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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左右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关键性因素。而实践性知识的形成需要问题情境、研究共同体和教
师反思的介入。教育设计研究由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组建的团队，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下，通过分析问题情境、设计原型、反
复应用评价等方式开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不仅可以促进课程、教学、评价的发展，也可以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建提供有
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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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基 本 条 件 之 一，不 管

是理论性知识还 是 实 践 性 知 识 都 是 教 师 解 决 其 教 学 中 遇

到的各种情境 和 问 题 的 依 据。不 仅 师 范 学 院 十 分 重 视 基

本学科教学知识的建构，教育部、各 级 教 育 培 训 机 构，乃 至

学校自身也都在加强教师培训的力度，以 适 应 教 育 发 展 的

需求，适应课程 改 革 的 需 求。但 是，各 方 面 的 努 力 并 未 产

生理想的效果。虽然教师的显性理 论 知 识 大 幅 度 增 加，但

是并没有引起 其 教 学 实 践 的 变 化。这 也 促 使 更 多 的 学 者

关注教师实践 性 知 识 的 构 建 研 究。本 文 将 以 英 语 教 师 发

展为例，介绍如何通过教育设计研究促进 教 师 实 践 性 知 识

的构建。

一、学科教学知识与实践性知识

（一）什么是学科教学知识

自从苏尔曼提出学科教学知识 的 概 念 以 来，有 关 学 科

教学知识内涵的研究一直不 断。根 据 苏 尔 曼［１］的 观 点，教

师的学科教学知 识 由 学 科 内 容 知 识、一 般 教 学 法 知 识、课

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关于学生及 其 特 性 的 知 识、教 育 情

境知识和教育目 标 与 价 值 的 知 识７部 分 组 成。受 建 构 主

义思潮的影响，科克伦［２］等人对舒尔曼 提 出 的 学 科 教 学 知

识概念进行 了 增 添 和 修 补，从 动 态 角 度 将 舒 尔 曼 的 静 态

“学科教学知识”概念重 新 定 义 为“学 科 教 学 认 知”，即“教

师对一般教学法、学 科 内 容、学 生 特 征 和 学 习 情 境 等 知 识

的综合理解”，认为学科教学知识由学 科 内 容 知 识、教 学 法

知识、教学情境知识和关于学生的知识４部分组成，４种知

识处于一种不均衡的发展与融合 状 态。但 是，都 未 注 意 到

实践性知识在教师学科教学知识中的地位。

国内学者在分 析 国 外 有 关 学 科 教 学 知 识 研 究 的 基 础

上指出，学科 教 学 知 识 应 该 由４部 分 组 成，即：条 件 性 知

识、本体性知 识、实 践 性 知 识 和 一 般 性 知 识［３］。以 英 语 学

科为例，所有英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本体性 知 识 即 英 语 语 言

知识和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这也是英语 教 师 区 别 于 其 他

学科教师的最 显 著 的 标 志。条 件 性 知 识 指 所 有 从 事 教 育

教学人员必须具 备 的 知 识，包 括 教 育 学、心 理 学、课 程 论、

教学论、测量学、统计学等，同时还包 括 从 事 语 言 教 学 必 须

具备的知识，包括 语 言 学、应 用 语 言 学、语 言 教 学 理 论、二

语习得理论等，甚至包括社会学和 人 类 学 知 识 等。一 般 性

知识指关于 世 界 的 知 识，一 般 情 况 下 是 教 师 通 过 博 览 群

书、观察生活等多种途径来积累。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林 崇 德 教

授把教师的知识 分 为 本 体 性 知 识、条 件 性 知 识、实 践 性 知

识和文化知识，而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更 是 将 其 分 为 理 论

性知识和 实 践 性 知 识 两 部 分。那 么，什 么 是 实 践 性 知 识

呢？实践性知识与学科教学知识到底什么关系？

（二）什么是实践性知识

根据杜威的观点，知识是通过操 作 把 一 个 有 问 题 的 情

境改变成为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４］４７。教师 的 学

科教学知识因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教 师 可 以 陈 述 的 显

性理论知识，一种是教师难以明确表达的 其 行 为 背 后 的 知

识，称之为使用的 理 论 知 识，我 们 把 第 二 种 知 识 称 之 为 实

践性知识［５］。对教师实践性知 识 研 究 始 于２０世 纪 加 拿 大

学者艾尔贝兹，之后实践性知识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１２

　基金项目：北 京 市 高 等 教 育 学 会“十 二 五”高 等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课 题《关 于 研 究 共 同 体 的 大 学 英 语 教 师 发 展 研 究》

（ＢＧ１２５ＹＢ０７６）

　作者简介：尹静（１９６５—），女，天津市人，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外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教师发展、课程教学

论。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关注。不过，对于实践性知识的内涵 学 者 的 看 法 也 不 尽 相

同。有的学者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 是 教 师 以 独 特 方 式 拥

有的一种特别的 知 识，是 教 师 以 其 个 人 的 价 值、信 念 统 整

他所有的专 业 理 论 知 识，并 且 依 照 实 际 情 境 为 导 向 的 知

识［４］３。我国学者陈向明教授认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

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 炼 后 形 成 的，并 通

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 学 的 认 识”［６］。本 文 借 鉴

前人的观点，结合 教 师 教 育 教 学 行 为 的 实 践 性 特 征 认 为，

实践性知识是教 师 在 具 体 的 教 育 教 学 中 使 用 的 用 于 引 导

其教育教学行为 的 知 识，包 括 其 所 信 奉 的 理 论，更 包 括 其

难以表述的隐 性 的 理 论 知 识。只 有 当 知 识 用 于 指 导 教 师

的实践，才能成为对教师有用的知 识。如 果 不 能 为 教 师 所

采纳，也只能是显性的理论知识而已［７］。

二、开展教育设计研究的必要性

（一）中国教师的知识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知行相依不 离”“知 行 合 一”一

直为人们所追崇。对 中 国 的 学 者 而 言，行 动 重 于 言 论，胜

于思辨。中国人也因此十分 重 视 实 践 和 使 用。调 查 研 究，

中国的一线教 师 对 纯 理 论 持 怀 疑 态 度。中 国 的 基 础 教 育

课程改革已有１０年 之 久，尽 管 越 来 越 多 的 老 师 开 始 接 受

新课程的理念，但是实际教学仍旧没有改 变 应 试 教 育 的 局

面。尽管教育工 作 者 都 在 试 图 实 践“学 生 者 中 心”的 课 程

和教学理念，试 图 开 展 任 务 型 教 学。但 现 实 是，中 国 的 外

语教学仍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师中 心 课 堂，基 础 教 育

如此，高等教育更是如此。这很大程 度 上 与 中 国 教 师 的 知

识观有关。中国教师关注的是理论 的 实 践 价 值，是 知 识 的

工具性。只有当知识用于指导教师 的 实 践，用 于 解 决 其 教

育教学中的实际 问 题，才 能 为 教 师 所 接 受，也 才 能 成 为 教

师知识的一部 分。中 国 教 师 的 知 识 观 说 明 实 践 性 知 识 建

构的重要性。

（二）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

不管是教师的 学 科 知 识，条 件 性 知 识，还 是 其 情 境 知

识和关于学生 的 知 识 都 是 通 过 教 师 的 实 践 而 形 成 的。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知识的构建受来自内外 两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内部表现为教师的自我反思，而 外 部 则 表 现 为 教 师 寻

求学习支持与帮助，如教师实践共 同 体、合 作 团 队、其 他 有

经验的老师等。研究发现，实践共同 体 和 反 思 是 实 践 性 知

识生成的两个重 要 媒 介［４］１８３－２０２。共 同 体 是 教 师 的 实 践 性

知识发展的土壤，没 有 共 同 体，也 就 失 去 了 实 践 性 知 识 建

构的基础。教师实 践 性 知 识 的 形 成 也 因 此 离 不 开 各 种 共

同体。

（三）教育设计研究与实践性知识的构建

教育 设 计 研 究 亦 称 基 于 设 计 的 研 究，９０年 代 早 期 由

Ｂｒｏｗｎ和Ｃｏｌｌｉｎｓ在反思传统 的 实 验 室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起来的。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教育 设 计 研 究 不 是 在 实 验

室条件下研究特定教学变量的作用，而是采 用“设 计 实 验”

的方式，在 实 际 课 堂 情 境 中 开 展 教 学 干 预 的 设 计 和 研

究［８］。教育设计研究以解决现实 教 育 问 题 为 目 标，要 求 管

理者、研究者、实践者和设计者等共同努力，在真实自然的

情境下，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 展 迭 代 式 的 设 计 研 究，

形成可靠而有效的设计，实现理论 和 实 践 双 重 发 展。而 正

是这种理论和实 践 的 双 重 发 展 促 进 教 师 实 践 性 知 识 的 建

构。

教育 设 计 研 究 一 般 由４个 阶 段 组 成，即 了 解 性 探 究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实 施（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局 部 效 果 评 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和 拓 展 效 果 评 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探索阶段的目的是通过需求分析的方式

确定问题所在，了 解 教 学 的 需 要，设 计 灵 活 可 变 的 教 育 干

预；实施即在实践 过 程 中 收 集 数 据 和 信 息，而 评 价 则 是 对

设计的相关性、实 用 性 和 有 效 性 进 行 评 价，根 据 评 价 修 改

设计，在更大的范 围 内 应 用 和 实 践，总 结 归 纳 出 基 本 原 理

和理论。鉴于教育设计的迭代性特 点，设 计 过 程 中 有 可 能

出现多个原型，通过应用和实践，逐步达到完善。

教育设计研究需要构建一个研 究 共 同 体，共 同 体 为 了

一个共同的愿景，通 过 合 作、协 商 解 决 教 育 教 学 中 呈 现 出

的问题，谋求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发 展。共 同 体 由 不 同 学 术

背景的教师组成，大 家 在 一 种 互 助 合 作、开 放 的 环 境 中 研

究问题所在，反思其教学设计。研究 指 向 实 际 的 教 育 教 学

行为，旨在解决教 学 中 出 现 的 问 题，可 以 帮 助 教 师 感 知 理

论在实践中的 应 用 以 及 在 问 题 解 决 中 的 作 用。多 个 原 型

的设计要求教师在研究中反思其教育干 预 手 段，符 合 实 践

性知识对教师 反 思 的 要 求。教 育 设 计 研 究 也 因 此 可 以 是

一种可行的实践性知识构建媒介。

三、教育设计研究实施建议

（一）构建研究共同体

所谓研究共同 体 指 由 教 师 与 专 业 研 究 者 组 成 的 研 究

群体，教师在专业 指 导 教 师 的 协 助 下 开 展 校 本 项 目 研 究，

通过合作共同提高，是促进教师发展的新途径［９］。

根据教育设计 研 究 组 建 的 研 究 共 同 体 不 同 于 一 般 概

念上的研究共同体。这个集体中团 队 成 员 都 是 一 线 教 师，

地位平等，便于协商交互。教育设计 研 究 要 求 共 同 体 由 不

同专业领域的人士组成，而这正符合高校 外 语 系 或 者 是 外

国语学院教师 的 现 实 特 征。虽 然 都 是 从 事 外 语 教 育 教 学

工作，教师们的专 业 领 域 却 差 异 很 大，有 语 言 学、文 学、翻

译、二语习得、信息技术、课程 论、教 学 论、评 价 测 试 等 各 方

面的专业人士。虽然真正了解外语 教 育 教 学，了 解 课 程 教

学论，了解测试评 价 的 不 是 很 多，但 是 在 各 自 的 领 域 都 很

有建树（绝大部 分 高 校 教 师 都 有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历，拥 有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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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的教师也在逐年增多），对科研 方 法 都 不 陌 生，对 学

科教学知识的建构很有帮助。因此，在 高 校 根 据 教 育 设 计

研究的要求构建研究共同体是十分可行的。

（二）采用学习型组织管理机制

学习型组织理论由彼得·圣吉 创 立，是 一 种 柔 性 的 人

本管理模式，已 经 开 始 从 企 业 走 向 事 业、机 关 和 学 校。研

究发现，高校的教师管理机制是影响教师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

之一。学习型组织由５部分 组 成，即 自 我 超 越、心 智 模 式、

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１０］。其中改变心智模式是

前提，团队学习 是 核 心。也 就 是 说，教 师 的 发 展 首 先 要 求

教师以及学校必 须 转 变 传 统 的 理 念，建 立 团 队 学 习 机 制，

使教师为着共 同 的 发 展 目 标 而 努 力。学 习 型 组 织 的 团 队

学习、共同愿景与教育设计研究中团队的 建 设 以 及 发 展 目

标一致，不同专业 背 景 的 团 队 成 员 通 过 集 体 的 研 究、交 流

做到专业互补，共同发展，培养系统 思 考 能 力，最 后 达 到 自

我超越。

（三）开展教学本位的项目研究

教育设计研究以解决现实教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为 目 标，

可以为实践 性 知 识 的 建 构 提 供 问 题 情 境，提 供 反 思 的 契

机，提供团队协作，促进意义 建 构。因 此，开 展 以 教 学 为 中

心的各种项目研究有助于关于情境的知 识、关 于 语 言 和 语

言学习的知识、关 于 学 生 的 知 识，乃 至 关 于 教 学、课 程、教

育等方面知识的建构。

教学本位的研究可以用于课程 教 学 的 各 个 层 面，可 以

是校本课程的建设、教材二次开发、教 学 设 计、测 试 与 评 价

等。根据教育设计 研 究 的 要 求，不 管 是 课 程 建 设、教 材 二

次开发、教学设计 还 是 测 试 与 评 价，一 般 都 应 该 包 括 以 下

环节。

１．问题情境的选择

知识的价值 在 于 解 决 具 体 问 题。如 果 不 亲 身 经 历 具

体困境，理论性知识是不可能成为真实为 教 师 所 使 用 的 知

识［４］１７６。教育设计研究中 的 首 要 任 务 同 样 是 问 题 的 选 择。

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多且复杂，问题的 选 择 也 因 此 必 须

是相对于教育教学是比较关键的或者是 核 心 的 问 题，或 者

是教师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也可以是教师 所 遇 到 的 亟 待 解

决的个性化问题。

问题情境选择后，可以安排团队 成 员 从 各 自 的 专 业 角

度进行分析，为原型设计提供理论 支 撑。在 问 题 情 境 选 择

方面可以主要 将 要 研 究 的 问 题 进 行 分 解。以 校 本 课 程 的

开发以及校本教材的二次开发，团队成员 可 以 在 校 本 课 程

研究的基础上将校本课程、校本教材的二 次 开 发 分 解 成 不

同的观测点。如从 图 式 的 角 度 或 者 借 鉴 输 入 理 论 研 究 资

源建设，从认知加工的角度研究材 料 的 处 理、活 动 的 设 计，

从测量学的角 度 研 究 评 价 测 试 等。由 于 课 程 的 开 发 是 一

个系统过程，包括 教 育 目 标 的 界 定、教 育 经 验 的 选 择 与 组

织，包括教育目标 的 评 估；而 教 材 的 二 次 开 发 更 是 涉 及 学

科教学的每个侧面，因此通过此项研究不 仅 可 以 促 进 课 程

的发展，更可以促进教师实践知识的建构。

２．原型设计

原型设计师 教 育 设 计 研 究 的 一 个 核 心 环 节。从 课 程

到教材，从教学到 测 试 评 价，所 有 问 题 的 解 决 都 可 以 通 过

原型设计的方 式 呈 现 问 题 解 决 方 案。原 型 设 计 可 以 先 由

一位成员完成，团 队 活 动 中，该 成 员 首 先 介 绍 原 型 设 计 背

后的理论支撑。其 他 成 员 从 自 己 的 专 业 角 度 对 原 型 设 计

提出修改意见，同时阐述其理论思 考。团 队 成 员 在 集 体 协

商对原型设计进行修改，设计出第二版原型。

３．应用评价

原型修改完之 后 将 应 用 于 实 践 以 便 检 验 其 在 实 际 应

用中的效果，检测 理 论 对 实 践 的 指 导 作 用，帮 助 教 师 形 成

实践性知识。根据 研 究 内 容 的 不 同，可 以 采 用 现 场 观 察、

座谈、录像等方式，对原型应用的效 果 进 行 评 价，反 思 其 设

计的科学性，评价 目 标 达 成 情 况，分 析 仍 未 解 决 的 问 题 或

应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完善 原 型。这 种 迭 代 式 的 设

计、应用、反思可以帮助教师逐步建 构 其 关 于 情 境、关 于 学

生、关于自我当方 面 的 知 识，有 助 于 显 性 理 论 知 识 转 化 为

教师的个人知识。

（四）加强常态教学环境下的反思

研究发现，学习共同体的对话和 反 思 是 影 响 教 师 知 识

建构的重要因素［１１］。教 育 设 计 研 究 过 程 中 可 以 要 求 教 师

反思通过反思析 出 问 题 所 在，分 析 问 题 形 成 的 原 因；原 型

设计讨论中阐述其原型设计的理论支撑，并 且 在 实 际 应 用

后对其实施情况进行反思。

但是，一般情况下，反思的结 果 只 是 行 动 策 略 的 调 整，

很难从根本上解 决 问 题，也 很 难 促 使 教 师 接 受 新 的 理 论。

这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的单路径学习有关，同 时 也 与 教 师 多

是个人基于经 验 的 反 思 有 关。为 什 么 教 师 们 穷 其 一 生 都

无法寻得教育的出路，找到解决问 题 的 办 法？为 什 么 有 些

教师到老也不 过 是 一 个 教 书 匠？这 与 其 反 思 的 方 式 以 及

反思中是否有新理论的介入有关。在 教 育 设 计 研 究 中，由

于来自不同专业领域认识的参与，教师的 反 思 不 再 是 个 体

行为，也可以避免单纯的根据以往经验寻 求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式。

另外，教育 设 计 研 究 中 如 果 能 启 动 双 路 径 的 学 习 方

式，促使教师不仅 反 思 其 行 动 策 略，同 时 反 思 其 主 导 价 值

观，反思其所持教 育 教 学 信 念，就 改 变 其 长 时 间 以 来 建 立

起来的价值观，建 构 新 的 实 践 性 知 识。课 程 改 革 十 多 年，

中国的教育还很难改变其应试教育的局 面，很 难 改 变 教 师

中心的教学模式，这很大程度上与教师并 不 认 为 其 目 前 的

教学行为不能 帮 助 其 达 成 教 育 目 标 有 关。只 有 当 教 师 能

够对其长期以来秉承的教育理念的科学 性、实 效 性 等 进 行

反思，才有可能帮 助 其 接 受 新 的 课 程 理 念，将 其 纳 入 其 已

有的实践性知识之中。而所有这些 不 应 该 只 是 研 究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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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成为教师常态教育教学行为的一部分。

四、结　语

知识是教师 从 事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的 条 件 之 一。这 种 知

识是教师所特有的一种知识，但是这种知 识 不 等 同 于 教 师

在师范学院求学 阶 段 学 到 的 理 论 性 知 识，通 过 自 我 阅 读，

通过参加培训 所 接 受 的 各 种 教 育 教 学 观 念。因 为 这 些 知

识未必为教师所接受，即使接受也 未 必 为 教 师 所 应 用。只

有当这些知识为教师所应用才能成为实 践 性 知 识，而 只 有

实践性知识才 是 真 正 指 导 教 师 行 为 的 知 识。而 实 践 性 知

识的建构要求教 师 置 于 一 个 问 题 情 境，通 过 观 察、思 考 和

行动验证。而教育 设 计 作 为 一 种 新 型 的 研 究 模 式 可 以 为

实践性知识的建构提供其所需要的各种 条 件，教 育 设 计 研

究也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常态下教师发展的媒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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