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

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基于反思性教学之

上的幼儿园教师，将教学视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

通过反思和“内省”的方式，不断地理解、体会和感

悟，从而调整和修正自身所使用的理论，并逐渐在教

学实践中发展起理性的思考逻辑、客观的批判态度

和清晰的实践方法，实现教育主体的自我分析和批

判，因而，也被称之为“反思性实践者”。
幼儿园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意味着幼儿

园教师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环境，主动思考行动并

根据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合理的决定；能够在教育情

境中理智的采取行动并通过反思不断建构自己的行

为，形成教师独特的教育实践知识。
但是，如何让幼儿园教师实现自身作为“反思性

实践者”的存在？实现“反思性实践者”的路径是什么

呢？当我们开始追溯“实现”问题时，对“反思性实践

者”的内涵的分析就必然要先解决，这是探讨幼儿园

教师实现自己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先在前提。在
幼儿园教师的反思和内省过程中，其个人教育知识

的变化是核心。因此，研究者意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

度说明幼儿园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知识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说明实现过程。

一、幼儿园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
的知识特征

知识社会学是知识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存在关系

的研究，强调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置于特定的文化背

景下才能做出特定的选择。从最初的经典范式到科

学社会学时期，一直到具有建构色彩的科学知识社

会学时期，虽然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与社会产生关

联的具体方式认识不同，但任何知识都可从社会存

在中寻找其根源和联系，的确是毋庸置疑的认识路

径，幼儿园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教育行动背后

所潜藏的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下任何一位幼儿园教师在发展个人的实践知识、形
成教育观念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与社会或文化存

在发生关联，即所谓知识的“与境化”。幼儿园教师作

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教育过程，必然不是个体内省

的独白式实践，而是与教育情境关系密切，相互建

构，动态变化，进而形成“个人”风格的实践过程。“建

构”“情境”“动态”是幼儿园教师与社会文化的相互

融合，赋予幼儿园教师成为一名反思性实践者独特

的知识特征。
（一）社会文化与教师个人知识的动态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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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在个体交往活动上形成的社会事实范

畴，外在于个人并制约着个人。一定社会的环境类型

产生出一定的解释，人类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

是与思考者的现存生活环境紧密相连。任何一种文

化活动所出现的个体专业化都基本上被认为是一种

受到社会制约的现象。①P9 交流的扩大、公众教育的

普及使大多数人获知，在文化领域中正不断的出现

无数新的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

能或早或迟地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着一定的影响。②P57

幼儿教师在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会受到社会的

制约，其在社会文化环境中面临的新的问题也会在

教育情境中投射出来影响幼儿教师专业知识的发

展。这其中，社会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成为幼儿园教师

在专业发展中知识变化的动态背景。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与社会的存在有着深刻的

联系，社会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社会的映射，个人

或某个群体的知识生产、创造都与其所在特定的社

会、历史条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③社会的发展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文化的更新使得知识也随其

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其内容和形式。就幼儿教师个人

专业化发展历程而言，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依托每

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

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

中往复穿行。④ 一个幼儿教师应该具备她自己拥有

的过去和现在文化中的知识并尽可能的掌握其他文

化知识，以便通过类比和对照来发展教师自身的知

识。社会文化是动态的，各种行为都是根据特殊社会

情境中的角色定位、行为规范以及各种文化价值和

意义产生的。幼儿教师的实践知识也在随着各种文

化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社

会———儿童———知识”作为发展的内核三者交互作

用，在实践中引起幼儿积极的情感反应、促进教师反

思性实践知识的动态更新与发展。由此，幼儿教师在

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在社

会文化中寻求自身发展的支点、不断的采取行动并

赋予其意义，通过自我解释来不断修正自身专业知

识的过程。
首先，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会受到其生存文

化场域的制约。对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中的

幼儿教师来说，受其生活环境及思维方式的影响，自

身形成的思考方式和言语方式是他完全想当然的东

西。⑤P299 生存文化场域包含着真实的情境、想象的情

境以及暗含的情境，每一个人参与其中、逐步适应并

在亲身经历中懂得了有关文化秩序的东西，它们相

互交叉、相互影响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审美观

念以及行为方式。文化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教育

情境的灵活性，使得教育情境中难免会发生文化冲

突和分化的情况，如何在一个社会文化秩序稳定的

群体中解决冲突、分化走向调适、整合的过程成为制

约教师实践知识发展的困境。
其次，幼儿园教师在现实情境中“主体性”地位

的缺失，也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规定密不可分。教师的

社会地位是由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等因素

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生存因素明确决定主体的视角，

表现主体的世界。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幼儿教师的经

济待遇低造成其职业的吸引力不高、教师发展的积

极性受挫。传统社会中对于幼儿园教师“保姆”“阿

姨”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幼儿教师

的低定位，使得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

受到阻碍；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对于

自己角色定位的判断也制约着其社会知识对其教学

活动的各种影响。
（二）社会情境与教育情境的相互融合

社会存在决定人的认识，一切知识、思想均受制

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离开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

景，任何思想、观念、知识、意识都无法得到正确的理

解。因此，必须将人类思想与行动置于特定的文化背

景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幼儿园这个特殊的

社会圈子来说，教育情境是幼儿园教师与幼儿的共

同成长经历；社会情境是幼儿与教师共同生活的背

景。
社会情境既包含了幼儿教师所处教育情境的看

法和想法，也包含了对教育情境中的文化为社会群

体共享的看法和想法。幼儿教师作为社会情境的客

体在教育互动中为情境所驱使，使自己的行为和态

度改变以适应教育情境。同时，幼儿教师也是社会情

境的主体并在与幼儿、教育活动的互动中改变自己

所处的情境。教育情境作为社会情境的子部分，常常

① 弗·兹纳聂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② 弗·兹纳聂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③ 阿拉坦.“知识———社会”关联的构建———曼海姆、默顿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比较［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4，（1）.
④ 赵万里，李路彬. 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5）.
⑤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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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并适应、改变着社会情境。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

中的自我表现及通过教育情境对意义的表现与艺

术、习俗、民德、礼仪以及对人的描述方面的表现一

样，都是这个社会情境中的社会群体共有的、可以理

解的客观化举止，体现了社会情境与教育情境的相

互交融融合。不难看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教

育情境反映了教育活动的需求，也随着社会情境的

变化而变化，实现了教师专业发展及社会系统的和

谐统一。
（三）社会文化充分参与幼儿园教师个人实践知

识的建构

知识社会学认为，日常世界是由多重实在组成，

一方面是客观的事实性存在，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受

社会情况所左右，既包括社会上有形或无形的势力，

亦包括很辽远的社会文化影响之暗中支配。另一方

面是行为者的主观建构，即人在建构着社会现实并

在此当中使主观建构变得客观化。① 在建构实践知

识的过程中，幼儿教师被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影

响着；同时也在社会文化中能动的建构着自己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幼儿园教师在建构知识的过程

中必须保持与社会主流文化、观念、背景和生活方式

的紧密联系。
一方面，幼儿教师在由家庭组成的系谱性群体

和社区文化所具有的各种灵活的传统中找到教育观

念的源泉，透露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教学实践；另

一方面，由于幼儿教师所处的家庭环境、园所环境不

同。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师往往对同一经

验材料作不同的使用，这意味着其在她们所涉及的

集体经验材料的财富中选取了不同的要素和关系来

建构其自身的反思性实践知识。再者，教师建构实践

知识的过程往往是多方参与、相互建构的过程。幼儿

教师知识的建构不只是来自互动中某个特定个体的

反应，而是来自互动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在这个社

会情境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幼儿

教师需将不同成员的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社会情

境中的表现、建构其自身的实践知识。

二、与境化———幼儿园教师实现

反思性实践者的文化路径

“幼儿园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形成”及“如何在

特定文化中实现自身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理想”
等问题，都需要从社会文化和教育情境中去寻找。

（一）反思性实践的生成———与情境接触

知识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知识的产

生和维护需要求助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同时知识也

是表达文化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文化我们能够或

多或少的开发印刻在染色体上的可能性，并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和看法。
接受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直接涉及到知识

的生产、组织和传播，并在运作过程关联到社会的诸

因素。因此，幼儿园新手教师在成为一名“反思性实

践者”的过程中，必然会融入其社会背景因素。与此

同时社会文化又给予幼儿园教师提供支撑和呵护，

只有作为文化的持有者，才能对特定的文化体系有

着最直接、最深刻的体会。因此，与情境接触，是迈向

反思性实践者的第一步。
（二）反思性实践的变革———与情景碰撞，相互

建构

教师反思的意义在于能够将获得的实践经验进

行整合，协调不同的利益冲突，在不断的交互中建构

教师独特的教学理论成为一名反思性实践者，不断

促使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化与细微化。
1.幼儿园教师自身追求专业化———自我需求意识

知识社会学建构论指出，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

都不是纯粹的理性产物，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②教

师的反思性实践知识也如同其它知识一样，负载着

利益、文化、情境。教师通过在实践中反思，探讨符合

幼儿发展的规律寻求适应社会需求的“利益”。幼儿

园教师从一名新手成长为一名专业化教师的过程

中，活动反思是促进其专业化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对幼儿园教师来说，在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动动脑筋就行，还必须要付诸于行动并在

社会文化境遇中进行认真反思。如果教师不去反思，

不了解那些具体情境中教育时机的背景通常就不能

处理好自身专业发展。因此必须在反思中对过去经

历的、现在面临的、将来计划的事进行提炼，丰富或

建构自己的反思性实践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

一个“反思性实践者”。这就要求教师静下心来在行

动前、行动中、行动后不断进行反思。
教师只有经过反复的筛选，才能将实践中粗浅

的教学经验反思形成自身独有的经验知觉和观念体

系。反思是教师专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幼

儿园教师理智采取行动的保障，帮助教师对过去的

教育经验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将教育反思、

① 乐先莲. 教师与知识—教师角色的知识社会学分析［J］. 全球教育展望，2006，（8）.
② 黄晓慧，黄甫全. 从决定论到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轨迹考略［J］. 学术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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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大志. 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92，（5）.
② 陈文心，叶秀丹. 知识社会学:师生冲突的一种研究视角［J］.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
③ 于影丽，毛 菊. 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研究：回顾与反思［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8）.

教育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写一篇教学日

记，做一份反思记录。
2.幼儿园教师之间相互协商、发展———同伴需

求意识

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为

教师专业发展谋一条出路，而不是想当然的接受和

设想他们能够找到自己更舒适的位置。事实上，教师

对于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只有

通过交流才能产生，即使是从事相同的职业体验的

路径也不尽相同。接受教师的不同观点也许能使整

个教师团队的思想更有活力并创造性的提出新的思

考策略，产生一种特别的理解促进教师作为“反思性

实践者”的发展。
曼海姆认为，在同一历史事件中，不同的人们可

以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不同的解释①。幼儿园教师

对待社会和文化的敏感性不同，对于社会情感的理

解不同，由此对待幼儿的教育内容、方式就不相同，

教师获取的经验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幼儿教师之间

通过交流可以将其单个经验联系起来进而可以形成

更广大的经验共同体。
3.幼儿、家长与教师之间共同成长———社会需

求意识

人之所以是群体中的人是因为人必须按照他所

属的群体的思想方式来思想，遵循他所属的群体的

行为方式来行动。在教育领域，师生交往的过程中既

有和谐、一致、配合的一面，也存在着分歧、对抗、冲
突的一面。② 教师与幼儿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角色定位也存在着差异，因此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

也不尽相同，教师应将师幼交往作为师幼生活、学习

的基本方式，促使教师知识整体的生存和创新。
家长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社会需求，幼儿园则代

表着一个地区的幼儿教育需求。当幼儿园教师的教

育观念与家长的教育需求相冲突时，教师会不断反

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并试图说服家长接受其教育观

念。当教师认为无法对抗家长普遍的社会需求时就

会改变教学方式形成新的实践知识即我们所说的

“超越”与“纳取”。
幼儿园教师的实践知识并不是独立发展的，总

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在面对各种利益冲突时教师

只有不断的进行反思，与周围环境进行变革、融合，

建构自己的实践知识才能成为一个反思性实践者。
（三）反思性实践的走向———与情境交融，动态

发展

随着反思性实践理解的深入教师的实践知识不

断的走向内在化，不断融入教育过程中，使教师能够

根据具体情况对活动进行重新的调整或自行编制适

合幼儿发展的教材及活动。
教师在不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反思自身的实

践知识，通过与情景的对话，运用经验中培育的“默

会知识”对问题反复“重新框定”，进而在学习理论和

亲身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使用理论”，走向反思

性实践者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幼儿教师能根据其特

有的文化情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自身的实践知

识，用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幼儿教育及其自身的发展。
自教育与文化产生之日起，二者就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文化构成了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的一

种“生命机制”。③因而，在看待教师的“反思性实践

者”身份时必须把教师周围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

作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幼儿园教师形成反思

性实践知识的过程需要理解所处的各种情形，把社

会过程和教育过程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幼儿教师

作为“反思性实践者”是促使教师走向专业性的必然

道路；是经过实践———反思———更新———实践的螺

旋式上升过程；是打破幼儿教师自身局限性不断循

环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幼儿教师不断与社会情

境交互作用、相互构建使其知识不断的内在化、细微

化形成教师的独特知识体系。幼儿教师、家长都在文

化中生长、发展，但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

这种相异性，能使他们在参与活动中互相补充、相互

交流、相互启发，这些多种多样的活动形成了群体的

共同文化；形成了教师的动态发展；形成了文化过程

的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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