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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重构：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

王 陆袁 赵宇敏袁 张 薇

渊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袁 北京 100048冤

[摘 要] 为了深入理解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过程袁降低教师行为改进的风险袁赋能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袁文章以教

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这一具体的教学行为改进为切入点袁对六位不同属性的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袁并运用扎根理论对访

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袁构建了基于教师视角的教学行为改进理论模型遥 研究发现了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因果故事

线和两种行为转化的实践样态袁继而通过理论对话又对实质理论进行发展与完善袁得到了以教学反思作为驱动的突破

口尧以教师信念作为枢纽的教学行为改进理论模型袁丰富了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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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问题

教学行为改进对于促进课堂层面的教育变革至

关重要[1-2]遥近年来袁随着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深化袁

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信念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由

此也带来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改进与优化遥教师的

课堂教学行为对教学效果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并决

定着教学的效率与质量[3]遥当前袁伴随着野双减冶政策的

实施袁课堂教学的提质增效已经成为课堂教学质量提

升的焦点袁 教师的教学行为也必须发生相应的改进遥

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能力在教师教育的研究领域中

正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4]遥

然而袁教师教学行为的改进存在诸多困难袁即使

那些最有意愿改进的教师袁也会因为在日常生活和职

业生涯中已经在大脑形成强大神经通路袁 致使某些

习惯行为被自动执行袁 从而难以发生教学行为的改

进[5-6]遥为此袁有研究者指出袁改变习惯性行为需要以增

加认知需求为代价袁才能用理想的有意行为取代习惯

行为[5]袁即教师专业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改进教学行为

以获得更好的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7]遥 沃克等人在分

析 野为什么一些促进教师行为改进的变革成功了袁而

另一些失败了袁也不清楚原因冶的现象时指出袁目前对

于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知之甚少[4袁8]袁缺乏教师行为改进

的理论模型渊Theoretical Model for Changing Behavior袁

简称 TMCB冤袁 故无法为教师的行为改进提供具体而

详细的分析信息袁也无法监控和指导教师行为改进的

进程袁从而导致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缺乏有效的支持并

充满着高风险性[4]遥

目前较为成功的行为改进模型涉及临床心理学尧

营销学和社会文化学习理论袁它们都假设被干预者在

开始时是处于无意识状态袁通过专业学习和定向干预

后开始转向有意行为袁并持续改进而形成新的习惯性

行为袁此时认为该行为已经被内化袁也意味着一个行

为改进周期的完成[8]遥 这些模型都反映出两条具体的

行为改进路径院参与者在变革中袁从外部影响转为内

在行为改进的动机曰或者其内部发生认知和心理上的

变化而导致外部行为发生改进遥 有研究者发现袁让教

师明确教学改进的具体目标行为时袁再投入大量的时

间和专业领域资源袁会对教师教学行为改进产生至关

重要的影响[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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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师生互动是有意行为和习惯行为的组合袁

而教师教育的目标就是鼓励教师发生积极尧有意识的

行为和高质量的教学习惯[2]遥 课堂上教师一般至少消

耗了课堂中 50%的教学时间以用于提问袁而每个学生

平均每周只问一个问题[10]遥 作者团队的近期研究结果

也呼应了这一研究发现遥据作者团队所做的课堂教学

行为大数据分析结果可知袁在当前的中小学课堂中教

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的行为非常少见袁在小学学段教

师提出问题与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的行为数量之比为

38颐1袁在初中学段这一比例上升为 99颐1袁而在高中学

段为 92颐1遥 当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时袁他们就会成为自

己学习的指导者袁而不是简单地为别人的问题提供答

案[11-12]袁此时提问就转化为学生用来获取信息或激发

对话的一种互动语言技能袁由此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复

杂的世界[13-14]袁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类型以及由这些问

题所引发的进一步的课堂问答均可以反映出重要的

教学信息和学生的认知过程[15]袁故课堂上出现的高质

量问题一直被视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4]遥 本文

聚 焦 靠 谱 COP 项 目 渊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袁简称靠谱 COP冤中研修教师

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研究袁以教师鼓励学生提出

问题为具体的行为改进目标袁采用深度访谈袁并运用

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编码分析袁构建基于教师视角的

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袁为教师行为改进提供具体

且详细的分析与指导袁降低教师行为改进中的风险遥

二尧研究设计

由于研究者希望从教师的角度袁以教师缺少鼓励

学生提出问题的教学行为改进为切入点袁 探寻教师

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袁 故借助扎根理论的步骤与方

法袁 透过对教师深度访谈文本资料的持续比较与分

析袁从对文本的编码中找寻概念类属袁经过深度访谈尧

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分析和理论模型构建的多次分析

与归纳的循环袁把相关的概念类属综合成教学行为改

进系统袁最终上升为教师视角下的教学行为改进理论

模型[16]遥

渊一冤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教师视角下的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

型为研究对象遥 按照目的取样的原则袁选择性地抽取

能为本研究问题提供最大量信息的样本袁从刚启动的

靠谱 COP项目研修教师中袁 参考靠谱 COP项目中研

修教师网络研修中的活跃度袁按照异质性抽样和偶遇

抽样的原则袁抽取了语文尧数学和英语三个学科的成

熟教师和新手教师共六位作为深度访谈记录的对象袁

其访谈记录的文本资料为数据来源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认识论上采用了求真价值取向的实证

研究袁以解释主义的理论视角尧经验的研究形态和深

度访谈法与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袁针对深度访谈

资料使用了程序化扎根理论步骤进行开放性编码尧主

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遥本研究围绕教师对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行为的认识与策略这一访谈核心

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遥

深度访谈的第一个阶段由访谈收集资料和编码

分析两个步骤组成遥编码在扎根理论中是指通过对事

件之间和事件与概念的不断比较袁从而促成更多的范

畴尧特征的根本模式[16]遥 编码的作用是构造概念化的

理论袁其分析的过程包括开放性编码尧主轴性编码与

选择性编码袁以通过绘制范畴与范畴尧范畴与概念之

间的因果故事线建构实质理论遥本阶段针对视频课例

中没有出现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行为的四位成熟教师

进行了深度访谈袁并将他们的访谈资料经六位编码者

进行了多轮野背对背冶的开放性编码尧主轴性编码与选

择性编码后袁形成了类属尧属性与维度遥开放性编码将

数据进行概念化尧抽象化袁并通过不断比较形成概念

或范畴袁其操作过程主要是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词句或

段落加标签袁即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标示袁标示既

可以使用访谈对象表述过的生动尧鲜明的词语袁也可

以是研究者从资料阅读中所抽象出的名词或概念袁其

意义在于将原始资料抽象化和概念化袁最终提炼出相

应的概念[17]遥 主轴性编码也被称为关联式编码袁经由

所分析现象的条件尧脉络尧行动策略和结果袁将各范畴

间联系起来袁实现资料重组曰主轴性编码的作用是理

清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袁并通过对概念间的关系进行

反复思考与分析袁整合出更高抽象层次的范畴袁并确

定相关范畴的性质和维度[17]遥 选择性编码也被称之为

理论编码袁利用假设或关系图的形式袁将不同概念和

范畴组织起来袁系统处理范畴间的关系袁以确定核心

范畴和次要范畴袁从而能够形成建立在范畴关系基础

之上的扎根理论袁即实质性理论[17]遥 上述三级编码的

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袁 而是一个多次循环迭代的过程袁

其最终结果是通过不断往返于资料收集过程和分析

过程袁使研究者自己的概念尧类属尧假说紧密地契合于

收集到的资料[18]遥

深度访谈的第二个阶段由访谈收集资料与资料

饱和度检验两个步骤组成遥 扎根理论视一切皆为数

据袁通过不断的数据比较形成概念袁最终发掘出所蕴

含的模式袁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可以在实质领域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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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解决问题的理论[19]遥 本阶段针对两位在提交的视频

课例中出现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教学行为的教师进

行了访谈袁其中一位是新手教师袁另一位是成熟教师袁

并再次进行了三级编码分析遥当编码者发现新收集的

资料不再能够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袁即不再生成新的

类属尧属性和维度的时候袁就达到了理论饱和而可以

终止编码[18]遥

本研究由六位编码人员进行独立编码袁经检验一

致性系数为 0.774袁信度系数为 0.781袁表明编码者之

间的编码一致性较高遥

三尧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渊一冤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因果故事线

因果故事线是指用深度访谈资料及由此开发出

来的类属尧属性尧关系等扼要说明全部研究现象袁从而

概括研究内容的一种技术遥本研究针对访谈资料进行

了三级编码分析袁并通过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形

成了三个核心类属院教师的学习投入观尧教学改进和

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遥 其中袁教师的学习投入观包

括投入状况和投入取向两个属性曰教学改进包括行为

改进的背景尧教师的困惑尧改进的目标尧改进的途径尧

改进的方法尧需要的外部支持和需要引入的外部知识

七个属性曰 而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包括风险认识尧

对学生作用的认识尧对教师作用的认识尧具体策略尧教

师认为学生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和教师回应学生提

出问题的策略六个属性遥

参照施特劳斯和科宾提出的因果编码范式模型袁

将教师学习投入观尧教学改进和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

题三个核心类属按中心现象发生的过程关联起来[20]袁

所构成的脉络与路径从概念尧范畴尧主范畴和核心范

畴可以得出本研究具体的因果故事线遥

1. 原因

因为被访者尚未掌握教学分析的方法袁也不清楚

教学分析的价值取向袁又缺乏基本的教学知识袁即使

拥有了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袁例

如院全部被访者都知道大数据中反映出课堂严重缺少

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这一教学行为袁但也无法利用

证据有针对性地开展循证反思遥

2. 现象

野双减冶政策落地后袁面对生源的差异性和复杂的

家长需求袁被访者仍然投入了比较多的时间进行了线

上和线下的专业学习袁其投入取向集中在具体教学经

验尧优秀学习资源和人际交流等方面袁被访者都有意

识地通过学习榜样教师的教学经验和高校专家的教

学理论袁以达到其改进教学行为的目标袁但其教学改

进的目标始终围绕获得规范化尧固化的教学行为与环

节而形成野教学范式冶的解决方案上袁凸显出教学机械

化的主张袁在落实学生主体性与规避教师风险上存在

突出的割裂现象遥

3. 情境/脉络

所有的被访者都具备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提

出问题的信念袁但他们同时也都认识到鼓励学生提出

问题这一教学行为具有较高风险性袁且风险主要来自

学生提出了超出课本或学科的知识袁致使教师备课工

作量增加尧影响学生对教师权威的看法等遥

4. 中介条件

被访者普遍认为教学改进需要外部支持与外部

知识袁包括大学研究者和教研员的入校支持尧项目的

研修活动设计改进尧教研组同行教师的能力提升和名

师引领等外部支持袁以及教学反思方法尧教学活动设

计尧作业设计等外部输入的专业知识遥

5. 行动 辕互动策略

被访者能够意识到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的积极作

用袁并具有较为丰富的互动策略袁如建立宽松的课堂

环境尧运用冲突消解策略尧讨论交流策略和文献检索

策略等袁但被访者都认为教师是否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还会受到学生年级尧课堂进度和班级情况等诸多外在

因素的影响袁故当前课堂中的师生互动还停留在以教

师为主导的方式上遥

6. 结果

被访者知晓教学改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针对

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为核心的教学改进方法袁对课堂

教学行为大数据所测量的问题设计属性尧 对话深度尧

教师行为占有率等也均有一定的了解袁但被访者并不

知道如何改进某个具体教学行为的方法与策略袁也无

法找到教学整体改进的切入点遥

综上所述袁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因果故事线凸显

出三个关键点院第一袁作为原因的教学反思曰第二袁作

为情境或脉络的教师信念曰第三袁作为中介条件的外

部支持与外部知识遥这三个关键点将成为构建教师视

角的教学行为改进理论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遥

渊二冤两种行为转化的实践样态

1. 教学反思促进教学行为转化的实践样态

反思是野一种系统的尧严格的尧有纪律的学习方

式冶袁反思对于促进实践的根本改变至关重要袁因为

它涉及定期和系统性地确定并解决真实的尧 情境化的

实践问题[21]遥反思是对实践的系统性探究袁可以加深对

实践的理解袁也能促进实践的改变[22]遥 针对故事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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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因的教学反思袁从核心类属中提炼出野教学分

析能力冶和野外在证据运用与实践冶两个属性袁可以发

现教学反思促进教学行为转化的实践样态共有解放

转化型尧实践转化型尧技术转化型和无转化型四种类

型遥其中袁解放转化型的教师教学分析能力很强袁且能

够运用外在证据进行深度反思而克服思想意识的僵

化袁 能够主动积极实践并促进资深教学行为的改进曰

实践转化型的教师虽然教学分析能力比较弱袁无法识

别关键问题或事件袁但能够关注并模仿他人的典型行

为袁在未经深入反思的前提下盲目跟风式地开展新的

教学实践袁实现教学改进曰技术转化型的教师能够深

入思考并期待对教学改进进行预测和控制袁但担心教

学改进的资源不足袁如外在证据无法转化为行为改进

的资源等袁故难以发生教学行为改进曰无转化型的教

师既不能深入分析与反思袁也无法利用外部证据促进

新的教学行为改进遥

在促进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实践中袁研究者和支

持者最应该重视实践转化型和技术转化型的教师袁针

对实践转化型教师需要提供教学行为示范的外部支

持袁而对技术转化型的教师则需要提供充足的外部资

源与具体的改进支持遥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变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遥 教师教学行为受其先前教学经历的影响袁

其旧习惯是不容易被抛掉的袁作为知识体系的教学行

为可以作为成功教学所需的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进行

建模和教学袁但不能依赖偶发的机会[4]遥也有研究者发

现袁榜样教师的教学示范会对教师改进教学行为产生

显著影响[23]袁表明外界信息输入会对教师的教学行为

改进起到重要作用遥

2. 教师信念转变的动力要阻力实践样态

人们以两种方式拥有信念院 有证据的或无证据

的[24]遥 教师信念由知识尧情感和行动组成袁是教师准备

和理解课堂实践与行为的有力工具[25]遥 教师信念主要

起到过滤器尧框架或向导三种作用遥 针对故事线中作

为情境/脉络的教师信念袁从核心类属中提炼出野对教

学现象的解释冶和野对教学行为大数据的解读冶两个属

性袁可以发现教师信念转变的动力要阻力类型的实践

样态共有动力充足型尧数据主义型尧经验主义型和阻

力显著型四种类型遥 其中袁动力充足型的教师既能够

深刻认识教学现象袁又能够运用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

作为证据捕获教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实质袁自带信念

转变的强劲动力曰数据主义型的教师以大数据的知识

发现结果为切入点促进自身信念转变袁但对数据背后

对应的教学现象认识肤浅或存在个人偏见袁是一种数

据分析转变模式曰经验主义型的教师袁其信念转变主

要依据个人的经验或非系统的尧 非理性的观察反思袁

是一种经验分析转变模式曰阻力显著型的教师袁其信

念转变既无法依靠数据证据袁也不能通过深入理解教

学现象而实现遥

在促进教师信念转变的过程中袁研究者与支持者

最应该重视数据主义型和经验主义型的教师遥针对数

据主义型教师的信念转变袁外部输入是关键袁而对于

经验主义型的教师袁为其提供组织知识转移通道以促

进组织知识转移是关键遥教师共同体中因为教师存在

着显著的知识势差袁丰富的教师专业对话可以形成教

师信念转移的有效通道而实现信念的传播与转移[26]遥

综上所述袁教学反思促进教学行为转化的实践样

态与教师信念转变的动力要阻力类型的实践样态表

明院从教学反思到教学行为的改进袁以及从教师信念

的转变到促进教学行为改进两种实践样态中袁均存在

着不同类型的教师袁为此需要精准的教师教学行为改

进的支持服务遥 依据两种实践样态袁可以提出三个假

设构成的实质理论院假设一袁教学行为改进需要适切

的外部支持和知识曰假设二袁提升教学反思的水平袁使

教师尽快掌握基于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教学反思

方法与技术并培育反思文化曰假设三袁建立正确的课

堂教学信念和价值观袁并促进教学行为的改进遥

四尧与理论对话构建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

理论对话是指形式理论与实质理论之间的对话袁

是针对由资料分析得出的处于宏大形式理论与适用

于特定时空的微观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不断发展与

完善的过程袁也是一个站在实质理论的视角反观形式

理论袁甚至可能是强化或重构形式理论的过程袁是扎

根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步骤[18袁27]遥 在扎根

理论方法中袁与理论对话的目的是以开放思想和信任

数据资料的意愿完善实质理论袁故一般要在数据采集

进行初期编码并获得实质理论和概念后再进行[19]遥

渊一冤突破院以教学反思为驱动袁赋能教学行为改进

教师教学行为的改进是从反思和合作中开始的遥

有研究认为袁行动后反思对于教师来说更为重要[28]遥反

思性思维可以产生反思性行动袁对真实实践问题的反

思会引导教师学习和行为发生根本的改进袁因为它有

助于通过对经验的检查来反复挑战一个人对实践的

信念袁并为行动的改进提供信息[29]遥教师反思是以改进

行为为目的的袁教师以深入批判和变革的方式进行反

思袁可以产生可持续的尧基于专业学习的实践袁并由此

产生新的行为方式袁从而发生显著的教学行为改进[30]遥

然而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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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过去的经验和野行之有效的策略冶袁而不是野更具反

思性的冶的方法遥 教师从反思到行为转变会遇到四大

阻碍院第一袁在反思开始时没有识别关键问题或事件袁

无法以特定方式重建其思维尧专业策略和行为袁如实

践转化型教师曰第二袁教师仅仅依赖个人观点和朴素

的哲学袁忽视使用支持性证据袁缺乏新知识作为重建

思想或实践改进的基础袁 也不可能发生行为改进袁如

技术转化型教师曰第三袁教师没有将问题或关键事件

与信念尧经验或价值观联系起来袁不能重建新策略或

新实践袁也无法改进教学行为袁如数据主义型教师曰第

四袁教师没有机会通过积极实验尧反馈和分析来应用

重新建立的新策略袁对未来采取的行动转变仅仅是停

留在口头上袁也不可能发生行为改进袁如经验主义型

教师[31]遥 有研究表明袁教师通过反思性对话讨论教学

问题的具体细节以及问题和解决方案袁可以克服由反

思到教学行为改进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袁获得将理论与

实践联系起来的尧更具原则性的改进策略[32]遥

综上所述袁 教学反思作为驱动力赋能教学行为改

进会起到突破性作用袁 支持了实质理论的假设一和假

设二袁即教学行为改进需要适切的外部支持和知识袁以

及提升教学反思水平袁 使教师尽快掌握基于课堂教学

行为大数据的教学反思方法与技术并培育反思文化遥

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中必须考虑消解理论对话中

发现的教学反思转化为教学行为改进的四大阻碍袁具

有帮助教师识别课堂中的关键问题或事件袁 将问题或

关键事件与信念尧经验或价值观联结起来袁使用支持性

证据进行严谨推理和开展积极实践克服转化阻碍的具

体支持路径遥由此袁外部知识与外部支持机制应该作为

教学反思的输入袁 教师信念则是通过影响教师对教学

现象和可观测结果的认识而促进教学反思的遥

渊二冤转型院以教师信念为枢纽袁促进教学行为改进

教师信念比教师知识更能影响教师行为[33]遥 教师

的信念与教师的行为息息相关袁教师的信念会直接影

响教师的行为[34]遥 教师的信念与反思和教师的行动会

相互作用尧相互影响袁教师的信念和反思会对教师的

行为和可观察的结果起作用袁而教师的行为和可观察

的结果也会反作用于教师的信念和反思[35]遥 教师信念

可以引导教师的教学行为袁而教学行为的效果反馈会

强化甚至重构教师的信念袁这已经成为共识遥 只有当

教师有机会检查和反思自己的信念尧实践和所在领域

的环境条件时袁才可能将自己视为专业领域内积极的

变革推动者和终身学习者袁从而积极主动地改进教学

行为遥 教师的不同教学信念会转化为不同的教学方

式袁例如院持传递知识信念的教师倾向于采用内容导

向的教学方式袁而持促进学习信念的教师则会倾向于

采用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遥

也有研究指出袁教师的信念未必会转化为教学行

为袁因为信念向行为的转化会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

约[33]遥 相对来说袁信念是抗拒行为改进的袁所以行为的

改进必须首先改变信念袁只有当教师的行为受到挑战

或被证明不满意时袁教师才会被激励取代他们原有的

信念[36]遥 虽然教师的认知和行为往往由信念所决定袁

但是教师的信念是他们利用以往经验的过滤器袁新的

教学实践并不总能对教师的信念产生预期的影响袁因

为教师总是通过信念来解释教育内容[37]遥 教师在教学

行为改进中往往存在着行为与信念的冲突袁会形成两

种截然相反的野对立对冶渊Oppositional Pairs冤[38]袁例如院

信奉建构主义教学信念的教师袁由于教学实施困难等

原因袁会在其教学行为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行为主义

特征遥 本研究也发现袁认为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十分重

要的教师袁在其认为教学质量达到满意水平的教学视

频中并未出现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的行为遥 因此袁教师

的信念与教学行为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遥

有研究者指出袁如果能给教师更多实践新的教学方法

的机会袁教师的信念与实践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就可以

明显减少[39]遥

综上所述袁教师信念作为枢纽在促进教学行为改

进过程中起到转型升级的作用袁支持了假设一和假设

三袁 即教学行为改进需要适切的外部支持和知识袁以

及建立正确的课堂教学信念和价值观袁能够有效促进

教学行为的改进遥 信念是行为改变的前提袁在教学行

为改进的理论模型中要考虑消解理论对话中发现的

行为与信念冲突的野对立对冶袁提供教学分析尧教学现

象和可观测结果解读尧教学反思及教师专业学习共四

条可以促进教师理念转变进而实现教学行为改进的

实践路径曰同时袁教师信念对教学行为改进存在直接

和间接两条作用通道遥 因此袁外部支持系统中的教师

专业学习尧教学分析尧教学现象和教学反思是促进教

育信念改变的输入遥教师信念的改变是教师发生教学

行为改变的先决条件袁是启动教学行为改进所必须具

备的遥 教师信念的转变要以反思当下的信念为起点袁

批判性反思是信念系统转变和适应的核心遥 因此袁教

师信念不仅具有整合性袁也具有开放性遥 但仅有信念

的改变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教学行为的改进遥教学行为

的改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 需要教师的反思和洞察

力尧正式培训和广泛的外部支持与知识分享等遥

渊三冤建构院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

依据教师访谈资料的分析袁站在教师的视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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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

发现院教师反思尧教师信念和外部支持是教师鼓励学

生提出问题的教学行为改进的三个关键因素遥依据形

式理论与实质理论对话与互动的结果袁三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构成了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理论模型袁并形成

两条具体的行为改进路径院教师从外部影响转为内在

行为改进动机以实现教学行为的改变曰或从内部信念

发生变化袁而导致外部教学行为发生改进袁具体如图

1所示遥

图 1所示的教师视角下的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理

论模型由外部支持和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两个子系

统组成袁体现出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协同是

这一理论模型的关键遥作为由大学研究者组成的支持

团队所形成的外部支持子系统袁负责为中小学教师提

供外部知识和教师专业学习的支持机制与大数据循

证课例的支持机制遥由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组成的大数

据循证课例研究子系统袁聚焦研究问题袁以课例为媒

介袁以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和教师实践性知识大数据

为补充证据袁通过教师合作尧反思尧教学改进于一体促

进教师专业实践的改善遥连接外部支持子系统与大数

据循证课例子系统共有四条通道袁对应着四种协调机

制院 第一袁 外部知识与教师教学反思的协调机制曰第

二袁 教师的专业学习与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协调机

制曰第三袁教师的专业学习与教师信念改变的协调机

制曰第四袁外部支持与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的协调支

持机制遥外部支持与大数据循证课例研究的协调支持

机制又包括两种院第一袁突破浅层反思瓶颈的支持机

制袁以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为证据袁基于大数据的可

视化尧循证化等特点袁帮助教师清晰地识别教学改进

中的关键问题袁思考相关问题的先前经验袁建立新旧

经验的联系袁确定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袁有效赋能教学

反思向更深层级的推理与重构发展袁助力教师教学行

为的改进曰第二袁调节信念与行为冲突的机制袁利用实

践性知识大数据和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的即时性尧可

视性和循证性等特性袁助力教师识别信念与行为之间

的冲突袁促进教师在具体经验要反思性观察要抽象概

括要积极实践的经验学习圈中的反思性实践袁消解信

念与行为的冲突遥

图 1所示的大数据循证课例子系统包含了促使

教师获得以课堂教学行为改进为核心的外在改变实

践样态和以教师信念改变为核心的内在改变实践样

态遥 例如袁支持实践转化型教师以教学反思为突破口

赋能教学行为改进的实践路径院以外部的优秀教师的

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作为证据开展教师的专业学习

并进行教学分析袁 其分析结果会引发教师信念改变袁

由此会影响教师对教学现象的理解与可观察结果的

产出袁教师依据外在的课堂教学行为大数据证据和内

在对教学现象的理解进行深层教学反思后袁将会产生

教学行为的改进遥 又如袁支持数据主义型教师以教师

信念为枢纽促进教学行为改进的实践路径院外部支持

子系统支持教师理解大数据背后所蕴含的教学规律袁

使教师对教学现象理解与可观察结果产生了新的变

化袁 从而引发教师的深层反思并促使其信念发生改

变袁继而促进教师发生教学行为的改进遥 外在改变与

内在改变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复杂关系袁隐喻着教学

行为尧教学反思与教师信念之间的复杂作用遥

五尧结 语

教师实践问题的性质是复杂的尧普遍的和情境化

的遥因此袁教师的改变与无数特定情境因素相关袁从根

本上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是具有挑战性的袁因为这可

能意味着重塑教师实践的中心维度遥为此需要有更多

的研究推动并关注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具体内容遥从

教师提问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的教学行为改进袁

意味着课堂教学开始围绕着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探

索袁教师可以借机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袁学生也可以通

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向自己的认知极限迈进并引发高

阶思维和深度学习遥课堂上学生提问的数量和质量比

教师提问对学生学习绩效的影响更大[4]遥 鼓励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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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and Reconstruc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WANG Lu, ZHAO Yumin, ZHANG 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reduce the risk of teachers' behavior improvement, and empower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specific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encour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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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Seamless Learning for Equity in

Educational Process

MU Su1, ZHUANG Huijuan2, WANG Yanan3

(1.Institute of AI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2.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3.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Equity in educational process is the fairness within education, including equal treatment of

all learners and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reasons that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equity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measures and pedagogical actions that has taken in striving to achieve equity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various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solutions and approach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eamless learning, and

systematically address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equity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by constructing a

seamless learning system suppor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he ways and main components of the seamless learning system in view

of the needs for achieving equity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promotes the elimination of difficulties

hin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fairness in educ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individuals, schools and

regions, and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establishing a practical seamless learning system.

[Keywords] Process Equity; Equal Treatment; Differential Attention; Seamless Learning; Seamless

Lear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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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 as an entry point,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ix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data with three-level coding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based on teachers' perspectives. The study identifies a

causal story line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and two practice patterns of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Then the study develops and refines the substantive theory through theoretical dialogue,

and obtain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with teaching reflec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and teachers' beliefs as the pivot,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y of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improvement.

[Keywords] Teaching Behavior; Teaching Reflection; Teachers'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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