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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基础；教师教学经验是教师实践知识的主要来源；教学反思、问题解决是促进教师实践知识生成

的主要途径。澄清这四个方面的观点，一方面寄希于在教师实践知识研究领域能达成一定的话语共识，另一方面对教

学实践中的教师实践知识的生成、更新也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关键词］教师实践知识；来源；生成方式

［中图分类号］Ｇ　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７７９（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７４－０７

　　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关于教师知识研究的

兴起，如今教师知识已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中一个重

要的讨论议题，而对教师知识研究假设是研究 “教
师知道什么”和 “教师如何在教学中表达他们所知

道 的” 问 题 的 重 要 前 提。［１］ 在 此 基 础 上，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Ｄｕｆｆｙ，Ｆａｉｒｃｌｏｔｈ，Ｈｅ，Ｌｅｖｉｎ，Ｒｏｈｒ
＆Ｓｔｅｉｎ进一步提出了为什么具有相同学科知识和

教育学知识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有完全不同的

表现，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形成这种差距的原

因是什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促进教师

实践知识的发展？等疑问。［２］同样，中国大陆学者

带着的相似的疑问，探究为什么新入职教师虽然经

过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的训练，但还是难以保证他

们成为一位 “好”老师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国

内外的教育研究者不约而同地从教师实践知识来源

及生成方式的视角，关注不同教师的课堂教学究竟

是如何运行？教师在课堂上究竟是怎样处理教学内

容、如何 处 理 突 发 状 况、如 何 管 理 课 堂 氛 围？ 等

等。由此可见，对教师实践知识来源、及其生成方

式的深入讨论、研究，不仅有助于帮助教师丰富其

实践知识的来源、促进教师实践知识的生成，还有

助于打开教育教学改革中的 “课堂”黑箱，保证改

革顺利实施并能取得预期成效。

一、教师实践知识的定义、内涵及特点

相对于 “知识”的概念， “实践知识”是另一

种知识形式，其在人们的工作环境中产生着非常深

远的影响。实践知识可以依据工作的具体行为进行

复制，并允许人们在此过程中进行微调与修正，并

且在应 对 调 试 的 过 程 中 形 成 适 用 的 规 则。［３］１２４－１３３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界定和解释教师实践知识的概念

及内涵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从相关文献来看，
第一，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关涉教师个人经验及教

学经验的综合；第二，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涉及教

师个体的教育观念、感觉、情绪、洞见、态度、习

惯等因素；第三，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还包括在具

体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对信息的选择与判断，以及

对情境的觉察性理解和感知性把握；第四，教师实

践知识的内涵还关涉教师教学反思，通常体现为教

师的教学 风 格 及 教 学 智 慧。［４］在 内 涵 分 析 的 基 础

上，本文将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定 义 为 在 教 育 教 学 情 境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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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就曾明确地指出 “个 人

的实践知识”旨在满足某一特定情境的需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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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情境性、反思性、经验性、整体性、建构

性等特点。［５］在这一论述基础上刘良华［６］、马克思

·范 梅 南［７］、陈 向 明［８］２２８－２２９、张 立 昌［９］、钟 启

泉［１０］等学者都 从 不 同 侧 面 对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特 点 进

行了论述，观点大同小异。
除此之 外，大 部 分 经 验 主 义 哲 学 家 认 为 教 学

是一 种 实 践 活 动，［１１］其 中 实 践 智 慧 是 教 师 实 践

的基础，也是 生 成 教 师 知 识 的 重 要 方 式。［１０２在 经

验主义哲学理 论 基 础 上，Ｂｌａｃｋ　＆ Ｈａｌｌｉｗｅｌｌ、［１３］

Ｆｅｎｓｔ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１４］Ｚａｎｔｉｎｇ，Ｖｅｒｌｏｏｐ　＆ Ｖｅｒｍｕｎｔ［１５］、

Ｍｅｉｊｅｒ，Ｖｅｒｌｏｏｐ　＆Ｂｅｉｊａａｒｄ［１６］等学者通过大量研

究发现实践性是教师实践知识的本质属性。

二、教师实践知识的来源

Ｅｌｂａｚ认为个人实践知识是镶嵌在教师教学行

为中的，而教师个人生活历史 （生活背景、受教育

经验 等）却 影 响 着 教 师 每 天 的 教 学 实 践。［１７］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的研究却重点关注探究教师

个人实践知识、专业知识场景和教师专业身份之间

的关系，强调教师的 “个人实践理论”在特定专业

知识场景中的重要作用。［１８］通过对教师日常工作和

教师叙事的研究分析表明，教师理论和教育政策并

不会自动 地 转 化 为 教 师 教 学 实 践 效 能。在 此 过 程

中，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而范良火在数学教师实践知识来源的案例研究基础

上，认为影响数学教师知识的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

教师作 为 学 习 者 的 经 验、职 前 培 训 经 验、在 职 经

验。［１９］４５－５２

对于每个个体教师来讲，不论是教学经验丰富

的、还是新手教师，都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经验的个

人叙事，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一

位老师。这种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观点被定义为：
在教育情境中用一种道德的、情感的、艺术的方式

来认识 生 活。Ｄｕｆｆｅｅ　＆ 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的 研 究 进 一 步

证明了教师实践知识是流动的，受个人的教学、经

验之影响，其中教师背景、特质、教育情境及教学

经验 是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的 主 要 来 源。［２０］ 另 外，

Ｇｏｌｏｍｂｅｋ使 用 课 堂 观 察、访 谈 和 回 忆 报 告 等 方

法，通过描述课堂中教师面临的突发情况，分析一

些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来源。作者通过叙述、重构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作为学习者、教师自身和参与者

的经验，并在教师反思、对话的基础上，认为教师

的个人实践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经

验筛选，有利于教师重构经验并对教学中遇到的突

发状况做出反映；二是教学实践中的习惯性反应，
即教师行动中的知识。［２１］

而学者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 Ｃａｒｕｓｏ从 教 师 学 习 的 角

度出发，认为教师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模式获得实践

知识：一是直接学习；二是中介学习；三是缄默学

习。［２２］实践知识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并与其使用的

情境密切相关，主要考虑如何组成学生头脑中的知

识，因此相对于前两种模式，教师实践知识获得更

适合用无声的学习模式。实践性知识包括教师在教

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或表现出来的知识，是教师

内心真正信奉的、在日常工作中实际使用的理论，
支配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并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教

学行动中。［２３］之后，邹斌、陈向明又进一步说明了

教师实践知 识 是 教 师 在 个 人 经 验 基 础 上 建 构 起 来

的、不能明确表述的内隐性知识。从其来源上，它

不是产生于外在已有的知识体系，而是个人在实践

过程中经过与环境的对话与交流，在不断反思的基

础上逐渐 形 成 的，是 教 师 个 人 所 拥 有 的 独 特 性 知

识，具有较强的情境性与针对性。［２４］

另外，有很多学者都认同教师实践知识在教师

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Ｔｓａｎｇ就明确指

出在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教师实践知识

来源于教师个人经历。其中有些个体实践知识具有

积极的影响作用，促进了教师信念、教学理论及教

学格言的形成。［２５］但鲜有学者关注由教师实践知识

固化对教师教学造成消极影响方面的研究。总而言

之，教师实践知识的来源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 （见表１）。

　　综上所述，教师实践知识不是客观的、独立于

教师学习和知识传递的，恰恰相反，它是教师所有

经验的综 合 和 升 华。虽 然 不 同 学 者 强 调 的 重 点 不

同，如Ｅｌｂａｚ、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等 强 调 教 师

实践知识来源与教师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教师对自己

生 活 的 叙 事 过 程 紧 密 相 关。而 学 者 Ｄｕｆｆｅｅ　＆
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 、范 良 火、陈 向 明、邹 斌、Ｔｓａｎｇ、

Ｇｏｌｏｍｂｅｋ等更加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经

验的重要性。但教师实践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

至主导着教师日常教学生活，而教师实践知识恰恰

主要来源于教师教学生活实践中的经验，其中包括

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教师个人经验，其中包括教师

个人受教育经验、教师个人价值观、情感等；二是

教师教学实践经验，即教师入职前、入职中、及入

职后各种教学经验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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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教师实践知识来源列表

学者 教师实践知识的主要来源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 （１９８８） 个人实践理论；工作的知识场景；教师经验

Ｄｕｆｆｅｅ　＆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 （１９９２） 教师的背景、特质；当前的教育情境；教师的教学经验

Ｅｌｂａｚ（１９９１） 教师个人生活历史

Ｇｏｌｏｍｂｅｋ （１９９８） 经验筛选；教学实践中习惯性反应

Ｇｉｂｂｏｎｓ，ｅｔｃ．（１９９４） 不同学科和不同背景

Ｐａｖｌｉｎ，Ｓｖｅｔｌｉｋ，＆Ｅｖｅｔｔｓ（２０１０） 正式教育水平；高等阶段的教育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Ｃａｒｕｓｏ（１９８５） 缄默学习 （ｔａｃｉ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ｓａｎｇ（２００４） 个人实践经历

邹斌、陈向明 （２００５） 个人在实践过程中与环境的对话与交流；不断反思

陈向明 （２００３） 教育教学实践

范良火 （２００３） 在职经验；职前培训经验；作为学习者的经验

三、教师实践知识的生成方式

由教师 关 于 自 我 的 知 识、关 于 教 学 内 容 的 知

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关于教学情境的知识、关于

教育本质的信念这五要素构成的教师实践知识，在

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又是如何形成一种动态关系，进

而生成教师 实 践 知 识 的 呢？就 这 个 问 题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
认为 “个人实践知识”的 “知识”是指从经验中出

现的和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

念体。它的意义来自一个人的经验历史 （包括专业

历史与个人历史），并 为 其 所 理 解。而 故 事 在 形 成

教师实践知识的过程有其特有的力量，教师可以通

过叙事的方式，呈现出已有的实践知识并生成新的

实践 知 识。［２６］Ｂｌａｃｋ、Ｈａｌｌｉｗｅｌｌ通 过 深 入 考 察 教 师

在实践中应用的知识，认为对话、描写、隐喻和故

事写 作 是 教 师 处 理 日 常 教 学 中 较 复 杂 的 认 知 方

式。［２７］教师通过这些认知方式，不断积累、反思日

常教学经验，由此逐渐形成系统的教师实践知识。

Ｍａｎｏｕｃｈｅｈｒｉ则在研究同伴相互作用对职前数学中

学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影响后，认为同伴合作和同

伴合作反思有利于教师实践知识的发展，并同时强

调了教学反思在教师实践知识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２８］

有很多学者都赞成教师反思在教师实践知识的

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Ｓｃｈｎ，Ｄ就认 为 当

实践者进 行 反 思 时，就 会 成 为 实 际 情 境 中 的 研 究

者，并在此过程 中 获 得 “正 式 的 和 严 谨 的 专 业 知

识”，这种知识 是 直 觉 的，是 “缄 默”的 “行 动 中

的知识”。［２９］Ｇｅｒｂｅｒ认为态度和反 思 影 响 着 教 师 如

何看待工作及在工作中如何做出调整，是促进教师

实践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３０］邹斌、陈向明却更强

调反思的重要性，认为 “反思性实践者”具有自己

的思维和行动特征。［３１］由此可见，在积累教学经验

基础上的教师教学反思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一个

重要途径。

陈向明认为教师实践知识的激活的条件是教师

在问题情境中，形成意识上的困惑与冲突。此时教

师会意识到原有的实践知识已不能解决目前教学情

境中需要处理的问题时，就会促使其生成新的教师

实践知识或更新原有教师实践知识。由此，教师通

过与情境对话的方式，对问题情境进行重新建构。

这种通过行动中的反思后形成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就

是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并且因其在教学中运用的效

果 而 被 教 师 确 认 为 “真” 的 信 念。［３２］ 学 者

Ｇｈｏｌａｍｉ＆ Ｈｕｓｕ在研究教 师 如 何 试 图 解 释 他 们 的

实践和实践知识这一问题时，发现教师会用实践争

论来宣称他们所使用的实践知识。在这一概念框架

之下，教师根据不同的实践情境关注那些事 “应该

做”或 “不应该做”，而不是区分 “什么是对”的、
“什么 是 错”的。［３３］Ｄｉｘｏｎ也 认 为 从 经 验 到 知 识 的

转换是对还未发生事情的自动组织过程。这个过程

是以自动组织中的常识为基础的。［３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进一

步分析认为教师知识的发展不仅与知识积累有关，

而且与知识应用、知识整合及知识转化有关。［３５］由

此可见，基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问题解决是教师实践

知识生成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影响教师实践知识生

成的其他条件。如学者Ｇｅｒｂｅｒ认 为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在工作学习背景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工作中

使用常识 时，人 们 试 图 清 楚 的 表 达 一 个 实 践 的 结

果，在个体使用自己的策略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这

种特殊的知识就有可能从一种工作情形迁移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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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作情形，从而生成教师实践知识。［３６］而 Ｄｒｉｅｌ，

Ｂｅｉｊａａｒｄ　＆Ｖｅｒｌｏｏｐ研究认为在科学教育中通过网

上学习、同伴互助、合作行动研究、运用案例分析

等这几 个 途 径 可 以 使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发 生 变 化。［３７］

Ｗｉｅｎ却认为影响教师形成恰当的实践知识的要 素

有：教师主体、教学计划、资源管理、对儿童行为

的修正、家长支持等。［３８７６－９２］

综上所述，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两个主要途径

是：一是积累教学经验基础上的教师反思；二是基

于教学实践情境的问题解决。教师实践知识是关于

“怎么做”的知识，通过教师行动中的反思、重构、
与环境的 对 话、合 作 实 践、描 写、隐 喻、故 事 写

作、同伴合作、知识的应用、整合、转化、教师态

度、价值等因素影响着教师实践知识的形成，其中

不同的因素对不同的教师在不同的环境中实践知识

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目前鲜有研

究进一步探究不同因素究竟在教师实践知识生产过

程中的影响程度如何。

四、分析及讨论

（一）教师知识的来源、生成方式不 同，决 定

了教师实践知识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若把教师知识简单地分为教师理论知识和教师

实践知识两大类，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这两

类知识的来源及其生成方式不同。相对于教学一线

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教师理论知识一般来源于教师

的间接 经 验。这 类 知 识 具 有 一 定 的 概 括 性、抽 象

性，并以追求普适价值为目标。而教师实践知识主

要来源于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

实践密切相关。即使来源于教学情境的这类情境性

知识并不能 以 它 的 功 能 或 普 遍 适 用 性 获 得 其 正 当

性，然而，教师仍然需要证明他们宣称的实践知识

是不会导致错误教学行为的。［３９］但实践知识不仅仅

是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一种知识类型，它还在人们的

工作、学习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涉及到在工作、
学习场域中人们使用实践知识时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和态度等。［４０］１２６

另外，虽然教师理论知识的形成也是以教学经

验为基础，但其主要通过归纳、演绎的方式获得，
其中祛除了具体、生动的教师教学经历、感受、判

断。而教师实践知识是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情境中，
运用教育理论知识，并结合独特的教育教学情境，
主要通过演绎的方式获得的。

（二）具体的教育教 学 情 境 是 生 成 教 师 实 践 知

识的基础。
教师实践知识具有情境性特征，不仅说明教师

实践知识主要来源是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也表明

教师实践知识的生成和更新是以具体的教学情境为

依据的。在每节课堂上、每间教室中，教师都会面

临无数的问题：我该带着什么样的情绪走进教室？

如何引 起 学 生 的 兴 趣？在 这 种 情 况 下，该 说 些 什

么？还是保持沉默？该如何鼓励学生？对于具体的

教学内容，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如何评价不

同的学生？等等。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对这些具

体问题，并作出选择、判断时，教师实践知识是与

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相匹配的。
不能否认的是教师的教学实践总是在一定的教

育教学情境中发生。一方面具有概况性、抽象性的

教育理论知 识 并 不 能 像 教 育 理 论 研 究 者 期 望 的 那

样，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有效地帮助教师改善教学

或解决教学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理论知识对教学实

践的 “简单化”处理，忽视了具体教学情境中的复

杂性、丰富性。教师实践知识是教师具体的教学情

境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通过教学反思、解决问

题而不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教师零散的、不连

贯的教学经验，逐渐升华为有体系的、严谨的专业

知识。使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能及时、准确

地判断 “该怎么做”，并能解释 “为什么这么做”。
（三）教师教学经验 是 教 师 实 践 知 识 的 主 要 来

源。
教师实践知识主要来源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教

师的教学经验。其生成过程受到行动中的反思、重

构、与环境的对话、合作实践、描写、隐喻、故事

写作、同伴合作、知识的应用、整合、转化、教师

态度、价值等因素的影响。不难发现，这些呈现方

式本身蕴含这强烈的主体意味。为什么具有相同学

科知识和教育知识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有完全

不同的表现，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形成这种差

距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充分体现了

教师实践知识与教师个体生活经验、教学经验密切

相关。
首先，教师生活经验、教师背景、特质、教师

个人实践 经 历 等，其 不 可 避 免 地 具 有 个 体 性 的 特

征，并是教师实践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教师

实践知识不能像理论知识那样脱离情境、行动和直

接经验，以纯命题、纯逻辑的方式呈现，也不能直

接用语言传递，必须由教师自己亲历。［４１］也就意味

着，一方面不同教师个体经验是造成教师个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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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教师实践知识一旦

生成，也又会影响甚至主导着教师日常教学生活，
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关系。

其次，以教师教学经验为来源的教师实践知识

一般体现为教师的教学风格及教学智慧。如Ｅｌｂａｚ
的研究表明实践的规则 （具体的指示）；实践的原

则 （概括度居中）；意象 （宽泛的、隐喻式的陈述）
是组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层级结构的主要要素。这

三种要素整合起来就形成了教师的 “认知风格”即

表明教师的行动具有整体统一性、连贯性的特征。
“认知风格”是教师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基础上而

形成的符合 自 己 个 性 的 教 学 艺 术。教 师 “认 知 风

格”的形成是建立在丰厚的教学经验基础上，是教

师实践知识呈现的一种方式、也是实践知识的生成

方式。［４２］另外，教学智慧是教师在日常课堂中积极

的、流动的过程为特点的及时性的反思意识。［４３］在

现场的、立 即 的、策 略 性 的 课 程、教 学 决 策 过 程

中，虽然教师决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仍然需

要教师做出合理的、即时的判断。能否依据教师实

践知识迅速、准确地做出决定、判断是教师实践知

识在课堂教学中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实践知

识并不是关于某一个问题或某些方面的知识，而是

教师对其所处教学情境的整体反映。
（四）教师教学反思、问题解决是促进教师实

践知识生成的主要途径。
虽然，我们论证了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两个主

要途径是：在教学经验积累基础上的教师教学反思

与基于教学实践的问题解决是教师。这里需要强调

的是这两 个 途 径 之 间 是 相 互 依 存、相 互 影 响 的 关

系，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

面。即在真实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反思

是以解决 教 学 实 践 中 的 问 题 为 目 的 的，而 与 此 同

时，基于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有会促进教师教学反

思。教师教 学 反 思 与 问 题 解 决 两 者 之 间 良 性 的 循

环、互动才能真正促进教师实践知识的生成，并能

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更新教师已有的实践知识，在

一定程度上防止教师实践知识固化。
首先，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基

于教学经验积累的教师教学反思。反思是有意识的

思考，是当人们遇到不确定的、复杂的、困 惑 的、
惊奇的或有明确目的时发生的。［４４］教师反思是在复

杂的教学情境中进行的。李琼、倪玉菁就指出教师

“教什么”的学科知识与 “如何教”的教育与心理

学方面的知识都是 “学 科 性 知 识”，除 了 “学 科 性

知识”教 师 知 识 中 还 包 括 大 量 的 “实 践 性 知 识”，
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活动中实际运用与表现出来

的知识。［４５］由此可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的行动的

依据并不是学科性知识。因为教学互动中的情境性

与复杂性，决 定 了 教 师 是 在 以 “行 动 中 反 思”和

“对行动的反思”的 方 式，不 断 地 批 判、升 华 其 积

累的教学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教师实践知识。
其次，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

基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问题解决。教师通过教学反思

能及时地发现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并辨别、界定教

学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基于教师教学实践问题

的解决是整合教师的实践、所持有的理论以及通过

各种渠道所获得实践知识的过程。教师解决教学实

践中的问题，能深入理解课程实施和教学行为背后

的意义，使教师的教学经验不再是独立于教师经验

体系之外的固有程序。而是通过教学问题解决，使

教师的各种经历成为有意义的体系，并在教师教学

经验积 累 的 基 础 上，不 断 完 善、发 展 教 师 实 践 知

识。由此可见，教师通过不断解决教学问题，在日

常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经验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得到教师认同，并转化为一种教师认为

可信的、能有效地解决课堂教学问题、处理课堂教

学事件、做出教学决定的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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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Ｆｅｎｓｔ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Ｇ．Ｄ． （１９９４）．Ｔｈｅ　ｋｎ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ｎ：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Ｌ．Ｄａｒｌｉｎｇ －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ｐ．２７－２８）．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５］　Ｚａｎｔｉｎｇ，Ａ．，Ｖｅｒｌｏｏｐ，Ｎ．，＆ Ｖｅｒｍｕｎｔ，Ｊ．Ｄ．

（２００３）．Ｈｏｗ　ｄ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ｎｔｏｒ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９ （３）：１９７－

２１１．
［１６］　Ｍｅｉｊｅｒ，Ｐ．Ｃ．，Ｖｅｒｌｏｏｐ，Ｎ． ＆ Ｂｅｉｊａａｒｄ，Ｄ．

（１９９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５：５９－８４．
［１７］　Ｅｌｂａｚ，Ｆ．（１９９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ａｃｈ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３ （２）：１－１９．
［１８］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Ｆ．Ｍ．，＆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Ｄ．Ｊ． （１９８８）．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ｐ．２－１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　范良火．数 学 教 师 知 识 发 展 研 究 ［Ｍ］．上 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　Ｄｕｆｆｅｅ，Ｌ，＆ Ａｉｋｅｎｈｅａｄ，Ｇ．（１９９２）．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７６ （５）：４９３－５０６．
［２１］　Ｇｏｌｏｍｂｅｋ，Ｐ．Ｒ． （１９９８）．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ＥＳＯ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２ （３）：４４７－６４．
［２２］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Ｒ．Ｊ．，＆ Ｃａｒｕｓｏ，Ｒ．（１９８５）．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Ｉｎ　Ｅ．Ｅｉｓｎｅｒ（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ｐｐ．１３３－

１５８）．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３］　陈向明 ．实 践 性 知 识：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知 识 基 础

［Ｊ］．北京 大 学 教 育 评 论，２００３， （１）：１０４－１１２．
［２４］　邹斌、陈向明．教师知识概 念 的 溯 源 ［Ｊ］．课 程·

教材·教法，２００５，（６）：８５－８９．
［２５］　Ｔｓａｎｇ，Ｗ．Ｋ．（２００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８ （２）：１６３－１９８．
［２６］　Ｃｌａｎｄｉｎｉｎ，Ｄ．Ｊ． （１９８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ｈｙｔｈｍ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 （２）：１２１－

１４１．
［２７］　Ｂｌａｃｋ，Ａ．Ｌ．＆ Ｈａｌｌｉｗｅｌｌ，Ｇ．（２０００）．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ｏｗ？Ｗｈ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６ （１）：１０３－１１５．
［２８］　Ｍａｎｏｕｃｈｅｈｒｉ， Ａ．（２００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ｅ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８：７１５－７３７．
［２９］　Ｓｃｈｎ，Ｄ．（１９８３）．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Ｈｏ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ｐｐ．４６－４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３０］　Ｇｅｒｂｅｒ， Ｒ．（２００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Ｇ． Ｃａｓｔｌｅｔｏｎ （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ｐ．１２３－１３４）：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３１］　邹斌，陈向明．教师知识概 念 的 溯 源 ［Ｊ］．课 程·

教材·教法，２００５，（６）：８５－８９．
［３２］　陈向明．对 教 师 实 践 性 知 识 构 成 要 素 的 探 讨 ［Ｊ］．

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６６－７３．
［３３］　Ｇｈｏｌａｍｉ，Ｋ．， ＆ Ｈｕｓｕ，Ｊ．（２０１０）． Ｈｏｗ　ｄ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９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 （８）：１５２０－

１５２９．
［３４］　Ｄｉｘｏｎ， Ｎ．（２０００）． 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ｒｉｖｅ　ｂｙ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３５］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Ｄ． （２００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１４ （１）：１２９－１４４．
［３６］　Ｇｅｒｂｅｒ， Ｒ．（２００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Ｇ． Ｃａｓｔｌｅｔｏｎ （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ｐ．１２３－１３４）：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３７］　Ｄｒｉｅｌ，Ｊ．Ｈ．ｖ．，Ｂｅｉｊａａｒｄ，Ｄ．，＆ Ｖｅｒｌｏｏｐ，Ｎ．

（２００１）．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３８ （２）：１３７－１５８．
［３８］　Ｗｉｅｎ，Ｃ．Ａ．（１９９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ｐ．７６－９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３９］　Ｇｈｏｌａｍｉ，Ｋ．， ＆ Ｈｕｓｕ，Ｊ．（２０１０）． Ｈｏｗ　ｄ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 （８）：１５２０－

１５２９．
［４０］　Ｇｅｒｂｅｒ， Ｒ．（２００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Ｇ． Ｃａｓｔｌｅｔｏｎ （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ｐ．１２３－１３４）：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４１］　陈向明．对 教 师 实 践 性 知 识 构 成 要 素 的 探 讨 ［Ｊ］．

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６６－７３．
［４２］　Ｅｌｂａｚ，Ｆ． （１９８３）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
［４３］　ｖａｎ　Ｍａｎｅｎ，Ｊ． （１９９５）．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 （１）：３３－５０．

［４４］　Ｄｅｗａｙ，Ｊ．（１９３３）．Ｈｏｗ　ｗｅ　ｔｈｉｎｋ：Ａ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ｏｓｔｏｎ：Ｈｅａｔｈ．
［４５］　李琼、倪玉菁．从知识观的转型看教师 专 业 发 展 的

角色之嬗 变 ［Ｊ］．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２００４，（４）：３２－３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ＹＡＮＧ　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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