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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考察大学英语教师在项目式教学过程中的专业发展。研究者对包括教师

日志在内的多种质性数据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大学英语教师在面对项目式教学的困难

与挑战时，通过积极反思与行动，在英语学科教学能力与效果、对英语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对英语教学职业的理解与道德观，以及对自身学习与未来发展的认识等四个方面出现了积

极变化，实现了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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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国内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之一，对外语教师

专业发展的探究也正在兴起。文献显示外语教师作为群体已开始对自身职业发

展的前景与途径进行思考和探索，但外语教师个体仍多将此问题归为政策制定

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职责，外语教师个体主导实现自身专业发展的研究和报

告较为匮乏，对自身理念与行为的反思和剖析则更为少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表

明我国外语教学人员并未将专业发展与革新自身思维和行为联系起来。

国内项目式语言教学（project-based language instruction）的研究显示，这一

新兴的教学方式是对我国学校沿袭多年的语言教学方式的重大变革，也对教师

和学生能力提出了挑战。以此为契机和平台，本研究试图探究大学英语教师在

面对项目教学活动的困难和挑战时是否实现，以及在哪些维度上实现自身的专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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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式英语教学

项目式英语教学是指学生在英语教师的协助下，确定要研究的课题（项目，

project）并制定计划，以个体或小组为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使用英语进行该课题

的探索，最后提交项目成果（口头或书面报告等）进行评估（Fried-Booth, 2002; 
Becket & Miller, 2006）。贝克特（Beckett, 2002）定义了语言教学中的项目活动

（project work）—团体或个体同时进行语言与内容学习的一系列活动，包括计

划、研究（实证或阅读文献）、分析和综合数据、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对过程和成

果进行反思和汇报。

斯托勒（Stoller, 2006）指出了项目式教学在二语课堂的多种优势。它并非

培养单项语言技能 , 而是为语言学习创设全面而真实的环境；项目活动融合语言

技能与认知技能的培养，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进团队协作

学习方式的培养（Yamada & Moeller，2001；石锡书，2009）。项目式教学改变教师

角色，促使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McCarthy，2010）。在项目活动中，学生结合内

容学习与语言学习，在语言观、文化观等思维方式上发生明显改变（Su，2011）。
在教学目标、学习项目的组织与过程、项目产品、项目评估、师生角色等方

面，项目式语言教学与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专注教材讲解的方式迥然不同。它

体现了杜威（Dewey，1938）主张的“体验式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秉承“交际语言教学”的理念内核，融合“基于内容的教

学”与“基于任务的教学”思路（吴延国、张文忠，2011）。
项目式语言教学在中国仍处于尝试、发展、探究的阶段。虽然它确实具备独

特新颖之处，也切合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要求（易龙、张文忠，2008），但将

其融入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的文献数量并不多（张文忠，

2007，2010；顾佩娅，2007；高艳，2010；Li，2010；刘育东，2011），且对于一线外语

教师在项目式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思维变化缺乏关注和深入了解。初次尝试项

目式语言教学意味着压力、挑战与思维冲击（Guo，2006），但正如杜利与马萨茨

（Dooly & Masats, 2011）所言，只有教师亲身体验项目式教学才能真正改变理念

与行为模式，从而革新课堂、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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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专业发展

2.1 教师专业发展的维度

国外文献中的“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概念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从教育机构

主导到教师个体主导的转变。布莱德森（Bredeson，2002）将教师专业发展定义

为“能激发教师创造性和反思能力从而改善其教学行为的学习机会”，强调其中

三项相互依赖的因素—学习、参与和改善教学行为。加雷特（Garet，2001）在

全美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各种职业培训课程未能使教师有效获得专业知识

与技能的增长。曼恩（Mann，2005）认为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传统教师专业发展

模式中狭隘、工具理性和功利的属性，应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加入个体主导探索及

道德伦理因素。研究者和教育家们（Vandenberghe，2002；Mann，2005；陈柏华、

高凌飚，2007）指出了教师专业发展应包含更多维度，如教师对职业生涯与身份

地位的视角、教师发展中的自我主导性、信念与价值观念的建构等。陈柏华与高

凌飚（2007）认为教师在其专业成长过程中需要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专业规划能

力、专业素养以及课堂教学能力，其中专业素养包括教师所应该具备的专业知

识、专业意识以及专业信念。

在教师专业成长协会（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Consortium）发布的互

联模式（1994）中，教师专业发展涉及了四个相互联系的领域（domain）：个人

领域（personal domain）、实践领域（domain of practice）、效果领域（domain of 
consequence）以及外在领域（external domain）。个人领域主要包括教师的专业

知识—尤其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发展、教

师的职业道德与观念以及看待专业学习和发展的态度。其他三个领域分别对应

教师实施的教学行动、教学实践的效应以及教师发展的外在环境。吴一安（2005）
在全国高校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构建了我国高校优秀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框

架。该框架包含四个维度：外语学科教学能力、外语教师职业观和职业道德、外

语教学观、外语教师学习与发展观；其内涵印证了 1994 年教师专业发展互联模

式。史耕山与周燕（2009）的研究则显示了中国优秀外语教师素质的传承性，归

纳出与吴一安研究相似的四大类属，并强调师德素质与情感素质是教师素质内

涵的基础与前提。

2.2 反思性教学

“反思性教学”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体现在教师教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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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关论述与研究报告日渐增多。杜威（Dewey）早在 1933 年即强调过教育中

的反思行为，指出反思是因为教育中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舍恩（Schön，1983）提

出了“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概念。沃利斯（Wallace，1991）提出专业教育与职

业发展的反思教学模式，指出教师所学知识和自身经验只有通过实践和反思的

循环才能促进专业能力增长。斯托诺夫（Stoynoff，2004）指出英语教师教育中

出现了重视反思能力培养的趋势，且文献中多体现“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观察

视角。甘正东（2000）认为反思性教学强调教师的个人兴趣、个人情感体验、个

人主导的思考，目的是为了建构教师自身针对实际教学语境的教学理论，即学科

教学知识。反思性教学的形式包括撰写教师日志、观察其他教师课堂、课堂录像

以及行动研究等。

在我国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方面，吴一安（2008）进行了大规模调

研，总结优秀外语教师总是通过不断反思自身教学来促成教学改革和科研行动，

其获得发展的内因之一是追求知识。该研究指出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个长期、

逐渐进步的过程，主要途径是探索性和反思性的教学实践。周燕（2008）提出了

高校英语教师在职发展模式，认为教师生涯的第四年到第六年为教学发展阶段。

此阶段教师应该参加具有针对性的各种短期、专题式研修班，或者获得教育硕士

学位教育，以取得教育理念、科研能力和反思能力上的进步，从而开始正式进入

教师专业发展。文秋芳、任庆梅（2011）建构了高校外语教师互动型专业发展模

式，提升了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在该模式下，教师与研究人员进行密切互动，其

中观看自己和他人的课堂录像并讨论、“交流反思日记 + 商讨研究方案”、写作行

动研究论文都属反思性教学范畴。这些大规模、参与人数众多的研究是近年具

有代表性的成果，凸显了反思性教学实践在外语教师专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

用，证明了外语教师发展最终应根植于个体思维和理念的变革。

3 研究设计与项目教学活动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了一名大学英语教师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他在应对项目式

英语教学的困难与挑战时是否出现思维与理念的变化，以及在哪些方面实现了

专业发展。研究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教师日志、参与者观察、视频录像与采访录音；

所得数据按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整理与分析：1）英语教学能力与效果；2）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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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理解和认识；3）对英语教学职业的理解与道德观；4）对自身学习与未来

发展的认识。

3.2 项目教学：困难与行动

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教师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刚满五年，对于如何提升英语

教学效果，他感到困惑并期盼通过使用项目式英语教学法为课堂带来变化。教

师的项目式教学活动跨度为十二周，涉及两名本科一年级新生（分别为艺术设计

与生物制药专业）。学生 A 选择了数独（Sudoku）的起源、竞赛及解题策略为研

究内容，完成了两次报告，制作了关于数独的宣传折页；学生 B 则试图考察流行

英语水平测试的门类，了解何种英语测试最适合本科毕业即就业的大学生，但该

生的项目活动止步于中期报告。两名学生在学期末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她们

对项目式英语学习和教师的帮助给予了积极评价。

在项目活动的多个环节中，教师的工作内容发生较大变化，遇到了过去教学

中未出现的困难。在反思之后，他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

1）选定课题。因为缺乏课题研究经历，师生在选定课题时感觉茫然，沟通

耗时较长。教师通过反复阅读文献资料提出了几个方案，引导学生兴趣，最终确

定了研究课题。

2）制定研究计划。教师按照文献中的项目活动模式，给学生讲解计划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制定计划。但是学生并不具备计划拟定能力，长达十二周的计划

大部分最终由教师制定。

3）搜集资料并阅读。两名学生几乎都不会使用搜索引擎进行资料的搜集

和筛选，学生 B 对计算机的使用尤为陌生；校园内还存在计算机资源的使用限

制。因不习惯短时期内大量的外文信息输入，且获取到的一部分英文资料难度

较高，学生阅读资料的速度相当缓慢。这阶段教师提供了如下帮助：（1）指导学

生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得信息，并利用好图书馆馆藏资源；（2）帮助学生搜集

相关材料（但未进行难度筛选）；（3）讲解精读、泛读等学习方法及中型、大型词

典尤其是英英词典的使用方法。虽然总体上学生受到语言水平和原有阅读习惯

的限制，完成阅读处理的资料并不算多，但在信息量和语言难度上已明显超过了

大学英语课程教材。

4）中期报告。经过四周的阅读和思考，学生写出了相当长度的中期报告，

并最终在班里进行了多媒体辅助的口头报告。教师提供的帮助包括：（1）改善

报告文字表达，包括语法错误、选词不当和拼写错误；（2）在发现学生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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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软件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后，教师对软件进行入门式的介绍和演示，

并帮助学生增强课件效果；（3）针对报告前的紧张情绪，教师为学生提供心理辅

助和精神支持，并讲解如何增强交际中口语表达的效果。两名学生中期报告均

超过 10 分钟，教师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录像。

5）终期报告。在中期报告之后，学生进入倦怠期，不再积极进行资料搜集

和阅读，项目活动几乎停滞。教师也因为前期精力投入较多且承担了其他工作，

出现心理疲倦，对学生项目活动缺乏关注，未及时发现学生状态的问题。学生 B
因处于大学过渡期且面临结课和考试等多种压力，在这个阶段选择了放弃项目。

学生 A 则在教师的精神勉励和语言训练支持之下，坚持写完终期报告，完成课

件制作，以更高的语言质量和更长的持续时间进行了多媒体辅助的口头报告并

完成了宣传折页的制作。

6）项目产品评估和建议。教师针对两次报告的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结合

报告录像）进行了评价，指出学生在项目活动中的欠缺和成功之处。教师指出学

生在项目活动中应对资料搜集和筛选、信息处理方法、口头表达效果等方面多加

注意，并强调从项目活动一开始就明确研究问题和范围的重要性。对学生语言

产品做出如此具体而深入的评估、建议，对教师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4 在项目式英语教学中实现专业发展 

在指导项目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记录了五万余字的反思日志，反映了他在项

目式英语教学与课堂教学中的困难、反思与行动。项目结束后对学生的采访录

音也被转写为文本。研究者按照外语教师发展的四个维度对反思日志与采访文

本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综合项目产品、报告录像、参与者观察等实验数据，判断

教师在各方面均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4.1 外语学科教学能力与效果

教师获得项目式英语教学实践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方面的增长。在处理

项目活动困难时，他理解了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在计算机资源与技术应用、学习习

惯与元认知策略、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内部和外部压力等多方面的困难，学会

了防范与应对这些因素对大学英语教与学的影响。他理解了项目式教学实践者

角色和任务的挑战与多样性，学会了如何与学生一同创设具有意义的语言学习

环境，使学习者从事对个人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项目式语言教学体验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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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对语言“用中学”的理解，明显改变了教师整体教学风格—学生被赋予

更多机会创造性地使用新词汇、进行语言输出、增加交际活动。

学生高度肯定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在访谈中反映了教师对她们在查阅资

料、词汇、语法、语音语调、语言交际方面的帮助，认为项目式语言教学特别具有

针对性和建设性。学生 A 反馈说她对语言学习的认识、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以及项目主题知识已明显超过了同班同学。学生 A 曾做出如下评价：

“教我去查找资料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教我怎么用电脑查资

料。……让我拟定一个计划，给我的计划做修改。告诉我应该怎么定计

划。……提高我说的能力—单词，句子，语音语调等。……如果没有他的

帮助，可能我到现在什么都做不出来。”（访谈，12 月 24 日）

“她（学生 A）同时告诉我她认为我特别认真负责，教给了她很多东西，

也为她创造了很多锻炼机会，远远超过了她见过的其他英文老师。今天的

活动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从她对我的直接肯定中我获

取了不少力量。”（教师日志，12 月 8 日）

研究者对多种数据的客观分析表明，项目式英语教学效果明显，学生在内

容学习与语言学习上取得了较大进展。教师为学生的语言输入消除障碍、解答

疑惑，使学生快速提升了词汇量、信息阅读处理速度、有意义的语言输出等方面。

作为大一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生 A 能够在中期报告和终期报告中独立连续

产出有意义的英语语流达到十分钟以上，虽仍存在语言错误，但对于项目主题内

容的理解和表达明显具有一定专业性，语言的流畅度和准确度较令人满意，良好

的交际效果明显超过同阶段本科生水平。

4.2 对英语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在项目式教学活动中，教师持续在实践和理念两方面遭遇到挑战和挫折。

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困难？为什么在项目教学中总感觉到对自身能力的挑战？如

何去克服它们，帮助学生继续项目学习活动？当代大学英语教师的工作和角色

到底是什么？这些积极的反思常见于日志，体现了教师对于大学英语教育现状

和未来的思考，也表明他逐渐形成了对当代大学英语教育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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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大学英语课程纲要与目标

1）教师深刻理解了新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2007，以下简称《要求》）。

在进行项目式教学之前，他和众多同事一样，未曾认真地通读过这份文件。但通

过项目教学实践和与学生深入接触，他反思自身和同事们的教学方式，带着疑惑

反复阅读了这份文件。他开始认同文件对新时代大学生应培养的语言和认知能

力的描述，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应符合大学生群体自我发展的多方面需求的论述，

认识到大学英语教师自身在思维和实践中变革的迫切性。他最终形成判断：项

目式英语教学正是适应《要求》的教学方式，它符合当前改革思路中结合课堂教

学与基于计算机网络的自主学习的课程体系。

2）教师真正理解了英语教师在实现教学改革目标中的核心作用。新的《要

求》为大学英语教师群体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提出了新目标、新方向和更高要

求。在项目教学活动中，教师开始真正认识大学英语教师是大学生英语学习活

动的重要组织者、辅助者以及多种支持的提供者；大学生其实在众多方面还仰赖

英语教师的引导、解释、辅助和鼓励，只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这些需求处于隐而

未显、悬而未决的状态。若要实现教学改革目标，大学英语教师群体必须得到足

够的重视和训练。他前所未有地为身边的外语教师群体、为大学英语的现状和

未来感到焦虑。他曾写道：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要求大学外语教师能够改变观念和做法，并以《要

求》的形式进行了传达。这样的要求 , 从根本上讲 , 如果能得到广大外语

学院和教师的重视 , 是能够促进教师反思自己以前和现在的教学，使自己

的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但是这样的要求本身并不能提供保障。……同

事们认真阅读的很少，因为谁都知道这样的人手一份的文件，大概也只是形

式，学院并不会深入到基层来调查了解一线教师是否实践了新的教学要求，

将教学重心转移到应用能力上面来。”（教师日志，12 月 15 日）

3）教师认识到大学英语学习内容应基于大学生的个体兴趣与需求。教师

曾经将主要精力耗费在教材内容的挖掘、语言形式的讲解和词汇知识传授上，但

随着学生项目活动的开展，他的教学内容发生变化，更注重学生的语言应用和交

际效果，而非语言形式的强化。教师观察到，在项目活动中，学生虽然常遇到较

难的词汇和句式，但仍会坚持继续查字典和学习；这源于学生对学习内容具备探

索的兴趣，并具有潜在的语言应用需求。他开始认识到，与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密

切相关的学习内容才是最合适的教材。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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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冷淡表现也对我们课文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我们的这篇精读

课文在他们看来也许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他们不会把课文和自己的生

活联系起来，也就决定了他们不会重视其中的信息，或者只是把信息进行狭

窄化处理，比如只是留意字词。”（教师日志，11 月 28 日）

由此，教师理解了在《要求》中提倡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义；自主学习才能使学生根据个体兴趣和需求寻找最合适的学习内容。同时，在

项目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发现网络搜索得到的资料虽然新颖，但部分材料难度

过高且语言准确性难有保障，不利于语言学习。因此，教师也认识到经过严格选

编、正式出版的教材在规范、系统的语言训练中是不可或缺的。至此教师对当前

大学英语学习内容形成了均衡、稳定的认识。

4.2.2 有效的英语教学

在指导项目活动前，教师没有仔细思考过何为“有效的英语教学”。他的教

学精力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分析、词汇知识的讲解和记忆、向学生提出预习要

求并检查课后作业上；至于这些教学活动对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增长是否具备有

效性，他认为短期无法评估。可能正因为没有探究过“有效的英语教学”是什么

以及如何达到它，教师的工作出现了瓶颈：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学到底促使学生发

生何种变化，学生虽然觉得该老师挺认真，可是在学期评教中给他的量化评价出

现了下滑趋势。

在项目活动中，教师近距离观察、参与了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痛苦的反思，

教师判断自己以往的教学实践和思维被禁锢在一个模式中：虽然他认为自身教

学专业技能在逐年增强，但教学对象实际上是被忽略的。他认识到当学生的存

在、兴趣和个性化发展需要得不到重视时，再努力的英语教学也可能失去意义。

指导项目活动使教师洞察到形成良好学习效果的机制，由此他形成了“有效英

语教学”的全新理念：

1）有效的英语教学应该是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语言教学，而并非单

纯的语言训练。它应该和学生的需要与兴趣相关，能够促进学生未来多方面的

发展，是具备高度应用性的语言教学。有效的语言教学应结合学生主导的语言

体验、实际应用与教师主导的语言知识传授、语言技能训练。在当前，应更重视

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促发学生基于个体需求进行有意义的语言学习活动。

2）教师应增强对教学过程的计划、管理与评估。计划是为了消除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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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合理性；管理和评估是为了保证一定阶段的教学活动最终达到既定的目标。

英语教师应使英语课堂活动都在更宏大、长远的教学计划内，则学生学习动机与

目标更明确，教学活动更富意义，教学效果也会更可观。富于计划性、善于管理

的英语教师才能在促使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提升外语学习效率的同时避免忽略

学生的问题和需求。

3）为了达到有效教学，师生互动应包括足够的协商与交流，以确保学生在

语言学习中的问题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解决；在采访中，学生 A 曾对教师做

过一段评价：

“感觉你注重的不是我做的结果怎么样，而是我这个过程、我有没有在

做。每次跟你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没有压力，很平和的那种，而且很善于引

导学生。就是你每说一句话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没有感觉到，但是有时候在

我就会想很多，就是引导性很好。而且非常平和的情绪，引导学生想很多，

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做老师，就是要有一种特质啊，学生就想跟你

说，交流，这样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上就会比较好。”（访谈，12 月 31 日）

4）学生应被鼓励使用英语完成多种具有智力挑战性和交际性的任务。语

言起源于社会活动，也应在有意义的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中习得。

5）教师应培养学生独立、正确、有效地使用英语工具书的能力。在反思日

志中，教师记录了他是如何艰难地教学生使用词典以理解语境中的词义；教师由

此认为“绝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使用词典准确确定词汇的语境含义”，应通过引

导、示范消除学生对词典（包括流行的便携电子词典）的误用和滥用，提升学生

英语自学中的效率。

4.2.3 形成性评估

对教师来说，“形成性评估”曾是个时髦的概念和说法，他并不了解它真正

的内涵和意义，也从未在教学中实践过。但通过指导项目活动，教师开始认识到

形成性评估能确保更快发现和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保证学习活动持续健康

地开展，从而实现预期教学效果。这种认识的产生主要源于教师对项目活动指

导失误的反思。教师在日志中曾这样记录：

“我让 A 试读了我的日志一两段，她非常感兴趣，说她也曾经这样做过，

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鼓励她也可以这样做，每天写一两段，这样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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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而且落到纸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实现。说的时

候我突然想到，我其实早就应该让她坚持记自己的学习活动笔记的，但是之

前我没有这样要求，所以对于她的学习过程我也没有掌控好；如果她也写学

习日志的话，应该每段计划会完成得比较好，阅读量也会更大。”（教师日志，

12 月 16 日）

教师过去没有在教学中定期评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习惯，这为项目教学

活动带来了损失：学生在中后期出现倦怠情绪时，没有得到教师的支持和监督，

项目活动停滞一两周。教师在日志中对这次失误深刻反思，认识到形成性评估

虽然意味着教学负担加重，但是对于确保教学过程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意

义重大。

4.2.4 师生关系与角色

1）教师认识到教育的中心永远是学生，而相互了解、信赖的师生关系是教

育的基础。在教学反思日志中，教师回顾了自己过去的师生关系，对比了项目活

动中的师生关系，认识到自己在师生互动方面存在思维误区。可能由于自身学

习经历的影响，教师在以前的工作中与学生一直保持距离，除了交流教材内容和

学习方法之外，他对学生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了解较少，所以与学生关系越来

越疏离。在指导项目活动时，教师与学生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对学生们的教育

与生活背景更加了解，也逐渐学会了倾听学生的思想与问题，在学生需要帮助时

立刻提供支持与鼓励。在与教师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后，学生乐于接受教

师给予的精神道义、技术、外语知识上的支持，愿意主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最终

获得了更好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教师记录道：

“A 对我说她觉得每次和我谈话都会出现很多想法，她自己在学习和生

活的时候总是忙着想着一些很琐碎的事情，眼光也很狭窄，总在一个小圈子

里面打转。可是做了这个研究性学习，常和我谈话之后，每次都觉得自己在

学会用更高的立足点看待自己的生活学习，开始关注生活中一些更高的意

义，视野更为广阔。听到这样的话，我很高兴，很自豪，因为这些话不仅是对

我的高度赞扬，而且也表现出研究性学习的意义，也许是更加不寻常的意

义。也许正因为这学期以来我自己不知不觉地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辅导者为

她带来的积极影响，才使她坚持到了最后。” （教师日志，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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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日志中不乏类似的记录。教师与学生因项目活动产生的互动，已不限

于语言知识和技术层面，而包含了更高的精神交流和启发；教师认为这不仅是教

学工作，而且是真正教育的开始。

2）教师将学生定位为具备极大潜力的主动学习者。项目活动中，教师从教

学活动的主导地位抽离，只提供必要的辅助，而由学生主导学习内容、方式和过

程。教师在日志中记录了他的观察：学生已开始在知识建构中扮演主动角色，不

再是等待知识灌输的“空洞容器”，而是开始主动吸收信息、处理语言难点以及寻

求教师帮助。在项目活动结束后的访谈中，学生表示更喜欢教师的新角色—

教师不再是单纯进行知识灌输、机械训练、管理课堂的人，而是向导、辅助者、支

持者与语言教师的统一。项目式教学中，教师看到了学生显露的学习潜能，认识

到教师不必一味主导和控制，而应与学生真正平等地协商学习内容、学习目标、

过程安排。教师认为这是英语教育的民主。

4.2.5 英语教育的目标和价值

教师认识到英语教育不应是为了传授而传授知识，为了训练而训练技能，而

应使学生能够利用英语进行交流，处理实际问题，从而促进个体发展。他认为英

语教学不应局限在解释课文，使学生会做选择题、能写三段式作文、能考取证书，

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也应该是培养综合素质和技能的过程。英语教师应该扩大

视野，为自身的教学注入更多的价值。在日志中，教师用英文记录道：

“One important part is missing from our education, though our teaching 
competence is much more skillful and teachers may have better way of 
explaining the text and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the vocabulary. My English 
classroom should not be limited at this level...But this colleague Sherry (5 years 
older than me and one of my best friends) did not see the necessity of them. She 
said that those were not our things to do, so I asked her those were whose things 
to do. She had no answer ... English teachers as a group should expand our 
horizons and add more meanings into our teaching.”（教师日志，10 月 31 日） 

4.2.6 影响英语教育的外部因素

面对项目活动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教师认识到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但经过反思和分析，他认识到要取得更高的教学效率，仅有教师个体的努力是不

够的；改革效果的达成与显现既需要同伴协助与支持，也需要体制保障教师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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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并提供足够的教学条件。其他影响英语教育的外部因素还包括学习环境

与氛围、资源、考试和其他课程的压力，这些都制约着学生个体的发展。在项目

教学前，教师对这些因素缺乏认识和关注，而现在则似已获得英语教育的全

局观。

4.3 对英语教学职业的理解与道德观

1）教师形成了为英语教育和学生奉献的坚定信念。项目教学活动中困难

重重，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远超同事，但当教师观察到学生取得明显进步，他

的职业热情却又高涨起来，对英语教育事业充满了信心。在日志记录中，教师感

到自身和周围职业倦怠的同事拉开了差距，部分同事的职业观念令他失望。在

日志中，他曾记录道：

“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加投入一些，利用更多资源改进教学呢？对于他

们而言，可能教师职业真的只是一个工作，在争取职称晋升的过程中，可能

更多的也只是考虑了物质利益，有多少是和教学相关的兴趣与责任推动的

呢？”（教师日志，11 月 27 日）

在日记中，教师反思了外语教师的“职业倦怠症”。他认为只有来自学生的

积极反馈、同行之间的鼓励与合作、体制的支持才能消除职业倦怠，将英语教学

从一份工作变成真正令人乐于奉献的事业。

2）教师重新理解了英语教学职业中的“尽职”与“失职”。在他看来，教学

前辈们非常细致地帮助学生处理教材中的语言问题，批改大量的作业，遵循着十

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的教学方法和思路，这是一种尽责。但如果教师不能仔细

探究新时代大学生的发展需要，不能提升自身内涵与技能以适应新的教学需要，

不能使用更高效率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发展，这恐怕是当前形势下

的一种失职。现代的英语教师是否尽职尽责，还应该看是否能促进学生利用英

语在更多方面获得发展，而这正是当今众多中国大学生所缺乏的。

4.4 对自身学习和未来发展的认识

1）教师开始习惯审视和反思自身在思维方式和教学行为上的不足之处。

他曾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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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脑子里回顾了这学期做研究性学习的指导过程，觉得自己的能力

真的欠缺不少，也让我学到不少，在很多方面通过实践中的失败能够吸取到

教训，比如计划性、研究目的的重要性，这些甚至对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都是

有积极影响的。”（教师日志，12 月 18 日）

他逐渐意识到，学生的需要和知识在不断进化；与之相应，教师的技能和知

识也应该持续发展：

A. 吸收现代二语习得与语言教学研究方面的知识和成果，以摆脱过去传统

教学方式和理念的影响。教师尤其需要学习的是关于学习风格、外语学习中的

情感因素等。关于文献阅读，他有过如此记录：

“终于在今天晚上读完了 Tin 发表在 System 上面的一篇探讨学习

者 interest 的论文，主要是关于 situational/individu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learner’s interest 以及 nature of interest。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阅读是因为

这学期以来我越来越关注学生的 motivation/interest 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我

本来没有想过它们的区别，但是在文献中 Tin 着重强调了 interest 不同于

motivation。这个学期以来，我发现有的时候课堂中学生并没有表现出强烈

的兴趣，但是他们确实看上去是认真听讲。……读完文献，我更加系统地了

解了哪些短期的、当下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兴趣。”（教师日志，12 月

11 日）

B. 掌握更多的百科知识。在学生理解不同内容的语言材料时，教师往往需

要具备更高的理解能力。

C. 掌握借助电脑网络和软件有效搜集资料并进行快速处理的技能。

D. 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帮助学生培养研究技能与思维，从而利用

英语在其学科专业方面得到发展。

2）教师增强了对教学研究的兴趣和信心。他曾对科研工作感到压力巨大

和茫然。但在项目式教学中他逐渐深入地思考教学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认识到现存的问题都是可以探索的课题。他开始将中国的二语习得领域看作一

片广阔的天地，而中国英语教育的低效率问题仍需要他这样的一线教师进行研

究和变革；他相信再平凡的大学外语教师也可通过钻研课堂问题、反思和行动，

在改善英语教学现状的同时，胜任大学教师应承担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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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对质性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表明大学外语教师在项目教学过程中通过

积极反思自身理念、行为和外部环境，增长了学科教学知识，革新了自身学科教

育理念，重新理解职业道德并确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要指出的是，真正意

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永远来之不易，如本个案中的教师，便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压力与苦痛反思，方才扫除了过去的迷茫，抛弃了固有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厘清

了教学行为、师生关系与教学效果的关联，形成了更具时代特征的职业道德与发

展观。

这项研究是对我国高校项目式英语教学实践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项目式

语言教学不仅会改变中国大学生的语言学习方式和效果，也会为大学外语教师

带来行为和理念的深层次变革。这项个案研究展现了教师个体在进行项目式教

学实践时可能存在的困难和挫折，也许会为后来者带来压力，但也会促使教师在

项目式教学活动前进行更充分的准备。这项研究还是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

域的一次创新，表明教师个体可以主导自身专业发展；作为个体的外语教师只要

积极反思自身理念与教学行为，勇于突破课堂固有模式进行变革，则大有希望获

得学科教学知识的扩展与教育理念的提升，踏上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之路。

注释

* 本文为天津市 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计划项目“南开英

语特色专业‘魄力’模式构建及实践研究”（编号 C05-05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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