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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主这一概念最初被应用于教育领域时关注

的是学生自主（learner autonomy）。自主学习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培养学习者

自主学习的第一步是让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承担

责任，然后，从学习依赖逐步过渡到学习自主。在

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需要教师的引导和支持。Little

（1995）讨论了学习者自主和教师自主（teacher

autonomy）的关系。他认为学习者自主和教师自主

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促进学习者自主首先要

实现教师自主。Voller（1997）探讨了在学习者自主

学习模式下教师承担的责任，他认为在培养学习者

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充当促进者、咨询者和信息

资源的角色。另外，教师还充当着合作伙伴、评估

者和学习研究者的角色。Little（1995）、Benson

（2001）、Aoki（2000）等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定义教

师自主的概念，但存在诸多争议。总的看来，国外

教师自主的含义主要强调两方面的权利：（1）教师

控制和支配教学情景或环境的权利；（2）教师自己

控制自己的权利。教师自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

能力：实行自主教学行为和自主专业发展的能力；

教师具备的自主学习能力。

民办高校是教育界的新生力量，是对当前教育

资源匮乏的有力补充。民办高校的因材施教、专业

设置的灵活性与实用性有益于为社会培养更多专

业化、操作型人才。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阶段

一门必修公共课，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承担着艰巨而

繁重的英语教学工作，在保证民办高校办学质量方

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民办高校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入，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

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他们素质的高

低、自主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着民办

高校可持续发展能力。本研究旨在调查民办高校

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现状，对促进和实现民办高校

英语教师自主发展提出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以此来

提高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的意识，提高民办

高校英语教师的素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谋求民办高校和教师的共同发展。本次研究的

问题是：（1）目前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状况如

何？（2）如何促进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式的选择

在科学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定量研

究和定性研究。为了充分利用两种范式的优势，尽

量避免两种范式的缺陷，特别是目前从事这项研究

条件上的局限，本研究拟采用思辨性研究与实证性

研究相结合、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互补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是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外语系和公

共外语教研部的英语老师。本次调查分别对6名英

语教师进行了访谈，另外对48名英语教师进行了问

卷调查，剔除题项回答不完整的5份问卷，采用43份

有效问卷。接受问卷调查的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为：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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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男

女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人数

6

37

2

33

3

百分比（%）

13.95

86.05

4.65

76.74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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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采取两种调查手段：调查问卷和半结构

化访谈。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个人简况（包括

性别、年龄、教龄、学位、职称等）和调查问题，旨在了

解英语教师在自主发展方面的真实感受。调查问卷

内容集中于教师自主发展意识、愿望和根本动因、自

主学习、教学反思、合作意识、教师培训等方面，共43

个项目。为了深度了解被调查者的感受，弥补调查问

卷的弊端，获得更详细的反馈信息，组织了访谈。

(四)数据收集

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系在2011年6月

学生课程结束后进行。访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进

行，调查期间无人打扰。每位教师访谈时间大约为

20分钟。在得到访谈对象同意后，录下了访谈内

容。访谈后立刻整理成文字。

(五)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反复阅读教师的访谈数据，对定性数据

进行整理、筛选、分类。采用EXCEL对定量数据进行

分析。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以下内容是本次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

(一)自主发展的自我评估

表2 自主发展的自我评估

从表2中可以看出，9.30%（4人）的教师认为自

己的自主发展能力很好，37.2%（16人）的教师认为

自主能力发展较好，53.49%（23人）的教师认为自主

发展能力一般。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大部分教师

认为自己的自主发展能力一般，还有待于提高，这

说明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动机和需求，因此社会和学校

要为民办高校教师提供更多的条件和资源，进一步

提高教师的自主发展能力。

(二)自主发展意识、愿望和根本动因
表3 自主发展意识和愿望

您认为激励教师自主发

展最有效的方式是

A. 很重要

72.09%

A. 非常强烈

18.60%

A. 更新知识

结构

32.56%

A. 物质奖励

25.58%

B. 比较重要

27.91%

B. 强烈

30.23%

B.强化自己的

教学能力

27.91%

B. 精神机制

23.26%

C. 无所谓

0%

C. 一般

51.16%

C. 提高科研能力

18.60%

C.自我

成就感驱使

37.21%

D. 不重要

0%

D. 没有

0%

D. 形势所迫

20.93%

D.学校和社会给予压力

13.95%

您认为自主发展

您对不断提高自己的自主发

展能力的感觉

您认为教师的自主发展愿望

来源于

教龄

学位

职称

50岁以上

3年以下

4-10年

11-19年

20年以上

学士

硕士

博士

初级

中级

高级

5

1

24

16

2

8

35

0

1

28

14

11.63

2.33

55.81

37.21

4.65

18.60

81.40

0

2.33

65.12

32.56

您觉得您的

自主发展能力

A.很好

9.30%

B. 较好

37.2%

C.一般

53.49%

D.不好

0%

从表3中可以看出，72.09%（31人）的教师认为

教师自主发展很重要，18.60%（8人）的教师非常强烈

地想提高自己的自主发展能力，30.23%（13人）的教

师强烈想提高自己的自主发展能力。32.56%（14人）

的教师自主愿望来源于更新知识结构，27.91%（12

人）和18.60%（8人）的教师自主愿望来源于提高教学

和科研能力。37.21%（16人）的教师认为激励教师自

主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自我成就感驱使。这些数

据说明大部分民办高校英语教师已经意识到自主发

展的重要性，并且想迫切地提高自己的自主发展能

力以期获得成就感。

从表4中可以看出，46.51%（20人）的教师认为

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动因是提高自我效能感，

41.86%（18人）和30.23%（13人）的教师认为促进教

师自主发展的动因是为了与本领域专业发展保持

同步和获得新的教学理念与技能，这说明大部分教

师寻求自主发展的原因是为了提高教学和科研能

力并以此获得成就感。20.93%（9人）教师以职称晋

升为动因，通过问卷调查还得知，62.79%（27人）认

为教学工作环境中的压力主要来自科研工作，这与

学校和社会把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和职称晋升

的重要指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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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39人）的教师认为阻碍自主发展的原

因是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会议和进修，这说明应积极

创造有利条件让教师参加学术会议和进修，以便教

师拓宽视野，寻求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55.81%

（24人）和46.51%(20人)的教师认为没有时间寻求

自主发展因为教学任务过重。通过问卷和访谈得

知，每位教师的平均周授课量为18.23节，65.12%

（28人）的教师认为理想的周课时量是12节，37.21%

（16人）的教师认为教学工作环境中的压力主要来

自教学工作，“课时多，时间不充裕”。民办高校面

临着自身生存的巨大压力，教师缺乏，教学任务比

较繁重，这是民办高校面临的现状和实际情况。

表5 自主学习
您进行自主学习

的频率

您每年阅读专业书籍数

量是

您每周阅读英语专业书

籍和学术杂志的时间为

您每周进行科研工作的

时间是

您认为影响科研工作的

原因是

A. 从不

0%

A. 0本

9.30%

A. 0小时

9.30%

A. 0小时

11.63%

A．工作压力大

51.16%

B. 偶尔

34.88%

B. 1-3本

69.77%

B. 1-3小时

67.44%

B. 1-3小时

72.09%

B．生活压力大

27.91%

C. 有时

46.51%

C. 4-6本

9.30%

C. 4-6小时

11.63%

C. 4-6小时

16.28%

C．没有兴趣

13.95%

D. 经常

18.60%

D. 7本以上

11.63%

D. 7小时以上

11.63%

D. 7小时以上

0%

D.科研条件不足

6.98%

(三)自主学习

从表5中得知，有46.51%（2人）的教师有时进

行自主学习，69.77%（30人）的教师每年阅读1-3本

专业书籍，67.44%（29人）的教师每周阅读1-3小时

的英语专业书籍和学术杂志，72.09%（31人）的教师

每周进行1-3小时的科研工作，51.16%（22人）认为

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影响科研工作。以上数据说明

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虽然教学任务繁重，工作压力

大，但大部分教师能在工作之余进行自主学习，寻

求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

您认为促进教师

自主发展直接的

根本动因是

您认为阻碍教师

进行专业自主发

展的原因是

A. 提高自我

效能感

46．51%

A.事物太多没

有时间寻求自

主发展

46．51%

B. 晋升

职称

20．93%

B. 对寻求自

主发展没有

兴趣或动力

25．58%

C. 提高

工资待遇

16．28%

C.缺乏教

研活动

23．26%

D. 与本领域

专业发展保

持同步

41．86%

D.没有机会

参加学术会

议和进修

90．70%

E.对教学保

持兴趣

16．28%

E.缺乏相应

的资源

23．26%

F. 获得新的教

学理论与教学

技能

30．23%

F.教学任务

过重

55．81%

您认为

教学反思

您进行教学反思

的频率

您对反思性教学

策略

您进行教学反思的

主要方式有（可多

选)

如您不进行教学反

思，您认为原因是

A. 很有必要

69.77%

A. 从不

2.33%

A. 熟悉

0%

A. 自我

观察

76.74%

A. 不需要

0%

B. 有必要

30.23%

B. 偶尔

27.91%

B.基本熟悉

41.86%

B.记教学日记或撰写

教育案例

13.95%

B. 不习惯

23.26%

C. 无所谓

0%

C. 有时

34.88%

C. 不太熟悉

48.84%

C. 进行教学录像

或录音

6.98%

C.不知道如何反思

39.53%

D. 没有必要

0%

D. 经常

34.88%

D. 不熟悉

9.30%

D. 阅读参考

资料

44.19%

D.无法坚持下去

37．21%
(四)教学反思

从表6中得知，69.77%（30人）的教师认为教学

反思很有必要。34.88%（15人）的教师有时进行教

学反思，34.88%（15人）的教师经常进行教学反思。

表4 促进和阻碍教师自主发展的原因(可多选)

表6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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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18人）教师对反思性教学策略基本熟悉，

48.84%（21人）对反思性教学策略不太熟悉。教师

进行教学反思的主要方式有：自我观察（76.74%）、

阅读参考资料（44.19%）。有39.53%（17人）的教师

不知道如何反思，另有37．21%（16人）的教师不能

坚持进行教学反思。访谈数据显示教师主要采用

课堂观察作为反思手段，也有的教师“不怎么反

思”。以上数据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意识到教学反

思的重要性，但部分教师不太熟悉反思性教学策

略，不知道如何反思。因此学校和教学单位应通过

讲座等形式对教师的反思性教学策略进行培训，鼓

励教师尝试多种教学反思形式，如记教学日记、撰

写教育案例、进行教学录像或录音等，以便通过教

学反思来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五)合作意识

从表7中得知，51.16%（22人）的教师有时通过同

事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30.23%（13人）的教师经

常通过同事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53.49%（23人）

的教师经常与同事交流与合作，34.88%（15人）的教

师有时与同事合作。教师与同事合作的主要方式有

教学研讨（83.72%）和听课（72.09%）。88.37%（38人）

和30.23%（13人）的教师认为与同事的合作有益于促

进教学和科研工作。从访谈中得知，教师与同事的合

作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教学与学习资源共

享；教师之间定期交流教学经验、体会和感想；互相听

课，指出对方优点和缺点，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可以

看出，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合作意识比较强，教师听

课和教学研讨工作开展较好，同时学校应创造条件，

拓宽校际间教师合作的方式，如参加学术研讨会、共

同开展和完成学术研究等。

您是否通过同事了解自

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您与同事进行交流与合

作的频率

您与同事进行交流与合

作的方式是（可多选)

在与同事的合作中您的

收获是（可多选)

A. 从不

0%

A. 从不

2.33%

A. 教学研讨

83.72%

A. 在教学上得到

了有益的启示

88.37%

B. 偶尔

18.60%

B. 偶尔

9.30%

B. 做科研课题

39.53%

B. 在科研上开

拓了思路

30.23%

C. 有时

51.16%

C. 有时

34.88%

C. 听课

72.09%

C. 增进了教

师间的感情

27.91%

D. 经常

30.23%

D. 经常

53.49%

D.参加学术活动

18.60%

D. 获得了心理

上的支持

16.28%

表7 合作意识

您自愿参加教育和科

研培训的频率是

影响教师参加教学和

科研培训的原因（可多选)

您参加的主要培训形

式有（可多选)

您参加继续教育的主

要原因有（可多选)

您认为可行的进修方

式是（可多选)

A. 从不

9.30%

A．没有

兴趣

13.95%

A. 提高学历

34.88%

E.出国进修

0%

A. 提高学历和素质

97.67%

A.出国

进修

51.16%

B. 偶尔

34.88%

B. 工作和生活压

力大

62.79%

B. 骨干教师

16.28%

F. 双师培训

32.56%

B. 追求学校发展

11.63%

B.减轻工作量在

职进修

32.56%

C. 有时

44.19%

C. 没有时间与

精力

72.09%

C. 新教师培训

11.63%

G．无培训

9.30%

C. 评定职称

20.93%

C．利用寒暑

假机修

23.26%

D. 经常

11.63%

D.培训内容与教

学脱节，收获不大

44.19%

D.计算机培训

6.98%

D. 完成任务

9.30%

D．国内

访学

27.91%

表8 教师培训

(六)教师培训

从表8中得知，44.19%（19人）的教师有时自愿

参加教育和科研培训，11.63%（5人）的教师经常自

愿参加培训，影响教师参加培训的主要原因有没有

时间和精力（72.09%）以及工作和生活压力大

（62.79%）。教师参加的主要培训有提高学历的培

训（34.88%）和双师培训（32.56%），9.30%（4人）的教

师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和进修，没有教师参加过出国

进修。97.67%（42人）的教师因为提高学历和素质

而参加继续教育。51.16%（22人）的教师认为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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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可行，32.56%（14人）认为可减轻工作量在职进

修。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办高校英语教师因工

作和生活压力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各种培训，

参加培训和进修方式比较单一。从访谈中得知，民

办高校英语教师有参加培训和进修的强烈愿望和

需求，特别是到英语国家的培训和进修，想通过培

训和进修提升自己，提高教学和科研素质，开拓视

野。因此学校应加强和国外高校的联系和合作，为

教师提供出国进修的机会，使培训和进修方式多元

化。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次研究的结论是:(1)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

发展的愿望和需求较强烈，但自主发展能力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和加强。（2）民办高校英语教师不太熟

悉教学反思策略，教学反思形式比较单调。(3) 民办

高校英语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合作意识较强。（4）民

办高校英语教师进修和培训的方式较单一，应开展

多元化的培训和进修。

本次研究丰富了教师自主发展的实践和理论

研究，对于促进和提高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自主发

展能力具有以下启示作用：

第一，社会应给予民办高校以及民办高校教师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

来民办高校在生源、资金、师资等方面难与公立高

校抗衡，在夹缝中生存，承受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

压力。从访谈中得知，部分民办高校英语教师在心

理上感觉没有公办教师的优越感，一方面这使民办

高校教师努力工作，具有紧迫感。但另一方面有的

教师因此产生自卑感。因此社会和公办高校应给

予民办高校一定的生存与成长空间，积极去认识了

解和关注民办高校，给予民办高校教师心理上的支

持和帮助，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谋求自主发展，为

民办教育做贡献。

第二，加强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教学反思能

力。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够帮助教师提高教学实

践。Cruickshank把反思教学定义为：“教师对课堂

上所发生的情况、为学生达到目标而采取多种手

段的思考”。Cruickshank把反思教学看做是为学

生提供认真、客观、分析性地思考教学事件的机

会。反思有双重含义:个人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

系、教师个人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即教师个体

行为与社会教育目的的关系）。教师在进行教学

反思的过程中，要努力成为一名批判性的反思教

师，教师要超越教学技巧，挑战已有的教学观念，

把教学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

经常思考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控和改变日

常教学。McTaggert 和 Kemmis提出了教学反思过

程循环的因素：观察采样（mapping）→提供信息

(informing)→辩驳(contesting)→评估(appraising)→行

为(acting)。 以上所有的因素构成了反思教学过

程，但所有的因素不一定都是线性的或按顺序

的，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中可能省略或跳跃某些因

素。

第三，民办高校英语教师正确认识科研在教学

中的作用。本次调查发现，部分教师没有正确认识

科研在教学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教学与科研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大学英语教师应以科研促教学，

努力成为自己课堂教学的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观察研究自己和他人的课堂，在自己的课堂中

系统、有目的地开展观察和研究，发现和解决课堂

教学中的问题，以便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鼓励教

师发展科研能力的方法之一是帮助教师在课堂中

采取行为研究法（action research）。[13]行为研究具有

情境性、合作性、参与性和自评性等特点。在行为

研究中，教师之间以观察、看课、小组讨论、反馈、评

价等形式合作研究，研究教学方法，探讨课堂管理

与互动，职业发展和自我评估，制定研究计划。Van

Lier描述了行为研究的过程：发现问题→收集数据

→制定干预性策略→激活策略记录结果→报告结

果→计划下一个循环。

第四，民办高校积极探索切合实际而有效的教

师培训体系。终身学习是教师培养体系的核心观

念，实验、创新、自主性和灵活性是教师培养体系的

关键部分。[15]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提出了具有指导

意义的教师培训的三个基本领域：个人发展、职业

发展和专家发展。个人发展包括交际技能、语言的

习得和使用、领导能力。专业发展包括对发展需要

的理解、对学生发展和学习的理解、课程发展等。

专家发展原则包括语言水平、文化和文明以及语言

分析。民办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

自己特点的教师在职培养模式，拓宽教师培训渠
道，如校本教师培训，国内校际之间、国外校际之间
的教师合作、交流与学习。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各种
类型的教师培训，并为教师参加培训提供各种便利
条件和物质上的保障。

五 结语
本次调查的规模较小，所取样本数量有限，加

之时间紧张，因此使用的数据虽然很客观，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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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但本次调查充分利用了定性研究的优点，
发挥了开放式问题和深度访谈的优势，了解了民
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现状。希望本次研

究的结果能够对提高民办高校英语教师的自主
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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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English Teachers’Autonomous Development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LIU Li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Liaoning 116052）

Abstract：The paper made a research on English teachers’autonomous development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a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ombin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English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have a desire

for autonomous development; their reflective teaching is monotonous; they have the awareness of cooperation; the

forms of their furthe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re monotonous. The research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teachers’autonomous development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society is supposed to give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more concern and support. English teachers’reflective teaching abil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correctly realize the role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practical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 Private Universities；English Teachers；Autonomous Development；Reflective Teaching

（责任编辑：周锦鹤）

刘 莉：民办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调查与研究 ··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