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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反思是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 教学反思作为立足于教育教学场域的一种具体反思方式, 其在本质

上是哲学的。教学反思的实施成效与执行主体自身的思维运作水平难以割裂, 哲学反思思维主导下的教学反思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教学反思。对教师哲学反思思维的培养,既要关注于提高教师对教学反思对象研究的彻底性,同时还要注重培养教师

对主导自己教学反思的思想本身进行反思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教师的哲学反思能力, 使其思维运作向着哲学化

的方向不断发展, 才能为教学反思的有效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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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反思作为一种有效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水平的方

法, 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崇。通过教学反思, 教师一

方面可以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度的理

性思考, 在外部所倡理论与自身所用理论之间架设起沟通的

桥梁, 从而使问题得以个性化的合理解决; 另一方面,借助于

这种镜照式反观己身的思辨方式,教师还可以在有效解决教

育教学问题的同时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技能得到极大地改进。

其实, 教育教学境域中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从静态的角度来

看它们是一种客观实然的存在, 但从动态发展的视角观之,

它们却又可理解为一种客观见诸于教师个体主观的复合体,

即教育教学存在所展现的各种问题因人的思维水平和品质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映显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对

问题的解决层次以及自身教育教学技能水平的提升程度是

与教师个体思维运作的水平难以割裂的。然而就目前而言,

学界对教学反思的研究探讨较多关注的是其定义特征、操作

模式、介入场域以及理念应然等等,而对作为教学反思执行

主体的广大教师在反思过程中的思维水平、走向以及如何培

育提升他们的教学反思思维品质等却略显关注不足。所有

这些都必然会对教学反思的有效实施产生很大的影响。说

到底, 教学反思的真正落实不是一个 /你应该怎样做0而是

一个 /我应该怎样做0的问题。因此, 要想对教学反思进行

全面深入的研究就必然要关涉到对教学反思主体思维水平

和品质培养的探讨。

一  反思与教学反思

无论是从运作方式还是从对目的意义的追寻上,反思都

具有鲜明的哲学意味。人类正是借助于反思思维来实现对

现实世界各种关系的澄清和把握的。可以说 ,反思是哲学思

维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哲学思维在其目标指向上是一

种对对象本质的纯然追问。它既不游离于所指对象的内容

之外,以思维的形式推理为对象而单纯追寻关于思维的结构

和规则的知识 (形式思维所追求的目标 ), 也不完全囿于对

象的物质材料内容之中而形成关于经验世界的各种表象知

识 (表象思维的必然结果 ),而是努力地把思想 /自由沉入于

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 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

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 0 [ 1] , 以实现从本质上对所指

对象进行有效把握的目的。哲学思维何以能自由地沉入于

内容之中呢? 何以能在对象内容纷繁庞杂的表象遮掩下删

繁就简,直指对象本性的呢? 所有这一些都要借助于反思这

一基本形式方能得以实现。毫无疑问, 只有借助于反思才能

使我们的思维日趋缜密并进而达到澄明周全的状态, 才能在

对象内容所包含的各种关系中发现制约对象的主要矛盾。

此外,哲学思维特性关照下的反思活动除却对外部世界本质

关系的体认之外,还会对我们的内部思想运作产生革命性的

变革。一直以来,在对哲学反思思维的价值性追问中, 我们

只是把它局限于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上, 而忽

略了它的另一重要价值维度, 即把关于 /存在0的全部 /思

想0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作为 /反思0的对象,而引起的人类

思想水平的不断飞跃和升华。这种对思想本身的反思维度

是一种批判性的维度、理想性的维度、超越性的维度 [ 2]。它

拒绝盲从和权威,而是以一种契合时代的、扬弃的方式去审

慎对待已有的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生发出更新的观点。



综之, 从活动目的性的角度来说哲学反思思维是我们实现认

识事物本质的必备条件, 而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使我们

反观自身, 改进和提升我们思想水平的必由路径。

对于发生于教育教学领域的教学反思而言,当下诸多理

论对它常常采取一种胡塞尔所谓 /自然的思维态度 0的理想

假定, 偏颇地赋予教学反思主体具有认识自明的特性,从而

只注重于对其显性的或功利性目的的探讨和追寻,热衷于操

作模式的构建, 热衷于由外而内的说教和指导, 殊不知这种

抛却对教学反思执行主体自身思想水平以及对教学反思本

质眷顾的理念, 是无法对教学反思产生任何实质性帮助的。

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教学反思并不

是一种简单的反复思考, 也不是为求某一问题解决而生发的

就事论事, 它在实质上是教育者个体在自身哲学反思思维的

支配下, 从一种审视、批判与理性的高度来思考自己教育教

学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 它的终极指向既有对教育教学发展

规律性探求的渴望, 也有对反思者自身思想升华与飞跃的期

许。可以说, 哲学反思的两个价值维度在教学反思的身上都

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并且由于教学反思发生场域中所关涉

的对象、事件以及目的等元素一直处于错综复杂变化不居的

状态, 从而使得教学反思更加彰显出其哲学化取向的必要

性。因此, 说到底,教学反思只有在教师的反思思维水平达

到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所有对教学反思所持有

的纯理想化的、表象的、形式的以及单一操作层面的理解, 由

于他们对教学反思主体思维素质与水平的忽略而在本质上

与教学反思貌合神离, 他们也许对于解决一时一地的教育教

学问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 他们对于推动教育

教学研究的革命性前进却显得力不从心。

二  培养教师进行哲学式教学反思的两个方面

关于哲学反思的思考对象 ,我们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方

面, 一是对于 /思想对象0的反思, 即对于构成我们这个世界

的所有现象的反思。其目的在于了解因果、洞察规律、探究

机理, 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融入现实世界之中。二是对

于 /思想本身0的反思, 即把我们的思想本身作为反思的对

象进行批判和理性地反思。这种对 /思想本身 0的反思, 虽

然似乎有使哲学脱离现实陷于单纯思辨的危险, 但是,正是

通过这种对 /思想本身0的反思, 我们才能够理性批判和拷

问我们思想自身的内在矛盾, 从而为我们的思想敞开自我批

判的空间, 推动我们的思想和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

教学反思作为哲学反思在教育教学中的一种具体运用,

当然不会置身于哲学反思所关涉的两个范畴之外,只不过教

学反思的思考对象具体为哲学反思两个范畴下的两个子系

统而已, 即教育教学世界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和教学反思思

想本身。因此, 要提高教学反思的质量和水平, 就必须从提

高教师在这两个方面的反思素养和能力着手。其中,在对教

育教学现实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时,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要培养教师反思思维的广延性、深刻性和敏锐性。教师

要具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头脑, 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中发现问题, 寻找不足, 从而为反思活动的有效开展

提供基本的素材保障。同时, 由于教育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

不是孤立存在的, 因此教师的教学反思思维还要具备广延

性,形成从多个视角和层面综合考虑制约问题诸多因素的能

力。海德格尔曾说, /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

乎寻常的发问0 [ 3] , 教学反思要摆脱形式化、表象化和经验

化的困扰,就必须要培养教师反思思维的深刻性, 事实和思

想难舍难分,研究事实必须研究影响事实形成的根源, 否则

就成了就事论事,所以只有具备了哲学反思思维能力的教师

才能透过问题的表象洞察其本质,了解其因果, 寻找解决的

途径和方法,并进而研究探索蕴含于其中的教育教学规律。

此外,培养教师哲学反思素养和能力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引

导教师养成对自身教学反思思想进行反思的习惯, 即培养教

师始终把自己的教学反思思想本身置于思考的对象之列,时

刻对自己的教学反思思想进行前瞻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

性审视,使自己的教学反思思想紧跟时代的发展, 既不囿于

偏见和肤浅也不限于一角一隅乃至一家之言, 从而促使自己

的教学反思思想水平不断取得跨越式的发展。其实, 对自身

反思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并不是虚无缥缈的, 它是教师对自己

反思思想和心理感受的元认知过程, 它关涉到教师在教学反

思活动过程中对所倡思想与所用思想的优劣、个性化思考方

式的适当与否以及对自身思想水平的评判考量和改进等等。

三  促进教师哲学式教学反思思维形成的几点建议

培养和提高教师教学反思的品质和水平, 使之具备哲学

性的特征,既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也需要教师本人自主发展

和提高的内部动力支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帮助教师洞察教学反思的本质, 使之树立合理的

教学反思观。教师个体教学反思品质和水平的提高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教学反思的观念理解, 并且这种理解还会

直接影响到教师对教学反思的态度。因此, 教学反思的外部

支持力量,特别是对于各级教师教学反思的培训机构而言,

要充分认识到对教师教学反思观念进行纵深引导的重要性,

在培训过程中要使教师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反思的本质在于

教育理念的转变和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 解决具体的教育

教学问题只是其初级目标,教学反思不能仅仅停留于表象和

经验,要深入其中, 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深度自我觉

察,认识到自己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不足以及自己以前没有

觉察到的教育教学习惯行为所引发的问题 [ 4]。同时,还要在

培训中时刻关注对教师教学反思态度的培养。杜威曾说,个

体进行反思, 有三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开放的头脑

( Open- m indedness), 二是责任感 ( Responsib ility), 三是专心

致志 (W ho le- heartedness) [ 5]。对教师教学反思态度的培养

就是要使教师在正确的观念指引下, 以开阔敏锐的眼光审视

教育,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关注教育, 以专心致志的精神投入

到教育研究中来。这样, 在正确的观念和态度支持下, 教师

的教学反思思维就具备了向哲学反思方向发展的内部动力。

第二,依靠团体协作反思, 促进教师哲学反思思维的不

断发展。在促成教师的教学反思思维哲学化转向的过程中,

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到整个教学反思组织文化环境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在日常的教研活动中, 我们要尽量通过团体协作

反思的方式来培养教师个体的哲学反思思维。例如, 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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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或现象,我们可以依托团体协作反

思的形式, 采用多维图式、头脑风暴以及激情辩论等多种方

法, 引导教师对问题或现象展开广度和深度的思考, 使他们

在探求表象背后本质的同时不断锻炼自己的思维,使之向着

哲学反思的方向不断前进。

第三, 重新审视自己的经验和教学反思主导思想,并时

刻反问自己 /还有没有更好的0。教师教学反思思维水平的

提高, 除却外部条件的作用之外, 教师对自身教学反思主导

思想 (那些把外部理论与自身实践揉合而成的, 对自身教学

反思起决定性支配作用的思想观念 )和经验的自我批判也

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要善于从教育教学问题与

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中,不断梳理透视自身经验和教学

反思主导思想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自身经验和教学反思

主导思想中某些不合理之处加以及时斧正。一方面要时刻

警惕经验在教学反思中所起的先入为主的不良作用,在进行

教学反思时, 教师要尽量把自己的经验与教育教学发展现状

和要求结合起来, 并对自己的思维运作方式和水平保持一种

清醒的认识, 从而避免自己走入思维定势的怪圈之中。另一

方面教师还要用怀疑、否定和批判的眼光审慎对待自己的教

学反思主导思想, 洞察其对教学反思和自身发展所起到的积

极和消极作用, 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反思主导思想。

在具体操作中,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记教学反思日记的形式,

让自己的思想毫无遮拦地显露出来,在感悟教学反思心路历

程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其次, 我们也可以把对自己

教学反思 /思想本身0的反思附加于其他教研活动之上, 如,

借助于听课与评课、参加培训、参加说课和微格教学等教研

形式,与同事、专家或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他们 /可以作为一

面批判的镜子, , ,当我们聆听他们讲述相同的经历时, 就

可以检查、重构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实践理论 0 [ 6] , 同时在这

种与他人思想相碰撞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使我们的教学反思

/思想本身0得到更清晰、更彻底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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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Reflection on Thinking: the Basis of Achieving Effective

Teaching Reflection for Teachers

WANG Jun- l,i YANG De- hua

(ChinaW est Normal University, N anchong 637002, China )

Abstrac t:  Re flection is the basic character istic and man ifestation of the ph ilo sophical thought. T eaching re flection w hich hap-

pens in the rea 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ie ld is a specific re flection, and its nature be long s to ph ilosophy. The im plem entation effect of

the teach ing reflec tion can. 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eve l o f the teachers. thought opera tion. On ly such teaching reflection wh ich is

gu ided by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ough t can be ca lled the one in the true sense. To cu ltivate the teachers. ph ilo sophica l reflection

thought, we shou ld not only pay a ttention to how to ra ise the tho roughness of the teachers. research into the teach ing re flection ob jec ts,

but a ttend to how to cultivate the teachers. ab ilities to reflect the ir re flection thought itse l.f On ly ra ising the teachers. abilities of philo-

sophical re flection in practice continuously and m ak ing the ir th ink ing opera tion advance to the fie ld o f ph ilosophy can w e lay a so lid

foundation fo r the e ffective imp lementation o f the teach ing reflection.

K ey words:  teach ing reflec tion;  ph 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 inking;  think ing level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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