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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以近年来在国内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中使用越发频繁的“教师研修”为基点，深入到教师真
实研修生活中，开展量化分析和质性探寻，参与行动，尝试将教师研修带给一线教师的真实影响、发
生作用的相关因素展现出来，以情境认知理论、实践共同体理论和知识的新生产模式等观点为理论基
础，建构起研究教师研修与教师发展的分析框架，来论述教师研修促进教师真实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
性。

　　整个研究思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形成分析框架的借鉴、学习与建构的研究过程。
以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培训为切人点展开文献学习和分析，获得实践取向的研究启示。
以情境认知理论、实践共同体理论和知识的新生产模式为基础，形成教师研修的个体参与和群体互动
的分析框架。
另一个层面是针对现实情境的多视角分析过程，以教师研修个案为研究对象，从研修的设计、实施和
效果，教师个体在研修中的学习参与、教师群体在研修中的互动生成，显现研究分析框架的适切性和
解释性。
两个层面交互辉映，聚焦出教师研修与教师发展的三维坐标运行模型--教师研修关注教育实践的程度
、教师个体参与的程度以及教师群体互动的程度，三维坐标中各要素的关系状态影响着研修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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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己的见解、提出问题、回应问题、提供案例、提出看法。
这样，学习过程直接激活了所有参与者的实践性知识，并促进了情境中的新的实践性知识的生成。
这时的知识，不仅仅是流于概念层面，更有情感、态度与行动的全面激活。
　　一次，在研修中组织的“班会说课”活动结束时，J老师很兴奋地说：　　听了几位老师的班会案
例“说课”，感慨颇多。
和教学相比，在召开主题班会方面，自己还只是一名小学生，需要不断学习，向书本学，向大家学！
光说不行，还是行动起来吧。
如果说学以致用，我想趁热打铁，把一天的研修收获化为点滴的设想、感悟，尽快运用到班务工作中
！
是进行一次专题教育活动？
抑或设计一个形式与内容一致的主题班会？
还是⋯⋯？
不管怎样，我有了这种尝试的冲动，我先把自己感动了！
　　我很激动，很有将思想融入工作的欲望，特想大干一场！
　　而直接作为说课人之一的D老师说：　　准备的“团结与荣誉”主题班会的说课，是自己的最大
收获。
大家在对我的设计进行评议中的举例和分析，让我感受到并理解了：不是只有自己的工作累，每个人
都很辛苦。
但是如果心态不同，那么事情的效果也会不同。
如果有好的心情工作，那么工作可以是轻松的。
　　在该班的研修内容里，设计了“在真实的班主任实践情境中发现班主任的‘.应为'与'实为”'专题
学习，需要进入到班主任自己的班级教育领地中进行实际观察、研究，需要有教师敞开自己班级的大
门，以自己为研究对象，为研修提供鲜活、生动、熟悉的研修资源。
本以为教师不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组织者开始有些担心，甚至还提前设计了“以硬性下达指派任务取
代招募志愿者”备用方案。
当研修班的学习进行到第三次的时候，组织者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将“为了进行现场观摩招募教
师志愿者”的活动意图透露给学员教师们后，没想到大家都很兴奋。
这种兴奋可能是因为先前的两次研修活动方式是多样化的，有体验、有反思、有讲座，也有作业，都
是相互穿插进行的，或许已经让教师们敢于面对彼此，乐于研究。
总之，不少老师在课间休息时都主动与主持教师交谈，询问此事，并表达了愿意承担此项任务的愿望
。
其实，当有这种主动要求到自己的班级中进行现场诊断研究的场景出现时，研修开始产生的初步影响
究竟是什么已经有了一些答案。
因为，就连A县的主管师训的负责人都很惊讶地说：“没想到，老师们还真的敢于放下包袱，把自己
敞开了。
之前我还真担心呢！
”亦如有教师所说：“自从参加班主任研修班，生活变得越发忙碌起来，自由时间少了，但对于班级
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却越来越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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