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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身的教学实践进行内省的过程，属于一种高阶思维。
研究以１１６为职前科学教师和１００位在职科学教师的教学反思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采用扎根的研

究方法，借助Ｎｖｉｖｏ软件和卡方检验法对反思材料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果：（１）职前教师的教

学反思比较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职前培训时所学理论知识的验证；（２）在

职教师的教学反思比较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自身的专业成长。（３）职前教

师和在职教师的教学反思关注点有显著性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其课堂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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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以费

朗斯·富勒（Ｆｒａｎｃｅｓ　Ｆｕｌｌｅ）编制的《教师关注问卷》

为开端，掀起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浪潮。自此，教

师的专业发展 备 受 瞩 目，已 然 成 为 了 教 师 教 育 研 究

的热点问题。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 关 系 到 教 师 的 质 量，

必然也会影响到整个教育的质量，由此，探寻教师专

业发展的路径 便 成 为 了 教 师 质 量 提 高 的 关 键，也 成

为了各国学 者 研 究 的 核 心 问 题。美 国 学 者 波 斯 纳

（Ｐｏｓｎｅｒ）指出，教 师 专 业 成 长＝教 学 经 验＋教 学 反

思。这一观点 指 明 了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路 径，提 出 了

教学经验和教学反思对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性。教

学经验是 在 教 师 日 常 的 教 育 教 学 实 践 中 不 断 养 成

的，而教学反思 是 对 日 常 的 教 育 教 学 实 践 进 行 内 省

的过程，是理性 审 视 自 身 教 学 实 践 的 过 程，是“个 体

对自身工作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自我察觉”［１］，属于一

种高阶思维。这 种 高 阶 思 维 以 教 学 实 践 为 基 础，又

反作用于教学实践。通过教学反思，“能帮助教师改

变他们的 教 学 注 意 事 项 和 提 高 他 们 自 身 的 教 学 能

力”［２］［３］。可知，教学反思对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成

长都极为重 要。目 前，关 于 教 师 教 学 反 思 的 研 究 主

要集中在 反 思 的 过 程（Ａｎｄｒｅａ．Ｇ．＆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Ｖ．
Ｄ，２０１４）［４］；反 思 的 方 法（申 继 亮，２００４；熊 川 武，

２００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０６； Ｍａｙ， ２００８
等）［５］［６］［７］［８］；反 思 的 内 容（Ｈｕｓｕ，Ｔｏｏｍ　＆ Ｐａｔｒｉ－
ｋａｉｎｅｎ，２００８；Ｓｅｗａｌｌ，２００９）［９］［１０］；反思的水平（Ｋｅｍ－
ｂｅｒ　＆Ｌｅｕｎｇ，２０００）［１１］等方面。可谓涉及了教师教

学反思的方方面面，但是，已有的文献多以研究在职

教师的教学反 思 为 主，鲜 有 研 究 职 前 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教师的专 业 成 长 始 于 其 职 前 的 培 养，并 彰 显 在

职后的教学实 践 中。国 际 教 育 组 织 也 呼 吁“教 师 教

育应该关 注 职 前 教 师 数 量 的 增 加 和 教 学 经 验 的 质

量”［１２］。教学经 验 来 源 于 教 师 的 教 学 实 践，但 并 不

是所有的教 学 实 践 都 能 提 高 教 师 的 能 力。因 此，对

教学实践的反 思 就 尤 为 重 要，它 不 仅 能 给 职 前 教 师

的培养提供理 论 依 据 和 实 践 意 义，也 能 形 塑 职 前 教

师的信念。“职前教 师 的 信 念 和 关 于 有 效 教 学 的 意

识能直接 影 响 他 们 对 课 堂 教 学 的 关 注”［１３］，也 能 影

响他们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专业能力的成长。已有的

研究往往关注 职 前 教 师 的 应 然 层 面，而 很 少 关 注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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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声音［１４］。职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有何感受，有

何体悟都能 影 响 到 其 职 后 的 发 展。针 对 以 上 问 题，
本研究将研 究 目 的 界 定 为 以 下 三 个：１通 过 分 析 职

前教师的教学 反 思，探 寻 职 前 教 师 在 教 学 实 践 中 关

注点。２通过 分 析 在 职 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探 寻 在 职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关注点。３通过对比职前教师

和在职教师的教学关注点，寻求二者的差异，以期能

为职前教师的培养提高可行的方案。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为１１６位职前教师的教学反

思和１００位在职教师的教学反思，教师的选取均 为

中学科学教 师，且 有 教 学 经 验。为 了 研 究 数 据 的 可

靠性和稳定性，本研究在征得教师同意的情况下，深

入教师的课堂 教 学 进 行 观 察，并 对 部 分 教 师 进 行 了

访谈。
（二）研究工具

由于本研究 收 集 到 的 数 据 是 以 质 性 材 料 为 主，
所以本研究采 用 扎 根 理 论 的 方 法 对 材 料 进 行 分 析，
并借用Ｎｖｉｖｏ　８．０软件对材料进行分析。Ｎｖｉｖｏ作

为一款质性分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软件，
能对大量不同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本研究主要运

用该软件强大 的 编 码 功 能，完 成 对 教 师 反 思 材 料 的

编码工作。编码的具体过程和步骤如下：
第一，对材料进行开放编码，建立自由节点。所

谓开放编码，就是初步分析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对

资料中隐含的 信 息 进 行 界 定，并 对 其 基 本 特 征 进 行

分析的 过 程（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８）［１５］。研 究 者

在对反思材料 进 行 深 度 阅 读 的 基 础 上，进 行 微 观 分

析，将能顾体现 教 师 反 思 关 注 点 的 句 子 建 立 自 由 节

点。材料中每次出现一个新的内容就建立一个新的

自由节点。对于重复出现的内容则加入已有的自由

节点，对于同一个内容被试反复提及的只记录一次，
不重复记录，这 样 便 于 后 期 的 统 计 和 分 析。研 究 者

通过对所有教学反思进行开放编码，得出１４６个 自

由节点。这些 自 由 节 点 涉 及 到 学 生 学 习 困 难、教 师

教学难点、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动机、教师课堂提问、
教学氛围等 等，涵 盖 了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所 有 环 节。其

中，也有一些与教学过程无关的节点，如教师情 绪、
班主任工作、校园环境等等。

第二，进行轴心编码，建立树状节点。初始编码

使数据分裂为 不 同 等 级 和 不 同 类 型 的 代 码，轴 心 编

码则将初始编 码 中 分 裂 的 数 据 重 新 排 列，使 其 重 新

恢复为连贯 的 整 体。［１６］步 骤 如 下：首 先 对 所 有 的 自

由节点进行校对、审核，删除重复和不符合要求的节

点，并将内容有交叉的节点进行整合、分类，最 后 建

立树状节点，形成节点之间的层级结构。再次，通过

节点，建立编码索引体系，描述编码的主题和次级主

题，并对编码添加描述性定义（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和例子（ｅｘａｍｐｌｅ），最后，按照编码索引，随机选

取３份反思材料进行试编码，找出手册中的不足，完

善手册。由于本研究主要分析教师对教学过程的反

思，因此剔除了４０个无关的节点，最 终 得 到１０６个

自由节点。通 过 对１０６个 自 由 节 点 进 行 轴 心 编 码，
将其合并为２６个树节点，并最终归纳为教师基本能

力、教研与自我认知能力、课程分析能力、课堂 教 学

能力、教师角色、学生发展六个纬度，每个纬度 又 包

含若干个次级纬度，并以此建立编码索引。
最后，对编码进行信度检验。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 了 定 性 研 究 的 方 法，通 过 收 集 职 前

教师和在职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并 辅 之 以 观 察 教 师 的

课堂教学，分析 职 前 教 师 和 在 职 教 师 在 教 学 实 践 中

分别关注什么，寻找二者之间的差异，以期能对职前

教师的培养提供依据。
（四）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所有资料均来自于教师的教学反思和

课堂观察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

（一）教学反思关注点编码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是三位研究者对反思材料进行重

复、独立编码的方式，为了保证编码的一致性 程 度，
在对反思材 料 进 行 初 始 编 码 后，研 究 者 运 用 Ｎｖｉｖｏ
的查询 功 能 对 其 进 行 检 验，并 计 算 出 每 个 维 度 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均值以及一致性百分数，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 知，编 码 信 度 系 数 值 从０．７５２２到１．

００，编码信度平均值为０．８７４７，说明编码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且三个人的编码信度平均值都在０．９以上，
说明编码手册 具 有 一 定 的 稳 定 性，利 用 该 手 册 能 够

科学有效的辨别出教师反思的关注点。
（二）职前教师关注点编码结果

研究者利用编码手册对职前教师的反思材料进

行了编码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研究中对重 要 关

注点的界定标 准 是：该 关 注 点 在 教 师 的 反 思 材 料 中

出现的频次不少于总人数的２５％。职前教师的样本

人数为１１６，故重要关注点的频次应不少于２９（１１６
·０４·



＊２５％＝２９），共有１３项符合这一标准。
表１　教师反思关注点编码信度

Ｋａｐｐａ
系数均值

一致性均值

（％）

学生学习动机

学生思维

学生能力

课堂提问

课堂互动

教学评价

教学理念

教学设计

师生关系

教师角色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师基本能力

教师科研与自我发展能力

课程分析能力

课堂导入

教学情境

教学时间

教学媒体

教学难点

教学氛围

职业认同感

学生学习态度

备课

课堂纪律

自我效能

１．００

０．９４４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９５１

０．９９３４

０．８６７２

０．９９３７

０．８７６８

０．８５７６

０．９７５３

０．８５３５

０．９９０２

０．７５２７

０．６９８２

０．９８２３

０．９３７５

０．９９１３

０．７８４６

０．９９２４

０．８５７８

０．７５２２

０．７６３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７６８

１００

９９．７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６

９８．７９

９８．４８

９９．３７

９９．９１

９９．９１

９９．８２

９９．７６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３

９９．３５

９８．２８

９９．７９

９９．９８

９７．６２

９９．６９

９９．７９

９８．５６

９９．３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９．９１

表２　职前教师反思关注点

反思关注点 频次 比例＊＊ 排序＊＊＊

自我效能 １０３　 ８８．７９％ １
课堂纪律 ７７　 ６６．３８％ ２

学生学习动机 ７３　 ６２．９３％ ３
教学氛围 ５５　 ４７．４１％ ４

备课 ４６　 ３９．６６％ ５
教学方式 ４４　 ３７．９３％ ６

教师基本能力 ４１　 ３５．３４％ ７
学生学习态度 ３７　 ３１．９０％ ８

师生关系 ３７　 ３１．９０％ ８
职业认同感 ３６　 ３１．０３％ １０

教学设计 ３４　 ２９．３１％ １０
教学内容 ３３　 ２８．４５％ １２
教师角色 ３３　 ２８．４５％ １２

　　注：＊研究对象为１１６位职前教师的教学反思材料。

＊＊选取标准为该 重 要 关 注 点 出 现 的 频 次 不 少 于 总 人 数 的

２５％，即不少于２９次（１１６＊２５％＝２９）。
＊＊＊排序一栏中次序相同的序号是由于它们的频次相同，故

采用同一序号排序，但它同时也占据下一个序号。（表３

雷同）

从表２可知，职 前 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 比 较 关 注 教

师自身在职业 中 的 状 况，以 及 职 前 培 养 时 所 习 得 的

一些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的验证。这主要与职前教

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实践有关。职前教师的知识结

构多数来源于其职前培养时所学习到的一些间接性

知识，包括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
心理学知识等等。由于职前教师缺乏教学实践的支

撑，所以他们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往往较为抽

象，大多停留在识记的层面上，难以运用和迁移。尤

其在面对一些程序性知识的调用上，都较为刻意，处

于前结构的水 平，不 能 全 面 的 了 解 该 类 知 识 背 后 的

含义和作用。以职前教师的备课为例：
“我很积 极 的 做 了 备 课，准 备 给 学 生 讲 物 质 的

量、摩尔质量、摩尔体积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让他

先理解概念 然 后 再 做 对 应 的 练 习 题。但 是，在 课 堂

上学生有点反应不过来，这节课的效果很不好，看来

还是备课不够充分，以后不管有多忙，都要认真对待

备课。”
从这段材料 中 我 们 能 看 出，多 数 职 前 教 师 都 很

关注备课，并将 一 节 课 的 效 果 完 全 寄 托 在 课 前 的 准

备上，但是，从他们的反思记录中可以看出，他 们 关

注的课前准备 仅 仅 是 指 将 授 课 内 容 进 行 梳 理，并 未

涉及到学生的认知水平、已有知识、教学方法 等 等。
且从表２可知，职 前 教 师 比 较 关 注 自 己 能 否 上 好 这

节课，能否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等，这些主要是由于缺

乏教学实践 所 致。教 学 实 践 属 于 实 践 性 知 识，具 有

情境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这种知识需要 在 教

学实践中不 断 养 成。对 职 前 教 师 而 言，教 学 能 力 的

提升是缩短其专业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对

职前教师进行培养时，不仅应该关注其学科知识、教

学法知识、心理学知识等方面的提升，也应该关注其

实践性知识的养成。
（三）在职教师关注点编码结果

在职教师教学反思材料的编码过程和方法与职

前教师的相 同，研 究 中 在 职 教 师 的 样 本 人 数 为１００
人，故重要关注点的频次应不少于２５次（１００＊２５％
＝２５），通过计算得出共有１４项符合这一标准，如表

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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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在职教师反思关注点

反思关注点 频次 比例＊＊ 排序＊＊＊

学生能力 ９８　 ９８％ １
学生学习动机 ９５　 ９５％ ２

学生思维 ８１　 ８１％ ３
教师角色 ７３　 ７３％ ４
课堂提问 ５０　 ５０％ ５
教学氛围 ４６　 ４６％ ６
教学理念 ４６　 ４６％ ６
课堂互动 ４５　 ４５％ ８
师生关系 ３９　 ３９％ ９
教学情境 ３８　 ３８％ １０
教学设计 ２９　 ２９％ １１
教学评价 ２６　 ２６％ １２
教学方法 ２６　 ２６％ １２

教师科研与自我认知能力 ２５　 ２５％ １４

　　从表３可 知，在 职 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 比 较 关 注 学

生的发展和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并将学生的思维、

能力、动机激 发 放 到 了 反 思 的 核 心 位 置。这 主 要 与

在职教师丰富 的 程 序 性 知 识 和 实 践 性 知 识 有 关，具

体表现为职前教师自动化的教学技能和较好的教学

效能感。在职 教 师 在 长 期 的 教 学 实 践 中，累 积 了 丰

富的实践性知识，他们既能关注学生能力、思维、兴

趣的发展；也能关注教学技能的恰当使用，如课堂提

问、课堂互动、教学设计、教学评价等；还能关注自身

的专业发展，并且能将学生、教学、教师三者整合 为

一个整体，在教学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以Ｚ老师的教学反

思为例：
“在物理教 学 过 程 中，应 用 发 散 性 思 维 的 方 法，

启发、引导学生，不仅可使物理概念、规律的教学 形

象化、生动化，还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放手让学

生去探索，去研究，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探索的空

间，使学生在归纳、对比的过程中加深对物理概念的

理解，提高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

对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学习动机的激发都

有很大的作用，并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职教 师 在 教 学 实 践 中 积 累 的 丰 富 的 教 学 实

践，使其能够独特处理教材，合理安排课程计划。但

从整体的反思 材 料 中 可 以 看 出，在 职 教 师 缺 乏 一 些

灵活运用各 种 教 学 媒 介 的 条 件 性 知 识。因 此，在 职

教师 的 职 后 培 训 应 该 更 关 注 其 信 息 技 术 能 力 的

提高。

（四）教师关注点对比结果

为了能够进一步对比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在教

学反思上的差异，研究者采用Ｎｖｉｖｏ的编码功能，将

１１６位职前教师的教学反思和１００位在职教师的教

学反思进行 了 编 码 分 析，最 终 将 其 整 合、归 纳 为２６
个节点，并将 分 析 结 果 导 入ＳＰＳＳ１６．０，运 用 卡 方 检

验得到如下结果：
从表４可知，职 前 教 师 较 为 关 注 自 身 的 教 学 效

能感、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学内容的传授、教学 目 标

的实现等方面，在职教师较为关注学生的发展、教师

的 专 业 能 力 等 方 面，这 与 乔 杜 里 （Ａｎｉｔａ　Ｒｏｙ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　＆ Ｄｉａｎａ　Ｒｉｃｅ）［１７］等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为了探究 这 种 差 异 是 否 存 在 显 著 性，研 究 者 将

２６个节点作 为 变 量 进 行 了 卡 方 检 验，结 果 显 示，职

前教师和在职 教 师 的 教 学 反 思 在 自 我 效 能 感、课 堂

纪律、学 生 学 习 动 机、教 师 角 色、课 堂 互 动、学 生 能

力、学生思维、教学评价、课堂提问、教 学 情 境、教 学

难点、教学理念、科研与自我发展方面的自由度均为

１，Ｐ值均小于．００１，卡 方 值 都 很 大，在 统 计 学 意 义

上来说，卡方值越大，差异越显著，由此可知，教师在

这些变量上的差异极其显著；在课程分析能力、课堂

导入两个变量上的自由度也为１，Ｐ值小于．０１，卡方

值分别为７．０１和６．７８，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显

著；在教学内容 方 面，自 由 度 为１，卡 方 值 为４．７５，ｐ
值小于．０５，说明差异显著。在教学氛围、教学方式、
师生关系、教学设计、教学时间、教学媒体上并 无 显

著性差异。结 合 节 点 的 分 析 结 果 和 卡 方 检 验 的 结

果，研究得出，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在教学反思时关

注的主要内容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教学反思的差

异折射出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关注点也存在显

著性差异。这 种 差 异 可 能 会 导 致 不 同 的 教 学 效 果，
也可能会影响 教 师 的 专 业 能 力 的 成 长、学 生 的 学 业

成就等方面。由此，在职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适当

的开设一些实 践 项 目 和 理 论 项 目，以 此 提 高 职 前 教

师的教学实 践 能 力 和 教 学 理 论 能 力。此 外，研 究 也

显示，两类教师 都 忽 略 了 课 堂 教 学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教材，即 节 点 中 的 课 程 分 析 能 力，从 表 中 可

知，极少有教师在反思时关注到教材本身，很少能对

教材进行反 思。教 材 作 为 教 师 开 展 教 学 的 重 要 依

据，作为学生学习的蓝图，对有效教学的实施和高效

学习的完成都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可 在 两 类 教 师

的教学反思 中，却 仅 有 少 数 人 对 其 进 行 了 反 思。因

此，在教师教育计划中，可以有意识的培养教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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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能力。
表４　　 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反思关注点差异

职前教师（ｎ＝１１６） 在职教师（ｎ＝１００）

频次 比例（％）频次 比例（％）
ｄｆ χ

２

自我效能 １０３　 ８８．７９　 ０　 ０　 １　 １６９．７３＊＊＊

课堂纪律 ７７　 ６６．３８　 ０　 ０　 １　 １０３．１５＊＊＊

学生学习动机 ７３　 ６２．９３　 ９５　 ９５　 １　 ３１．９６＊＊＊

教学氛围 ５５　 ４７．４１　 ４６　 ４６　 １ ．０４３
备课 ４６　 ３９．６６　 ０　 ０　 １　 ５０．３９＊＊＊

教学方式 ４４　 ３７．９３　 ２６　 ２６　 １　 ３．４９
教师基本能力 ４１　 ３５．３４　 １６　 １６　 １　 １０．３５＊＊＊

学生学习态度 ３７　 ３１．９０　 ０　 ０　 １　 ３８．４９＊＊＊

师生关系 ３７　 ３１．９０　 ３９　 ３９　 １　 １．１９
职业认同感 ３６　 ３１．０３　 ０　 ０　 １　 ３７．２４＊＊＊

教学设计 ３４　 ２９．３１　 ２９　 ２９　 １ ．２１
教学内容 ３３　 ２８．４５　 １６　 １６　 １　 ４．７５＊

教师角色 ３３　 ２８．４５　 ７３　 ７３　 １　 １２．４８＊＊＊

课堂互动 １７　 １４．６６　 ４５　 ４５　 １　 ２４．１６＊＊＊

学生能力 １５　 １２．９３　 ９８　 ９８　 １　 １５５．７９＊＊＊

教学时间 １４　 １２．０７　 ８　 ８　 １ ．９７
学生思维 １２　 １０．３４　 ８１　 ８１　 １　 １０９．３５＊＊＊

教学媒体 ９　 ７．７６　 １６　 １６　 １　 ３．５６
教学评价 ７　 ６．０３　 ２６　 ２６　 １　 １６．５４＊＊＊

课堂提问 ６　 ５．１７　 ５０　 ５０　 １　 ５１．２０＊＊＊

教学情境 ３　 ２．５９　 ３８　 ３８　 １　 ４３．８０＊＊＊

课程分析能力 ２　 １．７２　 １０　 １０　 １　 ７．０１＊＊

课堂导入 １ ．８６　 ８　 ８　 １　 ６．７８＊＊

教学难点 ０　 ０　 １５　 １５　 １　 １８．７０＊＊＊

教学理念 ０　 ０　 ４６　 ４６　 １　 ６７．８０＊＊＊

科研与自我发展 ０　 ０　 ２５　 ２５　 １　 ３２．８０＊＊＊

　　（＊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示ｐ＜０．００１）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分析了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在教学反思

材料上关注点 的 差 异，并 对 这 种 差 异 进 行 了 卡 方 检

验，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
（一）职前教师的教学反思关注自身在职业中的

生存状况，以及 职 前 培 养 时 所 习 得 的 一 些 陈 述 性 知

识和程序性的验证。这主要是由于职前教师缺乏教

学实践，因此，在职前培养中，可多关注职前教师 实

践性知识的养成。
（二）在职教师的教学反思比较关注学生的发展

和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并将学生的思维、能力、动

机激发放到了反思的核心位置。但是在职教师极少

关注教学媒体的使用，因此，在其后的培训过程 中，
也可以有意识的培养其科技教学能力。

（三）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的教学反思关注点存

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职前教师关注自身的生

存状况、教学基本能力；在职教师关注学生的 发 展、
教师专业发 展。这 些 差 异 会 影 响 教 师 的 教 学 效 果、
教师的专业成长，由此，应该适当的调整职前教师的

培养计划。此 外，两 类 教 师 都 极 少 关 注 课 程 分 析 能

力，因此，在教师教育计划中，也可以适当的对 其 进

行培养。
本研究选取了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教学反思关

注点对比的视角，折射出其日常教学中的关注点，并

企图寻找职前 教 师 培 养 的 路 径，对 以 往 的 研 究 有 所

突破，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为了减少其他因

素的干预，研究选取了中学科学教师作为研究样本，
这样的样本选 择 不 能 代 表 所 有 中 学 教 师 的 状 况，也

限制了研究 结 果 的 推 广。其 次，本 研 究 仅 指 出 了 教

学反思的 差 异 可 能 会 影 响 教 学 效 果 和 学 生 学 业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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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是并未对其进行过探究，这种结论的科学性还

需后续的研 究 进 行 验 证。这 两 个 方 面 的 不 足，研 究

者将会在后续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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