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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实践性知识论——中日比较研究》由陈静静所著。

《教师实践性知识论——中日比较研究》内容如下：每一位教师都是博学的智者，他们是实践性知识
最合法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他们在复杂的教学情境中即兴的选择、行动，他们在共同体的协商中互助
、生长。
这是对教师生活史的叩问、这是跨越国界对教学实践的追寻。
没有人能替代教师寻找到最合适的灵丹妙药，因为他们完全能够凭借实践和对实践的反思来为自己开
处方。
就让教师在与他人的实践互动中去重新审视自我，就让教师在与他国实践者的对话中去触发新的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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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教师
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
工作组组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长，《全球
教育展望》杂志社社长、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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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教育场域的隐忧
 (一)教育理论的”先天不足”及其式微
 (二)教师的实践“自在”与集体“失语”
 (三)教师间深层对话与反思的缺失
 二、以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为突破口
 (一)加强对教学现场的关注与研究
 (二)明确教师的专业地位
 (三)促进教学实践的更新
 三、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方法
 (一)课堂观察法
 (二)深度访谈法
 (三)案例研究法
 (四)国际比较法
第一章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历程
 一、国外的研究
 (一)弗里曼·艾尔贝兹的开拓
 (二)克兰蒂宁和康奈利的探索
 (三)其他后续研究
 二、国内的研究
 (一)初步涉猎的研究
 (二)理论建构的研究
第二章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概念界定
 (一)知识与知识观的演进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概念辨析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性质
 (一)家族相似性
 (二)整体层次性
 (三)复杂矛盾性
 (四)时效性
第三章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运作方式
 一、动态信念体系：实践性知识的价值准则
 (一)信念及其作用
 (二)以“个人偏好”为基础的价值选择
 (三)以“情境”为中心的动态价值波动
 二、生态知识群落：实践性知识的智力支持
 (一)学科及其相关知识
 (二)策略知识
 (三)道德知识
 (四)人际知识
 三、与情境对话：实践性知识的动态灵魂
 (一)实践性知识的对话本质
 (二)与相对确定性情境的对话
 (三)与非确定性情境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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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表达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语言表达
 (一)关于学生的知识
 (二)关于教学方法的知识
 (三)关于教学环境的知识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行动表达
 (一)行动前：迥异的教学计划
 (二)行动中：有趣的教学故事
 (三)行动后：他们在反思什么
 三、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隐喻表达
 (一)教师的教育隐喻
 (二)对教师教育隐喻的分析
第五章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与更新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阶段性生成1侣
 (一)学生学习阶段
 (二)教师教育阶段
 (三)教学工作阶段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的思维加工过程
 (一)对个人经验的独特建构
 (二)在实践共同体中协商
 (三)在反思中发展和更新
 三、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更新途径
 (一)职前教师教育
 (二)在职教师专业发展
结语 以实践性知识为基点，继续守望教师的成长
参考文献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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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课堂气氛的营造策略　　课堂是教学的环境，也是教师和学生的一种心理氛围。
它对课堂内的主体具有烘托、暗示和引导的作用。
课堂氛围是由班级内部所形成的，对其成员的价值观、态度、信念、道德规范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①课堂气氛体现了教师的独特风格，也体现了身处其中的教育主体的精神面貌，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有着深刻的影响。
班级的布置、桌椅的摆放方式、黑板的位置等客观环境，学生的亲密程度、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距离的
大小、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教师和学生的互动程度、教师和学生的身心愉悦状况等主观环境都
是课堂气氛的组成部分。
课堂气氛是无所不在的，如同空气一样充盈在老师和学生周围，外界人不易辨认，但身处其中的人却
能够切实感受到它的存在。
良好的课堂气氛能够使学生和教师都精神饱满，最大限度地投入到认知、情感或道德取向的教学活动
当中去。
因此课堂气氛的营造对教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专业工艺知识，这也是教师实践性知识中的&ldquo;知识
群&rdquo;的重要成员。
课堂气氛的营造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特征，体现了教师的个人风格和旨趣。
　　教师所期望形成的课堂氛围和教师实际上能够达到的课堂氛围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就是教师的个
人能力的问题。
就&ldquo;期待&rdquo;的理想状态而言，有些教师更倾向于建立生活化的、舒适的、安心的课堂氛围
，学生在这个氛围当中能够相对轻松的，而不是精神紧张的&ldquo;振作&rdquo;，使得他们可以在课
程内容和自我经验之间自由地游弋，有利于在&ldquo;模仿&rdquo;和&ldquo;自由创造&rdquo;之间形成
张力，有利于学生建构与&ldquo;自我&rdquo;和与&ldquo;伙伴&rdquo;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认
知、情感和形象的认知成果。
而有些教师比较推崇的是&ldquo;热烈&rdquo;的课堂气氛，因而比较追求教学形式的丰富和多样，以
期产生各种新异刺激带动和感染学生，从而活跃课堂氛围。
另一方面，&ldquo;热烈&rdquo;必然是与一定的&ldquo;紧张&rdquo;状态相对应的，这就要求学生时刻
保持&ldquo;清醒&rdquo;和&ldquo;警觉&rdquo;，因为这样的课堂常常伴有&ldquo;竞争&rdquo;
和&ldquo;淘汰&rdquo;，表现为&ldquo;没有硝烟的战争&rdquo;，学生之间往往表现为&ldquo;争先恐
后&rdquo;，或者&ldquo;退避三舍&rdquo;，在&ldquo;热烈&rdquo;的气氛中必然有一部分学生生活
在&ldquo;热烈&rdquo;的阴影之中，但是又常常被&ldquo;热烈&rdquo;所掩盖和遮蔽。
这里只是列举了两种比较典型的课堂氛围的例子，当然没有哪两个课堂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不能一言
以蔽之，但是典型的作用就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ldquo;共相&rdquo;。
教师希望制造怎样的气氛表现了一定的价值的&ldquo;共相&rdquo;，而教师实际营造的气氛则具有了
明显的个人特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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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具有&ldquo;家族相似性&rdquo;，不同文化环境、不同学校的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存在&ldquo;个性&rdquo;与&ldquo;共性&rdquo;的张力。
教师所在文化环境越接近，其实践性知识的相似性越明显。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一种包含着价值、情感、知识的动态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它根据&ldquo;个人偏好&rdquo;与&ldquo;情境&rdquo;作出的价值选择，是一种包含着丰富的&ldquo;
生态知识群落&rdquo;的、反映情境、对话情境的知识。
　　●中日两国教师在学生的知识、教学方法的知识、教学环境的知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体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具有鲜明个人性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组织特性，这是一种&ldquo;文化内
化&rdquo;的过程。
　　●实践性知识是以&ldquo;判断&rdquo;为基础的行动性知识，中日两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差异表
现在教学行动中，无论是行动前的计划、行动中的判断、还是行动后的反思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ldquo;隐喻&rdquo;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要表达途径。
中国的教师更倾向于将自己比作&ldquo;自我牺牲的蜡烛&rdquo;、&ldquo;语言的美容师&rdquo;
、&ldquo;家长&rdquo;等，而日本的教师将自己看作是&ldquo;学生思想的挖掘机&rdquo;、&ldquo;语
言的榜样&rdquo;、&ldquo;操纵灵魂的阴阳师&rdquo;等，隐喻的微妙差异可以从情感、道德和认知等
多个视角去解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实践性知识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