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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理想角色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方法

杨开城袁 张慧慧袁 陈 洁

渊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个案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院研究节奏不可控和误把教师个体等同于教师角色遥为了克服

这两个问题袁我们可以采用基于理想角色的个案研究法遥 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过程是院渊1冤构建理论假设尧定义教师的理

想角色曰渊2冤构建扮演理想角色的教师团队袁配置研究所需要的外部条件曰渊3冤引导特定的教育实践袁收集过程数据曰渊4冤

分析数据袁得出结论遥 以 STEM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为例袁如果我们假设 STEM教师专业发展会经历前专业尧专业尧后专

业三个阶段袁前专业教师要懂学科尧把握课程袁专业教师要能具有基于设计的行动力袁从事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相一致

的教学袁后专业教师要能够设计探究学习袁那么现实中任何一位 STEM教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的成长和发展遥

我们需要为 STEM教师配备专业助手袁组成一个 STEM教师团队来扮演这个 STEM教师理想角色遥 如果我们发现 STEM

教师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依次达到了理想角色的要求袁没有出现逆序和跨阶段现象袁并且专业助手的能力行为是可学

习尧可复制的袁那么上述关于 STEM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则是成立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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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个案研究方法在教师专业

发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专业发展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遥 目

前袁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袁除了

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1]尧教师专业的知识和能力[2]

外袁为了更加有效地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实践袁还有很

多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3]尧教师专业发展的影

响因素[4]尧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5]等作了细致的研究遥

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袁前者属于思辨性研究袁后者属

于实证性研究遥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

程袁它需要大量深入的实证性研究遥 个案研究作为一

种实证性研究方法袁在社会学尧心理学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袁因其在时效性和研究深度方面的优势[6]在教师

专业发展领域也备受重视袁但这种方法在教师专业发

展领域的运用却存在着下面至少 2个问题遥

渊一冤研究节奏不可控袁易导致研究被迫终止

教师专业发展通常不是指教师专业能力的自然

变化袁而是指教师在特定外部支持条件甚至压力下而

发生的专业能力有效率的提升遥 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袁

教师专业发展毕竟是教师自我建构尧 自我实现的结

果遥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否得到足够的发展不仅受诸多

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袁更取决于教师个人的基础条件

和投入水平遥这就使得现实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成了一

种不可事先预知的涌现现象遥如果不加干预地进行自

然观察袁有可能在研究周期内无法观察到有价值的发

展性现象遥 所以袁研究者通常要对教师实施某种支持

性渊同时也是监督性的冤干预遥 即便如此袁参与专业发

展研究对于多数教师而言都是一个额外的工作负担袁

在个案研究中袁如果教师因各种原因成长缓慢或者阳

奉阴违袁研究将无法在特定时限内完成袁时间拖得久

了很多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将大打折扣袁更有甚者个案

成为无效个案袁研究中断甚至被迫终止遥

渊二冤误把教师个体等同于教师角色袁导致研究结

论的教益水平偏低

野教师专业发展冶中野教师冶是指一种社会角色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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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指群体中与某种社会地位尧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

权利尧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7]袁它表达的不是个人形

象袁而是社会对某种身份尧地位的期望[8]遥 教师个体是

在扮演这一角色袁而非这一角色本身遥 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中的个案研究袁所聚焦的个案应该是角色的个案

而非教师个人遥当个体能够按照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

待表现出相应的行为时袁可以说该个体成功地扮演了

这一角色遥 因此从某种角度看袁我们可以将角色看作

是特定的能力行为集合遥但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从未讨论教师角色这个问题袁更没有讨论教师角色的

行为定义遥 由此可知袁这类个案研究常常将教师个体

等同于教师角色袁 从而不区分个体表现与角色表现遥

这种研究由此陷入了经验主义袁从而大大降低了这类

研究结论的教益水平遥 我们并不十分确信袁某一位特

定教师个体在研究过程中的表现是否具有专业发展

的意义袁也不清楚袁适用于某一位特定教师个体的支

持手段是否也会对其他个体同样具有支持作用遥

由此看来袁个案研究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的运

用袁还需要更多的打磨遥

二尧基于理想角色的教师专业

发展的个案研究方法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针对的是教师这一社会角色

而非个人的专业发展袁这里面蕴含着社会对教师角色

的期望遥鉴于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对教师角色期望的不

断提升袁我们将相对于现状而言水平更高的教师角色

期望称为教师理想角色遥 通常情况下袁多数教师个体

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发展以获得扮演这种理

想角色的能力袁这就导致我们可能无法找到有效样本

进行个案研究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袁我们可以将这个

时间复杂度问题转化为空间复杂度问题要要要用一个

以教师个体为核心成员的团队合作扮演这个理想角

色袁 将理想角色的能力行为分配给不同的团队成员袁

其中核心成员教师承担成长任务袁即使成长缓慢但可

以与其他有能力的成员合作从而表现出教师理想角

色的行为遥也就是说袁在特定时间段内袁通过特定的学

习和发展袁整个团队有能力扮演教师理想角色遥这样袁

我们既是从角色出发考虑问题袁又方便获得一个有效

个案袁从而使得研究的节奏可控袁只不过这个个案是

一个团队而不是单个教师个体遥 如果这个团队中袁除

了核心成员教师外袁 其他成员的能力行为是可学习尧

可复制的袁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袁只要给予足够的成

长时间和外部支持条件袁单个教师完全可以成长为理

想角色的成功扮演者袁即将空间复杂度问题恢复为原

来的时间复杂度问题遥 也就是说袁我们完全可以用一

个以教师个体为核心成员的团队来扮演教师理想角

色袁来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些机制尧规律和特征遥这

就是基于理想角色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案研究方法

的基本思路遥

基于理想角色的教师专业发展个案研究的基本

过程如下院

渊1冤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理论假设袁定义该理

论假设下教师的理想角色袁规定该角色的能力表现袁即

运用什么知识和工具尧按照什么标准完成什么工作遥

渊2冤选取特定教师个体作为核心成员组建扮演教

师理想角色的教师团队袁 配置个案研究所需要的资

源尧工具和政策等外部支持条件遥

渊3冤引导特定的教育实践袁收集过程数据遥

渊4冤分析数据袁得出结论遥通过分析数据来检验理

论假设是否成立袁数据分析的重点是理想角色的扮演

者团队的现实表现以及团队内部的分工尧 行为表现袁

确认除核心成员教师外其他成员行为的可学习和可

复制性遥

三尧基于理想角色的 STEM教师专业

发展阶段论的个案研究设计样例

目前跨学科教育研究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袁而 STEM教育是跨学科教育的典型遥 我国

STEM教育起步晚尧困难多袁除了缺乏高质量尧成体系

的 STEM 课程外袁 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乏合格的

STEM专业教师遥但是袁鉴于 STEM教育跨学科整合的

特点袁我们知道学科知识和教学法培训[9]尧STEM课程

体验[10]尧课例分享[11]等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STEM

教师专业发展问题遥 我们需要更加具有整体感的

STEM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袁比如专业教师发展的阶段

论研究遥通过探讨并鉴别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所经

历的阶段及其特征袁采取相应措施来帮助教师顺利地

度过专业发展必经的阶段袁我们便能加快教师的专业

成长速度[12]遥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研究属于发展性研

究遥 对于发展性研究袁发展心理学提供了成熟的研究

逻辑遥发展心理学将野阶段冶定义为用来描述结构重组

的一般进程袁其结构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质的变

化袁而非量的增减[13]遥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皮亚杰

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遥 如果沿用发展心理学的视角袁

我们便会发现袁目前现有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研究

却不尽如人意遥这些研究要么以教师的年龄或教龄作

为划分标准渊这与教师的专业能力无关冤袁要么各阶段

间教师的行为表现只是量的积累而非质的差异袁如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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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纳提出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五个阶段 [14]院新手阶段尧

高级新手阶段尧胜任阶段尧熟练阶段和专家阶段遥这类

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如何鉴别教师处于哪个阶段以及

有针对性地为教师提供支持服务没有实质帮助遥我们

需要采用发展心理学提供的视角袁重新构建和检验教

师专业发展阶段论遥而目前检验新的教师专业发展阶

段论最有优势的领域便是 STEM 教育遥 由于国内

STEM教师都是单学科背景袁其专业发展几乎处于零

起点状态袁 他们理论上会经历专业发展的完整过程遥

这当然还需要按照发展心理学提供的范型构建教师

专业发展的阶段论遥

渊一冤 构建 STEM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袁 定义

STEM教师的理想角色

1. 构建 STEM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论

任何专业都是以专业知识特别是专业技术渊知识冤

为基础的遥教师专业的知识基础并不是所谓的 PACK袁

因为它在知识论性质上并不是知识[15]遥 教师专业的知

识基础是教学设计技术知识[16]袁而专业教师的专业能

力是一种被称为基于设计的行动力的综合能力袁它是

一种融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行动能力为一体的教师

专业能力[17]袁在实践中表现为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的

一致性遥也就是说袁如果课程目标完整且合理尧教学方

案满足目标要手段一致性尧教学行动又与教学方案相

一致袁 那么该教学实践便是令人满意的教学实践袁其

中的教师就是一名合格的教师[18]遥

教师若能表现出基于设计的行动力袁必须具备以

下素养院

渊1冤懂得学科知识袁即拥有学科素养袁能把握课程

这里的懂是教学意义上的懂遥 也就是说袁教师要

能够解释尧演示和运用学科知识袁能预见和帮助解决

学生的学习困难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懂学科只是教师的

职业前提袁却不是教师的专业特征遥 与学科课程不同

的是袁STEM课程的核心成分是 STEM主题袁 主题不

同袁课程所整合的学科知识便会不同遥 因此如果没有

设计完备的 STEM课程袁STEM教师的学科素养也就

无从谈起遥 如果拥有 STEM课程袁我们可以通过运用

课程分析技术将 STEM教师所需要的学科素养分析

鉴别出来[15]遥

渊2冤能够根据实情运用教学设计技术设计满足特

定要求的教学方案袁即拥有基础设计素养袁能把控教

学

这就要求 STEM教师不但懂学科还要能运用诸

如 LACID 渊Learning -Activity -Centered Instructional

Design冤[19]这样的教学设计技术袁设计出满足目标要手

段一致性尧媒体多元性尧学生参与度尧STEM整合度等

指标[20]要求的教学方案袁其中目标要手段一致性是最

基本的要求遥 此外袁STEM教师还必须能够贯彻实施

自己所设计的教学方案袁确保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相

一致遥

渊3冤能够根据实情设计尧实施和评价满足目标要

手段一致性要求的自主学习活动袁即拥有高级设计素

养袁能把控学生的自主学习

设计尧实施和评价自主学习是教育现代化对教师

提出来的必然要求遥特别是 STEM教育袁自主学习袁比

如自主探究学习袁已经成为核心环节之一遥 教师要逐

渐习惯在教学过程中安排自主学习环节袁而且还要积

累设计尧实施和评价自主学习活动的教学经验袁比如

针对特定自主学习的主题袁预知学生的思维卡点和认

知困难以及什么样的交往规则和成果评价规则更有

激励作用袁等等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袁这种自主学习是

整个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袁必须满足目标要手段一致

性遥 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说自主学习是非设计性的袁设

计过度就不再是自主学习袁但未经设计的自主学习特

别容易丧失目标要手段一致性曰因此这类自主学习的

设计不能纯靠经验袁 它特别需要设计技术的支持袁比

如基于 FC知识广图[21]的问题设计技术和学习支架的

设计技术遥

教师要具备上述三个方面的素养袁必须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与实践遥获得这些素养的过程也就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过程遥而且这三方面素养之间既存在知识

上质的差异袁又存在着能力生成意义上的前驱后继关

系袁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遥 不懂学科就无法操控教

学设计技术袁不能把控教学袁就更难把握控制权已经

让渡给学生的自主学习遥 据此袁我们可以将 STEM教

师所经历的以上过程看作 STEM教师专业发展的三

个阶段院前专业阶段尧专业阶段尧后专业阶段遥 在前专

业阶段袁STEM教师要做到懂学科尧把握课程曰在专业

阶段袁STEM教师要获得教师主导课堂条件下的基于

设计的行动力曰 在后专业阶段袁STEM教师要能够设

计尧实施和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袁为达成高阶课

程目标提供机会遥

2. 定义 STEM教师的理想角色

渊1冤前专业阶段

这个阶段 STEM教师要能够野忠实地冶贯彻执行

已有的 STEM课程袁 当然前提是该课程提供了满足

目标手段一致性尧媒体多元性尧学生参与度尧STEM整

合度指标的教学详案遥 以 STEM课程野设计风车冶为

例袁STEM教师要能够按照工程过程自行制作符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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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的风车袁 能独立操作课程中的单因素科学实

验袁能理解课程整体结构袁并能够完成所有课的知识

讲解传递尧自主探究的辅导尧学生作品的收集与评价

等工作遥

渊2冤专业阶段

以 LACID为例袁这个阶段的 STEM教师要能够读

懂课程提供的原始设计过程数据渊包括知识建模图尧

学习目标序列尧任务设计尧交互设计尧规则设计等冤袁能

够正确调整每节课的知识建模图袁能够根据实情调整

任务设计尧交互设计袁能够根据需要制作 PPT页面袁能

够运用动力设计模型优化教案设计袁由此生成个性化

的 STEM课程袁并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满足教学方案要

行动的一致性要求遥

渊3冤后专业阶段

这个阶段的 STEM教师要能在自己的个性化课

程中袁 运用 FC知识广图之类的设计工具设计满足课

程目标要手段一致性要求的探究学习活动袁包括探究

主题尧评价标准尧学习支架尧资源条件等袁并在教学过

程中引导学生的探究学习朝向预定的学习目标前进袁

此外要能够合理评价真实发生的探究学习遥

渊二冤组建扮演 STEM教师理想角色的教师团队袁

配备研究所需的外部支持

扮演 STEM教师理想角色的教师团队至少应该

包含以下两类成员院

渊1冤核心成员教师袁其主要工作是学习所需专业

知识尧接受 STEM课程培训袁参与或独立完成教学方

案的微观调适袁独立完成相应的教学实施袁参与完成

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的一致性分析和反思遥核心成员

教师必须通过学习从而具备完整的学科素养袁必须具

备一部分基础设计素养和一部分高级设计素养袁能够

与专业成长助手进行专业性沟通遥

渊2冤专业成长助手袁其主要工作是与核心成员教

师合作完成教学方案微观调适尧探究学习设计尧教学

方案要行动的一致性分析和反思遥专业成长助手必须

具备完整的学科素养袁完全具备基础设计素养和高级

设计素养袁能够与核心成员教师进行专业性和经验性

沟通袁但不必具有教学行动力遥

专业成长助手在不同专业发展阶段可分别由教

学设计专家尧探究学习设计专家承担袁也可以由满足

条件的研究者本人承担遥 此外袁研究还需要能够根据

核心成员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袁联络调整外部政策条

件袁采购 STEM课程工具箱袁安排足够课时和教学场

地袁提高教师自由时间袁减少外部干扰条件袁让核心成

员教师有足够时间和条件呈现可观察的能力表现遥

渊三冤引导专业的 STEM教学实践袁并收集过程数

据

前文所设的专业发展阶段论包含三个阶段袁每个

阶段的 STEM教学实践都要经历至少一轮野培训尧备

课尧教学实施尧教学方案要行动的一致性分析与教学

反思冶的四环节过程遥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袁各个环节

的主要任务是不同的袁STEM教师理想角色所表现出

来的能力行为也会不同遥 特别要注意的是袁在进入专

业阶段后袁对于核心成员教师能做的尧能学会的袁研究

者都要督促教师去学尧去实践袁主要方式是做中学曰对

于教师暂时没有能力尧没有精力尧没有时间尧没有条件

去做的袁才由专业成长助手去做袁并且在团队内部保

持充分分享和密切沟通遥

1. 培训

前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需要接受 STEM 课程

产品的培训袁以期获得相应的学科素养袁理解整个课

程袁学会使用课程配置的教学辅助工具遥 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需要接受诸如 LACID之类的教学设计技

术培训袁 以期掌握教学设计技术遥 后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需要接受探究学习设计技术的培训袁以期

掌握探究学习的设计技术遥

2. 备课

前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在培训基础上继续熟

悉 STEM课程袁这属于常规备课遥 研究者也可以提醒

STEM教师进行微观调适袁只不过这种调适是经验性

的袁未必有意义遥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备课时袁要在

以往教学方案要行动一致性分析和教学反思的基础

上袁运用教学设计技术对 STEM课程的教学详案进行

微观调适遥研究者也可以提醒 STEM教师关注探究学

习的设计袁但教师的这种设计是经验性的袁未必有意

义遥 进入后专业阶段的 STEM教师备课时袁要运用探

究学习设计技术设计和完善原 STEM课程教学详案

中的探究学习活动遥

3. 实施 STEM教学

STEM 教师按照备课环节形成的教学方案实施

STEM教学遥

4. 教学方案要行动的一致性分析与教学反思

前专业阶段的一致性分析是为了考察 STEM课

程是否得到了野忠实冶的实施袁在教学过程中 STEM教

师是否表现出反映学科素养的教学行为遥一旦发现教

学方案与教学行动之间的不一致袁则引导教师进行反

思归因袁修正对课程的理解尧强化对细节的把握尧调整

教学观念尧关注特定的经验技巧袁等等遥专业阶段的一

致性分析是为了考察 STEM教师是否拥有了基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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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行动力遥 一旦发现不一致袁则引导教师进行反思

归因袁修正对教学设计技术的理解袁调整教学设计技

术所生成的数据袁 并据此调整教学详案的设计细节袁

整合和提升教师的基于设计的行动力遥后专业阶段的

一致性分析是为了考察 STEM教师是否拥有满足目

标要手段一致性的探究学习的设计能力遥一旦发现不

一致袁则引导教师进行反思归因袁修正对探究学习的

理解袁修正探究学习设计技术所生成的数据袁并据此

调整探究学习的设计细节遥

整个研究会经历多轮上述过程遥一旦在某轮过程

中发现该 STEM教师团队表现出充分的当下阶段理

想角色所定义的能力行为袁同时满足了整个课程的教

学方案要行动的一致性要求袁 则进入到下一发展阶

段遥 但无论哪个阶段袁研究者始终讨论尧提醒尧谨慎要

求 STEM教师忠实贯彻课程尧优化教学详案及其探究

学习设计袁但不强制教师跨阶段行动遥

研究者在实施以上四个环节过程中袁要做好数据

收集工作袁包括培训视频尧备课音频尧教学实施视频尧

教学设计过程数据尧探究学习设计过程数据尧一致性

分析数据尧教学反思日志或音频尧访谈音频尧问卷尧教学

实践中 STEM教师团队内合作沟通的音频和日志等遥

渊四冤分析数据袁得出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 STEM教师专业发展的野前

专业要专业要后专业冶阶段论假设是否成立遥 这需要

对步骤 3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特定的编码袁与步骤 1所

定义的理想角色进行对比袁此外还要专门针对专业成

长助手的能力行为进行分析袁考察这些数据是否满足

这两个条件院渊1冤STEM教师团队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能力行为符合阶段论的规定袁且最终达到了后

专业水平袁此外没有出现逆序成长尧跨阶段成长现象曰

渊2冤STEM教师团队中专业成长助手所表现出的能力

行为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能够被 STEM教师学习和

复制遥如果能满足这两个条件袁则阶段论成立袁否则阶

段论存疑遥 如果出现了逆序现象袁即高阶段教师却不

具备低阶段的能力袁或者跨阶段现象袁即低阶段教师

在不学习高阶段所需要技术知识的条件下就很容易

表现出高阶段的能力行为时袁则阶段论不成立遥

四尧结 语

基于理想角色的教师专业发展个案研究方法试

图将教师角色作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多人合作扮演教师

理想角色所实现的专业教学实践袁来验证研究所预设

的教师理想角色的专业行为在教育实践中达成的可

能性遥其实这种做法在以往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早

已出现袁比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为新手教师提供教

学策略框架且参与听课尧评课尧讨论[22]袁与教师共同制

作课例尧共同反思调整课例[23]袁等等遥 在这些研究中袁

新手教师作为核心主体与研究者作为专业成长助手

协同扮演教师理想角色袁共同构建了更为优质的教学

实践袁从而验证了某些教师专业发展的结论遥 这些研

究在行动上已采用了教师理想角色的思想袁只不过未

能自觉地提出来罢了遥本文将其梳理成教师专业发展

领域的一种个案研究法袁 相信它是一种研究周期可

控尧研究成果能有效指导教育实践的研究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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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Case Study Method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Ideal Roles

YANG Kaicheng, ZHANG Huihui, CHEN Jie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cas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uncontrollable pace of the study and the mistaken equation of individual teachers with teacher roles.

To overcome these two problems, a case study method is adopted based on ideal roles. The basic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method is: (1)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defining the ideal role of teachers; (2)

constructing a team of teachers playing the ideal role and configuring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needed for

the study; (3) guiding specific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collecting process data; (4) analyzing the data and

drawing conclusions. Taking the stage theory of STEM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if

we assume that STEM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ll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pre-professional

stage, professional stage, and post -professional stage. Pre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subject matter and grasp the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be able to have design-based action

and engag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that are aligned with instructional actions. Post-professional teachers

need to be able to design inquiry -based learning, then the reality i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STEM

teacher to grow and develop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need to equip STEM teachers with

professional assistants to form a team of STEM teachers to play the ideal role of STEM teachers. If we find

that the STEM teacher teams have successively achiev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deal role over time,

without reverse or cross-stage phenomena, and the competent behaviors of the professional assistants are

learnable and replicable, then the above stage theory of STEM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valid.

[Keywords] Ideal Rol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STEM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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