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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的专业发展近来有一个日趋明显的倾向，就是从过去关注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应具备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到越来越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特殊情境中应具备的专业智慧。
教师在中小学实践中常需思考的这样的问题：智慧从哪里来？
知识与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积识成智”、“化德性为智慧”是智慧发展的必由之路，不
断增进知识、增长见识、涵养性情，是智慧生成的重要途径。
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故事作为反映教师教育教学经历的媒介，承载着教师的欢乐与忧愁，蕴含
着教师的性情与品德，体现着教师的理想与理念，凸现着教师的技能与技巧。
一句话，其中不乏智慧的火花，睿智的见解。
把这些故事中的智慧火花加以收集，积小智成大智，为教师专业发展所必需。
    这套丛书立足于为浅描与深描、事例与事理、知识与智慧搭建桥梁。
各书所引用故事，大多是对教育教学事实的“深描”，我们在编纂这些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导读”
的设计以及对各故事简要的评论，试图使故事逐渐呈现出相关的意义与理论认识，汲取教师闪光的智
慧，并借此促使教师的教育教学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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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由知识传授者转向知识批判性分析者　　引言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韩愈在《师说》中的教师角色描绘，支配了我国教师的观念和行为一千多年之久。
于是人们都相信，作为教师，其主要职责就是传授知识，将自己“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所
获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传授活动结束了，教师的教学也就完成了。
这种知识传授者的角色的确适合农业经济背景下的师生关系：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场景中，知识总量有
限，更新率极低，年龄与知识成正比，与权威成正比，教师是知识拥有者的代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成了知识的源泉。
而从农业经济，历经工业经济，我们迎来的是知识经济。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弥散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占有大量的信息；信息是不确定的，总有一系列信
息需要进一步的探寻；信息是瞬息万变的，总难找到确定不移、恒定的事物。
处此情景，教师如果还是一味传授既定知识，不仅传授的知识本身已落伍，传授知识的权威资格也会
受到挑战。
　　教师由知识传授者转向知识批判性分析者的另一个前提，是知识观的转向。
一切教育都建立在～定的知识观基础上，人们怎样理解知识，就会有怎样的教育观念，相应地，一个
时代知识观的转变，也必然会推动当时教育实践的改革。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把知识当作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知识是“客观的”、“绝对的”
和“普遍的”，主体需要通过一定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获取这些客观知识。
这种知识观在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专家学者“生产”具有绝对权威的知识，教师学着慢慢接受
和理解这些知识，并最终通过教学过程传授给学生。
在这个专家——教师——学生的知识输送链条中，不仅学生对知识的获取过程没有主动性，教师本身
对其所传授的知识的合理性和适切性也缺乏发言权。
70年代以来，人们对传统知识观中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进行了反思，逐渐意识到知识的获取过
程发生在具体的情境之中，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是开放的、复杂的，使得知
识不再具有绝对客观性。
这种知识观在教育领域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教师不再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全盘传授专家的既定知识，
而与学生一起探索知识、理解知识，于是，教师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向了知识批判性分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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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育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一场独特的际遇，一次发展的契机。
以故事为中心，透析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经验”，颇富兴味而又具“深意”。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瞿葆奎　　故事中蕴含着无尽的教学智慧，故事中体现着新颖
的教学理念，故事中映射着理论的光辉，郑金洲教授主编的“故事中的新课程改革丛书”充分说明了
这一道理。
　　——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陈玉琨　　
叙述教师身边的故事，洞察故事背后的意义，凝练教育教学智慧，实现教师专业发展，这是当今教师
成长的有益之路。
郑金洲教授主编的“故事中的新课程改革丛书”在这方面作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事中的教师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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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