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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文化回应性教学理论视角，以博士层次教师教育国际课程为例，采用以视频为线索的民族志

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课堂视频、教师反思日志与叙事访谈文本进行分析，探索如何在国际博士课程中培养职前

教师教育者与教学关系、知识观、角色定位有关的文化回应性素养。研究发现三项有助于提升职前教师教育者文

化回应性素养的教学策略: 第一，创设全员参与式情境，建立互尊互惠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关系; 第二，运用生成

性教学手段，形成开放多元的专业知识观; 第三，组织跨边界学习，发展具有文化包容性的专业角色定位。该研

究拓展和丰富了文化回应性教学理论，并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教师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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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of Fostering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ors’Culturally Responsive Competencies in

International Docto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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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this study uses video-cued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to foster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ors’culturally responsive competencies in a foundation cours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doctoral program in mainland China． By analyzing video clips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instructor’s reflection journals，and interview transcripts，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fostering pre-
service teacher educators’culturally responsive competencies regarding pedagogical relationships，views of knowledge，and
role positioning． First，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all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to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
munity of mutual respect and benefit． Second，adopt gener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form an open-minded and diversified
view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rd，organize cross-boundary learning to develop culturally inclusive roles for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ors． This study can extend and enrich the theory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 It also suggests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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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for how to further internationalize teacher education and how to study this phenomen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culturally responsive competency，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or，video-cued
ethnography

一、问题提出

随着教师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我国教育部

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中提出构

建效能增值形态的 “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机

制。［1］然而，当前高校教师的跨文化能力难以满足

高质量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2］培养具有文化包

容意识和共情能力，接纳多元文化学生群体，并能

灵活运用有效策略处理文化冲突的教师和教师教育

者变得必要而迫切。研究表明，“与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有效、恰当交往的能力”［3］是保证教师培养学

生的文化包容态度、消解文化疏离、增强文化适应

性和理解力的必备素养。作为 “教师的教师”，未

经过文化回应性教学训练的职前教师教育者，很难

在未来工作中有意识地向师范生和在职教师强调和

传授文化回应性教学的重要性和具体策略。［4］本文

基于文化回应性教学 (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
gy，简称 CRP) 的理论视角，借鉴托宾 ( J． J． To-
bin) 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对国内首个教师教

育国际博士项目进行以视频为线索的民族志研究。
本研究以课堂教学视频、教师反思日志、叙事访谈

文本等为实证数据基础，探究如何在国际博士课程

中培养职前教师教育者的文化回应性素养，以期为

我国高校探索与优化国际化策略、设计与实施国际

化课程提供经验与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 理论框架

盖伊 ( G． Gay) 、比林斯 ( G． Ladson-Billings) 、
帕里斯 ( D． Paris) 等学者在多种族共存、以英语

为主的美国社会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教育

理论。其中，盖伊提出的文化回应性教学理论影响

尤其广泛。该理论强调教师应视学生的多元文化背

景为教学资源，并通过审视与定位自我角色、拓展

知识观、建构师生关系等多种方式促进所有学生的

发展。［5］本研究在综合分析文化回应性教学与教师

教育者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将职前教师教育

者的文化回应性素养界定为: 尊重师范生与在职教

师的个人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能为师范生与在职

教师提供具有文化包容性的学习体验，并有意识地

引导师范生与在职教师发展为文化回应型教师的综

合能力。职前教师教育者的文化回应性素养包含三

个主要维度: ①教学关系: 建立平等和谐、互尊互

惠的教学关系; ②知识观: 建构起多元开放、兼具

发展性与批判性的专业知识观; ③角色定位: 形成

清晰适切、兼具国际化视野与文化包容性的角色定

位。此外，本研究假定职前教师教育者能够通过国

际博士课程学习提高文化回应性素养，并且内部因

素 ( 专业学习经历、教育教学经验和学习动机 )

和外部条件 ( 课程教学、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背

景) 共同对其文化回应性素养产生影响。综上，本

研究构建出培养职前教师教育者文化回应性素养的

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培养职前教师教育者文化回应性素养的理论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国内 “双一流”
建设高校之一的 B 师范大学 2018 级博士层次国际

教师教育专业课程为个案。该课程名为“教师专业

发展: 理论与实践”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Theory and Practice，简称 TPD) ，内容包括

教师教育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如教学理论、教

师知识理论、教师学习理论，以及教师教育的实践

模式，如师徒制、行动研究、课例研究等。教师在

课程中采用 “以学习者为主导”的教学策略，设

计小组讨论、海报制作与展示 ( poster presentation，

简称 PP) 、学生领导的课堂研讨 ( leading discus-
—101—



2021 年 教师教育研究 第 4 期

sion，简称 LD) ，以及学生互评论文 ( critical re-
view，简称 CR) 等课堂活动。共有 9 名教师教育

专业学生 ( 5 名国际博士生和 4 名国内博士生) 选

修该课程。开课初，研究者在表明自愿参加的前提

下邀请学生参与此项研究。8 名学生自愿参加，1
名国内博士生由于时间原因而选择不参加，所有研

究活动均在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下进行，表 1 列出了

参与者相关背景信息。

表 1 参与研究的职前教师教育者相关背景信息

姓名 性别 国籍
语言 高等教育学历 教育教学经验 ( 年)

母语 第二语言 本科专业 硕士专业 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兼职

J 男 坦桑尼亚 锡瓦斯里语 英语 教育学 教育学 5 4

R 男 坦桑尼亚 阿肯语 英语 教育学 教育学 8

P 男 加纳 契维语 英语 教育学 教育学 7

S 男 巴基斯坦 乌尔都语 英语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1

T 女 阿尔及利亚 阿拉伯语 英语 英语 语言学 ＜ 1

Z 男 中国 汉语 英语 教育学 教育学 12

L 女 中国 汉语 英语 英语 教育学 1 4

H 女 中国 汉语 英语 教育学 教育学 8

2. 资料收集

在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下，研究者用摄影机录制

了总计 8 次的课堂活动。座位布置成 “U”字型，

教室一角放置摄影机。研究者通过调整摄影机的角

度与缩放比例，捕捉小范围活动的细节，如小组讨

论 ( group discussion，简称 GD) 和 LD 等活动。图

2 为教室的空间布局。

图 2 教室空间布局图

图例: I 表示教师 ( Instructor) ，PTE 表示职前教师教

育者 (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or) 。

在课程结束后的几周内，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

了两轮一对一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为 100 到

150 分钟不等。首轮访谈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
专业学习经历、教育教学经验、从事教师教育工作

的意愿动机，以及他们对文化回应性教学的认识。
随后在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教学关系、知识观和

角色定位三个方面，询问其在该课程里如何认识自

己与他人、如何理解教师教育知识、如何与他人交

往互动。第二轮访谈前，研究者根据一轮访谈资

料，参照理论框架从课堂实录中截取包含参与者提

及的关键性事件的 4 － 5 个视频片段，每个片段时

长为 2 － 8 分钟不等。访谈中，研究者与参与者一

起观看视频片段，用访谈问题和视频片段唤起参与

者的记忆，深入询问他们在本课程中的学习经历，

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文化回应性素养的形

成与发展。
3. 资料分析

本研究的资料分析主要分为四步。第一，对两

轮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形成若干平行的主题

从而生成初始编码。第二，依据理论框架对初始编

码进行归类，将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料归入同一类

别，以特定概念或主题命名。第三，加入课堂教学

实录和教师反思日记对初始编码进一步概念化和类

属化。第四，研究者以类属化后的主题为框架，重

新对各部分质性资料进行多轮反复分析，在主题间

建立联系，逐步聚焦与凝炼，打磨形成最终的研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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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了如下方式提升质性资料分析结果

的可靠性。首先，选用已被学界广泛运用的文化回

应性教学理论为框架来指导质性资料的收集与分

析。其次，在第二轮访谈中，采用参与者检验法

向研究对象寻求对初步分析结果的确认与反馈，及

时修正了由于研究者视角而造成的少数误解和不准

确记录。［6］最后，采用三角互证法对访谈转录文本、
课堂实录视频片段以及教师反思日记等多种来源

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进一步提升了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

三、研究发现

研究数据表明，在该课程中采用的三种教学策

略，即环境管理策略、认知促进策略和互动交流策

略促进了职前教师教育者文化回应性素养的提升。
首先，平等和谐、互尊互惠的学习氛围是职前教师

教育者学会建立文化回应性教学关系的环境保障。
教师采用创设全员参与式情境的环境管理策略，搭

建自我展示平台，创造相互学习机会，鼓励多样化

表达。这一策略不仅提高了每位职前教师教育者在

课堂学习共同体中的参与度，避免了由于文化差

异、语言障碍而可能导致的浅层学习，还帮助他们

学习到了建立文化回应性教学关系的课堂组织策略

与方法。其次，不同文化视角下的教师教育理念是

职前教师教育者树立文化回应性知识观的认知基

础，教师采用生成性教学策略，提供学习支架，设

计半结构化问题并据此持续追问，应用可视化方式

呈现多样化课堂内容。这一策略不仅充分挖掘了职

前教师教育者自身的 “文化资源”，还帮助他们形

成了开放多元、兼具批判性与发展性的专业知识

观。最后，正式与非正式交流互补是职前教师教育

者塑造文化回应性角色的重要途径，教师采用跨边

界学习的互动交流策略，利用师生交流、生生交

流、课间“small talk ( 闲谈) ”的机会，组织他们

分享个人经历与故事，促进换位思考，推动了跨文

化比较分析，从而帮助职前教师教育者发展出更具

文化包容性的专业角色定位。具体培养策略如表 2
所示。

表 2 文化回应性素养培养策略表

素养维度 策略种类 培养策略 具体教学策略 对应课堂活动

教学关系 环境管理策略 创设全员参与式情境

搭建自我展示平台
U 形座位布置、LD 试教、学术概

念的本族语展示

创造相互学习机会
团队合作海报制作与展示 ( 轮流

组队制) 、学生互评论文

鼓励多样化表达 小纸条式写作

知识观 认知促进策略 运用生成性教学手段

提供学习“支架” 分步阅读回答问题

设计半结构化问题并持续追问 应用经典文献概念框架分析案例

以可视化方式呈现课程内容 思维导图动态展示

角色定位 互动交流策略 组织跨边界学习

组织个人经历与故事分享
个人成长求学经历叙事，个人学

习 \ 工作动机回顾

促进换位思考
自我介绍破冰游戏、LD 试教、职

业发展规划

推动跨文化比较分析
多元文化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主

题文献阅读、分析与比较

( 一) 创设全员参与式情境，建立互尊互惠的

专业学习共同体关系

第一，搭建自我展示平台。L、J 和 R 表示 U
型座位布置十分有利于面对面发表观点，并同时通

过观察到伙伴们的面部表情而获得及时反馈。讨论

中，若观察到较为沉默的组员，教师会参与其中，

启发式地提供一些框架、线索或示例，提高全员参

与度，保证每个人都能有发言的机会。LD 讲台上，

教学的应变性、听众文化背景的差异性、问题设置

的挑战性，让作为 “试教者”的博士生在角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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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增加对彼此的欣赏，多数学生反映在 Z 以课例

研究为题的 LD 中受益匪浅。在这一主题单元中，

教师邀请每位博士生教伙伴学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课

例研究这一学术概念，激发了学生学习不同语言表

述专业概念的兴趣，课堂实录呈现整个班级竞相尝

试练习的热情。教师在反思日志中这样表述，“我

明显感到这一活动为班级中的每位成员提供了相互

了解的契机，促进了大家思维火花的碰撞。”
第二，创造相互学习机会。活动设计中，教师

制定组员流动原则，避免同文化者形成小团体，失

去跨文化合作学习的机会。这一策略让 J 感到 “动

态交流十分利于形成文化包容的学习共同体，这种

交流既在课堂之上，又延伸到了课下”。多次任务

合作还有利于减少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陌生感、误

解甚至冲突，并在协作过程中提高默契度，消除彼

此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前设印象。Z 坦言在上课之前

认为非洲学生来自“欠发达地区，学习能力和水平

不会很高”，这种偏见后来在多次协作任务中发生

改变。他发现“地域发展水平不一定代表学生学习

水平，文化多样性可以体现在思维能力和学习态度

的不同”。H 也发现国际生的专业敏感性在一定程

度上要强于中国本土学生，“国际生总能快速找到

理论支撑，本土学生还是会先从个人经验来说”。
同样地，国际生 S 和 T 在访谈中也提到合作学习改

变了他们对中国学生“好学、淡漠、成绩导向”的

固有印象。
第三，鼓励多样化表达。教师反思日志与学生

访谈均指出，语言障碍是影响生生交流的一大挑

战。中国学生“很难理解国际生的非洲口音，有时

本来能产生共鸣，但不知怎样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

点”。国际生表示，“理解同源文化、口语相近的

伙伴和教师的表达基本没有问题，但有时不能听懂

中国博士生的发言”。为了减少语言障碍，教师调

整讲授和研讨的时间分配比例，鼓励学生用视觉呈

现的方式分享观点、交换意见。L、Z 和 H 提到采

用“小纸条记录”，可以很快记录关键问题，便于

自己在小组讨论中“迅速理解他人的观点并表达自

己的观点”。在 Z 以课例研究为题的 LD 中，国际

生表示通过观看丰富的案例图片，“对中国教师的

课例研究实践获得了解”。第八周课上，多位学生

绘制的“教师专业发展知识树形图”，让教师感受

到他们的创造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 二) 运用生成性教学手段，形成多元开放的

专业知识观

第一，提供学习 “支架”。在文献分析中，教

师提出分步阅读要求，促进学生新知识与原有经验

的联系。部分学生能够基于教师所提供的脚手架，

借助自身的 “文化资源” ( 教学经验为主) ，通过

问题引导对文献进行深度分析，但对部分议题的讨

论仍未达到博士生的思考深度要求，很少质疑文献

的“权威性”观点。在文献阅读任务中，教师要

求学生: 用自己的语言简要说明文献核心内容; 摘

录最能引起自己共鸣的两句原文; 向文献作者提出

三个问题或回应，为高效阅读搭建起支架。在第四

周课程中，教师让学生尝试使用 Somekh 与 Zeich-
ner ( 2009) 的理论框架分析 Bai ( 2009) 介绍的三

种中国式行动研究模型。［7-8］当教师巡视小组讨论

时，多数学生倾向于“接受文献和教师的观点，缺

乏批判质疑的意识”。进行教学反思后，教师做出

相应调整，包括精炼幻灯片提要，总结文献的理论

框架、核心思想、方法论为学生提供更加具体化的

学习支架，收获良好效果。Z、H 和 T 表示幻灯片

呈现的关键点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明晰行动研究的基

本概念、典型步骤，并应用框架分析具体情境下的

案例。P 由此反思本国的教师行动研究不应仅在教

师实习期间进行，应 “贯穿教师专业发展的全阶

段”。
第二，设计半结构化问题并持续追问。课程进

行过半时，教师发现部分学生总是习惯于借鉴以往

经验而未能深刻挖掘文献资源。为了帮助他们跳出

“舒适圈”，达到融合经验与知识的深层智力互动，

本研究设计了具有明确指向与半开放的问题来持续

追问学生，激发他们提出个人见解并对其进行论

证。如提问“基于舒尔曼对教师知识的分类，联系

本国教师知识的具体内容，提出新理解”。视频呈

现大部分学生都能积极回应教师和其他发言者的观

点，对知识的理解产生动态变化。如 Z 反观自己

“将来做科学教师培训工作，要基于情境形成动态

性、建构性的科学知识观”。H 强调 “教师教育作

为一种成人教育，一定要对教师面临的困难有的放

矢”。S 在“技术取向的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主

题讨论中，联系自身工程专业背景，提出随着教育

信息化的深化推进，教师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聚焦于

“信息技术知识与学科教学知识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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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教学内容。由于第五

周课程的核心概念 “教育技术”与多数博士生的

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关联较弱，教师应用思维导图

这一可视化方式呈现从属概念分支。课堂实录显示

所有学生对思维导图呈现的教育技术领域很感兴

趣，积极分享以往学习与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并通

过头脑风暴分析教育技术分支领域在教师学习和发

展中的潜力。教师随后在反思日志中提到，学生课

后反馈视觉呈现、即时认识的 “获得感”为学生

带来了有趣、有意义的学习体验，也让课堂研讨有

据可依、生动具体。
( 三) 组织跨边界学习，发展具有文化包容性

的专业角色定位

第一，组织个人经历与故事分享。在课堂研讨

过程中，教师以文献中的代表性案例作为引导性话

题，邀请博士生讲述自己在求学、从教经历中的经

验故事，回顾个人的学习与工作动机。访谈数据显

示这一策略有助于促进职前教师教育者回顾对专业

成长有关键作用的经历，在叙事中反思总结，从而

激发、转变和深化对教师教育者这一专业角色的认

识与理解。L 回顾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的

执教经历时，着重提到硕士学习与回乡工作两段文

化体验的强烈反差。地方高师存在的若干现象使她

认为文化包容不应是 “单方面迁就，而应是双向

的”。S 回顾自己在高校的一年从教经历时，提到

转专业背景对其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带来挑战。想帮

助师范生真正有 “获得感”地学习，是他攻读教

师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源动力。访谈数据显示，经

过课程学习，他逐渐能对 “教师教育者”的概念

作出阐释，并开始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即“教会

师范生如何教学，进行教育研究，对世界各地的学

术前沿有深刻认识”。
第二，促进换位思考。在本研究所聚焦的国际

博士课堂上，博士生同时扮演着学生、教师、职前

教师教育者等多重角色。教师利用课堂活动促进博

士生从多个角色视角来思考专业问题、设计教学、
规划职业发展。R 在访谈中表示破冰游戏①使他从

“教学型教师教育者”向 “研究型教师教育者”进

行转变。多位同学分享的经历让他反思 “以往更关

注教好职前教师，却未及时概念化教学心得，捕捉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 Z，

在开课初 认 为 “思 考 任 务 大 都 应 该 由 教 师 来 负

责”，就像他以往给青年教师进行培训时以讲授为

主一样。但经过 LD 试教，他逐渐关注到听众的文

化差异与反馈，以核外电子跃迁为比喻，强调 “基

于被培训教师的个体差异性，找到切合点”，成为

“以教师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师教育者”。H 选择攻

读博士学位的初衷是想成为一名 “区教研员”，成

为学科导向型教师教育者。教师反思日记中提到在

课程之初，H 的发言与讨论大都停留在经验层面，

缺乏理论基础，与阅读材料联系不紧密。H 在课程

结束后的访谈中表示，八周的文献研习给她提供了

一系列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知识，让她意识到从经验

型教师到教研员既需要学科教学知识与能力，还需

要“坚实的研究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国际视野”。
第三，推动跨文化比较分析。围绕教师专业发

展的理论与实践，教师在选择文献时兼顾专题前沿

与生源国的文化特性，引导博士生在多元文化视角

下对专题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和比较。此举有助于

职前教师教育者了解自己国家在某一专题领域内的

发展现状，学习同一领域内优势地区的代表性研究

成果，从而识别不同文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差

异和经验启示，形成视野开阔、更具文化包容性的

专业角色定位。比如，P 在分析有关非洲地区教师

专业发展的文献时，发现作者将教师教育者的主要

职责描述为 “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去教学”，P 自

己对专业角色的最初理想定位也与之相似。但通过

阅读多篇文献后的比较分析，他逐渐发现教师教育

者不能仅仅是教学技能的教授者，也应该是教育研

究者，更应该教会教师如何在日常教学中做研究。
Z 在 LD 试教中，利用丰富的案例展示了课例研究

是如何在中国的教师专业发展中进行本土化与创新

的，引起了每位国际博士的兴趣。J、R 和 P 在访

谈中均表明，Z 展示的中国课例研究让他们对 “教

科研一体型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角色产生了浓厚兴

趣，也启发他们开始思考将课例研究在其国家进行

实践推广的可能性和本土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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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示

本研究为国际化背景下的教师教育者培养提供

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启示。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将

文化回应性教学理论延展至职前教师教育者培养领

域，并对职前教师教育者的文化回应性素养进行了

探索性界定，所得到的研究发现丰富与拓展了跨文

化教学理论，印证了将学习者的多元文化背景作为

教学资源不仅有利于教授核心教学技能，还有助于

促进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习者间的相互交

流、理解与合作。［9］但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对课堂

教学行为与策略的兴趣，则反映出以西方社会背景

为主要关涉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亚

非文化共存情境中职前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学习。培

养者不应只关注职前教师教育者原有的 “文化资

源”，还应关注他们与当下学习共同体的动态互

动，［10］灵活加以运用，做到彭尼库克 ( A． Penny-
cook) 所述的随机通达式教学，［11］随时整合与满足

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为我国教师教育院校响应

国家 “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进一步建设与

完善教师教育国际博士项目带来若干启示。首先，

在培养目标上，教师教育国际博士项目需要明确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文化回应性素养的职前教师教育

者。同时发挥培养目标的引领作用，指导国际教育

项目制定与细化其课程与教学目标。其次，在课程

内容上，教师教育国际博士项目需要关注学习者的

多样化背景、特点与需求，并据此开发出既包含留

学生本国文化，又兼顾专业学习共同体内的多元文

化，同时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课程体系，发挥我国

的文化、制度与专业资源优势，在更好地服务留学

生学习的同时扩大我国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最

后，在教学策略上，教师教育国际博士课程的教师

需要综合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策略与手段营造具有

文化包容性的学习环境，鼓励多样化的交流与表达

方式，构建互尊互惠的专业学习共同体。［12］组织留

学生通过课堂上的合作研讨、观摩教学和亲身实

践，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教育传统与特色，

使其能在未来开展教师教育工作时具备足够的文化

回应性素养，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全球教师教育理论

与实践朝着更开放、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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