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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教学决策能力是教师面对丰富多变的教学事件作出教学决定的能力，具

有经验性、实践性、反思性，是教学智慧的集中表现，决定着教学质量。深入调研

和分析教师教学决策能力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现

阶段教师教学决策能力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教学设计时缺乏系统考究教学

要素的决策意识，易过分依赖经验；在教学实施时缺乏对教学过程准确判断的决策

力度，易陷入常识性误区；在教学反思时缺失对教学进程有效评价的工具和方法，
易犯感觉性错误。为此，要在设计层面提升决策意识，在实施层面拓展决策空间，
在评价层面精选决策方法。
关键词：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现状调查；对策探寻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１８６（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１６－０６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

（ＤＭＡ０９０３４４）的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　０５　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２　０８　２４

作者简介：张定强 （１９６３—　），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

教学、教师教育研究。

教学决策能力是教师教学智慧的集 中 表 现，
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在日常的教学活动

中，无论是教学准备阶段、教学实施阶段还是教

学反思阶段，教师经常要作出一些教学决策，这

些教学决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学流程，重建

着教学结构，决定着教学质量。因此，深入研究

教师的教学决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决策能力的

研究也逐 渐 成 为 教 学 理 论 研 究 中 的 一 个 核 心 议

题。黄小莲、邓妍妍等从教师专业成长的角度论

述了教学决 策 中 的 若 干 问 题。
［１］［２］

马 云 鹏 在 有 关

课题中对教师的教学决策能力 进 行 了 研 究。
［３］

这

样的研究对建构教学决策理论体系、提高教师教

学决策能力具有现实意义。虽然近期关于教学决

策问题探讨较多，但从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的视

角进行 深 度 探 析 的 较 少。为 此，本 文 在 参 阅 文

献、梳理 教 学 决 策 理 论 的 基 础 上，通 过 问 卷 调

查、课堂观察等方法进行中学教师教学决策能力

的研究，以明晰中学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现状，探

讨教学决策机制，提出激活教师教学决策意识、
提升教学决策能力、拓展教学决策空间的对策。

一、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

（一）概念界定

《辞海》对决策的界定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

过程中，寻 求 并 决 定 某 种 最 优 化 方 案 和 行 动 方

案。它以对事物发展规律及主客观条件的认识为

依据。
［４］

根据决策专家西蒙对决策 中 有 限 理 性 的

认知，
［５］

笔者认为，决策是 指 组 织 或 个 人 为 了 实

现某种 目 标 而 采 用 一 定 的 方 法 和 手 段，通 过 分

析、比较从若干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

意方案的过程。因此，教学决策能力是教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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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了实现教学目标而对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采

用一定的方法寻求一个满意决定的能力。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对教学的结构、
流程、效果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教学的有效

实施起一种推动、维持、执行作用，是教师综合

素质及教学水平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通常人

们所理解的狭义的教学决策仅指课堂教学决策，
本文论及的教学决策贯穿教学活动始末，体现在

教学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与评价阶段。
（二）特征分析

教师教学 决 策 能 力 主 要 体 现 在 教 学 准 备 阶

段、教学实施阶段、教学评价阶段。在不同的阶

段，由于所依存的基础、所需的经验、开展的活

动不同，教师作出的决策及形成的决策方案会不

同，因此，体现出不同的决策能力，显现出教师

教学 决 策 能 力 的 经 验 性、实 践 性、反 思 性 等

特征。

１．经验性

教学决策能力的经验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准备

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制

订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预设教学流程，做

出教学 方 案。上 述 任 务 都 基 于 教 师 对 教 学 的 理

解、学生的了解、知识的掌握、原理的认知、资

源的收 集、活 动 的 预 设 等 方 面 的 经 验 积 累 而 设

计，是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教学财富。
这些经验以及所持有的惯性参与了教学准备阶段

的决策，形成经验性的教学方案。有效的教学决

策依赖教师对教学信息的准确获取与一定的教学

决策经 验 积 累，这 是 进 行 教 学 设 计 的 前 提。因

此，树立系统周密的整体性思考理念，就成为教

学准备阶段进行决策的核心。

２．实践性

教学决策能力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实施

阶段。但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学情境瞬息万变，教

师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微笑都会引发教学

流程的变化。因此，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及时

捕获决策信息，快速整合已有经验，果断作出教

学决定是十分重要的。真正的教学决策具有正反

两面性：正面性是伴随着积极的情感、愉悦的气

氛、生命的火花而出现，对教学实施过程起着促

进、变革、维护、推动作用；负面性总是伴随着

阻碍、停顿、伤害、对立情绪的出现而出现，对

教学进程产生阻滞作用。这就需要教师用敏锐的

眼光详尽地占有信息，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教

学决策以促进教学朝正向性发展。因此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不断积累决策经验，培育灵 活、机 智、
快速的 决 策 能 力，就 成 为 提 高 教 师 决 策 智 慧 的

关键。

３．反思性

教学决策能力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教学评价

阶段。教学过程中无论在提问、讨论、分析、讲

解、对话还是在批改作业、考试评价中以及事后

追忆、情节回放、同行评议等方面都能显现决策

的反思身影。高质量的教学决策决不能缺失教师

的反思性力量。在教学各个环节中，需 要 观 察、
诊断教学决策是否遏制、打断或者阻碍了学生的

思维进步。如果发生了，就要及时启动决策的修

复机制，采用延长讨论、修订 计 划、巩 固 复 习、
处理事件、激励机制等决策方式进行修正，以免

影响学生的进步。那么，在教学中不管是即时评

价还是结果评价，掌握反思的方法与技巧对教师

作出恰当的决策就极为重要。

二、现状调查与结果分析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笔者随机选取来自甘肃省十一个地市参加中

学阶段新课 程 培 训 的 语 文、数 学 等 学 科 教 师９２
名，其中教龄在６—２０年的教师占６３．０５％，不

足５年者 占２１．７３％，超 过２０年 者 占１５．２２％。
被调查教师职称为一级的占３９．１３％，二级的占

５６．５２％，高 级 的 占 ４．３５％；本 科 学 历 者 占

８０．４３％，专科学 历 者 占１９．５７％；城 镇 教 师 占

６９．５６％，农村教 师 占３１．４４％。从 统 计 的 角 度

看，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得出的调

查结果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当前中学教师教学决策

能力的现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调查教师基

本信息的基础上，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

评价 三 个 维 度 设 计 了 含 有３１个 问 题 项 的 问 卷。
其中，教学设计阶段设置了８个问题来探析教师

作决策的方法和技巧，从教学目标确定、教学任

务分析、对所教学生的了解、教学活动准备等方

面进行调查；教学实施阶段设置了１４个问题来

探查教 师 作 决 策 的 过 程，从 自 我 反 思、教 学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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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学生观察、行为变革视角等方面进 行 析 理；

教学评价阶段设置了９个问题来明晰教师作教学

决策的反思情况，从自我感知、作业批改、学生

反应、同事评价等角度来调查教师教学决策的反

思机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教师教学 设 计 阶 段 的 决 策 有 安 于 现 状 思

想，过分依赖经验，设计创新略显不足

教学设计阶段的决策是实现教学过程有效性

的前提。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教学背景下进行科学

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考

验，而这主要取决于教师所秉持的学生观、知识

观、目标观、资源观等。针对教师教学设计阶段

的决策，调查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师教学设计阶段决策现状调查统计表

教学设 计 阶

段决策时
总是 经常 有时 较少 很少

仔细研 究 教

学目标
２０．６５％ ２６．０９％ １６．３０％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

认真分 析 教

学任务
１１．９６％ ３１．５２％ ３５．８７％ １０．８７％ ９．７８％

全面了 解 所

教学生
２１．７３％ ２９．３４％ １０．８７％ １７．３９％ ２０．６７％

精心准 备 教

学活动
２２．８３％ ２８．２６％ ３２．６１％ ９．７８％ ６．５２％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起点，也是教学活动

渴望达到的结果。虽然有近一半的教师总是或经

常仔细研究 教 学 目 标，但 仍 有 近４０％的 教 师 在

设计阶段较少或很少研究目标问题，部分教师仍

囿于固有的教学经验进行教学设计。为了使教学

更加有效，教学设计时认真分析教学任务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如分析教学主题、查阅专业期刊及

相关资料等。调查发现，有４３．４８％的教师总是

或经常认真 分 析 教 学 任 务，但 仍 有 近３６％的 教

师偶尔 为 之，说 明 部 分 教 师 求 变 求 新 的 意 识 不

浓。教学设计是针对学生的，全面了解学生的知

识水平、思 维 特 征 是 设 计 教 学 活 动 的 关 键，有

５０％左右的教师在了解学生和准备活动时总是或

经常精心地进行，会设计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交

流与讨论，会努力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和学习资料

进行教学，会灵活地改变教材顺序、变更教学计

划及教学方法，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教师在了解学

生与准备活动阶段处于一种消极状态。

调查结果表明，部分中学教师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有安于现状的思想，过分依赖经验，系统考

究教学要素的决策意识不浓，接受新理论、锐意

改革、大胆创新的精神略显不足。

２．教师教学 实 施 阶 段 的 决 策 有 “锚 定”情

结，决策时敏感性、调适性不强

教学实施是对教学设计的实现过程，是教师

营造、管理、推动教学活动有效运行的过程，这

种有效要基于教师教学中对自我的反思、学生的

观察、进度的审视、环境的诊 断、内 容 的 调 适、

相互的倾听等方面信息的捕捉。针对教师教学实

施阶段的决策，调查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教师教学实施阶段决策现状调查统计表

教学实 施 阶

段决策时
总是 经常 有时 较少 很少

及 时 自 我

反思
９．７８％ １５．２２％ １６．３０％ ２８．２６％ ３０．４４％

审 视 教 学

过程
１９．５７％ ２１．６５％ ４３．４８％ １０．８７％ ４．４３％

捕 捉 学 生

信息
２１．７４％ ２９．３５％ １０．８７％ １７．３９％ ２０．６５％

变 革 教 学

行为
２３．９１％ ２５．００％ ２９．３５％ １１．９７％ ９．７７％

教师在教学中及时进行自我反思是正确作出

教学决策的关键。调查发现，有５８．７０％的教师

在教学实施时很少或较少进行自我反思，如对具

体问题 “我在教学中会为学生不能回归到我设计

的思路上来而十分着急和失望”回答时，选择有

时或较少者占７８．２６％，这说明教师心中早已有

了 “锚”，因而对学生 不 能 回 归 到 设 计 思 路 而 很

少着急。这 种 锚 定 情 结，容 易 形 成 对 学 生、内

容、环境等方面的先入为主之见，固守常规，缺

乏教学决策的敏感性。教学是师生积极参与、交

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

主导作用，而全面审视教学过程与捕捉学生信息

十分重要。近一半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审视教学过

程，捕捉学生信息，如对具体问题 “课堂上出现

学生讲话，采取沉默、介入、讨论等策略”选择

总是、经 常 者 占 ５４．３５％，较 少 或 很 少 者 占

·８１·



１０．８７％；而对问题 “当学生在体 态 语 言 方 面 显

现茫然和沉默时，会停止讲课进行调整”选择总

是、经 常 者 占 ２６．０９％，而 较 少 或 很 少 者 占

４１．３０％，说明部分教师 教 学 时 调 适 性 不 够，灵

活机智处理教学问题的能力不强。教师是学生学

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变革教学方式就

是要调控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有效学习。调

查发现，近一半教师能够变革教学方式，变换角

色，促进学 生 学 习，但 仍 有２０％的 教 师 很 少 或

较少变革，如在问题 “教学设计可能与学生现实

有差距，但不轻易改变设计思路”选择总是、经

常者就占２３．９１％。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需要

教师敏 锐 地 捕 捉 教 学 信 息，快 速 地 作 出 教 学 反

应。特别是课堂教学有时间的限制，很多时候容

不得教师想清楚了再作决定，所以许多教师只是

选择让自己满意的教学行为。这也是造成教师具

有锚定情结，常用常识作决策的原因之一。

３．教师教学 评 价 阶 段 的 决 策 有 社 会 认 同 的

倾向，反思意识不强

教学评价是监控教学运行机制的有 力 武 器，
教师在教学各个环节启动检测反馈机制，可及时

评估教学进程，更新教学信息系统，选择有用决

策信息，进而防止教师由于观念与思维上的局限

性而过分依赖个性及好恶感觉等进行教学决策的

倾向。
当前分数唯上的观念仍深深影响着教师的教

学，这种社会认同的质量规则影响和制约着教师

的教学决策创新。调查发现，教师对课堂时间把

握自认为较好者占７６．０８％；请同事听课，诊断

自己教学 得 失 的 教 师 仅 占２３．９１％，有４３．４８％
的教师几乎没有请过同事来诊断自己的教学；与

学生 能 够 坦 诚 交 流 教 学 问 题 的 教 师 占４１．３０％，
绝大多数教 师 偶 尔 为 之；有７５％的 教 师 认 为 自

己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在备课、改作业等方面；有

６５．２２％的教师对自己与学生在知识方面 的 差 距

没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有教学挫败感的教师仅

占８．７％，有过分自信之嫌。这些数据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教师寻求教学反思的意愿不强，主动有

效 地 使 用 教 学 反 思 手 段 和 方 法 的 意 识 与 行 动

不足。
教学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借助于评

价这一手段，就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思教学决策机

制，使参 与 教 学 决 策 的 预 测、目 标、权 利、反

思、行为等因素更加科学合理。而教师的反思往

往建立在 一 系 列 自 以 为 应 当 这 样 教 学 的 假 定 之

上，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教师反思文化的形成以

及决策能力的提高。因此，通过评价反思这一手

段就可促使教师成为批判反思型教师，从而避免

教学决策陷入社会认同的分数唯上与自我感觉良

好的误区之中。

三、对策探寻与启示思考

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教学反思

的基础上的，教师只有建立完善的自我教学反思

机制，才能 不 断 地 评 判 和 反 思 教 学 决 策 的 得 与

失，从自身教学决策的误区中走出来，以便在今

后 教 学 过 程 中 能 快 速 有 效 地 作 出 恰 当 的 教 学

决策。
（一）教师教学决策中要养成反思的思维习

惯，避免陷入 “常识”性误区

教学决策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活动，是在对

学习过程进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教学决定。调

查发现，教师对学习过程的判断往往过分依赖个

体经验、忘记了自我分析和思考，按惯习或者常

识进行教学决策，不可避免地出现常识性错误。
如教学设计中所秉 持 的 “常 识”就 是 把 课 备 好，
教学实施的 “常识”就是把课讲得让大多数学生

听懂，教学评价的 “常识”就是多练习、多测验

才能出效率，等等。这些常识会导致教师决策力

低下，致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阻碍批判思考

能力的形成。因此，养成反思的意识与习惯，掌

握反思的工具和方法就是决策创新的关键。
中学教师要逐渐养成反思的习惯，下工夫钻

研教学问题，才能不断完善和更新教学知识，积

累教学决策智慧。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教学问题

进行 “抠”，在 “抠”的 过 程 中，查 书，研 讨，
与同行交流，上网查资料，弄清教学问题的来龙

去脉，使教学的设计突破 “经验”束缚，使课堂

教学突破 “锚定”情结，使教学评价突破 “社会

认同”心态。
反思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反思的意

识和习 惯，还 需 要 教 师 运 用 好 反 思 的 工 具 和 方

法，如采用反思日记法、教学档案法、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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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随时诊断自己教学工作的言与行，纠正自

以为是的决策观念，在良好决策动机和决策风格

的推动 下，对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问 题 列 出 决 策

单，反复评估决策价值，不断提高决策水平。
（二）教师教学决策中要关注和尊重学生的

学习决策权，避免出现 “主观”性错误

教师在设计、实施、评价教学时所作出的决

策，有赖于对所教内容和学习性质的深刻理解，
有赖于对学生需求的了解，这样才能作出影响学

生学习的关键性决策。［６］调查发现，部分教师常

常陷入 “天真的教学”的误区，其主要原因就是

这些教师易犯主观性错误。如果教师缺乏对学生

深度的 了 解，没 有 对 自 己 的 教 学 采 取 批 判 性 立

场，就会缺乏教学决策的敏感性，不能深刻地体

悟和了解自己教学决策的动机和意图，产生锚定

情结，严重时会使教师产生无助的情感体验。例

如，教师根据几次提问、作业情况或考试成绩等

判断学 生 的 学 业 水 平，进 而 推 证 自 己 的 教 学 水

平，就使教学决策落入简单的归纳模式，从而限

制了决策空间，限制了决策视野，阻碍了决策水

平的提升。
教师在教学中的决策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主观性，但如果教师善于

从学生的视角捕捉教学信息，关注和尊重学生的

学习权利，那么就能快速地判断教学决策的效果

如何，避 免 出 现 主 观 性 错 误，抛 弃 “锚 定”情

结，进而主动地变革教学策略，使教学朝着学生

期盼的方向发展。
（三）教师教学实践中要建立健全教学档案，

避免出现 “感觉”性错误

教学档案 是 教 师 对 自 己 教 学 生 命 历 程 的 梳

理，是教师总结教学决策经验，提升教学决策能

力的反映。这种档案映射的是教师对自己教学的

审视与问责，只有坚持不懈地建立教学档案袋，
才能形成良好的自我反思机制，才能更加理性地

对待自己的教学。
教师往往在教学设计时 “感觉”学生能够完

成计划的任务，实施时 “感觉”学生能够听懂所

讲，考试时 “感觉”学生基本上会做。这种简单

的缺乏理性审视的主观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教

师对自己 凭 感 觉 所 作 教 学 决 策 的 自 我 合 理 化 表

征。教师避免出现 “感觉”性错误的有效途径就

是建立自己的教学档案。这种档案要通过多个维

度、多个视角去透视每一项教学决定，如主动进

行教学决策问卷调查，主动与学生、同事、家长

进行教学决策方面的访谈，运用录音、录像、问

诊等手段还原教学本真状态，让学生、家长、同

事等更多的要素参与到自己的教学决策当中，以

最大限度地推进教学的民主决策。特别是在当前

课程改革的新形势下，群体的决策普遍存在，无

形中出现了群体极化现象，［７］分散了个人 对 自 己

决策所承担的责任，使群体决定成为教师自我保

护、认同，感觉良好、归属的庇护所。因此，倡

导建立教学档案袋就是要从源头上深查教学中所

隐藏 的 决 策 失 误，从 根 源 上 避 免 “感 觉”性 错

误，进而促使教师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审视自

己的教学决策。
（四）教师教学研究中要深度思考教学决策

问题，避免出现 “学理”性错误

科学有效的教学决策是教学有效开展的根本

保障。那么对教学决策的内部机制、影 响 因 素、
优化措施的探讨也就成为教师专业发展中值得研

究的课题。这种基于教学现实的研究课题绝不是

坐而论道，也不是书本上决策方法的机械套用，
而是需要 教 师 在 教 学 的 现 实 中 大 胆 进 行 决 策 创

新，不断积累决策经验，突破学理束缚，形成个

性化的决策机制，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获取的决

策具有学术价值，使教师的思维、记忆、评价系

统更好地服务于决策系统，使教师的教学决策意

识、教学 决 策 权 利 不 断 地 促 进 教 学 优 质 化、高

效化。
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机械式决策模仿的

痕迹，将 “学理”僵化式理解。如笔者调研某中

学学习洋思中学的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

中发现，该校不顾当地学生实际、环境条件、文

化传统等因素，强行推进，其结果影响了学生学

与教师教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倡导一种自下而

上的 “学理”升华，最佳的选择就是成立课题小

组。如可针对课堂开展导入、活动、提问、小结

等方面的教学决策问题研究。导入是选择故事的

形式、游戏的形式、复习的形式还是提问的形式

进行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决策课题，通过实验、
分析、总结 可 逐 渐 形 成 适 合 学 生 需 求 的 导 入 方

式，从而使课堂教学高效地进入下一个环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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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带着研究的眼光探讨教学决策问题才是破解

决策理 论 与 决 策 现 实 脱 节 的 钥 匙，才 能 走 出 唯

“学理”性的误区，进 而 使 教 学 决 策 达 到 一 个 新

的境界，使 教 师 的 教 学 决 策 能 力 上 一 个 新 的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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