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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三教」問題從宏觀的角度看實際上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教學改革與發展的問

題，這與近年來中國英語教育／教學呼籲改革的趨勢是一致的。改革能否成功，發展能否持

續，除了國家的語言政策和語言戰略的影響和作用之外，「教師是問題的關鍵，教材和教學

法與教師問題密切相關」。1因而主要取決於漢語教師隊伍整體素質的進步與提高，因為教師

是培養人才的人才；2「教師是課堂的決策者和執行者，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最終都要通過教師

的課堂實踐來實現。」3但事實上我們缺乏對漢語教師（既包括母語（native speaker, NS）教

師與非母語（non-native speaker, NNS）教師，也包括專職教師、兼職教師及志願者教師等）

的研究，缺乏以「教師為中心」（或者說「以教師為本」）的研究。國際著名語言教育專家

Donald Freeman在談到當今世界各國英語教師都普遍面臨教學改革與創新所帶來的巨大壓力

時指出：

我們如果不把研究的聚焦對準教師，英語教學的改革絕不會有大的起色。而要把研究

的聚焦對準教師，我們就必須要深入到基層，深入到教學第一線，認認真真、紮紮實

實地瞭解教師，瞭解他們教學認知的形成，瞭解他們面對各種複雜因素的情況下，選

擇此方法而非彼方法的原因。4

這對漢語教學改革與發展同樣具有針對意義。

貳、漢語作為二語╱外語教師為何要敘事

敘事（narrative）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講故事」（筆頭的記錄、口頭的述說），

敘天地萬物存世立身歷事之經驗―已發生或正發生的事情。「故事就是人類經驗的基

本框架，……敘事是探索人類經驗現象的一條途徑」。5教師是教育工作者  ，教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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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Narrative）就是教師講故事，敘述其教育生活（日常生活中與教育教學相關的

部分，包括學校生活）、教育教學事件及教學實踐（包括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教學行為

等）的經驗。敘事探究╱敘事研究（Narrative Inquiry，也有人用Narrative Research一詞）就

是採用敘事的方式呈現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的真實行為（事件），通過對教師所敘之事

（外顯的）的深度描寫、描摹與分析，「發掘或揭示隱含在這些故事、事件、經歷、行為

背後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信仰，從而發現教育的本質、規律和價值意義」，6簡言

之，作為一種質的研究方式（相對於科學主義下的實驗研究等），其目的就是闡釋或者說詮

釋「故事」裡蘊含的各種「教育」意義（內隱的），尤其是「關注日常教育實踐與經驗的意

義」。7

敘事探究／研究在教育領域方興未艾，在中國英語教學界亦剛起步；8作為教師發展研究

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有學者甚至認為「敘事研究是教師發展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9這話

說得也許極端了，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對外漢語界才初露端倪。孫德金在《北京語言大

學對外漢語教學名師訪談錄》專案編後中指出，「訪談錄」是與敘事研究相契合的，其基本

研究範式屬於質性的敘事研究，對於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無疑具有方法論上的啟發意義。10吳

勇毅與淩雯怡「敘述」了一位在國際學校從事漢語教學的漢語NNS教師如何從一名新手發展

為優秀教師的「成長史」，以尋覓其成長的軌跡。11本研究關注的是敘事研究對漢語作為二

語（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外語（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教師瞭

解自身及他人的認知建構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對其專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具體回答CSL／CFL教師為什麼要敘事之前，先看一個實例：

（敘事一）

1980年華東師範大學文革後恢復招收外國留學生，當年夏天就有從美國大學來的短訓

班。於是中文系語言組的中青年教師幾乎全體出動參與教學（那時學校還未組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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