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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前后经历了八次改革试验。前七次的时间分别为

1949~1952年、1953~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5年、1986~1991年、

1992~2000年。针对前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教育观念滞后、课程结构单一、课程

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德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等问题，国家于2001年正式启动了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1～2003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试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方案（试行）》《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

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等一系列有关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国家

政策和文件。2004年秋季，宁夏、广东、山东和海南等4个省（自治区）作为首批高中新

课程实验区进入了高中新课程改革与实践阶段。在此期间，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一直很

关注宁夏中小学英语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2009年12月，宁夏大学外国语

学院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组织骨干力量形成课题组，成功申报了宁夏大学“211工

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子项目———宁夏中小学英语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从项目立项之日起，课题组成员按照修改后的项目建设计划，奔赴全区各中小

学开展英语新课程的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工作。从2009年12月至今，课题组成员先

后走进西吉中学、西吉红耀中学、固原一中、固原二中、海原中学、吴忠中学、中卫中

学、中卫一中、灵武中学、红寺堡中学、银川一中、银川二中、银川三中、石嘴山市光

明中学、宁夏育才中学、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银川二十一小学等多所学校，与师生

交流新课改的感受和经验，亲自参加各个学校的实际教学活动，体验新课改教学的

内容和模式。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课题组吸纳了各市县教科研中心的教研员以及一

线骨干教师，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起来。同时，课题组和学院外籍教师先后多次赴西

吉中学、海原中学、红寺堡中学、石嘴山市光明中学等开展“送教下基层”和相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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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并建立起了四个新课改实验基地。

通过很长时间的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课题组发现宁夏英语课程改革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比如教师对课程标准基本理念的认识逐步深化，教学观念、教学方式、

教学手段和教师角色发生了转变，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日益提高，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能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同时还涌现了一些锐意改革、

教学思想先进、教学成绩显著的优秀教师。但是，问题也不少，比如新课标贯彻不力

所致的“教学穿新鞋考试走老路”的问题，教学内容多与课时紧张的矛盾，教师专业

化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有些教师对英语课程标准研究不够，新课标背景下高校英

语师范生培养模式有待完善等等。

于是，课题组成员从宁夏英语新课程改革的成绩与问题、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化

发展、英语课程标准执行力、新课标背景下的英语课堂设计、英语课程资源的开发、中

小学英语教学评价、新课标背景下的高校英语师范生培养模式等多个角度开展了研

究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能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希望能对宁夏地区的英语新

课程改革与实践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服务好民族地区的教师教育发展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使新一轮的英语新课程改革能落到实处，让教师、学生及家长都满意。

此外，该项目的实施还有效地促进了宁夏高校英语师范生培养模式与中学英

语师资实际需求的对接，有利于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英语师范专业培养更多、

更好、更合格、更适合英语新课程需要的中学英语师资，为宁夏的大中小学英语教

学“一条龙”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坦率地讲，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过去几十

年确实为宁夏全区各中学培养了不少英语教师，功不可没；今后的培养任务依然很

重（各市县中小学英语师资的缺口仍然很大），任重道远！但其间一个必须承认的事

实是，我们培养的师范生这个“产品”与中学英语教师岗位“市场需求”多少有点“产

销不对路”，特别是实行英语新课改以来，我们高校英语师范专业的毕业生有些不

适应，这就促使我们面对现实，对高校英语师范专业的现行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和改

革。这一项目的另一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对高校英语师范专业的现行培养模式进

行适度调整与改革，使其与目前全区中小学英语师资的岗位、职业要求对接得更

好，起到了通道或桥梁作用，使毕业生上岗后很快能进入角色，从而解决高等英语

教育与中小学英语教育“两张皮”现象，这是我们大学英语教师和中小学英语教师

共同期盼的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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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状况研究
———以宁夏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为例

周玉忠 宋江录 杨春泉

摘 要 通过对宁夏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状况的调查问卷、录音访

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教师对教师专业化发展内涵及发展途径认

识较为深刻，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施还远远不够。针对有关问题，提出以下

建议：1. 加大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和工作环境，关注

教师身心健康，以激发其积极性与工作热情；2. 借鉴美国 PDS教师专业化发展

模式，实行“大、中、小学一条龙”的教育教学模式，有效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3. 学校及有关地方教育部门应为教师搭建平台，鼓励和支持他们外出学习、交

流；4. 减少形式化的“继续教育”，定期邀请一些对新课程改革及教师专业化发

展颇有研究的中学一线名师及专家、教授对教师进行实质性的培训或座谈，使

继续教育名副其实。

关键词 宁夏；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自我发展；合作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教师专业化已成为支撑当代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话语系统，

也是当前国内外教育改革与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但对于教师专业

师·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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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定义及内涵，国内外学者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至今尚未定论。目前人

们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教师这个职业正处于从半专业、准专业、形成中的专

业向完全专业不断接近的过程中。而且，从教师专业化的标准看，教师专业化发

展理应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等三个方面。在我国，随着新课程改

革的不断深入与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已受到越来越多教育专家的关

注。“教师是实施新课程的主体，是推行课程改革的关键。新的课程需要新型的

教师，需要教师们了解新课程、理解新课程，掌握新课程的理念和实施方法，不

断提升自身素养”（谭成林，2009）。这就是说，离开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任何形式

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方能有效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呢？对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问题，也是见人见智。但总括起来，教师专业化

发展的基本途径不外乎两种：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和合作发展（coopera-

tive development）。本研究正是围绕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途径问题对宁夏中

学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建议。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自 2010 年 10月起，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子项目“宁夏中小学英语

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对宁夏各市县、乡镇 20多所中学的英语教

师专业化发展实际状况进行了走访、调研，辐射面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调查工具及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录音访谈。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为个人情况，含性别、教龄、学历、身份（高中 /初中教师）等。第二部分为问卷主

体部分，共设 60 个问题，其中 58 个选择题是采用利克特量表的尺度法（Likert

scales）设计的，另外 2个问题为主观问答题。共发放问卷 254份，回收 254份，有

效问卷 251份，符合调查统计标准（隗斌贤等，1997）。然后，用 SPSS11.5 统计软

件对数据进行频数和独立样本 T 检验（因篇幅所限，以下分析中 T 检验数据表

略去）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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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以下分析时统称自变量）含性别、教龄、学历、身份（高

中 /初中教师），因各个项目存在漏填现象，统计时视为缺省并忽略不计。具体

情况见下表：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项目
性别 教龄 学历 身份

男 女 5年
以下

5~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0 年
以上 大专 本科 初中 高中

人数 74 174 42 80 30 34 60 10 237 85 165

比例 29.8% 70.2% 17.1% 32.5% 12.2% 13.8% 24.4% 4% 96% 34% 66%

缺省 3 5 4 1

表 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女性教师比例远远高于男性教师，这也是外语学科的

一个特点，而宁夏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化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从教师教龄的分布情

况可见一斑。关于专业化教师的成长阶段，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三阶段论”

“四阶段论”及“五阶段论”，虽然细化的年龄标准不一，但基本都认为教师从教

大约五年（有的则要更长时间）后才算进入成熟阶段，如果所有教师大学毕业时

平均年龄为 22岁，也就是在他们二十七八岁，逐步走向成熟期。“进入此阶段的

教师已能肯定自己的能力及角色，以教师职业为荣，并有足够的能力对一些较

抽象、较深入的问题，如教育决策的制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专业化等进

行思考和反思，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进一步促进其能力的发展”（陈琴、庞丽

娟、许晓晖，2002：39）。由此可见，宁夏中学英语教师绝大部分已走向成熟期，仅

有少数处于求生阶段或调整期。但值得一提的是，郑友训认为“教师专业成长中

的‘高原平台期’，是所有教师在成长中都有可能遇到的，它一般对应教师职业

生涯的中期，教师的年龄大多在 30 至 40岁，通常需要 8至 10 年完成。处于‘高

原期’的教师往往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导致‘高原现象’的原因，在情绪上会产生

一定的波动，从而对自身以及工作和学习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帮助教师

师·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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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高原现象’，克服‘高原期’带来的不良后果，快速逾越‘高原期’，对教

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吴永军，2007：45）。也就是说，教师从

教 8 至 18 年期间，均有可能出现“高原现象”，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值得

校方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并予以人文关怀与安抚，帮助其顺利渡过这一难关，重

新跨入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正常轨道。最后，从教师的学历层次来看，基本达到了

国家规定的学历要求。谈及评判一个职业是否具有专业化时，世界知名外语教

育专家 David Nunan（澳大利亚）提出了四条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接受过高等教

育和训练。他说，有人认为一些教师并未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而能成为“天才”

教师以及一些训练有素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其表现却不怎么出色的争辩理由

是不充分的（Kathleen M. Bailey，Andy Curtis & David Nunan，2004：13）。换言之，

良好的高等教育和训练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教师专业化发展内涵认识

认同度 完全不认可 不太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学历层次重要性 16.5% 20.1% 29.7% 22.1% 11.6%
专业知识、技能、
精神重要性 3.6% 3.6% 16.9% 29.7% 46.2%

教师专业化发展内涵认识情况表 2

由表 2可以看出，仅有 11.6%的教师认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是进一步提高学

历层次，而 22.1%比较认同，29.7%基本认同，36.6%表示几乎不认同或完全不认

同。另外，无论从性别、教龄、学历还是身份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表明绝大多数教师还是比较赞同学历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重

要性的。同样，问题 2的数据显示，92.8%的教师认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就是通过

各种渠道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强化教师的专业情意，而这种

认识也是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标准完全吻合的。问题 1、2 与任何自变量的 T检

验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即绝大多数教师对教师专业化标准的认可度还是

比较高的。

（三）教师专业化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 3可知，67.5%的教师比较认可或完全认可教学日志的必要性，21.9%基

本认可。问题 3～9 与自变量的 T检验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由此可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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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师已认识到教学日志在自己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而且通常会不定期地写

教学日志，略多于一半的教师会把教学日志积累起来，作为其教学反思的重要

资料。

认同度 完全不认可 不太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教学日志必要性 4.4% 6.4% 21.9% 39.2% 28.3%
经常写教学日志 8.8% 18.8% 49.2% 16.8% 6.4%
保存编册 20.0% 24.4% 30.4% 18.4% 6.8%
从不保存 24.7% 28.3% 22.3% 15.9% 8.8%

教学日志认识及实施情况表 3

教学报告认识及实施情况

认同度 完全不认可 不太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教学报告重要性 2.3% 8.0% 23.9% 35.1% 30.7%

从未做过 41.0% 16.3% 9.6% 12.4% 20.7

三次以上 35.7% 19.3% 17.7% 12.0% 15.3%

教学报告内容 8.4% 8.0% 19.0% 36.3% 28.3%

表 4

表 4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报告不仅可督促和提高自己的教学

技能，也能使同伴受益；认为教学报告只是流于形式、毫无意义的仅占极少数，相

当一部分教师表示自他们从教以来基本没有或从来没有做过教学报告，做过三

次或三次以上教学报告的教师也为数不多；64.6%的教师表示其教学报告不仅包

括个人教学成功经验的交流，也涉及失败和不足之处的反思。这说明通常做教学

报告的教师仅占少数，极有可能是教学能手或教学骨干，但许多教师对做教学报

告仍给予了肯定。问题 10~14与自变量的 T检验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教育叙事认识及实施情况

认同度 完全不认可 不太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教育叙事必要性 4.8% 4.8% 21.5% 35.0% 33.9%

经常写教育叙事 22.2% 20.7% 43.5% 9.3% 4.3%

很熟悉教育叙事方式 20.7% 27.1% 29.5% 17.5% 5.2%

表 5

表 5告诉我们，首先，绝大多数教师认为教育叙事可通过现象揭示其背后

所隐藏的本质规律，从而彰显教育生活故事中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所以，

教育叙事对教育教学很有必要。而且，他们认为教育叙事要比传统的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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