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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 研究项目：实践共同体理论下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途
径：从理论到实践 

 

• 研究对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 核心内容：基于实践共同体理念，以共同任务、联合
事业、共享资源为原则，构建外语教师教研共同体和
师生学习共同体，双管齐下，推动师生共学、共享、
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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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教师专业发展：国际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 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形成规
模, 90年代起在我国开始引起教师教育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的关
注。 

 

• 国内外教师教育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行为主义、认知理论向
现象学、解释学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 对教师知识结构的认识：从一元结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发展

为多元结构(学科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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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对教师教育与发展的研究也经历了由内及外的变化,从
关注“教什么”(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发展
为“是什么”(教师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基础和基本
素质), 然后到“为什么”(教师成长的阶段、因素、条
件和环境)的多方位研究。 

 

• 近年来倾向于研究“怎么发展”，即探讨教师专业发
展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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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界定：一是从教师心理的角度来界定；
二是从教师教育的角度来界定。 

 

• 知识和技能的发展、自我理解和生态改变；教师专业发展就
是学习的过程，把教师专业发展看作是自主探究，是由他控
型向内生型转变的专业发展过程：Hargreaves & Fullan (1992) 
 



 

 

• 教师专业发展最基本的是态度上和功能上的发展：前者是教师
在态度上的改善过程，后者是专业学习改善的过程：Evans 
(2002) 

 

• 总的来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个体由新手逐渐成长为专家型
教师的过程，是教师个体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感、专
业价值观、专业发展意识等不断提升的过程。 

 

• 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与之有相似的内涵，不同之处在于学科专
业。 



研究目的 

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以提升外语师生国际竞争力、拓宽国
际视野、培养全球意识与开放心态、构建全面知识结构为目
标，构建多样化外语教研实践共同体以及师生学习共同体。 
 

主要探讨如下问题： 

（1）如何合理构建外语教师教研实践共同体以及师生学习共同体？ 

（2）教研实践共同体的构建对于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3）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对学生培养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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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依据： 
实践共同体 

• Lave & Wenger（1991）：“实践共同体”的概念：学习即实践参
与 

• Wenger（1998）：所谓实践共同体是由一群有着共同的关注点、
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的个体所组成的学习共同体。在该共同体中
，每个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合作的内容以及共享的资源。 

• Wenger（2009）等在其新书 Digital Habitats中提出了虚拟实践共同
体将是未来实践共同体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利用网络工具，共
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教学科研过程中的信息、情感、观念等，
达到知识建构、知识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 

• 实践共同体是协商、学习、意义和身份认同所发生的地方，它承
载着社会生活的事实。它具有相互的介入、共同的事业和共享的
技艺库等三大特点（Wenger）。 

• 实践共同体形式多样，不仅可以在学校、学院、教师和学生之间
展开，更可以通过网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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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组建多方向、跨
学科的教学与科
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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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学术会议；
自己开展学术活动 

鼓励教学（法）
研究与改革 

推广海外合作
办学与师生访
（游）学项目 

组建 “导师制”
下的师生学习
共同体 

05 改革与实践 



教研团队 

• 对外语教师科研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外语教师的学术发展
需求。 

• 基于实践共同体理念，于2014年末依据学科特点以及教师
兴趣与研究方向，组建应用语言学团队、语言学团队、口
笔译团队、文学团队、跨文化团队等：每个团队选有团队
负责人（骨干教师）、聘请省内外知名学者或专家作为团
队导师（学术带头人）。 



参加学术会议 
开展学术活动 

 选派教师参加与其研究方向吻合的主要学术会议 

 邀请境内外专家莅校讲学、指导 

  定期举办团队学术研讨会、专题工作坊、学术论
坛 

 团队读书会 

 课例/课题研究讨论会 



专家讲座 

学术研讨会 



教学改革与实践 

• 鼓励团队合作建设在线精品课程：《外经贸英语
函电》目前在中国大学MOOC开放。 

• 融合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慕课、翻转课
堂、混合式教学等。  

• 专家、团队负责人以及团队成员相互合作、共享
资源，使得整个团队具有凝聚力、合作力、推动
力和创新力。 



师生海外游学：英国诺丁汉大学 

中美合作交流：乔治城大学 

2）海外合作办学项目 

3）与外研社合作： 
推广师生海外游学项目 

1）增派教师国外访学 



教学与科研（美国）游学项目 



师生实践共同体（英国）游学
项目 



   组建“导师
制” 
师生学习共同体 

  建设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教师科研实
践+学生专业实践 

 团队指导学生申报多个校级、省级和国
家级创新创业项目以及专业实训项目 

 指导学生跨境电商培训 

 带领学生参加各种与专业相关的志愿者
活动 



实践基地建设、 
科研实践项目 



           成果：商务英语学习网站
http://www.350001be.com/forum.php 

创新创业项目 



志愿者活动以及跨境电商培训 



效用与思考 

• 教学与科研共同体构建三要素：从理论到实践 

• 教学与科研实践共同体下的外语教师发展 

• 师生实践共同体下的学生发展 



科研共同体 
构建三要素 

                              1）明确共同发展愿景 

 

• 共同发展愿景是实践共同体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 

 

•  Wenger (1998）指出共同体内部凝聚力的达成主要由相互的介
入、共同的事业和共享的技艺库等三个根本因素所决定，以
此三个因素为根本点，在学习共同体的达成过程中教师的交
互主体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而其实现还需要以教师间所建
立的相互信任和倾心交流的境遇为前提。 

 

• 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外语教师的共同发展愿景，即提升教
学与研究能力，使得共同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他们为
实现共同愿景，能够进行相互交流和合作，如集体备课、合
作撰写课题申报书、共同发表论文等，使得团队得到共同发
展。 



               2）加强教学与科研实践 

 

• 实践是共同体发展的基本路径。 

• 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反思、再实践，能够改变外语教师的知识与智能。 

• “知识与智能”包含：与外语相关的专业知识，即语言学、文学文化、
语言教学等理论和实践知识；科研意识、方法与技巧；信息素养。 

• 本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教师通过专家教授的教学理论介绍，教学研究方法
以及论文撰写方法的学习，尝试把所学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开展教学改
革创新，如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外语教学改革，鼓励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自主
学习，并从教学实践上升到科研高度，深入研究了自主学习环境下的大学
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 

• 由此可见，通过共同体，不断进行实践，教师不仅理论性知识增强，实践
性知识也不断提高，而这些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3）完善辅导咨询机制 

 

• 通过外聘导师引领科研实践共同体是本项目的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Vygotsky（1978）认为学习者存在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 因此通过专家对新手提供更高水平的帮助，即搭建 “脚手架”，可以促进新手
更快的成长(Johnson 2009：22-23)。 

• 刘润清和戴曼纯（2004:39）通过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素质调查发现大部分外语教
师缺乏有经验的学术带头人的指导，而他自己科研成长道路所受到的许国璋和
赵世开等名师的帮助（2003:1）也再次证明学术带头人的重要性。 

• 因此通过聘用校外专家作为科研实践共同体的导师，可以解决目前众多福建省
高校外语教师缺乏学术带头人的难题。 

• 学术带头人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专业知识与学术知识的指导，为外语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供了机制上的保证。 



科研实践共同体下外语教师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知识与经验重构、科研行为发展、
职业认同变化。 

 

1）知识经验重构：外语教师通过参与实践共同体活动，
不仅对教育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通过教师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合作，不仅获得了实践性知识，而且解决了教
学中的难题和困惑，教学经验提升。 



 

2）科研行为发展 

     
• 外语教师从教学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 

• 苏霍姆林斯基（1984）指出：“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一
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
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 在中国，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许多大学英语教师在科研方面较
弱，很多学校科研资源相对较少。随着对于大学英语教师科研要求的日益
提高，科研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提高科研能
力也成为许多英语教师关注的焦点。 

• 实践共同体内，在学术带头人引导下，在有经验教师和新手教师的相互学
习、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下，各位老师对科研方法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并
开始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项目中，从而推动了科研行为的发展。 



3）职业认同变化 
 

• 外语教师的自我认同发展是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的关键，通过交流与读书，
共同体成员反思职业认同，进而获得职业认同的发展。 

• 在共同体实践活动中，中青年教师逐渐认识到英语教师不是一个机械的知
识传授工具，而是一个需要用心灵与学生沟通、用情感来体验教学、用灵
魂来寻求发展的职业。 

• 通过阅读经典书籍与交流，中青年教师开始思考他们在英语教学中的情感
与内心感受，正确对待在职业发展中所经历的认同变化，逐渐开始意识到
为达到培养“全人”学生的目的，教师自身也需要获得“全人”的发展。 



师生实践共同体下的学生发展 

  实践与创新能力提升 

  跨文化交流能力提升 

  知识与视野拓展 

  学习兴趣浓厚 

 构建初步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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