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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共同体、课例研修主题、教育叙

事体系等进行分析。认为,建立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共同体需结合教育叙事特性,选择课例研修

主题应基于教育叙事导向,构建教育叙事体系要依据体育课例研修阶段特点。提出,需秉持联系教师

实际,引导教师叙事的设计方向;转向教材探索,促进体育教育转型的叙事逻辑;彰显伦理追求,开

展体育教学研究的叙事价值;寻求最大公约,形成本土体育风格的叙事方式,以构建中小学体育教师

课例研修教育叙事体系。
关键词:课例研修;教育叙事;体育教师;叙事体系;体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96 (2023)02-0091-06

  收稿日期:2022-08-25
作者简介:刘明梅 (1995—),女,河南商丘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通讯作者:赵富学 (1982—),男,甘肃庆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

育社会学。

文本信息:刘明梅,赵富学.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共同体中教育叙事体系构建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23,37 (2):91-96.

  课例研修,也称为课例研究 (lesson
 

stud-
y),是指教师通过协同合作打磨课例,以更好

教授教学内容的做法,因其可以明显提升自身及

团队的专业能力[1],被认为是一种以学校为基础

的长期的、协作的专业发展形式[2]。研修共同体

是在共同目标的引领下,教师与非教师在学习和

研究过程中进行交流和资源共享,通过共同完成

某些任务促进个体成长的组织。当前,教育叙事

已成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不仅

能发现和揭示体育教师的教育经验与过程,且能

够将研修的过程、教师的经验、教研员与指导专

家的客观评价有机结合[3]。通过探究教育叙事的

内部关系及其构成方式,有助于提高体育教师的

协作研修能力,改善体育课程常规教学和研修

方式。

1 结合教育叙事特点建立中小学体育教

师课例研修共同体

1.1 遵循同质共进与异质互补原则

在传统的研修共同体中,多数体育教师的

“自我”意识大于合作共赢,在教学工作中互检

与互评较少,部分教师不愿分享自己长期积累的

宝贵经验。确立 “同质共进,异质互补”的原

则,既可以强化成员的自我意识和定位意识,也

可以有效促进成员的去人格化,使其价值观趋于

一致,从而激发课例研修共同体成员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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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课例研修共同体的凝聚力。课例研修要注重

教育叙事导向,促使共同体成员形成有效分工、
融会 贯 通 的 叙 事 意 识,进 而 提 升 个 人 的 叙

事能力。

1.2 重视研修分工与强化叙事意识

在体育课例研修共同体中,组成成员包括主

讲体育教师、观察体育教师、教研员、指导专

家,叙事化的研修内容可能涉及学生、教师、教

材等 (图1)[4]。要在重视研修分工的基础上强

化叙事意识,如以 “小学体育运动技术教学策

略”为研修主题,研修共同体可以针对 “水平一

(二年级)《跳跃和游戏》”,选择熟悉此课程的

共同体成员,建立与研修主题相符的教学体系,
结合教育叙事的结构特性开展课例研修,通过强

化叙事意识和有效的研修分工,激发共同体成员

大胆探索和改进提高,并尝试将成功的经验扩大

到更多的教学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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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课例叙事研修共同体

1.3 控制研修规模与优化叙事方式

为保证研修的效果,要控制好研修小组的规

模,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小组形式,如

在区域内和区域之间建立联合研修小组。要转变

教育叙事方式,从宏大走向平凡,以真正实现教

学目标。宏大的教育叙事追求人的崇高境界和终

极价值,而平凡的教育叙事强调教师关注学生的

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例如在 “水平一 (二年

级)《跳跃和游戏》”的课堂中,结合一些场景

导入教学内容,如 “大家曾经看过或听说过空军

降落伞吗? 想尝试空军降落伞游戏吗?”“空军降

落伞可以从高空平稳降落,大家可以跳出第一步

并平稳降落吗? 仔细想 一 想 如 何 平 稳 降 落?”
“哇! 哇! 第一级挑战成功!”在体育教师创建的

故事场景下,同学们积极模仿降落伞平稳着陆的

动作,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身体下蹲保持平衡、屈

膝缓冲起跳与落地的动作技能,体育课堂也变得

生动有趣。

2 选择基于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导

向的教育叙事主题

2.1 发挥课例研修中各要素的功能

选择教育叙事主题是让课例研修各个要素有

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要采用科学多样化的手

段,结合教学主题、教育反思、教学思想、教学

情节等四要素确定研修主题[5]。首先,体育教师

要重视撰写教育日志,不断梳理和总结个人的教

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其次,体育教师要通过叙事

营造有温度、有情感和有活力的良好学习环境,
使学生感受到人文关怀,接受积极的体育教育。
最后,课例研修共同体经过对教育叙事主题的研

讨,也丰富了成员们的精神与情感,从而提升其

教学质量。

2.2 确保体育教育中的研修有效性

教育叙事主题的选择通常与课例研修共同体

的建立同步,因为建立研修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解

决与研修主题相关的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教育

叙事主题的确认过程就是体育教学研修的一部

分,其源于体育教学实践与研修过程。有效的研

修有助于一线体育教育工作者阐释并整理日常经

验、明确教师的角色、建构体育教师积极的身份

认同等[6]。教育叙事主题的选择与研修的有效性

相结合是建构教师身份认同的前提,通过确保研

修的有效性使教育叙事主题内含价值关怀、开放

且注重平等,从而应用于教学实践。

2.3 需要多角度考虑课例研修的应用

要多角度考虑和融入课例研修的应用性。可

以根据学校的体育目标选择教育叙事主题,也可

以根据体育教学水平和体育具体课程来选择研修

主题的突破和切入点,还可以根据体育教师对学

科教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水平来设计研修主题。
以课例研修的应用性为基础选择教育叙事主题,
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提升教育叙事主题的价值,也

可促进体育教师创造新的知识、丰富实践经验。

3 根据体育课例研修阶段特点开展教育

叙事体系的构建

  传统教育叙事缺乏系统建构,叙事者、叙事

主题和叙事分析混杂,缺乏清晰具体的方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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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7]。以课为媒,让课说话———基于课例研修4
个阶段开展教育叙事,不仅是发现和发展中小学

体育教师实践知识的有效途径,在关注 “理”与

“逻辑”,融合教育过程、教学体验与教学反思的

过程中,也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把握叙事主题、运

用叙事方法、进行叙事分析,提供了实践路径参

考。体育教师要根据教育思想、教学主题、教学

情节、教学反思等要素,围绕课例研修的课前准

备、自主设计、同伴打磨、实践反思与总结4个

个阶段进行教育叙事 (图2),重点提升体育教

师的经验叙事、教材研究叙事、教学探索叙事和

教育本土叙事素养,加深对教育叙事的理解。如

以 “基于学生运动素养发展的小学阶段体育技术

教学”为研修主题,以 “水平一 (二年级) 《行
进间运球和游戏》”为具体课例,阐释课例研修

中的4个阶段特点,以及各环节与中小学体育教

师教育叙事的逻辑关系。

图2 基于课例研修共同体的教育叙事内容

3.1 课前准备阶段:注重教师叙事环境

课前准备阶段负责为体育教师叙事创设环境

和条件,具体包括:①组建研修团队;②确定此

次小学篮球课例研修主题;③制定小学篮球研修

计划。研修主题是课例研修的核心,制定研修主

题时要针对确定的教学问题,査找文献资料,寻

找可能的解决办法。制定研修计划要从需要解决

的问题出发,作出假设和初步设想。要创造良好

的对话沟通与思想交流的环境,激发成员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发挥课例研修各要素的功能,确保

课例研修的有效性。

3.2 自主设计阶段:激发教师叙事自觉

教育叙事应强调教师的自主经历,强调学生

的受教育经历,进而激发体育教师持续叙事的自

觉性[8]。本阶段课例研修的备课内容包括:明确

教学目标、分析学习情况、选择教学方法、运用

叙事手段、根据研修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与教学活

动。在体育教师备课结束后,对所有稿件进行讨

论,最终选择最适合本次课例研修的稿件。要采

用多种手段激发体育教师的叙事自觉,使其综合

运用教学经验与方法,整合自身关于篮球原地运

球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开展备课并制定说课稿,
不断提升自身职业素养。

3.3 同伴打磨阶段:叙事以学生为中心

这一阶段主要包括教案研讨、教案修订等活

动,是研修共同体对教案进行研讨之后,主讲教

师第二次课程准备。教育叙事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对教材透彻分析。本课程的学习目标是要求

学生在运球时具有一定的控制篮球的能力,在保

证不丢球的基础上,具备相应的运球速度。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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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此目标,学生需要体验篮球的落点和手触球的

位置。主讲教师应在研修讨论中与学生多交流,
再对教案进行修订,这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的学

习风格,提升教学效果。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观

课看课,创建回顾性叙事文本,有助于完善自身

的授课方案。

3.4 实践反思与总结阶段:寻求教师叙事动力

此阶段的实践活动包括观课分工、授课观

课、评课议课、第三次备课以及研修总结。研修

共同体经过3轮备课之后需检查是否达到了课例

研修的目标,如果尚未达到目标,应重新选择授

课班级授课观课、评课议课,直到研修目标达

成,并进行研修总结[9]。体育教师自身要反思承

担的任务是否完成,总结叙事实践中的成长与收

获,共同体撰写基于教材与叙事交流的课例研修

报告。最后将教师的备课教案、观课报告、会议

记录、研修心得等所有教育叙事材料归入档案,
形成完整的课例叙事研修示范案例。

在整个研修过程中,体育课例研修程序的4

个环节紧紧围绕教育叙事指向。从 “水平一 (二
年级)《行进间运球与游戏》”课程实施流程来

看,主要经历了 “3次备课、2轮打磨、2次上

课”。但这仅作参考,体育教师可以按照实际教

学需求调整研修进度与次数。每个研修周期并没

有特定的时间限制,可以是1周、1个月甚至1
个学期,其最终目标是提升教育叙事效果,让研

修成果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4 基于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的教育

叙事体系构建路径

  将研修重点放在叙事环节,构建 “始于上

课、终于叙事”的中小学体育教师课例研修的教

育叙事体系路径 (图3),不断完善体育教师以

自身为研究对象的课例叙事研修报告,教研员与

指导专家以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的课例叙事研修

报告。从叙事设计、叙事逻辑、叙事价值和叙事

方式4个方面入手,逐步将课例研修从实践事实

发展为逻辑框架,再升华为道德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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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课例研修的教育叙事体系构建路径

4.1 叙事设计:联系教师实际,引导体育教师

叙事

传统教育叙事较为忽视结合教师实际设计叙

事环境与主题,只是将教育叙事作为一种中观层

面上的理论方法论加以阐述。应联系体育教师实

际课堂环境进行叙事设计,引导教师与学生积极

互动是课例研修中的重点和难点环节[10]。中小

学体育教育叙事研究是实践性的,重点是论从事

出,要从体育故事、体育事件中收获新想法、新

启发。首先,要有明确的研修主题。在明确研修

主题的基础上,使体育教师专注于具有较高价值

的故事,明确后续研修的目标方向。其次,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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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一定的体育叙事范围内,这是保证研修效果

的重要要求之一。最后,要有明确的叙事研修意

图,保证研修的挑战性、问题性和开放性,以调

动体育教师的探究兴趣和积极性,引导体育教师

对话、辨析、证实和研究走向深入。

4.2 叙事逻辑:转向教材探索,促进体育教育

转型

传统的教育叙事往往着眼于伟大的人和事,
尤其是对奥运人物的伟大叙事,与师生现实生活

的关联性较弱,因此不应作为教育叙事的主体性

内容。体育教师基于教材叙事,要在知识体系和

教育叙事之间寻求平衡。首先,要对体育教材有

清楚而深刻的认识,全面设计体育教材的叙事系

统结构,使叙事前有准备和伏笔,后有落实和呼

应,确保叙事内容与教材体系环环相扣,使每次

体育课具有鲜明且不同的叙事特征。其次,每册

体育教材的单元之间应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每节

课都应完成一个关于学生成长的特殊教育叙事。
最后,每节课的不同部分之间也应有清晰的逻辑

关系,叙事文本也应独立存在,每个部分和每个

特定的活动都应是叙事化的。基于此,叙事逻辑

才能呈现出 “叙事系统和系统叙事”的混合

特征。

4.3 叙事价值:彰显伦理追求,开展体育教学

研究

课例研修中的叙事性话语会激发学生的兴

趣,甚至成为课堂亮点,也可以体现教师的主导

作用。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和事实本身,而

是学习者和教育者对知识、事实和经验的意义构

建。首先,应根据体育教师的个人教育生活背

景,对具体事件和经验加以描述,讲述自己的故

事,传播自己的声音、思想。其次,改变体育教

师在知识的生产和分配链中的位置,从知识的传

播者向上延伸,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在开展教育

叙事研究、讲述自身教育故事时,应注重激发共

同体成员参与研修的热情,现场教研员和指导专

家在回答研修问题时,应进一步解释教学问题的

产生与教育叙事的意义,以引起研修共同体反

思,促进 实 际 问 题 的 解 决,最 终 形 成 典 型 的

案例。

4.4 叙事方式:寻求最大公约,形成本土体育

风格

叙事方式是研修共同体通过教育叙事进行课

例研修的外在形式,是叙事价值的重要载体。一

要处理好研修中自己与他人的声音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认为,人们的语言一半属于自己,另一半

属于他人,并且充满了话语权。个体通过将自己

的声音与他人的声音、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

区分开来,逐渐形成自我意识。体育教师应努力

消除他人的声音和思想,不断探索叙事的新意义

和规范。二要处理好学生特点与体育教师知识传

播之间的关系。利用大数据资源对学生、主讲教

师、观察教师、教研员和指导专家进行定量定性

分析,深刻挖掘他们的心理追求、价值诉求等;
利用互联网手段,搭建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平

台,促进经验分享、知识传递。三要处理好课例

研修中教育叙事与体育教育叙事之间的关系,使

其在现有的定量研究范式和人文研究范式的基础

上,突出体育教育叙事自身的特点,如 “寓道理

于体育故事中”的研究形式、研修的开放性和多

元性的评价方法等。

5 结语

教育叙事是学校教育自然、原初的表达方

式,是一种适合中小学体育教师研修的方法,更

是对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与体育知识的综合运

用。教育叙事研究要面向中小学体育师生,回到

课例中心,形成多维分析与有效揭示的框架体

系。构建体育教师课例研修的教育叙事体系需立

足于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需求和教师表达特点,
因需构体,从实着力,还要立足于我国基础教育

实践和研究现状,完整理解叙事主题,优化整合

叙事结构,充分发挥叙事功能,从而形成独特的

体育教育叙事方法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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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sson
 

study
 

community,
 

lesson
 

study
 

theme
 

and
 

educational
 

narrative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
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sson
 

study
 

commun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educational
 

narrative.
 

The
 

choice
 

of
 

lesson
 

study
 

theme
 

should
 

be
 

based
 

on
 

educational
 

narra-
tive

 

orien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narrative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
 

study
 

stage.
 

It
 

is
 

propos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connecting
 

teachers’
 

reality
 

and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teachers’
 

narrative,
 

tur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r-
rative

 

logic,
 

highlight
 

the
 

ethical
 

pursuit
 

to
 

carry
 

out
 

the
 

narrative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
search,

 

seek
 

the
 

biggest
 

convention
 

and
 

form
 

the
 

narrative
 

mode
 

of
 

local
 

sports
 

style,
 

so
 

as
 

to
 

con-
struct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lesson
 

study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
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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