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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学示范是教师教育者通过亲身示范以促进教师学习者教学能力提升的一种教师教育教学法。当前我国
部分教师教育者缺乏对教学示范的系统认识与理性实践，导致教师学习者难以直观看见有效教学的实践样态及其
背后的教育学逻辑，进而影响其教学能力的提升。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
者开展教师教育者培训的经验与反思，提出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的三大类型及其核心策略，即隐性指导类教学示
范、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和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教学示范对教师学习者的影响，并讨论了本
研究对提升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效果、助推我国教师教育者队伍专业化、建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教学法理论的若
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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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ructional modeling is a type of teacher education pedagogy through which teacher educators demonstrate their
own teaching practices to help enhanc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 learners． At present，some teacher educators in our
country lack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ed practice of instructional modeling． This situ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 learners to directly see the practical enactment of effective teaching and the underlying pedagogical logic，which
compromis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learners． Based on our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ngage-
ment with and reflection on teacher educator development programs，we propose a typology of teacher educators’instruction-
al modeling and their core strategies． These include implicit instructional modeling，explicit instructional modeling，and col-
laborative exploratory instructional modeling． The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structional modeling
on teacher learne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eacher educators’instructional modeling practices，in-
forming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er educator workforce development，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eacher ed-
uc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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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学示范是教师教育关键教学法之一。教师教
育者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教学示范，对于促进我国
教师教育者队伍专业化和教育事业现代化，推动教
师教育教学法相关研究，提升教师教育实践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新时期，我国提出了建强做优教师教
育的改革新目标，强调要提升教师教育者队伍的专
业化水平。［1］实现这一改革目标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在于提升教师教育者开展教学示范等教师教育教学
法的专业能力。国内外有关教学示范的相关研究主
要聚焦于剖析教学示范的理论基础与内涵，［2］对其
类型与实操策略的深入研究不足，扎根中国本土情
境的相关研究更为缺乏。从实践来看，教学示范是
教师教育者应具备的核心专业能力，［3］但目前，我
国部分教师教育者在教学示范中倾向于将自己定位
为特定教学法的 “讲解者”和 “传授者”，忽视了
作为教学法学习的“指导者”、新式教学法的 “探
索者”等重要角色，进而导致教师学习者难以有效
掌握相关教学法。［4］同时，大部分教师教育者缺乏
对教学示范类型与策略的系统认识，不能有意识、
有设计、有反思地开展相关实践，导致教学示范目
标不清、内容零散、方式单一，进而导致教学示范
对教师启发不够、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效果不
足。［5］据此，本文聚焦分析回答两个研究问题: 第
一，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的主要类型和具体策略有
哪些? 第二，不同的教学示范类型与策略会对教师
学习者产生何种影响?

本研究涉及教师教育者、教师学习者、教学示

范三个核心概念。学界对 “教师教育者是谁”的
理解不一，但主流观点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学术型教
师教育者和实践型教师教育者。学术型教师教育者
是指在高等教育院校中的教师，他们主要从事教师
教育相关研究，并参与教师培养培训等工作。实践
型教师教育者是指中小学校或教研机构中指导教师
( 尤其是新教师) 学习与发展的经验型教师，如
师徒制中的“师傅”、教研组长、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等。相应的，教师学习者既包括处于职前培养阶
段的师范生，也包括处于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在职
教师，他们通过参与包括教学示范在内的各类专
业学习活动不断提升教学专业能力。第三个核心概
念———教学示范，是将教师学习者与教师教育者联
系起来的一类教师教育实践，它是指教师教育者通
过“亲自做给你看”的方式，向教师学习者直观示
范有效教学在实践中的具体样态，并辅之以教师教
育者有目的性、策略性的讲解与指导，促进教师学
习者对有效教学的理解、研磨、掌握与自主创生。［6］

二、教学示范的类型、策略及其对教师
学习者的影响

依据教学示范外显程度的不同，本研究将教师
教育者的教学示范划分为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显
性指导类教学示范与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在系统
梳理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研究者开
展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能力培训的经验与反思，对
上述三类教学示范的具体内涵、实操策略及其对教
师学习者的主要影响进行分析与论述，核心观点见
表 1。

表 1 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的类型、策略及其对教师学习者的影响

内涵 策略 对教师学习者的影响

隐性指导类
教学示范

教师教育者弱意图性地向教师学
习者展示常规教学实践，且不向
其解释常规教学实践背后的教育
学逻辑与意义

·影随法
·学教合一法

·感知教学作为一种专业生活的整体图景
·学习教师教育者的为人处世之道与专业品格
·通过偶发性事件体会教育机智时刻，提升教
育实践智慧

显性指导类
教学示范

教师教育者强意图性地向教师学
习者展示教学中的核心实践，并
向其解释教学核心实践背后的教
育学逻辑与意义

·核心实践演说法
·行动中大声思考法

·辨识教学核心实践
·理解教学核心实践背后的教育学逻辑与意义

合作探究类
教学示范

教师教育者与教师学习者合作开
展教学实践，在行动中向教师学
习者展示开放灵活、合作学习、
持续精进的教师专业精神与实践

·师徒合作教学
·师徒同课异构

·理解教学本质性特征与教师专业精神内涵
·建构起个人教学身份、风格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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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
1. 类型概述
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 ( implicit instructional

modeling) 是指教师教育者弱意图性地向教师学习
者展示常规教学实践，且不向其解释常规教学实践
背后的教育学逻辑与意义。

教师学习具有内容综合性和方式社会性等特
征，需要教师教育者开展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以促
进教师学习与发展。教师学习者的知识可以分为理
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其中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
业发展水平得以提升的关键，它具有内隐性、默会
性、综合性等特点。为此，教师教育者需要通过在
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呈现特定的教学样态来引导教
师学习者据此观察、分析与理解教学实践性知识。
在学习方式的社会性方面，教师学习者的主要学习
内容为教学，它是一项具有复杂性、情境性的社会
实践活动，［7］为此需要通过教师教育者的示范与引
导，帮助教师学习者在关系、合作、活动中习得教
学策略与方法。

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能够对教师学习者理解教
学、养成专业品格、提升自我教育机智产生重要影
响。首先，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具有嵌入性，教师
教育者将自身教学理念和行为嵌入日常教育教学情
境中，能够向教师学习者展示教学作为一种专业生
活的整体图景。其次，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具有扩
展性，与教师教育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引
导教师学习者理解课堂教学技能之外的教师教育者
的为人处世之道与专业品格。此外，隐性指导类教
学示范还具有机智性，教师教育者通过呈现其如何
应对未经设计也难以设计的突发性事件，帮助教师
学习者理解教育机智的实践样态，提升其在未来教
育教学实践中努力生成教育机智的意识与行动。［8］

2. 核心策略
在实践中，教师教育者通常采用影随法 ( job

shadowing) 和学教合一法 ( congruent teaching) 两
类核心策略来开展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

( 1) 影随法。影随法是指在某一工作领域内
的新手像影子一样跟随经验丰富的熟手，通过直
接、近距离、浸入式地观察熟手在工作中的言行举
止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9］影随法策略遵循全面、
长时、默会等三项原则。全面原则强调教师教育者
需要向教师学习者示范几乎涵盖与教师专业工作相

关的所有实践，如课堂教学、学生指导、集体教
研、家校沟通等。此外，全面原则还体现在教师教
育者进行示范的场域不局限于教室，还应包含与教
师专业工作相关的其他空间，如办公室、教研室、
校外机构等。教师教育者通过全方位展示教师工作
的内容与场域，引导教师学习者认知教师职业，逐
步形成对教学工作的整体性认识。长时原则强调教
师教育者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向教师学习者展示与教
学相关的各项工作，为此要求教师教育者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呈现多样化的教学工作。［9］在此过程中，
教师学习者置身于教师教育者所在的工作场域，浸
润式地、直接地观察与教学相关的实践活动，理解
教师职业和教学样态。默会原则强调教师教育者在
展示个人作为教师的专业生活图景时不进行刻意设
计摆拍、不进行直接解释说明，而是让教师学习者
自主观察、记录和思考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工作，发
现工作中的关键事件，体悟教师的专业角色身份。

观察法是开展影随法的主要方法，它强调教师
学习者作为观察员，通过“选择观察主题———明确
观察对象———实施现场观察———开展基于观察的反
思”环节，感知和思考教师专业工作的基本样态。
在“选择观察主题”环节，教师学习者需要选择
微观主题 ( 如教学方式运用) 或者宏观主题 ( 如
教师教学工作) ，对教师教育者日常教学工作进行
聚焦式或开放式观察。在 “明确观察对象”环节，
教师学习者可以依据问题框架来澄清、聚焦并最终
明确观察对象。［10］在“实施现场观察”环节，教师
学习者虽然不需要遵循固定的记录格式，但是需要
遵循“清楚、有条理、便于今后查找”的基本原
则。在“开展基于观察的反思”环节，教师学习
者可以基于观察记录内容，从回溯自己如何开展观
察、分析自己的观察视角和记录方式、以及观察内
容对自己教学的启示等三方面进行反思。［11］

( 2) 学教合一法。学教合一法是教师教育领
域中特有的一种教学策略，是指教师教育者将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整合统一，帮助教师学习者更加直
观深入地感知、理解和学会运用某种特定教学方
法的策略。［12］该策略的实施需要遵循一致原则，即
教师教育者把拟向教师学习者讲授的教学方法 ( 即
教师教育中的教学内容) ，采用与此教学方法相一
致的方法 ( 即教师教育中的教学方法) 进行讲解
与展示，引导教师学习者在一致性教学情境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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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教学方法的学理基础，初步掌握相关实践策
略，同时推动其思考在未来教学中如何运用该教学
方法。

学教合一法涉及“以教学内容为方法设计教学
计划———实施教学计划———开展教学评价”三个环
节。例如，教师教育者采用学教合一法引导教师学
习者理解项目式学习教学法，其教学涉及“以项目
式学习为方法设计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计划———
开展教学评价”三个环节。第一，在 “以项目式
学习为方法设计教学计划”环节，教师教育者需要
将自身定位为项目研究者和设计者，首先明确项目
式学习的基本内涵、学理基础和实践路径，并依据
项目式学习“编写项目式教学设计———组织课堂教
学———进行教学评价反馈”的实施路径来设计教学
计划。［13］第二，在“实施教学计划”环节，教师教
育者将自身定位为项目执行的引领者，将教师学习
者分为若干组，引导每组围绕某一教学主题进行讨
论，并依据项目式学习的模式设计相应的教学计
划。第三，在“开展教学评价”环节，教师教育
者需将自己定位为反馈者，对此次围绕项目式学习
的教学进行评价，该评价既包括对教学本身的思
考，也包括对教师学习者学习情况的反馈。由此，
教师教育者通过采用项目式学习的方法 ( 即教师教
育中的教学方法) ，引导教师学习者参与到项目式
学习中，并理解项目式学习的核心内涵和实施策略
( 即教师教育中的教学内容) ，从而实现了学 ( 即
教学内容) 教 ( 即教学方法) 合一。

(二) 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
1. 类型概述
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 ( explicit instructional

modeling) 是指教师教育者强意图性地向教师学习
者展示教学中的核心实践并解释其背后的教育学
逻辑与意义来提升教师学习者的教学能力尤其是
教育推理能力 ( pedagogical reasoning) 的一种示范
指导。

教育实践知识与智慧具有一定的可表征性和互
动性，需要教师教育者通过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帮
助教师学习者理解和发展自身的实践知识和智慧。
一方面，在日常实践中教师教育者能够依据意象、
隐喻、实践原则等外显形式向教师学习者呈现其实
践知识和智慧。［14］另一方面，实践知识和智慧的形
成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将外在的社会互动结构内化

为个人认知结构的过程。［15］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正
是通过认知、交流、共享知识等途径来表达对教学
实践的集体性理解和认知。其中隐含在教师教育者
身上的实践性知识和智慧被化约或客体化为某种认
知图式，在与教师学习者沟通和互动时得以呈现和
传递。

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可以帮助教师学习者辨识
教学核心实践 ( core practices in teaching) ，［16］其基
本原则是使教师教育者的意图和实践变得清晰和外
显，［3］为此，教师教育者的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可
以帮助教师学习者从复杂的教育情境中明晰教学实
践重点。此外，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能够帮助教师
学习者理解教学核心实践背后的学理逻辑。教师教
育者在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中有意识地将二者联系
起来，并向教师学习者呈现和说明这种联系是如何
支持并合理化他们所示范的教学决定的。［17］教师学
习者透过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能够获得理论和实践
相融合的体验，从而深化教师学习者对于教学实践
的理性认识。

2. 核心策略
教师教育者开展显性指导类教学示范的核心策

略有两类，即核心实践演说法 ( demonstrating and
articulating core practices ) 和行动中大声思考法
( thinking aloud in action) 。

( 1) 核心实践演说法。格罗斯曼等人提出了
一套教学核心实践的标准，包括核心实践在教学中
频繁出现; 新手可以实际掌握; 让初学者更多地了
解学生和教学; 保持教学的完整性和复杂性; 基于
研究提高学生学业表现。［18］教学核心实践是互动的
和即兴的，与教学所处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教师
教育者可以通过核心实践演说的方式在不同的关键
教学节点上指出被示范的内容，从而明确教学示范
的意图。教学核心实践演说法既可以以教学视频为
辅助，［19］让教师学习者捕捉、分析教学关键时刻或
片段，也可以是教师教育者在教学现场直接示范，
使教师学习者能够近距离观察教学核心实践，［20］理
解实践背后的教育学逻辑，进而更有效地辨识和内
化教学核心实践。

( 2) 行动中大声思考法。行动中大声思考法
是指教师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 “跳出”( stepping
out) 教学向教师学习者解释自己教学实践背后的
意图、推理与逻辑。［5］同时，这种方法将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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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思维、所使用的教学法以及对学生学习机制的
理解外显呈现，并着重强调教与学相互衔接的价
值。［12］此外，教师教育者需要在示范教学过程中适
当的时候跳出当时具体的教学情境，以旁观者的身
份向教师学习者解释当下所做教学决定背后的原
因，向教师学习者暴露自身的感受和思考。

大声思考法常以“元评论 ( meta-commentary) ”
的具体方式展开，它是指教师教育者除了向教师学
习者解释自己为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学，还对自
己的教学示范进行评价，甚至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
提出质疑。［17］在元评论策略中，教师教育者除了向
教师学习者明确有效的教学决定和行为外，还试图
阻止教师学习者对示范内容的盲目模仿，［21］进而促
使教师学习者自主思考。元评论旨在搭建链接理论
和实践的桥梁，把示范行为转化为教师学习者自己
的教学实践。大声思考法的本质在于教师教育者从
元认知层面理解自己的教学工作，并能够用语言向
教师学习者解释自己的教学推理过程。［5］教师学习
者借此得以亲身体悟教学行为背后的教学推理过
程，进而加强对教学策略的掌握、深化对教学原理
的理解。

(三) 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
1. 类型概述
与前两类教学示范强调指导性不同，合作探究

类教学示范更强调教师教育者与教师学习者之间的
合作性，是一种通过构建有助于合作探究的环境，
经过共同备课、集体观课、教学反思等环节，共同
打磨凝练有效教学实践，在行动中向教师学习者展
示开放灵活、合作学习、持续精进的教师专业精神
与实践的教学示范。

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旨在帮助教师学习者在实
践中练习应对充满复杂、挑战与不确定的教学现
实。第一，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能为教师学习者学
习教学提供 “在行动中 ( in-action) ”的支持。第
二，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可以帮助教师学习者形成
开放、多元和创新的教学观，并在教学专业共同体
中探索和建构个人教师专业身份与教学风格。教师
成长就是教师学会教学、不断习得与教师有关的角
色期望和规范的社会化过程。教师学习者在合作探
究类教学示范中，获得教师教育者的支持，参与教
学实践的探究、设计、展示、反思与提升，逐步建
构起作为一名教师的专业身份，提升个人的专业社

会化程度。同时，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让教师教育
者和教师学习者身处同一场域，教师教育者可从关
系生成过程中感知教师学习者的专业成长，有助于
双方建构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氛围，进一步促进
教师学习者的专业社会化，帮助教师学习者建构开
放、多元和创新的教学观。

2. 核心策略
教师教育者开展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的核心策

略有两类: 师徒合作教学 ( mentor-mentee collabora-
tive teaching) 和师徒同课异构 ( mentor-mentee par-
allel teaching with variations) 。

( 1) 师徒合作教学。师徒合作教学是指教师
教育者 ( 师傅) 和教师学习者 ( 徒弟) 共同开展
教学实践，他们一起设计教学，在同一时空中相互
配合开展教学，并在教学后共同反思。师徒合作
教学既强调课堂以外的合作，也强调课堂上的合
作，共同计划、共同实施和共同评估完成全部教学
工作。

师徒合作教学可按三种方式展开。一是针对活
动类别丰富、班级规模较大的教学情景，师徒合作
教学可以采取站点式教学，即合作教学的多位师徒
把教学内容分为若干部分，每位教师和教学内容共
同构成一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有一个学生小组轮流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合作教学的师徒轮流对不同
的学生小组进行教学与指导。二是针对学生差异较
大的教学情景，可由合作教学的师徒对学生采取补
充性教学或是由师徒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教授同样
的内容，由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三是团
队合作教学，师徒没有固定角色和分工，课堂中没
有明确的主导者，共同分担教学内容，自由穿插进
相应的教学信息，根据教学实际和学生的需要引导
学生学习。［22］当师徒一起开展教学实践时，作为徒
弟的教师学习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反思教学、想象教
学、重构教学。而作为师傅的教师教育者在合作教
学过程中为教师学习者提供适当的引导和支持，提
升教师学习者对教学实践的敏感性和反思性，以及
持续探究提升教学的意识与能力。

( 2) 师徒同课异构。师徒同课异构是指教师
教育者和教师学习者对同一教学内容进行不同的教
学设计，然后彼此讨论、修改和完善教学设计，紧
接着各自在不同的班级中组织实施教学，彼此听
课，最后对课堂教学进行总结研讨。教师学习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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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琢磨如何能够在教学中适切、充分地践行教师教
育者在教学示范中呈现的理念、原则与方法。［23］师
徒同课异构能够让教师学习者聚焦、审视教师教育
者教学示范的内容是如何同自身的教学实践产生联
系的，从而提升他们对于教学的综合理解与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教育者和教师学习者
共同开展的同课异构与传统意义上的同课异构有着
显著的差异。传统同课异构的参与者通常是处于同
一发展阶段的新手或年轻教师，这类同辈间同课异
构的目的主要在于展示对比、选拔评优，考核意味
较重。而教师教育者和教师学习者作为师徒共同开
展同课异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学习
者的学习，通过教师教育者适切地展现教学困境，
多层次多方位促进教师学习者对于教学的理解，为
教师学习者创造批判性思考教学实践的机会。教师
教育者教学示范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教学行为，而是
向教师学习者示范一种开放灵活、合作学习、持续
探究与精进的教师专业精神。

三、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系统论述了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的类
型、操作性策略及其对教师学习者的影响，能为我
国教师教育者队伍建设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和
实践提供启示。首先，本研究提出的教师教育者教
学示范类型及策略框架，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师资
队伍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抓手与实践路径。
一方面，本研究对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促进教师学
习者专业发展的作用与价值进行了系统分析，聚焦
于教师教育者这一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中
的关键主体，论述了教师教育者为何需要以及如何
开展教学示范，这为出台旨在提升教师教育者教学
法素养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本
研究提出了隐性指导类教学示范、显性指导类教学
示范、合作探究类教学示范等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
的基本内涵、学理基础、实操策略及其对教师学习
者的影响，能够为国家制定分层分类的教师教育者
专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如围绕不同类型的教师教
育者教学示范出台相应的教师教育者培训办法、课
程内容、评价标准等，进一步提升我国教师教育者
的专业化水平。

其次，本研究提出的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类型
和策略能够助推本土性教师教育教学法的发展。目

前，国内外研究形成了对教学示范内涵与策略的一
般性认识。但是，作为教师教育的关键教学法之
一，教学示范受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逻辑的影
响。现有研究多数基于国外情境剖析教学示范，难
以深入分析我国教师教育者开展教学示范的制度逻
辑和本土化策略。本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聚焦中国情境，明确提出教学示范是提升我国教
师教育者专业水平、教师教育事业现代化水平的关
键能力，并据此建构出包含中国本土实践经验 ( 如
师徒同课异构) 的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类型与策略
框架，为学界进一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学科体系提供思路与基础。

最后，本研究提出的教师教育者教学示范类型
与策略框架能够为我国教师教育实践提供参考。对
于教师教育者而言，教学示范类型与策略框架能为
他们的专业实践提供具有学理依据的方向引领与策
略指导，有助于提升教师教育者的专业素养。对教
师学习者而言，该教学示范类型与策略框架为其更
加有效地体会、观察、参与、反思教师教育者的教
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其专业发展水平的不
断提升。该框架基于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中国情
境而建构，兼具普适性和本土性，能够引导教师学
习者有针对性地参与教师教育者的教学示范，以多
样化策略观察核心教学实践，习得实践性知识，最
终获得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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