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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探究教师知识与教学行为的关系，对于教师培养是有意义的。 本研究首先调查优秀中学英语教师与普通中

学英语教师的学科知识与写作反馈焦点的状况，析出学科知识中与反馈焦点直接相关的知识类别———学科信念与英语

语言知识。 在此基础上，将两组教师的学科信念、英语语言知识特征与其相应的反馈焦点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这两

类知识与教师反馈焦点直接相关。 并指出教师其他类别学科知识对其反馈焦点的作用，尝试建构教师学科知识与反馈

焦点的关系模型。
关键词：英语教师；学科知识；写作反馈焦点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 ０１００（２０１９）０５ － ００６９ － ７
ＤＯＩ 编码：１０． １６２６３ ／ ｊ． ｃｎｋｉ． ２３ － １０７１ ／ ｈ．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１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Ｌｉ Ｘｉａｏ　 Ｒａｏ Ｃｏｎｇ⁃ｍ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ｗｏ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ｔｈ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ｔａ⁃
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ｃｕｓｅｓ

　 　 １　 引言
教师知识与教学行为的相关性是学科教学和

教师教育领域广泛关注的问题。 探究教师头脑中

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外显为教学行

为，不仅可以回应教师需要怎样的知识以支持有

效教学，而且对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以及在职

教师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写作是外语学习者重要的学习机会，学生不

仅要学习使用目标语言写作，也要在写作中学习

目标语言。 教师通过对学生作文提供反馈，帮助

其养成写作习惯，并有利于学科知识的学习。 对

于学生学习而言，反馈的影响力之大，仅次于直接

教学与学生认知能力 （ Ｈａｔｔｉ， 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 ２００７：
８２）。 目前关于教师写作反馈焦点的研究，多探

讨反馈效果或策略，少有对反馈行为进行归因，尤
其从知识角度进行归因的研究。

在教师知识中，学科知识是教师最基本、最核

心的知识，是教师对这门学科的所有理解和认识，
包括对事实性知识的理解、对学科结构、探究原理

的掌握，也包括教师对于学科的观念、信念、态度

等主观成分（Ｓｈｕｌｍａｎ １９８６：４）。 学科知识对教学

行为的影响亦受到公认，它既决定着教师试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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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够将何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影响着教师的

教学方法、策略的选择。 教师倾向于对写作的哪

些方面进行反馈，以及能够在哪些方面进行反馈，
也会受到其学科知识的支持或制约，这些反馈的

方面即反馈焦点（ 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１３：２４１）。 本文提出

一个基本假设———英语教师写作反馈焦点与其学

科知识相关，拥有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教师，在给

出写作反馈时，倾向于不同方面。

２　 研究设计与实施
２． １ 研究设计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照教师学科知识与其反馈

焦点特征来证明二者的相关性，若结果表明教师

学科知识与反馈焦点特征具有一致性，则说明二

者相关；并有目的地分别调查优秀教师与普通教

师两个群体。 之所以如此选择样本，是因为这两

类教师在知识与教学行为上均有显著区别，若发

现每组教师学科知识与反馈焦点特征均具有一致

性，则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研究分为 ３ 个步

骤：首先，调查优秀与普通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

状况；然后，抽取两组教师的写作反馈文本进行分

析，析出与反馈焦点相关的学科知识类别；最后，
对比各组教师写作反馈焦点特征以及相关学科知

识特征，探讨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２． ２ 分析框架

本文选择高瑛等（２０１９：３） 对英语写作反馈

焦点的划分维度，如表１ 所示；选择李晓和饶从满

（２０１９：８９）提出的英语教师学科知识分类框架，
并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对其进行改编，见表２ 。 首

先，将音素、词素知识与词汇知识合并，作为最小

分析单位。 其次，引入 Ｆｒｅｅｍａｎ 等（２０１５：１３２）的

ＥＦ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的概念，替代“英语语

言水平”，强调教师语言的特殊性。
２． ３ 样本

本研究以中学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按照专

业水平选取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两个群体。 考虑

到教师在一个区域群体中（例如学校、市、省）的

被认可情况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其专业发展程

度，本文以获得的荣誉作为判别教师专业发展程

度的依据，将获得过市级以上教学优秀称号的教

师作为“优秀教师”，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骨

干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市骨干教师 ４ 个群体，
其他教师为普通教师。 共发放问卷 ４７０ 份，有效

回收 ４０７ 份，回收率 ８６． ３８％ 。 全部来自市级（含

县级市）中学，初中教师 ２１７ 人，高中教师 １９０ 人。
其中，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样本量分别达到 ９３ 与

３１４，能保证调查结果反映出一定的趋势，并能分

析组别特征。
表１ 　 反馈焦点分类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语言形式

形式问题

衔接连贯

语言风格

拼写

字母大小写

标点符号

语法

表达习惯

连接词语

指称词语

词汇选择

句子多样性

写作内容

论证成分

论证效果

论点

论据

结论

清晰度

准确性

充分性

深度

一致性

　 　 ２． ４ 研究方法

２． ４１ 问卷调查

尽管本研究从认识论上将学科信念纳入学科

知识体系，但知识与信念在存在方式、证实程度上

仍有本质区别，因此，对英语学科信念与其他两大

类知识分别进行调查。
对英语语言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普遍规律知

识的调查，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

法。 首先，采用自评量表的方法，对教师学科知识

状况进行一般化了解。 自评量表虽不是教师知识

水平的直接表征，但是基于被试者对自我知识水

平的整体性认知，也是被广泛接受的知识评估方

法。 尤其在本研究中，反馈焦点强调的是语言倾

向于给与哪个方面的内容更高优先级，而不是反

馈的质量，因此，对于其支持性知识来讲，更重要

的不是数量的多少或水平的高低，而是结构的形

态，即各子类别知识的相对水平。 而教师个体在

对自身各类知识进行评估时的内在标准具有一贯

性，这就能保证知识结构状态的可信度。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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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ＳＳ ２２． ０ 对自评量表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针

对分析结果，有目的地抽取部分教师进行访谈，以
对量化研究的结果进行阐释与补充。 受访教师包

括优秀教师 ７ 人，普通教师 １０ 人。

对教师学科信念的调查，也采用量化研究为

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法。 首先，运用信念量表，
对教师学科信念的理论倾向进行调查，其次，针对

调查结果，抽取部分教师进行访谈，样本同上。
表２ 　 英语教师学科知识分类框架

一级知识 二级知识 三级知识

英语语言与文化知识

（学科内容知识，内部关联性

为学科实体知识）

英语语言知识

教学英语（ＥＦＴ）

英语相关文化知识

词汇的音、形、义知识

句子规则知识

篇章结构知识

教学英语（ＥＦＴ）
英美文学知识

英语国家概况知识

英语史知识

语言普遍规律知识

（学科句法知识）

语言本体规律知识

（语言学知识）

语言应用、发展与学习规律知

识（相关应用语言学知识）

语音规律知识（语音学、音系学）
词汇规律知识（形态学、词汇学）
句子规律知识（句法学）
语义规律知识（语义学）
特定语境知识（语用学、语篇分析）
宏观语境知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等）
语言应用与发展规律知识（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
二语 ／ 外语学习规律知识（二语习得等）

英语学科信念（学科信念） 语言观 内容取向

　 　 ２． ４２ 文本分析

对教师写作反馈焦点的调查选择质性研究方

法。 从优秀与普通两组教师中各抽取 ６ 名，收集

其对学生日常写作练习的反馈进行文本分析。 每

人 ４ 篇，共 ４８ 篇。 并依据分析结果追加访谈，以
对结果进行补充与阐释。

２． ５ 研究工具

编制《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状况调查问

卷》，第一部分为自评量表，包括英语语言与文化

知识及语言普遍规律知识下属的 １５ 个子类别。
采用李克特量表，１ － ５ 分中水平最好为 ５ 分，水
平最差为 １ 分。 对问卷各维度的信效度进行检

验，克隆巴赫系数为 ０． ９６３ 大于 ０． ８，信度非常

高。 ＫＭＯ 值 ０． ９４６ 大于 ０． ９，说明问卷的结构效

度较好。 第二部分为学科信念调查量表，采用

Ｌｅｕ 和 Ｋｉｎｚｅｒ（１９９１）的《信念量表》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将其译为中文，并适当调整表述。 该量表

包括关于英语学科本质与英语教学的 １５ 项陈述，
表征基于规则、基于技能以及基于功能的 ３ 种信

念取向。 每种取向各有 ５ 项陈述。 被试者须从

１５ 项中选出最符合自身关于英语学科与教学观

念的 ５ 项。 其中，经验主义的技能取向认为语言

是一种技能，语言学习即听、说、读、写技能的训

练，是运用语言反复进行行为上的、条件性的回

应，从而形成习惯的过程。 理性主义的规则取向

认为语言是一种复杂的语法结构，语言学习是学

习者在情境中将语法结构与自身交流需求相结合

的本能过程，强调规则的支配功能。 交际理论的

功能取向认为语言一种是交际工具，语言学习是

一个在社会环境中互动的过程，强调有意义的交

流比正确的结构形式更为重要。

３　 研究结果
３． １ 教师学科知识调查结果

３． １１ 英语学科信念

优秀与普通中学英语教师英语学科信念调查

结果如图１ 所示。

图１ 　 优秀与普通中学英语教师英语学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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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描述性统计可知，优秀、普通教师均在功能

层面上的均值最高，分别为 １． ９５ 和 １． ７５。 具体

依据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普通教师与优秀教

师在技能信念上的表现有显著差异（ ｐ ＝ ０． ４８），
在规则和功能信念上没有显著差异。 为进一步了

解普通教师与优秀教师在信念上的差别，进行单

样本 ｔ 检验，以 １． ７５ 为检测值对普通教师信念各

维度进行单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普通教师的技

能信念与规则信念与功能信念在 ０． ０５ 显著水平

上，有显著差异。 同样，以 １． ９５ 为检测值对优秀

教师信念各维度进行单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优
秀教师的技能信念与规则信念与功能信念在０． ０５
显著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总体来看，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在技能、规
则、功能上均有分布，属于多重信念取向，但较偏

向功能。 优秀教师在功能取向上倾向性更为明

显，属于功能主导型信念取向。 而在技能取向上，
普通教师显著高于优秀教师。 这与我们在访谈中

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教师们普遍认为，学习一门

语言，规则的讲授、技能的训练以及交际能力与文

化意识的培养都是语言教学重要的内容，但最重

要的还是要学会怎么使用它来实现交际功能。
３． １２ 英语语言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普遍规

律知识

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各类知识自评量表调查

结果如表３ 所示。

表３ 　 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各类学科知识水平

英语语言与

文化知识

音素、
词素

词汇 句子 篇章 语言水平 英美文学 英语史
英语国家

概况

优秀教师 ３． ９９ ４． ０３ ４． ０６ ４． １７ ４． ０５ ３． ０４ ２． ８１ ３． ０２

普通教师 ３． ８７ ３． ９３ ３． ８９ ４． ０１ ３． ９５ ３． １７ ３． ０１ ３． １３

语言普遍

规律知识
语音规律 词汇规律 句法规律 语义规律 特定语境 宏观语境

语言应用与

发展规律

二语 ／ 外语

学习规律

优秀教师 ３． ０６ ２． ８８ ２． ９６ ２． ９５ ３． ０１ ２． ９９ ２． ９１ ２． ８１

普通教师 ３． １３ ３． １１ ３． １５ ３． １２ ３． １９ ３． １２ ３． ０６ ２． ９４

　 　 由表３ 可见，优秀教师在英语语言知识、英语

语言水平两类知识上，自评均值高于普通教师，而
文化知识、语言普遍规律的各子类别自评均值略

低于普通教师。 结合访谈结果，优秀教师的英语

语言知识在准确度、结构性上显著优于普通教师，
语言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教师，而在英语相关文化

知识、语言普遍规律知识上，教师群体普遍水平不

高，且差异不显著。
３． ２ 教师反馈文本分析结果

为方便分析，我们将 １２ 名教师进行编码，６
名普通教师分别编码为 Ｃ１，Ｃ２，． ． ． ，Ｃ６，６ 名优秀

老师为 Ｅ１，Ｅ２，． ． ． ，Ｅ６。 从宏观（一级） 与微观

（三级）两个视角对两组教师反馈焦点进行对比

分析，发现组间差异均较为明显。
３． ２１ 一级维度

在形式与内容两者之间，两组教师都将重心

放在形式上，对于语言形式提供的反馈远多于内

容。 不同之处在于，优秀教师的反馈更具综合性，

会在形式反馈之余，兼顾篇章内容，除指出语言形

式的错误或长处，也会关注文章内容，对整体论证

的合理性、清晰度、准确性、充分性、深度、一致性

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而普通教师则稍显单一，多
为对语言形式的纠错性反馈，较少涉及论证效果

及思想深度等内容层面，只有在学生出现跑题或

漏掉大量信息时才会给以提示。
３． ２２ 三级维度

在语言形式方面，优秀教师首要关注句法的

正确性与句式的多样性，强调衔接词的使用，并鼓

励学生使用更加多样化的句式，并兼顾词汇的使

用。 普通教师反馈中则最多为词汇层面的纠正性

反馈，在文中直接标注书写、拼写与词汇使用错

误，次要关注句式的准确与多样，以及句子间的衔

接、段落布局等问题，经常用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Ｃｏｍｅ ｏｎ！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ｅｒ ｎｅｘｔ ｔｉｍｅ． Ｔ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等笼统性语言来做总体评价。

即使对于同一类内容的反馈，优秀教师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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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师也存在区别。 首先，在词与词汇的准确把

握上，优秀教师显著优于普通教师。 普通教师有

时候存在无法识别语言错误的情况，甚至会改错、
或反馈语言中本身就有语言错误。 Ｃ１ 老师，在学

生作文中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ａ⁃
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这句话的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和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下面划线，写着“连词

赞”，说明该老师对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 ．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这个常用词组的意义与用法掌握并不

准确。 在 学 生 文 中 Ｉｆ 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ｓｏ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ｏｎｔ ｌｉｓｔｅｎ ｓ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ａｉｄ． 这句话下面，Ｃ２ 老师批注

“运用条件状语从句解释原因，加分”。 说明该老

师注意到这句话，但其中 ｌｉｓｔｅｎ 这个词明显的用

法错误却没有识别出来。 又如，Ｃ３ 老师，在学生

作文中的 Ｙｏｕ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ｕ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ｙ ｓｏｍ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ｓｏｎｇｓ， ｖｉｄｅｏ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这句话旁边写道，ｓｏｍ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语义

重复。 说明该老师对这两个词组的意义掌握比较

模糊。 而优秀教师对于学生语言正误的把握则较

为精准，鲜少出现错误判断。 其次，在句式使用的

准确性与多样性上，以及在句子间的衔接、段落以

及通篇布局方面，优秀教师能给出准确而清晰的

建设性反馈，例如，Ｅ２ 老师利用举例说明的方式，
给学生提供学习的范本：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ｍａｙ ｂｅ ｐｕｔ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ａ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 并且从文

章本身出发，对学生写得好的开头给出积极反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ａ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而普

通教师的反馈经常比较模糊，例如，Ｃ４ 老师的反

馈文本中常常出现 Ｉ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ａ ｍｏｒ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ｎｅｘｔ ｔｉｍｅ，“读起来略怪？”

在写作内容方面，优秀教师对论证成分完整

性的关注多于普通教师，普通教师只有在发现学

生大段内容缺失时才会做出提醒，例如，Ｂｅ ｃａｒｅ⁃
ｆｕｌ． Ｏｒ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ｇｅ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但“这

样不会得分”这种评价，暗含应试导向的评价标

准。 而对于论证效果中的各子维度，两组教师都

鲜有涉及。 在 ４８ 份反馈中，只有 Ｅ５ 老师在一份

高分作文中给出关于思想性的要求：“句式优美，
彰显功力。 平时可尝试读一些英文小说原著，如
海明威的作品，体会英语思维与英美文化”。

４　 讨论
结合表１中包含的反馈内容以及表２中各类知

识的内涵，本研究认为，教师学科知识的两个子类

别与其反馈焦点直接相关。 首先，在第一维度上，
语言形式与写作内容的选择，主要受学科信念的

影响。 信念具有价值判断的功能。 英语学科信

念，是教师对英语学科的整体认知，是其在“英语

学科是什么”以及“英语教学核心内容是什么”这

两个问题上的理论倾向。 这种倾向，会影响教师

在写作教学中对于形式与内容的价值判断。 其

次，语言形式下属各内容，主要关涉英语语言知

识。 例如，拼写、字母大小写、词汇选择等与英语

语言知识中的词汇知识有关，句子多样性、语法等

与句子知识有关，而连接词语、指称词语等与篇章

结构知识有关①。 对于写作内容的评价与修改，
文章的论述是否充分、准确、有深度等问题，更多

依赖于教师的逻辑、通识性知识等，没有与之直

接、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类别。 因此，下文重点分

析教师反馈焦点与两部分学科知识之间的相关

性，一是学科信念，二是英语语言知识。
４． １ 学科信念与反馈焦点的相关性分析

学科信念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一级维度上，我
们将二者特征对比分析，如表４ 所示。

表４ 　 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英语学科信念

与一级维度反馈焦点特征

英语学科信念 反馈焦点

优秀教师 功能主导型多重取向 语言形式为主，兼顾内容

普通教师 偏功能型多重取向 语言形式为主，较少关注内容

　 　 由表４ 可见，在学科信念上，两组教师均认

为，交际功能的实现与规则的学习是重要的语言

学习目标，且前者重于后者，这说明，在内容与形

式之间，教师均更加看重前者。 但从反馈焦点看，
两组教师的反馈均以语言形式为主，次之或鲜少

关注内容。 这二者似乎是矛盾的，偏向功能的信

念取向，应该给内容以足够关注，事实上却并没

有。 这种矛盾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中学英语教学的特征，使教师对形式的

强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学阶段是语言学习

初、中期，是搭建语言框架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
掌握语言系统规则是重要学习内容。 从这一角度

看，教师首先关注语言形式是合理的。 然而，即便

如此，语言内容的表达也须给与足够的关注，而教

师反馈中对写作内容的关注也显得过低。 这就涉

及第二个原因———信念与行为的一致性问题，或
是“声称的信念”与“实践中的信念”的差异，这或

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反馈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从信念到反馈焦点的投射过程，要经过外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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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如果环境较为宽松，教师

在选择反馈焦点时，容易与信念保持一贯性；反
之，如果环境施加较强的压力，信念会受到干扰，
而行为会发生偏离。 访谈中发现，教师反馈或多

或少均受到英语教育大环境、教师任职学校的文

化环境以及生源质量等因素影响。 相对宽松的学

校文化环境、良好的生源质量等都会给教师实现

信念与反馈的一致性提供更好的条件。 相反，在
完全考试导向的学校文化环境中，教师即使秉持

功能导向的信念，在教学中不得不重新回到更传

统的、对于考试更加直接（虽然不一定是更加有

效）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如果我们将英语写作看

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忽略内容反馈的教师对这门

学科的信念是知识本位的，将写作教学看作“在

写作中学习知识”的过程，而非“运用知识学习用

英语写作的过程”。
总之，学科信念与反馈焦点存在相关性，但这

种相关性的强弱程度受到情境的影响较大，越是宽

松、开放的教学情境下，其相关性可能越高。
４． ２ 英语语言知识与反馈焦点的相关性分析

优秀教师与普通中学英语教师英语语言知识

状况如图２ 所示。
由图２ 可见，两组教师的知识结构差异主要

表现在对词汇与句子上。 优秀教师的 ３ 类知识按

照重要度降序排列为篇章知识、句子知识、词汇知

识，而普通教师词汇知识水平略高于句子知识。
词汇是语言结构的个体构成要素，而句子则涉及

到要素之间的关系。 优秀教师在句子层面的知识

发展更好，说明教师更加重视语言结构要素之间

的联系，普通教师则着眼于单个词汇。

图２ 　 优秀教师与普通中学英语教师

英语语言知识状况

　 　 这与我们在访谈中得到的结果相印证。 与传

统的词汇、句子为主的教学方式不同，现在的教师

普遍认为，篇章知识非常重要。 尤其是优秀教师，
更加强调在教学中篇章理解的重要性，认为分析

一个篇章，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 首先从

整体上把握其结构与意义，然后再到段落，最后对

其中重要的句子、进而词汇进行重点分析。
教师英语语言知识主要与语言形式反馈相

关，因此，将二者特征作对比分析，如表５ 所示。
表５ 　 教师英语语言知识与语言形式

反馈焦点特征对比

英语语言知识 反馈焦点

优秀教师
篇章知识最强，次之为

句子、词汇

首要关注句子，次要关

注篇章，兼顾词汇

普通教师
篇章知识最强，次之为

词汇、句子

首要关注词汇，次要关

注句子，鲜少关注篇章

　 　 从词汇与句子这两个语言单位来看，各组教

师在知识与反馈焦点特征上具有内部一致性。 普

通教师将词汇作为语言教学最重要的单位，因此，
在写作反馈中首要关注词汇用法，自身知识中，词
汇知识也高于句子知识。 而优秀教师着眼于句

子，在反馈中首要关注句子，自身知识中句子知识

也高于词汇知识。 篇章知识最强与反馈焦点中篇

章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并不矛盾。 两组教师均认

为篇章知识之所以是掌握得最好的，是因为对于

中学英语教师而言，需要掌握的篇章知识相对于

句子与词汇知识，开放性更低，广度与深度较低，
更易于达到较好水平。

结合访谈结果，总体来看，优秀教师对语言教

学持自上而下的视角，更加关注语言的结构，而普

通教师则立足于语言基本单位词汇，持自下而上

的视角。 两组教师在英语语言知识与反馈焦点两

方面的特征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说明教师

在语言形式上的反馈焦点与语言知识是相关的，
教师在选择反馈内容时，优先选择自身知识较强

的方面。 这种相关可能源于两个层面：首先，教师

对于自身发展较好的方面，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

感，在给出反馈时，从情感上更加倾向于关注这些

方面的内容；其次，对于自身发展较好的方面，教
师在提供反馈时，能更好地驾驭。 反之，教师自身

知识较弱的方面，教师可能难以识别出值得提示

的优缺点，或者即使能够识别，由于自身能力所

限，可能选择回避这些内容。

５　 结束语
本文分析与反馈焦点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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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学科信念与英语语言知识，以及这两类知

识与反馈焦点最直接的联系。 这并不表示反馈焦

点与其他类别的知识无关，如语言普遍规律知识，
会影响教师对英语学科以及学科教学的理解，并
在塑造教师学科信念的过程中发生作用，从而影

响其反馈焦点。 这甚至并不意味着这两类知识与

反馈焦点的关系即如此简单，例如，学科信念对写

作反馈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会直接影响教

师的反馈焦点，使教师更加倾向于关注某些内容，
而忽略另一些内容，另一方面，它又影响着教师学

科知识体系的发展，使教师在个人发展中倾向于

将某些内容纳入到学习框架中来，同时又排斥某

些内容，从而通过影响教师学科知识的发展，来间

接影响其反馈焦点。

图３ 　 英语教师学科知识与写作

反馈焦点的关系模型

　 　 综上，本研究尝试建构教师学科知识体系与

其反馈焦点的关系模型，如图３ 所示。
这一模型只是对于各类知识与反馈焦点关系

的逻辑梳理，具体每一类知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

种方式影响教师反馈焦点，需要大量实证研究的

支持，通过这类研究，可以从知识角度对教师反馈

行为进行归因，进而对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培养

以及个人发展有参考作用。

注释

①注：这里的连接词语、指称词语指句子或段落之间的衔

接与前后指称，因此属于句子上位的语言单位———篇

章层级的内容。

参考文献

高 瑛　 汪 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 Ｓｃｈｕｎｎ． 英语写作同伴反馈

评语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Ｊ］． 外语电化教学，
２０１９（２）． ‖Ｇａｏ， Ｙ．， Ｗａｎｇ， 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 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ｅｅｒ 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２）．

李 晓　 饶从满． 英语教师需要拥有怎样的一桶水？ ———
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的尝试性建构［Ｊ］． 教师教育

研究， ２０１９ （３）． ‖ Ｌｉ， Ｘ．， Ｒａｏ， Ｃ． ⁃Ｍ．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３）．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Ｄ．， Ｋａｔｚ， Ａ．， Ｇｏｍｅｚ， Ｐ． Ｇ．， Ｂｕｒｎｓ， 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Ｊ］． 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２）．

Ｈａｔｔｉ， Ｊ．， 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 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１）．

Ｈｙｌａｎｄ， Ｋ．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Ｌ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３）．

Ｌｅｕ， Ｄ． Ｊ． Ｊｒ．， Ｋｉｎｚｅｒ， Ｃ．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 － ８［Ｍ］．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Ｍｅｒｉｌｌ， １９９１．

Ｓｈｕｌｍａｎ， Ｌ． 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Ｊ］．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１９８６（２）．

定稿日期：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０ 【责任编辑　 陈庆斌】

５７

２０１９ 年　 　 　 　 　 　 李 晓　 饶从满　 梁忠庶　 学科知识与写作反馈焦点的关系　 　 　 　 　 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