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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王京华教授带领的高校英语教师科研团队，经过几年

的努力，共同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我国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

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编号：09YJA740036）和基于该项目的研究专著《高校英

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研究：理论、现状与策略》。该科研团队由来自国内八所高

校的二十名一线教师构成；其研究借鉴人本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聚

焦于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涵盖其内涵、理论基础、现状和策略四个探索

维度。我很高兴能够提前阅读这部作品，在此对该书即将问世表示热烈祝贺。接

下来谈谈自己的读书感悟和联想。

首先，我赞赏该项目的选题，因为从选题能够透视出研究团队对当代教师

教育与发展研究（以下简称“教师研究”）重要视角的把握。正如书中所强调的，

教师研究正在经历着“由外至内”到“自内及外”的变化过程。简言之，“由外

至内”，指的是相关管理界、学界持有的一种简单认识，即教师的专业发展是由

诸如为其提供讲座、培训、进修机会等“外在”条件促成的；而“自内及外”的

信念，虽然也认同外在举措对教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但基于人本主义

的认识论，更加强调教师发展的主体性和自我导向性，强调广大教师普遍具有不

断改进自我的意识、需求和行为。因此，任何外在的举措，需首先尊重并把握教

师的这个普遍性特征，以此为出发点，正视该普遍性特点在程度、特质上又因人

因时因地而异的现实，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取得实效；而教师研究则

需以此为基点探究教师成长的根基、过程、路径、规律性特征等。研究教师专业

自主发展，既要探究教师内在的普遍性特征所在，又要探究教师朴素的发展意识

何以在教学实践这一社会认知与行为中得以实现并升华。可见，教师专业自主性

发展正是教师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

当然，教师作为职业人的成长研究颇具挑战性：动态的人有着动态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动态的社会文化环境，尚不完备而又难以把握的质性研究手段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研究者。研究团队勇于面对挑战，令我十分钦佩。

第二，我国外语学界对教师专业自主性发展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迄今为止，

引介性、思辨性著述占主流地位，实证性研究不足，系统性研究匮乏，而该研

究是系统性研究的一次尝试。研究的三大板块，即理论和策略、现状、案例研

究，覆盖了自主性教师发展系统性研究的三个重要环节。其中，理论和策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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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了教师发展研究的自内及外走向，本课题的理论导向和重点研究的自主发展

策略；现状部分以三项规模性调查分别显示了我国高校英语教师在自主发展策略

的运用、教师知识结构与专业发展、反思性教学观念与行为方面的现状；案例研

究部分则展现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学习 / 实践共同体、行动研究、网络环

境教学模式下的教师自主发展策略、发展教师信息素养等自主发展策略的实施和

有效性。系统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们就像一座座“里程碑”，承上启下

地推动着所关注课题的发展，不仅指向未来，而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研究铺垫了基

石，探索了路径。该研究课题也不例外。

第三，这样大部头的研究专著，不同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会有不同关注和感

受。对我而言，本书第二部分现状调查的第五、六、七章尤其使我受益。首先，

这三项调查设计规范，结果可信，调查的取样规模性决定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价

值。正因如此，研究发现可以作为后来研究者进行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研究的出发

点。其次，第六章创新性运用了近年发展起来的三维度知识结构框架，调查了大

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现状，展现了新框架对这一群体的适切性；调查所发现大学

英语教师群体知识结构的特点的缺憾，不仅可以成为教师自主发展研究的聚焦，

而且对教学改革环境下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有启发意义；作者所提倡的多元知识

观和科研观也颇具启示性。

第三部分个案研究的七章中，前四章均报告了学习 / 实践共同体（含学习型

组织）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凸显了各类学习共同体策略对我国高校英语教

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看到，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意识虽然是广大教师

发展的原始动力，但教师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却对教师自发的发展意识是否能

够变为现实并得以升华，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助或牵制作用，而学习共同体提供了

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促进了教师的自主发展。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专业目标追

求，互助合作交流的学习文化氛围，通过共同开发、共同分享知识、经验和资

源的实践活动共同成长（第八、九章）。这些案例研究还使我们看到自内及外成

长过程的生动诠释，人本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既是该研究项目的理论基础，又得

到案例研究的印证。第三部分还非常及时地探究了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下的教师信

息素养和自主发展（第十三、十四章），报告了行动研究策略的有效性（第十二

章）。当然，纵观全文，对于教师自主发展策略的文献述评、现状调查和案例研

究不够连贯，还是留下了一点遗憾。

第四，在八个参与单位里，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承担了该研究项目的主持

工作，该部的大学英语教师承担了二分之一的子课题重担。这使我联想到大约十

年前，有幸认识了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主任温荣耀教授，发现在他的领导下，该

部通过持续聘请外国语言教育教学专家对英语教师进行有效的校本培训，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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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发展、共同发展的教师文化。温教授已经赴美国任孔子学院院长，但他的前

沿理念、行之有效的实践能力和对教师发展的热忱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现在，外

语教研部凝聚着许多教学科研型教师，那里的学习共同体文化氛围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大学里有越来越多的温荣耀式的中层双肩挑管理者

和河大外语教研部这样的教师团队，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前程一定会更加 
辉煌。 

吴一安

2014.1.14 于北外小白楼

（CTP）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研究：理论、现状与策略.indd   3 2014-5-13   14: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