理策略都不管用等等；（2）
教学讲解与表达。如为什么指导教师总是说自己抓

不住讲课的重点，教学语言比较“散”，课堂教学的节

奏很难控制等等；（3）自我形象定位。自己应该做一

个“严厉”却与学生有距离的教师，还是按照自己的

理想，做一个“和善亲切”但课堂乱糟糟的教师；（4）
教师基本素养与学科素养。苦恼于自己的普通话，

更没想到自己的教学竟然会出现学科知识的错误；

（5）课堂交流，怎样提问才既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又

精炼、不啰嗦，怎样评价学生，学生出错的原因是什

么，怎样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变成课堂生成的一部分，

并与自己的教学预设结合起来。在这八周时间里，不

同的问题集中出现的时段也是不同的（如图1）。

图1 实习教师关注阶段发展

2. 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眼中的实习生阶段性表

现。我国实习生指导教师一般分为大学指导教师和

中小学指导教师，中小学指导教师是每天陪伴实习

生工作的师傅与同事，在他们眼中，实习生的成长也

具有阶段性的特点。第一阶段，大约在1- 2周的时间

段里，实习生是“猫型”的，因为他们在课堂上不够放

松，甚至有些害羞，教学就是把预设的内容进行一

遍，很难顾及学生的感受；第二阶段，大约从第3周到

第5周，实习生是“孔雀型”的，大部分实习生能顺利

完成教学任务，这时，他们开始愿意展示自己，比如

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进步的教育观念等；第三阶

段，大约从第5（或6）周开始到第8周的时间段，实习

生是“糖水型”的，他们开始关注学生，开始思考什么

方法能让学生更有效地接受学习内容。

3. 大学实习指导教师眼中实习生的阶段性表

现。本研究中，大学指导教师通过课堂观察、课后讨

论及每周一次的实习生反思研讨，发现实习生关注

问题的阶段性表现为，第1- 2周关注课堂管理问题，

第3- 5周关注自己课堂讲授的准确性，第6- 8周开始

关注学生，关注自己PCK的问题。这些关注点与学校

指导教师描述的阶段性特征具有对应性关系，这些

阶段性的特点与富勒的结论即关注生存- 关注教学

- 关注学生也极为相似。
（二）差异性

上述阶段性的特点是实习生总体的表现样态，

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有完全一致的表现。同一所师范

大学的毕业生，既使有着相同的教师教育背景和趋

同的教育价值观，表现出来的实践能力也会差别很

大，包括是否能掌控课堂，是否能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是否能根据学生的认知过程设计教学，连贯、逻
辑、清晰的表达，在课堂中是否有饱满的情绪，用自

己的激情点燃学生的热情，是否能够及时的理解、沟
通、判断。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前提性因素依次为：

（1）动机。今后是否愿意从事教师这一职业，对实习

是否有强烈的期待会影响实习工作的专注与投入；

（2）素养。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

个人的素养是造成差异的核心性影响因素；（3）经

验。是否已经具有一些实践经验，比如假期兼职、支
教、公众面前表达的经历也会成为影响实习生教学

能力的前提性影响因素。
这些差别在实习的早期就是莱塞所说的“危机”

期，当所有的实习生都在体验着现实困境的时候表

现得并不明显，而从“试误”阶段开始，当一部分实习

生可以逐渐基本掌控课堂纪律，把握课堂节奏的时

候，差别开始显现，并越来越明显。这些专业素养也

许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训练得

提高，但在实习阶段，足以造成实习生或充满自信或

体验挫折接受现实，或心灰意冷甚至想放弃教师这

一职业。
（三）启蒙性

这里的启蒙性是指实践层面的启蒙。教育实习

短短几周的时间，其真正的意义就是让实习生知道

什么是教师、什么是教学。这些每个师范生原本自己

感觉并不陌生，自己做学生的经历以及师范教育中

所有的教育类课程，已经让他们感觉自己很了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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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个行业以及教学这项活动了。但在经历了“现实

震撼”之后，实习生开始质疑原来的信念，开始重新

发现有效的知识，重新组织自己的知识结构。实习教

师在每一次设计、讲授课程的过程中，在每一次回答

学生提问的过程中，在每一次解决课堂突发状况的

过程中，开始重新回答：“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应该如

何做才是有效的教育教学行为，哪些理论仅仅是对

现实有所启示而不能作为操作方式，哪些规则是需

要变通对待。”在这个实践知识亟需又真空的时间

段，实习指导教师尤其是学校指导教师的行为方式、
价值观成为实习生最有效的支持力量，是他们最信

服、最愿意接受的方法与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学

校指导教师就是实习生的实践启蒙教师。如果说同

一所师范大学的实习生在进入实习场景的时候，他

们的教育价值观是趋同的，实习结束后，实习生却是

带着各自信奉的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教学方法观离

开实习学校，再回到大学的课堂后其各自信奉的教

育价值观和教学方法观已经很难改变了。
（四）双重角色性

实习生是教师，又是在学习做教师，渴望独立工

作，又渴望获得支持，他们是在平静的水面上学习划

船，由于指导教师的支持以及自己准教师的身份，降

低了教育教学行动的风险，但由此也带来很大的不

安。他们必须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与评价，非常在意

学生是否信任自己、尊敬自己。作为“教师”角色，面

对学生的期待与尊重，体验了答疑解惑的成就感，心

里感受着新生活的神圣与新奇，开始追求教师尊严、
自身价值的体现；作为“学生”角色，实习教师自我评

价的不确定性，管理班级、设计课程时的权力局限，

工作中的失落与不安等都时刻“提醒”着自己的角

色，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胜任这项工作。实习教师每

一天都要在这种双向、对立的角色关系中频繁转换。

二、实习教师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

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有关于实

习教师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4]归结起来，这些

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师范教育之前的影

响。罗替（Lortie)发现，教师在学生时期，通过“观察

实习”自己经历的教学模式，内化了教师的价值、态
度与行为的结果，这些对其日后的教师专业理解起

关键作用。瑞特和塔斯卡（Wright & Tuska)从精神分

析的角度研究认为，教师在很大程度受到其童年时

期与“重要成年人”（如父母，教师等）之间的关系质

量的影响，因此教师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在

教学行为中重现这种早期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

系。二是师范教育制度、教师教育课程的影响。三是

实习期间教室、学校生态的影响。主要包括中小学指

导教师、大学督导教师、学生、家人和朋友、同事、学
校中的人际关系、课堂的物资条件组织形式、学校管

理制度、学校周围的社会环境等。
在本研究的观察中，实习期间最能促动实习教

师成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关键个

人。主要是指中小学的指导教师；其次是学生以及大

学指导教师。实习期间，实习教师的关注点可以说是

工作中的困扰点、困难点，任何理论的解释都不如直

接模仿指导教师行为更行之有效，加之实习教师为

自己设定的角色就是向中小学指导教师也就是自己

的师傅学习如何做教师的学生，中小学指导教师的

行为模式，他们的评价以及与实习生的交往方式都

影响着实习教师对自我的认同，同时，学生的反馈及

其与实习生的交往、大学指导教师的反馈也会一定

程度上对实习生产生影响。第二是关键事件。实习过

程本身就是教师成长中的关键事件，在这一过程中，

实习生经历的第一节课，一节最失败的课，一节发现

了自己进步的课，每节课中的“意外”都会构成实习

教师成长的关键事件，这些事件的“关键”在于实习

教师在事件后获得一种判断、一种结论甚至是一种

观念，比如自己的能力如何、是否适合做教师、教师

这一职业究竟是什么？这种判断或观念会是积极的

也会是消极、武断的。第三是同伴群体。我国的实习

制度是师范院校组织集中实习，一般一个实习基地

都是一组实习教师共同工作，同伴群体也是重要的

影响因素，实习教师在同伴中相互学习、获得同情与

鼓励。由于实习教师作为一个单位群体要共同面对

实习学校的环境以及学生、课堂的挑战，在实习期

间，同伴群体中的合作多于竞争。第四是反思机制。
实习生普遍认同的指导方式是定期的集体研讨会

议，就是在指导教师（主要是大学指导教师）的领导

下，全体实习教师共同参与的研讨活动，这种活动是

实习生个体反思外化的过程，个体在集体中获得同

情、分享挫折或成功；同时，指导教师可以引导实习

生对实践行为进行分析、解释与认同，是对实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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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观念、价值进行梳理、引导的过程。

图2 促进实习教师成长的关键因素

分析这四个关键因素，可以划分成一个二维矩

阵（如图2），在关键个人与关键事件的影响中实习生

获得的是个体体验，是个体与对象的对话；在同伴群

体和反思机制中，实习生多角度地了解他人的感受，

个体处于一个多角度对话的网络中，是一种组织体

验。在关键个人与同伴群体中个体是获得指点、评
价，获得鼓励与情感支持，是他人导向的；在关键事

件与反思机制中，外在的影响因素并没有明确的指

向，个体通过自己的感悟，自主地、个性化地获得改

变，是自我导向的。作为对角线的两端，关键个人中

个体是被动或反应性角色，而在反思机制中，实习生

的转变是社会互动和自主建构的结果。

三、促进实习教师成长：应有的观念

（一）职前教师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应是理论与实

践相互渗透

师范教育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错误假设，即如果

师范教育中教育理论、专业理论的教育是成功的，实

习以及日后的教师工作就应该是成功的，反过来，如

果实习中实习生遇到困难、困惑，出现了能力不足，

就一定是教师教育前期的学习与训练出了问题。这

个错误不是推导过程的逻辑问题，而是这个思路预

设的前提假设，教师教育体系必然是先理论后实践

的模式吗？用西方学者劳弗兰（Loughran.J）的观点

讲，先理论后实践的教师教育模式存在着错误的前

提假设，是受传统的技术理性思想影响的结果。教师

观念是以教师个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只有在教学实

践的旅程中，才能真正领悟教育的观点与思想，这种

理论和实践截然分开的教育模式显然存在问题。[5]

可以说，不存在完备的师范教育与训练可以让实习

生直接成为成熟的教师，职前教育中的每个阶段都

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的。
（二）把如何指导实习教师成长作为一门学问

在我国，中小学指导教师通常由实习基地学校

指定有经验的在职教师承担，由于受学校教学任务

和工作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这些指导教师多数没有

接受过统一、系统的选拔及培训，教育机构关于指导

教师的职责也缺乏明确的描述，指导教师通常结合

个人工作经验理解自己的指导职责。如有的指导教

师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为实习生提供情感支持和短

期技术指导；有的认为，他们要培养实习生的思维方

式；还有的认为，指导实习生就是“修补”实习生的教

学问题。这些对指导责任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观点

是指导教师选择工作方式的决定因素，促进或制约

实习生获得学习经验的效果。同样的问题，有西方学

者提出:“如何‘教学’作为一门学问早已被大家所承

认，并不等于人们自然知道如何‘教’教学，如何‘教’
教学也应该看成是一门学问”。[6]如何教实习教师学

会做教师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领域，在

这个领域中应该澄清指导教师的功能与角色，指导

原则、指导模式、评价方式等。
（三）指导教师的功能在于促进实习教师教学观

的自我建构

教师教育的核心是改变观念，教师的观念如何

形成？荷兰著名教师教育专家科瑟根（Korthagen.F.A）
认为“教师学习不是知识的线性累加，而是在与环境

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中，不断的社会建构过程。”[7]科瑟

根认为，构建自己教学观的格式塔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开始，教师通过反思工作场景中各种教学因素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意识构架自己的教学知

识，再通过反思和验证最终形成自己的教学观念和

教学理论。
教师的学习需要真实的实践情境，但仅仅有实

践的机会是不够的，教师在实践中主动建构自己的

观念体系，这种建构需要用方法、用机制去引导、去
促进，关键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影响、促进实习生思

考，建立怎样的反思机制，帮助实习生反思关键事

件，整理与解释自己的观念与行为。科瑟根的理论

提示了实习指导教师要因应实习教师学习与成长的

特性及需求给予引导与帮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实习

教师专业成长与社会化过程研究”（10YJA880096）的

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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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教育专家舒尔曼说：“专业教育的基本

教学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协调。”[2]不管是

实习课程，还是实习前的理论课程、技能课程，加强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与融通都是关键。而关键的关键

就在于采用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打破院校之间、理
论知识与实践问题之间的壁垒。建设“紧密合作型”

教育实习基地、构建指向教师实践的核心课程，只是

可能的措施而已，其有效性有待实践检验。
本文系江苏省“十二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自

主探索学习的启发艺术研究”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ospective Teachers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Liu Hua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Abstract: Prospective teacher is a particular group who is learning to be teacher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deeply seated in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aused by negative effects of teachers in practice school lacking professionalism, low level basic quality of
prospective teacher, lack of effective workload during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simulation model of practice instruction, and
prospective teacher alienating from theory during the practice.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reform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ospective teacher.

Keywords: education practice, prospectiv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 curriculum reform in teacher education

（上接第 56 页）

参考文献

[1]杨秀玉.教师发展阶段论综述[J].外国教育研究，1999，（6）.

[2][3]吕立杰，郑晓宇. 实习教师“现实震撼”的表现与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8，（9）.

[4]Zeichner Kenneth, Gore Jennifer. Teacher Socialization [Z].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East Lansing,MI.1989; Ze－

ichner,Kenneth M. Key Processes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Student Teacher:Limi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Teach－

er Socialization[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80.

[5]John Loughran. A history and Context of Self-study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lf-Study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s[C].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1）.

[6]Hamilton.M.L &Pinnegar.S. Conclusion: The Value and the Promise of Self-study[A]. In Hamilton.M.L et al（Eds）, Reconceptualizing Teach－

ing Practice: Developing Competence Through Self-Study[C].London: Falmer.Press,1998.235-242.

[7]Korthagen.F.A，Kessels.J.P.A，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Changing the Pedagogy of Teacher Education[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9，（5）.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Lu lijie Yan Hongd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Practicum is a key period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according to observe a group of interns eight weeks

of internship, found that stud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nclude the features of the stage, the differenc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dual role. Key individuals, key events, peer groups, the reflection mechanism is a key element of the intern socialization process.
Concerned about the method of the guidance of student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student teachers' concept.

Keywords: stud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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