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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前言

　　我个人提倡叙事研究，而且我个人更愿意冒被指“有叙事无研究”的风险而提倡尽量减少“议论
”，以便保持“叙事”的流畅与纯粹。也因此，读完全书后，我更感兴趣的是仲丽娟老师所讲述的教
师专业发展的故事本身。　　本书讲了十位老师的故事，包括仲丽娟老师本人和一位校长的故事。　
　一是黄燕子的故事。黄燕子热爱新闻，但不是科班出身。与大学老师的合作，与电视台记者的交流
，使她本人的专业素养得到迅速提升。　　二是吴迪的故事。她认为自己内向，但当投入到她所喜欢
的教学中去的时候，她变得生动而有活力，与平时判若两人。碰到辩论、上公开课、做学术报告时，
她声音洪亮，魅力四射。她讲课生动有趣、条理清晰，声音饱满而有激情；板书虽不多，但用词洗练
。据说她成功的主要因素一半来自“天生”的禀赋，一半来自强大的“反思意识”。进入职业生涯中
期的“高原期”之后，她另辟蹊径，寻找教育生涯的第二成长曲线，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为了突
破瓶颈状态，她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物理系的教育硕士，选择继续深造。　　三是茅以蕙的
故事。她是年轻的高级教师。刚参加工作时，她就醉心于业余学习，学外语、学电脑、和学生一起读
名著。没有功利心的学习使她在31岁就评上中学高级职称。此后，经过努力，她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攻读教育硕士。她曾在南京的高中开设“名著导读”课并获得成功，但到了上海的新学校后，
学生不喜欢她的课，她很苦恼。于是，她研究学生心理，重新设计课程，更名为“与名著亲密接触”
。中学教师一般在35～40岁能够晋升高级职称，但成为特级教师和各类名师的人总是凤毛麟角。因此
，目前的教师职称评定不能激励教师终身发展。没有希望、过于稳定的工作很容易使教师进入“职业
倦怠”，消磨掉他们的发展热情和对精益求精的追求。但是，在茅以蕙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她“不甘
平庸”的对理想的追求。　　四是李冬的故事。　　五是肖秋的故事。肖秋和李冬的故事合在一起。
他们两人上同一个班，教同一门校本课程，开设“初中应用数学”。但是，课程开发到一半，李冬提
出退出课题组，肖秋只得一人走完后面的路。他们的课程开发历经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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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内容概要

《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一位中学教师的亲历亲闻》以“叙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亲身体
验、现场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于段，对包括作者白己在内的十位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专业发
展进行了深度描述与深入分析，并对教师专业发展指向的功效、教师职业倦怠以及教师个人专业发展
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述，对基层学校校长、教师和科研管理人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抽象的教育理论、晦涩的专业术语都融化在真实的学校场景和人物的心路历程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一位中学教师的亲历亲闻》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实践一
线的小学教师，她为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做了微观而扎实的工作。《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一位中
学教师的亲历亲闻》是作者教育生涯的一个缩影。真切的教师学校生活再现和真实的教师内心告白，
再加上作者独特的视角、流畅的文笔和细腻的解析，相信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对自己的教育工
作与教育研究有所助益。
《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一位中学教师的亲历亲闻》的诞生历经六年，六年的探索与心血镌刻着生
命的印记，使之更为亲切和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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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作者简介

仲丽娟，上海市人，中学英语高级教师，学校科研室主任，分管教师培训、科研、研究型课程开发。
近年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5项课题获市区级一等奖，在上海市和外省市做学术报告20
余次，指导教师和学生课题50多项。具研究方向为：教师敦育、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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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书籍目录

引论 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探索——十位教师如何走进我的研究视野    一、研究背景：从“校本课程开
发”到“职业生涯中期”      (一)为何选择“校本课程开发”      (二)为何选择“职业生涯中期”    二、
研究主题：教师专业发展      (一)从“研究目的”到“研究主题”      (二)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核心概念    
三、研究方法：叙事研究      (一)“叙事研究”文献概述      (二)本文对“叙事研究”的概念界定      (三)
选择“叙事研究”的缘由      (四)“叙事研究”过程中我的困惑及探究    四、研究对象：教师、校长和
“我”      (一)十位教师简介      (二)为什么选择这十位教师    五、几点说明      (一)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
分析      (二)若干研究假设和意义      (三)研究结果的呈现      (四)对伦理、信度、效度、推广度的考虑第
一部分 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教师专业成长  第一章 利用大学资源开发社团课程的新手教师：黄燕子    一
、案主素描    二、课程开发现场：“教你如何做小记者”    三、“新手上路，请多关照”：影响案主
课程开发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一)生活学习经历是黄燕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获得专业发展的基础      (
二)与大学教授合作，拓展课程资源，使黄燕子得到迅速成长      (三)学校对新手教师的影响    四、我的
思考：新手教师是否适合参加校本课程开发      (一)新手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应当接受基础性培养      (
二)新手教师需要外界的专业支持      (三)新手教师需要系统实践知识的提升  第二章 在反思中调整探究
课程的学科老师：吴迪    一、案主素描    二、课程开发现场：从“物理导学网”到实验教学    三、“
好教师一半是天生的”：影响案主课程开发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一)父母、师傅是吴迪发自内心热爱
教育的榜样      (二)个人素养是成功开设校本课程的前提    四、我的思考：“反思”对校本课程开发有
怎样的作用      (一)“反思”贯穿于吴迪校本课程开发的全过程      (二)吴迪的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章
重视学生兴趣开发名著阅读课程的高级教师：茅以蕙    一、案主描述    二、课程开发现场：“与名著
亲密接触”    三、“不在阳台上看风景”：影响案主课程开发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一)愿意带领学生
与一个个高尚的心灵对话      (二)不甘平庸又立足于现实，不为职称所累      (三)课题组同事之间的启发
和帮助    四、我的思考：校本课程开发要不要以学生的兴趣为本  第四章 从合作到单独开发应用性数
学课程的教师：肖秋、李冬    一、案主素描    二、课程开发现场：“初中应用数学”    三、资源共享
、智慧聚合：影响案主课程开发和专业发展的因素      (一)日常探讨中生发的合作      (二)现实生活中的
理想主义者    四、我的思考：他为什么选择退出    延伸阅读    一、我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田野日记选    
二、J大学附中校本课程开发教师问卷调查报告    三、黄燕子和学生的课程日记    四、茅以蕙的课程故
事    五、一位毕业生眼中的物理教师吴迪    六、学生“测量操场”课程日记    七、“初中学生喜欢怎
样的老师”调查问卷及调查报告    八、“校服大调查”问卷及调查报告第二部分  职业生涯中期教师的
专业发展  第五章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特级校长：陈时序    一、案主素描    二、生涯中期发展旅程 
    (一)无奈中成为校长      (二)待业后的爆发      (三)全市首开先河的改革      (四)不惑之后去南方寻梦      (
五)酸甜苦辣话“校长”    三、我的思考：改革是改革者的双刃剑      (一)在大胆改革中实践教育理想     
(二)校长的教育科研能力促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三)校长专业发展要经得起改革的洗礼  第六章 追求
卓越的特级教师：常毅    一、案主素描    二、生涯中期发展旅程      (一)夯实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      (
二)践行“新基础教育”      (三)分享实践智慧    三、我的思考：锲而不舍成就教师职业生涯      (一)职业
生涯起点不高，不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高度      (二)职业生涯中期后段，也能有跨越性的发展  第七章 
“性格决定职业发展轨迹”的中级教师：刘布谷    一、案主素描    二、生涯中期发展旅程      (一)六年
一觉“扬州梦”      (二)“U”型四年    三、我的思考：性格与教师的职业生涯  第八章 行走在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高级教师：吴迪    一、案主素描    二、生涯中期专业发展旅程      (一)案例获区一等奖前后      (
二)“片长”岗位的锤炼      (三)读硕士“悟”出理论框架    三、我的思考：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二曲线
”  第九章 在反思中走向成熟的小学班主任：陆鸣    一、案主素描    二、生涯中期发展旅程      (一)四易
其稿的“班级计划”——与专家对话中的反思      (二)“孙悟空自律我能行”——寻求理论支撑的自觉
反思      (三)“陆鸣班级建设法”——开放心态下的积极反思    三、我的思考：在专家和理论的引领下
自主反思    延伸阅读    一、三位校长评述“特级校长陈时序”    二、听刘布谷的课    三、三位教师评述
刘布谷    四、陆鸣所在学校校长谈骨干班主任群体的培养模式第三部分 学校科研与管理中“我”的专
业生长  第十章 研究中体验幸福的中学科研室主任：“我”    一、自传：工作着，研究着，服务着      (
一)学习“研究方法”      (二)耕耘“校本”之田野      (三)确定未来研究方向      (四)与教师们共成长    二
、旁白：他人眼中的“我”      (一)领导：管理故事      (二)同事：工作故事      (三)家人：生活故事      (
四)“学者”：学习故事      (五)朋友：助手故事    三、专家的思考：从“我”到“我们”结论 十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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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故事的总述与思考  一、校本课程开发教师故事的总述    (一)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专业发展的共性表现  
 (二)校本课程开发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共同因素    (三)校本课程开发中阻碍教师专业成长的因素  二
、职业生涯中期教师故事的总述    (一)职业生涯中期教师的专业发展呈现复杂的态势    (二)“教师个人
实践知识”是职业生涯中期优秀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机影响生涯中
期教师的发展    (四)学校组织文化和管理体制影响生涯中期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对若干相关问题的进
一步思考    (一)“教师专业发展指向”的功效    (二)师傅和家庭对职业初期教师的影响    (三)职称晋升
对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    (四)职业倦怠——影响教师职业生涯中期发展的关键因素    (五)教师个人专业
发展规划——推进教师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六)校长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四、给专业发展浪潮中
校长和教师的建议    (一)给校本课程开发教师的建议    (二)给职业生涯中期教师的建议    (三)给学校科
研与管理教师的建议    (四)给校长的建议附录 “主题式”教研的叙事探究  一、主题式教研是英语组的
特色  二、主题式教研的由来和特点    (一)主题式教研的由来和产生路径    (二)主题来源和分类    (三)选
题方法  三、分年段主题式教研    (一)六年级的朗读主题    (二)七八年级的阅读主题    (三)九年级的写作
课  四、探索以英语组为单位的主题教研    (一)别具一格的《错题集》    (二)中考英语模拟试卷比赛  五
、主题式教研的保障制度    (一)学校层面    (二)教研组层面    (三)备课组层面  六、瓶颈问题是缺少“理
论引领、经验提炼”  七、讨论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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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章节摘录

　　学生用具体的事例评价“与名著亲密接触”课程：“《硕鼠》的作者真聪明啊！他们居然用硕大
无比的老鼠比喻贪得无厌的剥削者。这首诗朗朗上口，生动形象，特别好记，难怪流传至今。虽然诗
中所追寻的乐土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却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如今的生活很美好，美得
如同古代老百姓想象的乐土，因此，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杜牧是著名的晚唐诗人，他
的《山行》真美！昨日随父母去南京西山游玩，满眼枫叶，不禁让我念出‘霜叶红于二月花’。枫林
如火，明亮璀璨，哪怕是春天的花也不能与之斗艳。我得感谢‘与名著亲密接触’课程让我感受到祖
国山河的美丽，祖国文字的博大。”　　从学生的读后感中，我们看到由于茅以蕙的导读，学生从名
著的情节到字词的运用再到思想深度的体会和把握，一步一步走进名著本身。这个过程是培养兴趣和
稳定兴趣的过程，是吸收名著的养料、内化高尚人格的过程。　　“兴趣”究竟是什么？《新华字典
》的解释是：“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项活动的心理倾向。它以需要为基础，由对事物的认识和
获得在情绪体验上得到满足而产生。有对事物或活动本身感到兴趣的直接兴趣和对活动结果感到兴趣
的间接兴趣。”对照我碰到的“兴趣”困惑和茅以蕙解决学生“兴趣”的方式，不难发现两者的不同
。兴趣以“需要”为基础，无论是“空手道”、“插花”等课程，还是茅以蕙的“名著导读”，开始
学生都对其怀有兴趣，所以学生才会积极选择这些课程。但是，在课程实施中，学生没有获得情感的
满足。“空手道”、“插花”等成为体育和艺术的理论课程，“名著导读”成了纯粹的文学欣赏课，
这样的课程内容也许适合大学生，但断然不是中学生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生龙活虎的空手道，需要
的是一瓶瓶造型优美的插花，需要的是文学色彩浓烈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名著阅读。好在，茅以蕙研
究了学生的心理和需要，调整了教学策略，学生才真正实现了“与名著亲密接触”，而渐渐抛弃体育
和艺术理论课的“空手道”和“插花”之类的课程。　　教师抱怨学生“来去自由”，学生抱怨教师
上的是“逼修课”。寻找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教师的“学生观”出现了问题。茅以蕙研究学生心理
，贴近学生生活，名著走下了“神坛”。而学生放弃的“兴趣课”，大多名不副实。教师把有趣的课
程上成了“填鸭式”的知识传授课。事实上，“以学生为本”只是某些教师的口头禅，“以教师为本
”、“以知识体例为本”才是他们下意识的教学观。所以说，有怎样的学生观就有怎样的教学方式。
　　课程改革这么多年，几乎所有的教师或多或少地接触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但是，把理论转变为教
学行为，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Page 7



《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亲历，使本书中每一位教师的故事都栩栩如生：亲闻，让读者能感受到一线教师成长的呼吸与心
跳。唯有亲为，才是中小学教师走向研究者的正道，尽管这样的道路注定非常艰辛，但我们别无选择
。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泠沅　　叙述教师的成长历程，把握教师的专
业特征，深描教师的心理活动，反思教师的教学实践，是提升教师智慧的重要途径。仲丽娟老师的《
教师专业发展的叙事研究》一书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道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 郑金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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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和内容都很棒
2、用质的研究方式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给人不少启发
3、单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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