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发现和建构教育知识袁使隐性知识显性化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遥在教育教学领
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袁但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遥 探寻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策略和方
法袁鼓励教师发现和建构教育知识袁将大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遥因此袁我们逐步形成了以野让
教师成为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建构者冶为目标袁以野显现隐性知识袁促进专业发展冶为基本理念
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遥 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袁我们在上海市实验学校和长宁区初中教师高端
培训创新实验班上开展了实践探索袁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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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世纪以来 教育行政部门 家长和社会对 好学校 好教师 的要求日益

提高 而教师在职培训的方式方法难以满足教师和学校发展的要求 教师在职培

训的实效性受到质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 年 上海市实验学校为了促进本校

教师的专业发展 由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建立了上海市首个 教师专

业发展学校 开展长达十多年的教师持续性专业发展的培养与研究

年 上海市教委委托上海市 名专家举办了 专家领衔的校长专业发

展研修班 上海师范大学张民选教授成为主持专家之一 期间 上海师范大学

团队还于 年和 年分别以类似的主题和方法在徐汇区和浦东新区开展

了校长和教师研修活动

那么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和 专家领衔的校长专业发展研修班 以什么为

基本理念 如何使 专业发展学校 和 研修班 产生成效 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问题 我们在广泛研究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各国最新的教师专业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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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 并组织翻译了诸多专著 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 显现隐性知识

促进专业发展 为基本理念的在职教师 校长 培训模式 年受教育部委托

张民选教授领衔主持了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的研制工作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 对教师专业发展日益重视 在国家和上海

市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指导下 我们意识到 培养教育家 和

使学生获得充分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理念 而发现和建构教育知识 使

隐性知识显性化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以往的教师

培训主要集中于 专家讲授 以及 操作习得 但对中小学教师来说 这样的在

职进修还远远不够 我们认为 教师的专业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教师接受新

的理论 学习新的知识 使用新的工具 把握新的社会要求 教师的专业发展还

必须包含教师对教育学知识的发现 对教育教学技能的构建 对教育工具和策

略的研发 甚至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 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理论创新 因此

大学应该努力为教师发现 显现和表达隐性知识提供机会 应该培育鼓励教师

发现基于其经验的教育知识

因此 以上海市实验学校开展的实验和 专家领衔的校长专业发展研修班

为基础 从 年 月开始 我们与长宁区教育局共同举办了长宁区初中教师

高端培训创新实验班 该培训以 显现隐性知识 促进专业发展 理念为基础 以

让教师成为教育知识的发现者与建构者 为目标 立足于创新教师在职培训方

式 以造就能够发现 构建教育知识的教学名师 学科领军人才和教育家为目

标 年 我们接受上海市教委委托 实施 上海市中小学初任校长培训 将

培训模式拓展到全市范围

我们认为 让教师成为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建构者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意义

第一 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认识 发现和显现每个教师自己在教育实践

活动中获得的教育知识 交流和分享在教育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感受 是教师

专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和丰富有效的营养 如果我们能帮助每个教师并让

他们成为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建构者 那么 我们就一定能培养出一支 爱学

生 会研究 善教学 乐学习 的 学者型教师 队伍 我们也一定能越来越充分地

促进每个学生各种潜能的发展

第二 是普通教师成长为学者型 专家型教师的关键 学者型 专家型的教

师 不仅要教好本班 本校的学生 而且肩负着将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知识传

授给相识的和不相识的 本地的和各地各国的教师 使更多的教师能够教好更

多的学生 因此 所有的专家型教师都不应该只是教育知识的享用者 而更应该

是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第三 是建构教育学知识大厦的重要途径 由于教育研究的复杂性 我们不

可能仅仅依靠少数专家 也难以仅仅依赖某一种或者几种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

能够将广大教师在实践中产生的灵感 在解决问题时获得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或兴奋或尴尬的教育场景中迸发出的智慧 在一代代师徒相传中积淀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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