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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教师专业眼光：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的挑战与策略

吕朔冰1

（1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新手教师在使用教科书时往往未能充分认识到课程标准的指导意义，对教科书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把
握有限，对教科书各部分内容的用途没有领会到位。此外，他们在教科书的诠释和整合方面倾向于照搬，
缺少诠释和整合意识，对教科书内容的价值挖掘也不够深入。文章基于教师专业眼光的视域结构，提出了
一系列策略来提升新手教师的教科书使用能力，包括深入研读课程标准、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整合教科
书内容、创新教科书诠释和开发利用教科书资源。这些策略旨在帮助新手教师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教科书，
提高教学质量，并促进其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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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
文本[1]。教科书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材料，其有效使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教师懂得教科书，把握好
教科书，会使用教科书，教科书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界对教科书使用做出了
更丰富的研究，对教师教科书使用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群体的后备军，即师范生，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丰富学科知识，学习教学方法上，而几乎不关注
提高教科书使用的能力。新手教师甚至是在站上讲台的前一刻，才拿起教科书开始备课，这样的教科书观
念必定会导致不当的教科书使用。比起专业教师，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方面有着诸多不足。新手教师在
教科书使用过程中未能充分认识到课程标准的指导意义；对教材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有限；对教材各部
分内容的用途没有领会到位；在教材的诠释和整合方面，新手教师倾向于照搬教材，缺少诠释和整合意识；
在对教材内容的价值挖掘上，新手教师能发现一般性的价值，但没有深入挖掘潜在价值；对教材配套资源
的依赖更强，无法积极、灵活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2]。

专业眼光(professional vision)一词最初由语言人类学家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Goodwin)于 1994年提出,
指的是具有相同兴趣的特定社会群体留意、理解和解决某些事件的独特方式，它反映了教师所具有的情境
化的综合性教学品鉴能力[3]。这种能力对于职前教师培养课程设计、在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产出具有直接的
指导价值。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新手型教师由于缺乏经验，往往难以准确把握教科书的核心价值和
有效运用教学策略，这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制约了教师自身的成长。因此，研究新手型教师如何运用
专业眼光处理教科书，对于提教师教学质量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新手型教
师在教科书使用中遇到的挑战，分析他们如何运用专业眼光应对这些挑战，并探索有效的策略以提升新手
型教师的专业眼光和教科书使用能力，力图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教科书的使用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并逐渐成为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议题。
霍秉坤将教科书使用研究框架分为教科书使用影响因素、教科书使用模式和教师转化教科书三个部分[4]，其
中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一直是研究教科书使用的关键问题。霍秉坤认为,在中国课堂中,教师是主导者。因此,
教学关键在于教师如何转化教科书内容[5]。教师转化教科书可以理解为教师将文本形式的教科书经过加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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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终应用到教学的过程。对于教师转化教科书，众多学者做出了研究并且绘制了模型。安桂清分别从
课程视角和教学视角构建出教师转化教科书的框架模型[6]。雷米勒德（Remillard）从课程视角出发，分别构
建出两种教师转化教科书的框架。第一从课程设计角度出发，绘制了教师与教科书互动关系的模型[7]；第二
从课程要素构成出发，提出了教师—课程要素关系之间的互动框架[8]。 孔凡哲、史宁中在霍德（S.M.Hord）
等人设计的 IC成分检核表的基础上分析了教师使用教科书进行课程实施的主要过程, 进而构建了教师使用
教科书的水平模型[9]。总的来说，教师转化教科书的研究模型构建多着眼于课程与教学两个方面，并且大多
关注到了教师的反馈。

2001年,美国西北大学米里亚姆·谢琳(MiriamSherin)教授将“专业眼光”一词引至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提
出“教师专业眼光”这一学术概念,强调当个体成为某一专业学科的一部分时,个体会被训练用一种特定的方式
去看待一组特定的现象[10]。教师专业眼光就是学会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注意和解释课堂中的重要
交互事件的能力，主要包括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基于知识的推理（Knowledge-based Reasoning）
两大过程[11]。选择性注意涉及教师从复杂的课堂情境中选择注意什么教学事件的能力，而基于知识的推理
则指教师对注意到的关键事件进行认知加工的过程[12]。教师专业眼光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对教师如何捕获
信息、解释和推理关键课堂事件，并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的分析。这一框架不仅关注教师对教学事件的感
知，也涉及教师如何基于这些感知做出教学决策。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探索教师专业眼光的构成要素、
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通过专业发展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眼光。

三、教师专业眼光视域下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中面临的挑战

（一）课程标准理解与专业眼光的目标导向偏离

教师专业眼光强调依据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准确把握教学目标，而课程标准是教学目标设定的重
要依据。众多研究表明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主题内容、认知水平以及核心素养落实程度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13]。新手教师在教科书使用时多忠实于教科书的客观内容，而没有将教科书看作是一个整体，在课程
标准的角度上，促进学生的发展。从选择性注意的角度看，新手教师难以精准聚焦教科书中的关键要求，
如对学生在不同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培养目标关注度不够。以数学学科为例，对于“数据分析观念”这一核心
素养在课程标准中的具体阐述，新手教师可能无法准确使用教科书去渐进式地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
导致在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深度把握上出现偏差。在基于知识的推理方面，新手教师缺乏将教科书要求转
化为具体教学行为的能力。他们在使用教科书时多关注内容本身，而不能很好的理解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
无法合理推断出适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使得教学过程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难以有效落实
课程标准要求，影响学生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教科书结构把握与专业眼光的整体架构缺失

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从宏观角度理解教科书结构，构建知识体系框架[14]。
新手教师在这一环节表现出明显的能力欠缺。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往往只关注到教科书中单个知
识点或章节的局部内容，而忽视了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例如，在语文教材中，对于不同单元的主题编
排、文体分布以及读写结合的整体设计意图，新手教师难以敏锐察觉。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引导
学生建立起系统的语文知识网络，学生难以理解不同知识点在提升语文综合素养中的相互作用。从基于知
识的推理层面分析，新手教师由于缺乏对教科书结构的整体把握，无法基于学科知识体系推理出合理的教
学顺序和教学重点分布。他们不能像经验丰富的教师那样，根据教材结构特点设计螺旋式上升的教学路径，
以促进学生知识的逐步深化和迁移应用，导致教学过程碎片化，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认知结构。

（三）教科书内容整合与专业眼光的灵活运用障碍

教师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根据教学实际灵活整合教科书内容，以满足学
生多样化学习需求[15]。然而，新手教师在这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且在教科书相关运用上存在明显不足。在
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受自身经验及对学科知识理解程度的限制，难以精准定位教科书中适宜整合的
内容以及整合方式。教科书内容丰富多样，但新手教师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孤立的知识点，无法深入挖
掘其内在联系。以历史学科教学为例，对于同一历史时期，教科书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
史实呈现。但新手教师可能仅关注到某一个方面，如在讲述某朝代时，只着重讲解政治事件，而忽略了经
济发展对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他们不能像经验丰富的教师那样，敏锐地
识别出这些分散知识点之间的关联，难以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无法向学生全面呈现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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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貌。这种对教科书内容选择性注意的欠缺，导致教学过程碎片化，学生难以构建完整的历史认知体系。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缺乏跨学科知识整合的意识与能力，在运用教科书时无法充分

发挥其潜力。他们未能基于学科教学知识深入推理不同学科知识与教科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难以将其
他学科相关知识融入本学科教学。他们不能为学生创造综合性的学习情境，将物理光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
识及生活实际相联系，不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思维能力。这使
得教科书在新手教师手中仅被当作单一学科知识的载体，限制了专业眼光在教科书内容整合中的有效发挥，
无法充分挖掘教科书的多元价值，进而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四）教科书诠释与创新与专业眼光的深度挖掘局限

专业眼光促使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深入挖掘教科书内涵，进行创新教学诠释，新手教师
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从选择性注意角度看，新手教师大多只能关注到教材表面呈现的知识和活动，对
教材内容背后所蕴含的学科思想方法、文化内涵以及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意义缺乏敏锐洞察力。
例如，在科学教材中关于自然现象的描述，新手教师往往仅完成知识传授，而忽视引导学生从科学探究精
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深层次角度去理解和思考。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对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的掌握不够深入，难以基于这些知
识对教材进行创新性诠释和教学方法设计。他们习惯于照搬传统教学模式，不能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情境
推理出更具创意和启发性的教学活动。例如，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新手教师可能只是按照教材顺序逐句讲
解，而无法根据文章主题和学生兴趣设计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
得教学过程缺乏活力，难以充分发挥教材的教育价值，体现专业眼光在教科书诠释与创新中的深度挖掘能
力。

（五）教科书资源开发与专业眼光的拓展意识薄弱

教师专业眼光要求教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积极拓展教科书资源，丰富教学素材[16]。新手教
师在这方面表现出拓展意识淡薄的问题。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新手教师对教材配套资源过度依赖，对身边
丰富的课程资源缺乏关注和识别能力。例如，在地理学科教学中，对于学校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地方特
色文化等潜在教学资源，新手教师往往视而不见，不能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局限于教材中的案例和
图片。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新手教师由于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的局限，难以推理出如何将生活资
源、社会资源和网络资源等转化为有效的教学资源。

四、基于教师专业眼光的新手教师教科书使用策略

（一）以专业眼光深入研读课程标准，明晰教学方向

教师专业眼光中的选择性注意和基于知识的推理能力为新手教师研读课程标准提供了重要视角。新手
教师应深入分析课程标准对应的教科书内容的各个部分，精准把握其中对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要求，以及
不同学段的目标层次差异。新手教师要将课程标准中的要求、教科书内涵、学科知识体系和教学实际相结
合，合理推断出每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同时，要根据课程标准对教学评价的建议，设计合
理的评价方式，以检验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确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课程标准展开，使专业眼光在课程标
准研读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借专业眼光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把握整体架构

借助教师专业眼光的视域结构，新手教师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在选择性注意方面，
对教科书进行全方位审视，从教科书的目录、章节标题、小标题等结构元素入手，深入分析其编排逻辑。
关注教科书如何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组织，识别出教科书中的核心知识模块、
关键概念以及贯穿全书的知识线索。

其次，运用基于知识的推理，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通过构建思维导图或知识框架图等可视化工
具，将知识点以层级结构、网络结构等形式呈现，清晰展现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逻辑层次。在教学过程
中，依据构建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遵循从整体认知到局部深入、从宏观把握到微观理解的路径逐步学习，
帮助学生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学科认知结构，使专业眼光在教科书结构把握中发挥核心作用，提升教学的
系统性和连贯性。在教师专业发展进程中，构建教科书知识体系的能力是提升教科书使用能力的关键环节。
教师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科书结构，有助于在教学中灵活调用教科书内容，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调整
教学顺序和重点，使教科书成为教学的有效指导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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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专业眼光整合教科书内容，优化教学安排

教师专业眼光有助于新手教师灵活整合教科书内容。在选择性注意上，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
深入分析教科书内容，挖掘知识点之间的潜在联系，确定可整合的内容。从知识的本质属性、应用场景、
学科思想方法等多维度寻找关联点。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合理规划
整合后的教学内容顺序。设计连贯、有序的教学活动，使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易
到难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注重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依据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点，将相关学科知识有机融
入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综合性的学习情境。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能够从多学科视角理解和运用知识，从而提升专业眼光在教科书内容整合中的有效性和创新性。在
教师专业发展中，不断提升教科书内容整合能力，能够使新手教师更好地适应不同教学情境和学生需求，
充分发挥教科书的教学价值，提高教学质量，推动自身专业成长。

（四）凭专业眼光创新教科书诠释，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专业眼光促使教师深度挖掘教科书内涵并创新教学方法。新手教师结合学生特点和教学情境，运用选
择性注意寻找教材内容与学生兴趣爱好、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现实的契合点。关注教材中能够引发学生共鸣、
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探究欲的元素，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方面，基于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对教科书进行个性化诠释。突破传统教学模式
的束缚，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学习风格和认知水平，设计富有创意和启发性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从不
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出独特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积极营造民主、开放的教
学氛围，鼓励学生参与教材诠释过程，尊重并重视学生的观点和想法，与学生共同探索教材的多元意义，
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彰显专业眼光在教科书诠释创新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种诠释教
科书的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新手教师在教学中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增强教科书对学
生的吸引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提升自身在教科书使用方面的专业能力。

（五）靠专业眼光开发利用教科书资源，丰富教学内涵

教师专业眼光有助于新手教师拓展教科书资源。在选择性注意方面，提高对各种潜在教学资源的敏感
度，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不仅关注教科书配套资源，更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生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
等，如自然现象、社会热点事件、地方文化特色等，并将其与教材内容有机联系起来。

在基于知识的推理层面，运用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将挖掘到的资源与教科书内容进行深度融合。
通过巧妙设计教学环节，将资源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和内涵深度。同时，注重提
升多媒体资源制作和运用能力，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教学目标的需求，制作或筛选高质量、针对性强的
多媒体资源，如教学动画、视频、音频等。利用多媒体资源的直观性、形象性和交互性，增强教学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充分体现专业眼光在教材资源开
发中的重要价值。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开发利用教材资源能力的提升，能够使新手教师丰富教科书的
教学资源库，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展示了教师在教科书使用上
的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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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Vis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Novice Teachers in Textbook Utilization

Lv Shuobing1
1Faculty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Novice teachers often fail to fully recognize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demonstrat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extbooks' overall structure, and lack thorough grasp
of the purposes of various textbook components. Additionally, they tend to mechanically replicate
textbook content with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on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inadequate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within textbooks. Based on the visual structur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novice teachers' textbook
utilization capabilities, including: conducting in-depth studie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constructing
textbook knowledge systems, integrating textbook content, innovating textbook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and developing textbook resource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assist novice teachers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extbooks,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professional
growth.

Keywords: Textbook utiliz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vision; No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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