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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专业团队”教育实践模式的基 本 思 路，以“小 学 心 理 健 康 辅 导 员”活 动 为 例 分 析 该 模 式 在

专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师范生专业实践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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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业团队”教育实践模式基本思路

“专业团队”模 式 是 指 高 校 与 中 小 学 以 行 动 研 究

理论为基础，建立 合 作 伙 伴 关 系，以 适 合 各 专 业 的 特

色活动为载体，贯穿教师教育理论课程学习始终。

“专业团队”教 育 实 践 模 式 的 理 论 基 础 是 基 于 自

我调 节 学 习 理 论。自 我 调 节 学 习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ＲＬ）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 学 习 心 理，特

别是学习策略领域出现 的 一 个 新 的 概 念。［１］３３０自 我 调

节学习过程中，学 生 是 积 极 的 参 与 者，他 们 能 主 动 地

对自己的目标、学 习 意 义 与 策 略 进 行 构 建；对 自 身 的

动机、行为、认知进行控制和调节；根据目标对自己的

认知、动机与行为 做 出 调 整，同 时 还 可 以 根 据 目 标 进

行自我评价。自我调节学习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制

定适合的 学 习 目 标、自 我 效 能 感 及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策

略。自我调节学习 在 课 堂 教 学 与 系 统 知 识 学 习 领 域

运用广泛而深入，促 使 学 习 领 域 发 生 深 刻 变 化，但 在

实践领域的重要作用还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专业团

队”模式正是依据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理 论，对 教 育 实 践 领

域进行一次初步探索。

二、“专业团队”教育实践模式存在的不足

“小学心理健康辅 导 员”活 动 是“专 业 团 队”模 式

中较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利用

学生业余时间深入到小学班级，以小学生团体训练为

主。在服务 基 础 教 育 的 同 时，达 到 提 升 学 生 专 业 素

质，锻炼实际 应 用 能 力 的 目 的。实 证 研 究 表 明，参 与

活动的学生专业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均有显著提高。

但是在活动深入开展过程中，通过对１５９位参与活动

的师范类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学习问卷调查，发现学生

从活动目标、反馈、策略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这也是制约师范生专业实践活动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一）成就目标定向不准确

成就目标指成 就 行 为 的 目 的，是 能 力 信 念、成 败

归因和情感三者的整合模式。总体来说，包括掌握目

标定向和成绩目 标 定 向 两 种 模 式。掌 握 目 标 定 向 有

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成绩目标定向偏向于外部评

价，尽管短时期内 有 利 于 成 绩 提 高，但 不 利 于 全 面 发

展。参加“小学心理 健 康 辅 导 员”活 动 者 的 成 就 目 标

定向存在一定问题。从成就目标的认知上看，倾向于

掌握目标定向的学生，即参与活动是以提高专业素质

和能力以及完成任务 为 目 的 的 比 例 仅 占４６．１％。而

以成绩目标定向，即关注是否能向他人证明自己有能

力，或为某些具体 的、超 越 实 践 活 动 本 身 目 的 比 例 为

５３．９％。结合访 谈 资 料，对 于 回 答 为 什 么 要 参 加“小

学心理健康辅导员”活 动 问 题 时，五 位 学 生 中 有 三 位

表示，可以因此获 得 学 校 规 定 的 实 践 学 分，受 到 老 师

和辅导员的关注，仅有一位谈到教师专业素质。对于

成就目标的情感和行为，比例相对比较平均。可以看

出，成就目标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认知领域。

（二）自我效能感较低，反馈不及时

自我效能感是 学 生 对 自 己 在 特 定 学 习 环 境 中 表

现能力的预期和 判 断。高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学 生 会 根 据

环境反馈信息对 自 己 能 力 进 行 判 断，增 强 学 习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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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参加活动的学生及时接受指导

教师反馈情况 不 容 乐 观，仅 有１４．５％的 学 生 认 为 自

己及时得到指导 教 师 的 反 馈 和 建 议。由 于 活 动 管 理

组织相对松散，指 导 教 师 本 身 教 学 与 科 研 任 务 繁 重，

十五个实践小学基地，仅有四分之一活动小组能够保

持教师全程参与 活 动，及 时 给 本 组 学 生 以 指 导、反 馈

和建议。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发现，得到指导教师及时

肯定或建议者，努力达成指定任务程度高。学生努力

达成指定任务比例基本与指导教师反馈程度相一致。

参与实践活动学生整体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反馈没

有及时进行，不利于学生形成高自我效能感。

（三）缺乏时间管理与合作学习意识

自我调节学习 策 略 在 大 学 生 实 践 活 动 中 应 用 较

多的是资源管理策略和努力管理策略，所以时间管理

和合作学习理念 是 其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策 略。调 查 数 据

表明，认为参加实 践 活 动 占 用 过 多 时 间，非 常 影 响 和

比较 影 响 正 常 学 习 的 学 生 的 比 例 占 到 总 人 数 的

５７％。该活动一般 在 周 二、周 三 下 午 进 行，需 要 占 用

学生正常上课时 间。学 生 需 要 查 找 适 合 小 学 生 进 行

的专业团体辅导资料，演练指导语。活动结束后需要

总结成效、整理记录、读相关书籍和论文、布置下一次

任务。如果时间安排不当，会使参与者感到占用大量

时间。

合作学习策略 是 大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策 略 的 一 种 形

式。“小学心理健康 辅 导 员”活 动 从 活 动 组 织 是 一 种

小组固定成员之 间、师 生 之 间、不 同 学 科 背 景 学 生 之

间的合作学习，但 是 从 调 查 结 果 上 看，活 动 参 与 者 缺

乏合作学习意识，在实践中能够为完成任务共同学习

的同学不到半数。主 要 原 因 是 小 组 成 员 来 自 不 同 学

科，背景知识不同，互相之间不够熟悉，缺乏合作学习

的环境和意识。

三、完善师范生专业实践的有效途径

（一）明确 具 体 目 标———培 养 学 生 正 确 的 成 就 目

标定向

从“专业团队”教 育 实 践 模 式 的 几 个 主 题 活 动 来

看，实践活动开始至今，在摸索中形成两个主要目标：

教师专业素质的 提 升，包 括 教 师 教 育 学 科 知 识 应 用、

教学媒体应用、班级管理技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社

会适应能力的增强，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认

知能力等。教育实 践 活 动 目 标 应 以 掌 握 目 标 设 定 为

主，避免成绩取向，即 参 与 活 动 的 目 标 是 学 习 应 用 教

师专业素质相关的各种知识与技能，而非为取得某些

具体成绩或奖励。师范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更好地

完成实践中的各 项 任 务，应 用 所 学 理 论 知 识，服 务 于

社会，首先需要明确参与实践活动的具体目标。［２］６３因

此，根据现有客观 条 件 和 学 科 优 势，找 到 适 合 本 专 业

学生的教育实践模式极为重要，这样才能准确定位实

践活动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在活动组织过程中，带队

管理者、指导教师 和 实 践 学 校 应 紧 密 联 系，从 活 动 宣

传、人员组织、专业培训等各方面，让学生明确参与本

专业实践的具体目标，形成正确的成就目标定向。这

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坚持完成困难的学习任

务有重要的意义。

（二）提高 自 我 效 能 感———增 加 专 业 指 导 教 师 和

实践学校的反馈作用

在教育领域中，学 生 对 学 习 任 务 的 目 标 定 向、努

力程度、学习结果及对自己的接纳程度都与自我效能

感相关。在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中可以看出，替代

性经验、言语说服、情 绪 都 与 积 极 有 效 的 反 馈 呈 现 正

相关水 平。［３］３８７师 范 类 学 生 专 业 实 践 是 一 个 特 殊 领

域，是高校与基础教育、教师与学生、理论课程与实践

经验有机结合的方式。学生在确定目标定向后，需要

对自我能力进行 肯 定 性 判 断，增 强 内 在 动 机，有 利 于

后继行为能力进一步提高，促使他们追求更高的成就

以维持这一满足状态。因此，参与活动的具有权威性

的人员，如专业指 导 教 师、组 织 管 理 活 动 的 学 生 工 作

者、实践学校的参 与 教 师 等，根 据 活 动 的 实 际 情 况 及

时提供积极反馈，是提升活动参与者自我效能感的有

效途径。

“小学心理健康辅导员”活动中，成员坚持时间最

久、成效最明显的 三 个 小 组 的 共 同 特 点 是：指 导 教 师

跟随学生进入学校次数多，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一起

查阅资料，活动结 束 后 及 时 与 学 生 共 同 交 流；指 出 活

动成功之处，同时 反 思 不 足；让 学 生 了 解 自 己 在 活 动

中的重要地位。指导教师直接参与活动过程，起到榜

样作用，及时反馈 优 点 和 不 足，在 平 等 轻 松 的 气 氛 中

与学生交往，起到 了 替 代 性 经 验、言 语 说 服 和 积 极 情

绪的作用。得到及时反馈的活动参与者，由于自己的

行为受到了积极 强 化，形 成 高 水 平 自 我 效 能 感，更 倾

向于努力寻求策略解决困难问题，达到预期结果。

（三）自我 调 节 学 习 策 略———时 间 管 理 与 合 作 学

习 （下转第１４０页）

—５３１—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Ｎｏ．２，２０１４
（总第１８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ｔａｌ　Ｎｏ．１８０



功能。［７］２

［参考文献］
［１］Ｂｌｕｍ－Ｋｕｌｋａ，Ｓ．＆Ｓｈｅｆｆｅｒ，Ｈ．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ｒａｅｌｉ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ｎｎｅｒ．Ｉｎ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

ｉｃ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Ｋａｓ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ｓｈａｎａ　Ｂｌｕｍ－Ｋｕｌｋａ（ｅｄ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９６－２２３

［２］Ｔｈｏｍａｓ，Ｊ．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３（４）：９１－１１２．

［３］Ｌｅｅｃｈ，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１９８３：２１－２４．

［４］Ｂｒｏｗｎ，Ｐ．＆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Ｓｏ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ａｇｅ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６０－６２．

［５］何 兆 雄．新 编 语 用 学 概 要［Ｍ］．上 海：上 海 外 语 教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３５

［６］Ｓｃｈｍｉｄｔ，Ｒ．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

ｍａｔｉｃｓ．Ｉｎ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Ｋａｓ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ｓ－

ｈａｎａ　Ｂｌｕｍ－Ｋｕｌｋａ （ｅｄ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１－４２．

［７］Ｋａｓｐｅｒ，Ｇ．（１９９７）．Ｃａ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ｏ．６）．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ｌｌ．ｈａｗａｉｉ．ｅｄｕ／ｎｆｌｒ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ｗ６．［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１１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ｅ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８］王晓丽，刘伟荣．礼貌 原 则 及 其 在 外 语 实 践 中 的 应 用［Ｊ］．牡 丹

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５）：６４－６６．

［９］杜军．英汉礼貌原则对比与跨文化交际教学［Ｊ］．牡丹 江 师 范 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９６－９８．

［责任编辑］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王立国

（上接第１３５页）自 我 调 节 学 习 策 略 包 括 认 知 策 略、

元认知策 略、资 源 管 理 策 略 和 努 力 管 理 策 略 四 个 维

度。仅就资源管理一个维度，从时间管理和合作学习

两个具体策略探讨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策 略 对 师 范 生 专 业

实践的影响和作用。［４］１５１

针对活动参与者认为花费时间过多，影响正常学

习计划的问题，从 时 间 管 理 的 三 个 构 成 要 素，即 时 间

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方面，以“小学

心理健康辅导员”活 动 为 例 提 出 以 下 策 略。首 先，从

认知角度明确参 与 实 践 活 动 的 价 值，查 阅 资 料、完 成

任务、总结经验、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素质，是时间价

值的真实体现。其次，严格设计每一次活动的具体程

序，确定各个环节所需时间，拒绝任务拖延，加强自我

时间管理。最后，当 学 业 利 益 不 在 眼 前 时，即 参 加 实

践活动不 能 马 上 带 来 实 际 利 益 时，不 受 外 界 刺 激 干

扰，持续活动所要 求 的 各 项 任 务，获 取 较 强 的 时 间 效

能感。

采取小组合作学 习 的 方 式 是“专 业 团 队”教 育 实

践模式一直采用 的 形 式。要 改 善 活 动 参 与 者 因 为 学

科背景不同、不熟悉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缺乏合作意识

状况，需 要 做 到 以 下 三 点：第 一，专 业 教 师、管 理 人 员

与学 生 组 成 团 队，对 知 识 背 景、活 动 目 标、活 动 结 果、

活动方式等从总体进行宏观把握，从活动组织上为合

作学习创造 有 利 环 境。第 二，打 破 专 业 限 制，不 同 专

业学生为一定目 标 形 成 一 个 团 队。将 完 成 活 动 任 务

作为小组共 同 目 标。第 三，尽 量 选 择 连 接 型 任 务，即

小组成员必须达到一定的任务标准，只有每个成员成

功了，小组任务才算完成。这是一种培养学生合作意

识和能力的理想 类 型。教 师 是 合 作 学 习 重 要 的 组 织

者，需要根据每个实践学校具体情况和成员的个体差

异性，精心选择和设计合作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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