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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言理论(与'行理论(脱节反映了教师'教育理论失觉(现象$对教育理论作用认识不足"对教育

理论的理解能力有待提高"忽视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迷失于对万能教学法的追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重视理

论"内化理论"提升根植于自身实践的理论"是培育教师理论自觉的理想策略$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理论失觉!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EC#"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FDA$$"3

%

!"#$

&

"%A"""#A"B

GHI

获取!

0;;

J

#))

:11

5

:.1

<

?2

K

()*+,-?L+

)

L0

)

2+M41?,:

J

1

!!

!"#

#

#"?##FFD

)

K

?2::+?!"FDA$$"3?!"#$?"%?""#

$%&'()'(%"*(%"%"+,(-.'(/0N

1%."%0.#"20%(00"+3!2.-&#"%-4,'("/#(0

!"#$%&'()*

%

+,-../.

0

"1&,23*.42415&(24*3*)6

"

+&7-.&8.,23*.42/94*:);6*3

<

"

+&7-.&

"

=*24

>

6&!#D"""

"

?-*42

&

560&/-.&

#

O+4M)L,;2(+,-

J

*,L;2L4

"

;04M2:L(++4L;2(+P4;Q44+

'

;04(*

<

(

,+M

'

J

*,L;2L4

(

*4.-4L;:;04

J

04+(74+(+(.;4,L04*:

*

)+L(+:L2():+4::(.;4,L02+

>

;04(*24:?R042+:)..2L24+;)+M4*:;,+M2+

>

(.;04*(-4(.4M)L,;2(+,-;04(*

<

"

;04:)

J

4*.2L2,-

)+M4*:;,+M2+

>

(.4M)L,;2(+,-;04(*

<

"

2

>

+(*,+L4(.;04

J

*(P-47:2+4M)L,;2(+,-

J

*,L;2L4,+M;042**,;2(+,-

J

)*:)2;.(*)+294*:,-

;4,L02+

>

74;0(M,*4;047,

K

(*L,):4:?G,

<

2+

>

L-(:4,;;4+;2(+;(;04(*4;2L,-:;)M

<

"

2+;4*+,-2S2+

>

;04(*

<

,+M4+0,+L2+

>

;04;04(*

<

*((;4M2+;042*(Q+

J

*,L;2L4,*42M4,-:;*,;4

>

24:;(L)-;29,;4;4,L04*:

*

;04(*4;2L,-L(+:L2():+4::?

7(

8

9"/!0

#

4M)L,;2(+,-;04(*

<

!

4M)L,;2(+,-

J

*,L;2L4

!

;04(*4;2L,-)+L(+:L2():+4::

!

;04(*4;2L,-L(+:L2():+4::

!!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作为教育研究中的一对矛

盾"因两者之脱节现象引起的对两者关系的探讨至

今仍未有定论$究其根源"可以从理论自身+理论主

体+实践主体等不同维度进行剖析$考虑到教育实

践场域是教育教学的现实发生地"教师作为教育实

践的主体"既是理想课程的实施者"又是现实课程的

诠释者"是决定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科学的+

高质量的教育实践定然不能脱离'我该如何做(的教

育实践指导原则+'我为什么这么做(的教育价值追

求等教育理论问题的检视与追问$针对教育改革中

存在的教师宣称的教育言论与专家无异"却在行动

中拒绝贯彻落实"甚至主张'教育理论无用(等问题"

本文拟从教师这一实践主体的角度"对教育实践中

'言而不做理论(+'知而不行理论(的现象进行探讨$

一$"知而不行#反映教师实践中的"教育

理论失觉#现象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与推进"教育教学质

量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在变动不居+纷繁复杂

的教育情境中"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实践应是教师理

性思维指导下的自觉实践"而不应是无意识的+未经

检视的自然实践$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不应脱离自

身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一种对独立思想和批判

态度的倡导,

#

-

"教师的教育理论自觉是教师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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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实践主体存在的自我确认基础上"通过运

用其基于日常专业生活所熟悉的言语表达以及对其

所遭遇的教育教学问题予以自觉反思和寻求解决方

法的理性觉知,

!

-

$可以说"教师教育理论自觉是保

证其教育教学实践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

据僭妄的利器,

&

-

D

$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言理论而不做理论('知理

论而不行理论(现象体现的是教育教学中教师'教育

理论自觉(的缺席"反映出教师实践中的'理论失

觉($进而言之"教师对外宣称的理论与教育专家无

异"表面上是对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理念顺从"而具

体实践中的我行我素"恰恰反映出教师对国家教育

改革理念的抗拒$未加自身思考+片面空洞言说专

家理论"不能结合教育实践+用自身日常专业生活中

熟悉的言语表达对教育理论的理解"又显示出教师

潜意识中对专家的盲目依附$这表明在教育教学实

践中"教师并未意识到自身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身

份"具有与教育专家平等对话的教育主体的权利与

地位$强调理论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好用+没有用"

表明教师虽有运用理论检视实践的行为"尚停留在

浅尝辄止的层面"略有尝试就期冀教育理论价值能

立马显现"教育实践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这种教育

观念反映出"教师不能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产

生的张力和间隙中"发现自身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这种张力和间隙正是教师反思教育教学实践"

逐渐消弭已有不合理的经验惯习的契机$此外"这

种片面追求效率的功利教育观念表明教师迷恋'一

法万能(的教学方法"反映出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存

在教学方法思想固化问题$

二$教师"教育理论失觉#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对教育理论作用认识不足

教育理论是通过一系列教育概念+教育判断或

命题"借助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

系统性的陈述,

B

-

$教育实践作为一种一定教育观念

指导下进行的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自然离不开

教育理论的关照$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功能主要

可以体现在解释+预见+价值理念启蒙和重塑等方

面,

D

-

$首先"教育理论可以对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种

种教育现象提供解释和说明"便于教育实践工作者

科学认识教育现象!其次"学习教育理论同样便于实

践者去判断+推测未来的教育现象"勾勒出未来的教

育实践蓝图!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理论的学习赋予了

教育实践者一种理性+专业的眼光"利于培育实践者

的教育自觉"增进对教育真谛+价值和意义的领悟"

促进实践者对既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此为

基础重建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在绵延的教育实践中

保持一种价值批判意识和正确的教育态度+方向$

正如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所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

本性+原则性问题(

,

C

-

"教师作为教育专业人员"其教

育理论的自觉运用"最终有益于的是学生全面+和谐

发展$现实中屡见不鲜的'言而不做(理论+怀疑理

论是否有用等现象"表明部分教师在认识层面没有

树立正确的实践观+理论观"在教育理论对科学教育

实践+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

%二&对教育理论的理解能力有待提高

真知者真行"真行者真知$实践是教育理论学

习的归旨"也是评判教师理解理论的根本依据$教

师对教育理论的学习绝不能只停留在'背诵(或'知

道(的认识层面$应内化理论的真正意涵"将认识层

面的理解转化为真实+具体的行动"做到'言(理论和

'行(理论融合$教师将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

困境有很多"除理论自身的抽象概括特性+社会传统

文化+学校领导+家长需求等外部环境制约外"教师

自身理论理解能力亦是重要内因$理论理解能力

差"不能有意识地将新获取的教育知识和已有的知

识对话交流"更新自身知识体系"重构自身知识技能

结构"即使拥有满腔学习热情"也不能达到较好理论

学习效果$

%三&忽视"问题导向#的实践反思与理论探讨

'生活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活动"也是创造人的

世界的生活方式"创造性本身就寓于生活的过程中

无时无刻会遇到的问题"问题解决始终挑战着人类

的智慧(

,

$

-

$可以说"教师的专业生活正是由捕捉复

杂教育教学过程中连续不断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不

断解决构成的绵延过程$面对复杂教育情境中出现

的问题"有的教师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有的追根究

底+苦苦思索$这种差异恰恰是教师教育教学活动

中问题自觉性的反映$

教师的教育理论自觉就是教师在确立其理论主

体的基础上"对教育教学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教

育教学事件有意识地进行'是否如此(和'为何如此(

的追问+反思和研究"致力于寻求问题的澄清与解

蔽"并把这种追问+反思和研究作为专业生活的常

态,

!

-

$教师在专业发展培训后"怀抱着一腔热情"欲

将所学专业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其初衷是美好的"

反映了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抱有的理想状态$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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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冯玉梅#教师'教育理论失觉(现象

而"具体的教育实践并不是纸上谈兵"它是教师与学

生+自身前见+同事+领导+家长和社会等相互作用的

生态学产物"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生成性等特点$

其组织与实施过程并非是按照既定程序运行的流水

线"决不能直接'拿来(专家理论生搬硬套$需要教

师不断对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和自身固着的教学惯

习进行追问+反思"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专业能力得以不断提升"而不断

发展的专业能力"又促进教师发现+反思+研究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周而复始"形成螺旋上升的良

性循环"这也恰恰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这一漫

长过程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必须经历的现实状

态$美好理想状态和'骨感(现实状态间的距离和差

距"正是值得教师发现+追问+反思+研究和解决的教

育问题域"需要教师保持问题自觉意识$而上述现

象中"部分教师对'教育理论无用(的死刑宣判"正是

其忽视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问题自觉缺失的

证明$

%四&迷失于对万能教学法的追寻

用'方法之眼('去寻觅一切与方法有关的资源"

剔除一切与方法无关的东西("这种'对方法的迷

恋("形成了'教学世界中的独特景象(

,

%

-

$仔细分析

之"不难发现这种对方法推崇备至的现象"反映的是

工业革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

工具理性标榜效率和方法至上"漠视'人(作为主体

的存在"忽视对过程的价值反思$而教育是育人的

实践活动"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主体人存在于教育

实践中$教师是教育专业人员"有自身对教育的专

业见解"学生是不断发展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体

差异"可以说教育过程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如若

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妄图'一法走天下("则极容易掉

入使学校沦为'生产车间("使教学沦为'生产流水

线("使自身沦为'知识的搬运工("使学生成为'千篇

一律的产品(的泥淖之中$显而易见地"教师在将教

育理论运用于实践浅尝辄止"体现了其对'通用(教

育教学方法的顶礼$不仅反映出其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固守教育惯习+追求一劳永逸的不切实际幻想"

也显示了其对复杂教育情境+自身专业性+学生个体

差异的忽视$

三$培育教师教育理论自觉的主要策略

%一&重视理论'树立专业主体自信

'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

开理论思维的(

,

F

-

!%D

$同理"一位优秀的教师要想以

科学的教育方式促进学生发展+真正地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则其教育实践定不可能离开教育理论的指

导$对教育实践的理论追寻关涉到教育者在专业生

活中的存在状态"通过教育理论"教师对教育学世界

及教育所处的世界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

-

$

首先"教师应有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意识"相信

自己学习理论的能力"在专业生活中主动学习理论"

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同时"可以'自下而上(地根

据自身实践中出现的疑惑"积极寻求理论的指导$

只有将自身实践置于理论背景的指导下"教师对教

育实践问题的理解才不会浮于浅表$其次"教师应

认识到自身并非既定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而是自己

实践理论的积极建构者$应依据教育教学实践的实

际情况和自身对理论的理性分析"对外来的理论进

行辨别与筛选"进而根据自己的实践需求大胆改进

既有理论,

##

-

"使之更契合自己的实践+更科学地指

导实践$只有如此"教师才能真正地行使与教育专

家平等对话的权利"否则可能深陷对教育理论不知

所云+盲目迷信的深潭而不自知$

%二&内化理论'提升理论向实践转化能力

'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其根据是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

$因此"作为耕耘在教育教

学第一线的教师"对理论的认识决不能肤浅的停留

在口头背诵与宣称之中$需要努力做 '学思结合(

'知行合一(的问题反思者+研究者"更多地将学习的

理论转化为实践$

教师的理论学习"不但注重'量(的积累"也要注

重'质(的提高"高质量的理论学习不仅体现于'了

解(理论"更体现于对'理论(的运用,

#&

-

$因此"教师

应结合国家教育改革理念和教育理论的内涵"对自

身教育实践有意识地进行理论为何如此阐述+自身

教育实践是否合理+两者为何存在不一致等问题进

行反思追问$如此"利于教师始终保持一种理性的

眼光审视+批判自身实践"发现自身认识层面的理论

理解与落实在实践层面的理解存在的'鸿沟("进而

有针对性地改进实践"在实践中做到真正内化理论$

当然"教师认识层面的理论理解向实践转化"并

不能单纯的停留在对实践的理性反思中$虽然对已

有教学实践进行反思"会产生对理论的新认识"但是

'新的认识是否合理"并不能只靠逻辑的推演"实践

的检验才更具有说服力(

,

#B

-

"只有转化为教学行动

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教师要在理性

反思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教学实践$首先"在教学实

践前"教师应对将要进行的实践有自己的基本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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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场"明确为什么采取这种教学行为+这种教学行

为有何理论依据+预期达到什么教学效果等问题$

在进行教育实践时"应将学生的反应+教学方法+师

生互动等具体教育教学情景"与自己实践前的理论

预期进行对比"发现实践与之前理论设想存在的差

距$在对这种差距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改进

的策略和假设"并积极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个分析+

假设+检验的过程"不仅利于改变教师忽视教育情

景+机械执行教学计划+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的情

况"也利于教师对已有理解存在的不足进行修正"使

之更好地应用于自己课程实践$同时"当看到认识

层面的理解在实践中产生实效时"也会促发教师运

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内部动机"形成认识层面的理论

理解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产生新的理解+新的理解再

次回归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

总之"在反思的基础上积极实践"利于教师认识

层面的理论理解向实践转化"利于克服教师宣称的

理论理解浅表化问题"利于教师真正将外界给予的

理论内化为自己的理论"使'宣称(的理论理解和'行

动(中的理论理解形成一致性"达到真正理解理论$

%三&创新实践'提升根植于自身实践的理论

教育理论本身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

方法("'方法(必须在教师深刻理解教育理论的基础

上自己寻找"寻找的过程内蕴着教育理论的个性化

方法"体现着教师教育实践'以理论作为背景与灵

魂(的'首创精神(

,

#"

-

$即是说"教师不能把个人实

践的改变"寄托在教育专家和教育理论直接提供具

体的+操作性指导上"应始终保持理论主体的自觉

性"以理论为指导"结合自身实践和对实践的已有理

解进行创新性实践$在与实践的对话过程中"教师

不断反思+概括+提升自己对教育实践的认识"形成

根植于自身实践的实践性知识$只有如此"教师的

教育实践才不会停留在低层次+低质量的日复一日

的机械重复$教师在教育中的存在才不会沦为教书

匠$在充满创新氛围的实践中"教师的专业生活和

学生的学习生活才会丰富多彩$

总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者绝不是非此即

彼的对立关系$科学的教育实践离不开教育理论的

检视"教育理论也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展现

其指导价值和活力$教师应追求'顶天立地("以正

确的理论观+积极反思实践+积极创新实践等为抓

手"树立教育理论自觉的意识"培育教育理论自觉的

行为"架起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桥梁"使'言(

教育理论与'行(教育理论真正结合$教育理论与教

育实践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需要教师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

#

-

!

王长纯
?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论纲&000比

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

'

-

?

比较教育研究"

!""D

%

&

&#

#%A!C?

,

!

-

!

程良宏
?

教师的理论自觉#意涵与价值,

'

-

?

教育发展研

究"

!"##

%

B

&#

DBAD%?

,

&

-

!

康德
?

纯粹理性批判,

T

-

?

韦卓民"译
?

武汉
?

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

!""B?

,

B

-

!

郭元祥
?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考察,

'

-

?

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FFF

%

#

&#

&%AB!?

,

D

-

!

彭泽平
?

'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命题的再追问000从命

题合理度+作用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

'

-

?

教育理论与

实践"

!""!

%

F

&#

#AC?

,

C

-

!

习近平
?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6

-

?

人

民日报"

!"#CA"DA#F

%

"!

&

?

,

$

-

!

刘旭东
?

问题意识与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

'

-

?

课程1

教材1教法"

!"#"

%

D

&#

#"BA#"%?

,

%

-

!

李政涛
?

从教学方法到教学方法论000兼论现代教学

转型过程中的方法论转换,

'

-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

&

&#

&!A&C?

,

F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T

-

?

北京#人民出版

社"

#FFD?

,

#"

-陈向明
?

理论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

'

-

?

北京大学

教育评论"

!""%

%

#

&#

&FAD"?

,

##

-程良宏
?

论教师的理论自觉及其养成,

'

-

?

全球教育展

望"

!"##

%

#"

&#

B%AD&?

,

#!

-田心铭
?

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

?

马

克思主义研究"

!"#!

%

#"

&#

DA#B?

,

#&

-李远帆"宋广文
?

幼儿教师更需要'直觉的智慧(,

'

-

?

陕

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D

%

#

&#

&FAB!?

,

#B

-孙宽宁
?

教师课程理解中的自我关怀,

H

-

?

济南#山东

师范大学"

!""F?

(责任编辑
!

熊
!

伟)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