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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已是
直接影响教育和教学改革与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具有良好专业化特征的教师，仅仅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学习是造就不出来的，还必须让他们在亲身
体验的过程中去领悟、内化理论知识，只有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渐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真正
结合，才能有效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优秀教师应该是在教学实践第一线培养和成长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同时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重视在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
展过程中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从而为教师实践知识的凸现与养成，为教师专业自主权的诉求奠定基础
。
　　针对当前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设置与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进行理
性思考的基础上，刘维俭院长和我的博士研究生王传金副教授共同主编了《教师职前教育实践概论》
一书。
纵览全书，他们在以下几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研究是有特色并值得关注的：　　一、为了适应师范教
育向教师教育转型的需要，他们提出了“准教师”的概念，并以此代替传统的“师范生”的提法，并
对“准教师”、“教师职前教育实践”、“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等包容性较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
在概念重建的基础上，他们叉提出了完善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制度体系、管理体系、监控体
系和建立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运行机制的设想。
这些都是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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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教育实践概论》在以下几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研究是有特色并值得关注的：　　一、为了
适应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的需要，他们提出了“准教师”的概念，并以此代替传统的“师范生”
的提法，并对“准教师”、“教师职前教育实践”、“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等包容性较强的概念
进行了界定。
在概念重建的基础上。
他们又提出了完善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制度体系、管理体系、监控体系和建立教师职前教育
实践课程运行机制的设想。
这些都是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
　　二、全书用了两章的篇幅，对20世纪国内外教师职前教育实践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对当前教师职
前教育实践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教师职前教育实践研究的发展趋势。
这种借鉴历史、剖析现实、展望未来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致力于提高“准教师”的实践能力有着
积极的意义。
　　三、他们提出应将研究性学习贯穿于教师职前教育实践课程实施的全过程，使学生学会适应、学
会应变、学会批判、学会创新，进而在实践过程中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变为教师专业工作所需的临床
知识。
这种做法是值得倡导和推广的。
　　四、作为一本教材，该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但浓厚的实践意识是其更为突出的特点，为“准教
师”的研习、见习、演习、实习、教师基本功训练、教师基本礼仪演练等都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指导。
　　五、实践类课程的管理与评价一直是高校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令人欣喜的是，该教材对教师职前教育实践管理的制度、机构、体系以及实践基地建设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阐述，值得学校管理部门思考和借鉴。
　　教师教育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一项有着开放性特征的系统研究。
该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思考和挖掘，我也相信该书的作者会
在他们今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不断地总结、提炼和完善。
愿我们共同继续努力，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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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职前教育实践概说　　第二节　教师职前教育实践价值考量　　二、促进“准教师
”的专业发展　　面对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已是直接影响教育发展的关
键。
专业化的教师仅仅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是造就不出来的，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培养。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准教师”的临床实践问题，许多师范毕业生因缺少实际
的教育教学能力而使工作适应期延长，教师的专业性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教师的专业地位没有得到广
泛认可，许多人认为教师只能算是“半专业”或“准专业”。
　　教师求知的动机来自实践，是由实践所推动的。
“准教师”求知的目的是回到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人们往往把教师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看作是经验性的，是偶然的和不系统的，同时由于教学理论在普
遍性、系统性方面似乎更符合科学标准，从而使得本应该是一个相互靠拢的局面变成了理论的专断和
实践对理论的屈从。
这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教师作为探究者的可能，动摇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我们应该重视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究，重视其各自的合理性，从而为教
师实践知识的凸现、为教师专业自主权的诉求奠定基础。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以语言的方式加以传递和陈述的。
一般情况下，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呈内隐状态，只能在行动中展现，它的内隐性、非系统性和缄默性特
征使得它很难被把握。
有不少教师一辈子都没有将自己独特的教育知识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
许多教师拥有丰富的实践性知识，有很强的专业判断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遗憾的是这种专业知识并不是直接就可模仿或学到的。
要获得丰富的实践性知识，只能躬身于实践，在实践中多体验、感悟和反思。
当然，如果仅有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而缺少实际的“田野经验”支持，也很难形成认知上的联系、
情感上的共鸣，对所学的教育理论只能是一知半解甚至惑而不解，那就更谈不上将之运用于具体的教
育实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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