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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实地教学观察、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教学行为，并针对青年教师

在教学心理、教学表现、教学互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正青年教师不当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的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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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界将青年教师适应教学岗位的时期定义

为教学初任期，这一时期教师职业生活的主题是

生存关注。[1] 这个时期对于教师的职业发展来

说至关重要，不仅决定教师的去留，而且影响教

师将成为什么样的教师。[2] Richards 指出，一般

教师研究中对初任教师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

对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师的初任研究则相当少。[3]

因此，针对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教学表

现和行为的研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空间。 
青年教师的教学行为具有自身的特点，于兰

研究发现，该时期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的顺利进

行，所选择的策略更偏向于教学内容而不是教学

手段，同时为了实现教学的顺利进行，也在有意

识或无意识状态中形成了固定的教学模式。[1] 

这种以教学内容为中心的固化教学模式不利于

新教师职业生涯的拓展，所以，在初任期教师的

教学行为进行跟踪、调查，纠正偏差对于提高其

教学水平是很有帮助的。本文立足于高职院校青

年教师这一特定群体，通过比对老教师，分析该

群体教师在课堂教学各个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修

正不良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在甬高职院校公外英语教师为研

究对象，发放问卷 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5 份。

其中，工作期限为 3-5 年的青年教师为 33 人，

工作年限超过 5 年且历年教学效果明显（以学生

评教数据和浙江省大学英语三级通过率数据为

依据）的公外老教师 32 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课堂实地观察、问卷调查以及深

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课堂实地观察，总结公外青

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共性问题，以此为依据，

结合于兰，叶澜和覃成强的研究编制了一份调查

问卷，[1-2，4] 问题分为教师主体和学校环境两个

大类，在教师主体指标下分为主体认知、知识结

构、课堂教学实施、师生互动四个维度，学校环

境指标下又分学校和教师之间两个维度，该问卷

共 27 题，每题以五级计分，分为“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不确定”“基本不符合”和“完

全不符合”五个等级，“完全符合”和“完全不

符合”分别记为“1”和“5”。问卷的数据输入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工作

年限的 T 检验，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 
三、结果 

（一）公外青年教师的基本情况 

初任期公外青年教师和老教师在问卷各个

维度项目的得分情况（表 1）。表 1 结果显示，

在主体认知和课堂教学维度，公外青年教师的得

分均高于老教师，前者分数高于中值水平，后者

低于中值水平。而在学校和教师之间维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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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刚好相反。这说明在前两个维度中，老教师

更符合问卷的题项要求，而公外青年教师不符合

题项要求。而在后两维度中，公外青年教师的总

体情况符合问卷的题项要求。 
（二）不同工作年限公外教师在各维度总体

得分的 T 检验及显著性分析 

不同工作年限的公外教师对问卷各个维度

总体得分情况的 T 检验结果（表 2）。在主体认

识维度上，公外青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存在着显

著差异，老教师得分（10.84）明显低于青年教

师（14.12），T 值为 3.031，p<0.01，差异非常

显著，而其他维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不同工作年限公外教师在问卷各题项

得分情况的 T 检验 

虽然在表 2 中，新老师教师只有在主体认知

维度出现了显著性差异，但从问卷各个小题看，

其他维度中还是有很多小题上出现明显差异

（表 3）。 
由表 3 可知，主题认知维度中，公外青年教

师和老教师在第 1、2、4 和 5 题的回答上出现了

明显差异，其中第 1、4 题的 T 值分别为 2.591
和 2.130，p<0.05；而第 2、5 题的 T 值分别为

3.148 和 3.801，p<0.01，差异非常显著。除了该

维度外，对课堂教学维度、师生互动和教师互动

维度中共计 8 道问题的回答，公外青年教师和老

教师也存在着差异。 
四、讨论 

从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情况看，青年教师与老

教师最大的区别在于对高职教育理念和规律的

认识，两者之间的平均分差达到了 0.6554。其他

维 度 中 青 年 教 师 与 老 教 师 得 分 差 最 大 只 有

0.3809。访谈发现，大多数受访公外青年教师无

表 1  公外青年教师和老教师基本情况比较 

公外青年教师 公外老教师 
问卷维度 

N M SD N M SD

主体认知 33 2.8242 0.66850 32 2.1688 1.03127

知识结构 33 2.7071 1.28224 32 2.8333 1.38605

课堂教学 33 2.8258 1.32359 32 2.5781 1.31322

师生互动 33 2.5939 1.23135 32 2.5312 1.18769

学校 33 2.5253 1.32296 32 2.9062 1.32046

教师之间 33 2.5455 0.94214 32 2.9167 1.06761

有效样本数  33  32

表 2  新老教师的差异检验 

青年教师 老教师  
 

T 值 
Sig. 

(2-tailed) M SD M SD

主体认知 3.031 0.004** 14.12 3.343 10.84 5.156

知识结构 -0.381 0.704 8.12 3.847 8.50 4.158

课堂教学 0.757 0.452 22.61 10.589 20.62 10.506

师生互动 0.209 0.835 12.97 6.157 12.66 5.938

学校 -1.162 0.250 7.58 3.969 8.72 3.961

教师之间 -1.488 0.142 7.64 2.826 8.75 3.203

表 3  新老公外教师各题得分的 T 检验 

主体认知 课堂教学 师生互动 教师之间 
题 1 题 2 题 4 题 5 题 9 题 11 题 12 题 15 题 16 题 18 题 19 题 21 

T 2.591 3.148 2.130 3.801 2.899 2.283 2.351 2.489 2.467 2.291 2.605 -2.444
Sig. 2-tailed) 0.012* 0.003** 0.037* 0.000* 0.005** 0.026* 0.022* 0.015* 0.016* 0.025* 0.011*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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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清晰道出高职教育的基本理念和特征，对于高

职教育的特殊要求所知基本为零，而工作超过 5
年的老教师则基本能对此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实际教学中，初任期青年教师和老教师相

比，还是存在着差距。根据问卷反映，在课型的

选择、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教学手段和方式

的种类、课堂互动情况、课外师生交流等方面，

青年教师得分都高于老教师，并且呈现出较为明

显的差异性（表 3），这一统计结果验证了于兰

提出的初任期教师以教学内容为中心，教学模式

固化的结论。[1] 
但是，青年教师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表 1

显示，在知识结构、学校和教师之间三个维度上，

青年教师得分低于老教师。这说明：青年教师在

学历、语言技能水平、理论水平方面略优于老教

师，同时，由于自身经验的不足以及投身教育事

业的热情，青年教师更易于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

教学习，观摩他人教学，并且能够与班主任进行

经常性的交流和沟通，反馈学生的动态和情况。 
由此可见，初任期青年教师有朝气、有理想、

知识结构比较完善，语言功底扎实，对教学理论

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由于对高职教育理念认

知的不足，同时面临着所学理论与实践的磨合，

导致不少青年教师在实际教学往往表现出教学

手段单一或不当、教学步骤不清、重难点不突出、

教学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五、原因分析 

影响公外青年教师教学行为最重要的原因

是该群体教师对高职院校特点以及高职教育理

念、规律认识的不足或忽视。绝大部分公外青年

教师在受聘前，根本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受聘

后学校虽然对青年教师进行了岗前培训，但时间

短，培训的内容也属于一般介绍，对实际教学帮

助不大。而了解高职教育理念和规律，对于日常

教学的开展和促进是非常有效的。在实际工作

中，一切都要以高职教育的特点为出发点，主动

了解所教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充分了解用人单

位的需求及学生未来就业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才能针对性地展开教学。 
正因为如此，公外青年教师无法紧密结合学

生未来职业对语言技能的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

取、组织和呈现，在教学方式的运用，在课堂任

务的安排和课后作业的布置等方面，无法实现高

职教学的教学目标。也正是这个原因，公外青年

教师往往因袭了自己在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阶段

所接触的教学方法和方式，结果造成教学实际脱

离高职教育和高职学生的特点。 
此外，由于初任期教师正处于调整适应的阶

段，教学经验正在积累之中，教学方式正在摸索

之中，而且，在教学之外，还承担或参加其他的

行政工作，如班主任工作，工会活动等，因此，

青年教师常常没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教学技能和

方法，缺乏主动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个性特征

的意识。在这种条件下，良好的互动和教学效果

自然不可能实现。而且，不少青年教师没有养成

对每堂课的每个教学环节进行教学反思并采取

针对性改进措施的良好习惯。在课堂内外，不少

青年教师急于建立教师的形象，因此，或片面与

学生保持距离，营造权威形象，或过度和学生拉

近距离，以至于达到放任学生的程度，这样做往

往使得师生关系定位失衡，进而影响课堂互动和

民主气氛的创建，造成教师认可度不高，从而对

正常教学产生负面影响。 
六、修正青年教师不当教学行为的策略 

针对这些问题，需从学校和教师两个层面来

解决。在学校层面上，要把好进人关，同时做好

对教师的长期跟踪和教学监督。学校不仅应当重

视青年教师应聘时的试讲，更要跟踪其在一定试

用期内的教学表现，目的是关注其个性、语言表

达能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是否适合教师岗位

工作。 
其次，营造适应青年教师成长的良好环境，

一方面，需要建立适合教师业务素质提高和专业

能力发展的业务环境。比如，可以定期开展旨在

提高高职教育教学理念和高职教科研等理论知

识的集体培训，使青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正确

的指导思想。建立促进年轻教师自我提高综合素

质的机制，引导年轻教师主动观摩成功教师的课

堂教学、积极参与集体备课和说课。自觉下企业

了解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主动学习教学

理论和学科前沿知识，主动与学生沟通并掌握学

生的需求。抓好新老教师结对工作，由老教师负

责指导年轻教师对高职英语课程标准的学习与

研究，负责年轻教师的全面成长；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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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减轻青年教师负担、降低他们压力和焦

虑，通过科学合理地安排年轻教师的教学任务，

使教师能够腾出时间用于个人发展。 
从教师层面讲，最重要的是掌握高职教育的

基本理念和和高职教学的基本规律，根据高职教

育的要求主动了解教学对象，认真分析教学对象

的学习基础和学习需求。结合所教专业的人才培

养目标，努力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专业和今后

工作岗位的需求。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注重学生

的个性和特长，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还要训练

和发展思维，培养能力，以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此外，采取分类教学，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

定不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最大程度地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 
在具体教学中，青年教师应该加强业务素质

的提高，在教学中逐步积累教学经验。根据课堂

教学的类型设计教学，通过不同手段达到教学目

的；注重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学生的兴趣、

经验、信息、感受、创意、见解、问题、差异来

选取组织课程资源，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及时捕捉

这些信息，并有效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在课内课外重视营造民主的课堂氛围，促

进学生主动地与教师互动；采用科学的评价体

系，使学生在英语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断体验进

步与成功，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全面发

展，教师应该把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形

式有机结合，使对学习过程和对学习结果的评价

达到和谐统一。此外，青年教师应该虚心向有经

验的老教师拜师学习，向他们讨教成功教学和与

学生相处的方法，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课堂

教学能力与水平；或经常观摩成功教师的课堂教

学，并且进行反思、借鉴和改进，努力创造适合

自己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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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and interactive problems wit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young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means of 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es on the you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consequently, put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misleading performance of young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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