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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的公开课拓展研究

——兼论公开课如何促进高职教师专业化

徐承萍，孙小娅，薛若雯，陈 颢，张新欣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江苏苏州215009)

摘要：公开课不仅是一堂特殊的课，更是一种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教育资源，高校可

以充分利用公开课及公开课资源促进教师专业化。对公开课内涵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促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公开课建设实施建议。还针对高职教育特点，对公开课如何促进高职教师专业

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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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化不仅是教师教育的过程，也是教

师教育的目标和发展趋势，体现了对教师专业水

平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肯定和认可。尽管随着社会

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师专业化程度有

所提高，但相比较而言，教师专业化水平以及因为

专业化水平相应获得的社会地位都不如医生、律

师、工程师等职业⋯。笔者认为陈琴等学者十年

前的上述研究仍能代表目前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现状。

一、公开课与教师专业化

专业化是高校教师发展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本文以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为例，探讨公开课与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关系。

首先，学校类型不同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和

特点不同。高职教师因其“高等教育”与“职业教

育”属|生，其来源构成等因素决定了其专业化目

标和进程有所不同。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根据现

行的教师准入制度，除师范类高职院校外，较大比

例的高职教师按照“学术水平”选聘，从课桌走向

讲台，普遍未接受过系统的职前教师教育。作为

职业院校，强调教育过程与职业过程的融合，要求

吸纳工作岗位一线技术名师、技术能手，按照“技

术水平”选聘部分教师(兼职教师)从车间走向讲

台，他们同样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前教师教育。

促进“非师范教师”和技能名师(能手)为主的高

职教师“胜任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化的第

一步。

其次，教学专长是教师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

的核心要素。教师劳动的“双专业性”是教师专

业化的基础嵋J。高职教育强调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对高职教师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均提

出了较高要求，对学科专业实践性知识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定位，高职教师专

业化尤其要求教学专长的发展。因此，高职教师

在“胜任教学”的基础上，“形成学科教学知识”

再到“走向专业”，这一过程可视为高职教师专业

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是教师“被视为专业”所

必需具备的知识，是教师特有的、影响教师专业成

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学科教师、学科专家与教育专

家所不同之处¨1。

在现行的高职教师准人制度和培训体系下，

高职教师胜任教学能力的习得依赖于师徒制的学

习，主要依靠师父的传帮带和个人的悟性，而对于

形成学科教学知识以及进一步走向专业则是捉襟

见肘了。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利用公开课及公开课

资源促进高职教师专业化，特别是促进教学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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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弥补师徒传帮带的不足，为高职教师专业

化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参照和指导，为教师专业

组织提供丰富的教师教育资源。

二、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公开课：内涵拓

展

安富海通过文献及现状研究认为，公开课是

指有目的、有组织和多方参与的一种教学研究和

教学交流的专业活动，包括示范、研讨和竞赛三种

类型。公开课首先应是一堂课，其次才是“公开”

的形式HJ。赵岩从多角度分析了公开课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仍强调其“课”的性质，

力求“趋于完美”的公开课来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5|。

本文对公开课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从

促进教师专业化的视角，公开课是一种重要的教

育资源，是教师教育素材资源库的重要来源。在

现代化背景下，突破时空界限，让更多教师学习者

能够更加自由地提取和利用特定的公开课，观察

和学习他人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向专业的教师学

习，达到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的目标。

1．公开课是促进教师专业化的重要资源

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化重要资源的公开课，至

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每一次具体的公开课及其

所产生的教育信息；一定范围内每一次具体公开

课及其产生的教育信息的集合。

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化重要资源的公开课，其

内容包括：(1)每一次公开课及其产生的教育信

息包括教学活动及对教学活动现场的记录(影像

视频等)、教学文件及现场参与者(专家、领导、同

事、同行、学生、教师本人)的评价及对现场评价

的记录(影像视频等)。(2)个体教师在各个成长

阶段开设的公开课集合，即某位教师从“准教师”

到新手教师再到成熟教师直至成长为专家型教师

过程中，各个成长阶段开设的公开课(图1)。这

一集合的公开课资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教师学

习者可以直接观察到教师教学专长完整的专业化

之路。(3)特定成长阶段的众多教师开设的公开

课集合，即教学专业组织内众多“准教师”、新手

教师、成熟型教师、专家型教师开设的公开课(图

2)。这一集合的公开课资源可以让教师学习者

更清楚地了解到特定阶段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特

点、应有水平和常见问题。(4)不同教师开设的

同一主题公开课集合，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

个教师开设的同一主题或相关主题公开课(图

3)。这一集合的公开课对于“准教师”和新手教

师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模仿、比较来改进自己

的教学，构建自己的学科教学知识。在高职院校，

校内专职教师与技术能手型专、兼职教师也可以

借此相互学习，丰富各自学科教学知识，改进教

学，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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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专家(准、新手、成熟)教师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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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公开课资源的自身建设

从上述公开课资源囊括的信息可以看出，作

为促进教师专业化重要资源的公开课建设应特别

重视对公开课资源的储存，对公开课资源的提取

利用，以及对公开课资源的持续补充。

每次公开课只有一次真正的现场教学，只有

特定一部分人可以真正参与现场。而作为教育资

源的公开课就是要求能够用多种技术和方法尽可

能详细、全方位、最接近真实地记录现场。另外，

从一堂课的角度来看，一次公开课有成功和失败

的可能；但是从教育资源的角度，每一次公开课，

无论成败，无论好坏，都是最宝贵的、最值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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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所有教师关于主题1(2、3⋯⋯)的公开课

Fig．3 AJl open cl懿s鹤of SPEC珊C topics

fmm Vario惦留p鹤of teachers

的资源，所以，每一个人的每一次公开课都需要保

存，最接近真实现场的公开课资源可以让更多的

教师学习者突破时空限制自由提取现场记录，参

与、体验教学现场，以助力教学能力发展；教师学

习者还可以从失败或者不完美的公开课中检视自

己教学中的不足，从而改进教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公开课资源库建设需

要持续补充内容，从越来越丰富的素材中才有可

能发现更为接近教育真相(真实)的规律，这对专

家型教师的深度发展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公开课：理论支撑

公开课能被视为促进高职教师专业化的技术

手段或重要资源，主要是基于教师现场学习力、反

思性教学以及微格教学技术发展等教育理论和

实践。

1．教师现场学习力

传统学校教师的专业成长主要依靠业余读书

和在个体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积累经验，当代教师

的专业成长则主要是依托学校“教研共同体”组

织的集体性“听课”、“评课”或“听讲座”等教研

活动现场实现拍]。现场学习力是教师最重要的

学习能力"]。把公开课作为促进高职教师专业

化的技术手段基于教师现场学习力理论；而将公

开课资源化则是为尽可能多的教师提供真实(或

接近真实)的教学现场。

2．反思性教学

杜威主张教学是反思性的，教师通过反思实

践来改进教学。赵昌木研究认为，教学反思是教

师对所教知识内容和所用技能技巧方法的反思、

研究和改进，以及对教育哲学、教育价值取向、教

育信念等价值层面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反省，尤其

是从教育权利的分配以及更广泛的视角批判性地

反思各种教学假定、实践及其背景日]139。1柏。

教师通过教学反思，尤其是批判性反思，挑战

自我教学活动的合理性，继而改进教学，实现教育

目标。这一过程中如何帮助教师了解自我教学的

真实状态，提高教师理性认识问题的能力，帮助教

师保持一种动态、开放、持续发展的状态变得非常

重要。笔者以为，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

分析，最佳莫过于能够看到自己的“原生态”真实

的教学行为了，于是教师对自己各个成长阶段的

公开课记录进行阅读、反思便具有了价值和意义。

尽管公开课通常是精心准备的一堂课，与常态课

已有所区别，如果在精心准备的公开课中仍能发

现消极的、非理性的固化思维和态度，那就说明问

题之严重，批判性反思之必要了。此外，延伸开

来，教师还可以通过对同事教学的批判和思考来

警醒和反思自己。

3．微格教学技术

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也称“微型教学”)，

是师范生或在职教师在控制的条件下或在模拟的

情境中，学习和训练课堂教学的某项技能，从而掌

握一定的教学基本规范和技巧的师资培训模

式【8】1”。微格教学实施过程包括：确定训练目标

一观摩范例一设计编写教案一角色扮演一反馈、

讨论和评价一二次教学。借鉴微格教学对师范生

培养的作用，笔者认为在职教师(特别是新手教

师)同样可以参照上述实施程序，利用研读、揣摩

和模仿专家教师公开课，开设自己的公开课接受

专家、同行、同课程教师、学生点评和指导，并通过

阅读教学录像反思自己教学的不足，重新完善公

开课，进行二次公开课教学，并且这个过程可以持

续、循环、螺旋式上升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微格教学实验室等硬件缺乏以及微格教学过程中

人力资源(学生和辅导教师)不足曾经是许多师

范院校推广微格教学的重大阻碍，而时至今日，多

机位的多媒体教室就具备了教学实验室的基本功

能，公开课现场参与者自然地解决了人力资源问

题；如此，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浪费公开课这一教师

教育的重要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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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公开课：实施建议

(1)将“一堂课”性质的公开课向“促进教师

专业化”高度的教师教育资源建设推进，可以置

于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背景下进行。教师专业

化发展需要教师个体努力以及教师群体合作实现

教师的自我成长，但更深层次的发展和进步还要

依赖于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和专业组织的保障；

教师专业化发展是集“准教师”的职前培养、“新

教师”的人职辅导、成熟教师的在职提高、专家型

教师的终身学习于一体的过程一J，无论作为促进

教师专业化的方法技术研究，还是教师教育资源

建设，甚至是作为教师成长档案的一部分，由院校

层面的教师发展专业组织(教师发展中心)实施

这项工作都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2)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确保能够全方

位、多视角、详细、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公开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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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Spedalization of

Teachers in C0lleges and UIliVersities of PUblic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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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with Public C1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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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e Research of Higller Occupation Education Institute of SIlzhou Health Couege，Suzhou Jiangsu 215009，China)

Abstract：Public class is not oIIly a special fo册of class，but also a kind 0f import蛐t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pmmoting pmfes-

sionalization of teachers．It can be flllly used in coueges and unjVersities．11le meaJlings of public class are expanded in tllis the-

sis．Th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lement professionadjzation柚d pmInote public class construction are given in t}lis study．，11le

study also discusses on how to use public class to pmmote teachers7pro拈ssionalizatjon in Iligher vDcational coUeges on tlle chamc—

teristics of ll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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