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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教育实践的不同认识会形成不同的职前教师

职业生涯发展认知框架。 文章认为教育实践有其自身的逻辑，通过阐释教师实践能力的内涵与特点，探讨职前教师培

养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困境”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合的现实转向等问题，提出职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

养对策：（1）增加“入口关”，培养“乐教”与“适教”的职前教师；（2）打造教师教育信息化环境，提高职前教师的参与性；

（3）重视教育实践环节，提升职前教师的实践感；（4）加强实践活动的监督与反馈，培养职前教师的反思性；（5）建立

“职前教师电子成长档案”，实施职前教师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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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8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
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经过五年左右
的努力， 以师范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新形态基本形
成，实践教学质量显著提高[1]。有效提高职前教师实践
能力水平是我国师范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这不仅要
求职前教师具有丰富的从事教育职业的教育学、心理
学及各种学科专业理论知识，而且也要具备参与教育
教学活动的实践能力。 对于职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
养，人们总是倾向于探讨理论如何向实践转化并指导
实践， 可是实践能力是否总是由理论知识转化而来，
抑或是被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唯一的实践来源？对
于诸多问题，不同的回答会形成不同的职前教师职业
生涯发展认知框架，因此，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进
一步审视。

二、教师实践能力的内涵与特点

当前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取向已成为热点研究

话题，不同的学者研究角度也不尽相同，与“教师实践
能力”相关的概念是“教师实践性知识”。 关于教师实
践性知识，陈向明认为，实践性知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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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启泉将实践
性知识定义为“教师作为实践者洞察自身的实践和经
验之中的‘意蕴’的活动”[3]。教师实践性知识强调的是
知识的经验性。 关于教师实践能力， 戚万学等认为，
“专业实践能力基于知识，进而又成为有效表现和行
动的基础， 是将知识转化为表现和行为的中介与桥
梁”[4]。 毛菊认为，教师实践能力是“教师通过实践获
得知识并将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以及处理一切教育
事件的能力”[5]。教师实践能力是实践性知识“物化”的
结果，强调其可操作性。 实践性知识和实践能力相互
影响，紧密相关。 基于此，本文将教师实践能力定义
为：教师在教育实践情境中，基于实践性知识的影响
和对其实践行为的反思，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切实践
行为。

教师实践能力的特征是实践感 [2]、参与性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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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实践感：在实践场域中，个体根据当下所感知
到的信息而做出的实践行为， 这种实践行为会受时
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 （2）参与性：个体只有真正参
与到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 才能获得并发展实践能
力，参与性也体现着个体对实践活动的参与愿望与参
与动机。 （3）反思性：个体对自身实践行为的审视与思
考贯穿于实践行为的全过程，即实践行为前、实践行
为中及实践行为后，反思会影响个体做出更有效的实
践行为。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合的现实转向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困境”
理论与实践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教育理论

对教师的作用毋庸置疑，苗学杰总结了教育理论对职
前教师的作用与意义：教学理论影响职前教师对学生
及教育目的的认知；教学理论为学习教学奠定理性根
基；教学理论生成图式指导学习教学；教学理论推动
教学经验传递；教学理论为教师提供共同基础等[6]，教
育工作又是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可见，理论与实践都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二者密不可分，互
相影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职前教师的培养中具
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师范院校在职前教师实践能力
的培养方面往往倾向于认为实践由理论转化而来，理
论指导实践，实践深化理论，将理论与实践仅理解为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那么潜在的假设便是：职前教
师通过学习教师教育课程所提供的教育理论知识，逐
步会将其转化为职前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 可现实
是，大多职前教师通过在师范院校的学习具备了扎实
的教育理论知识，进入工作岗位面对诸多的教育教学
实践问题仍然会感到力不从心、毫无头绪，理论似乎
无法提供面对特定场景时个体该“如何做”的有效信
息，无法完成向实践的顺利转化。 因此，如何认识“教
育实践”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从而达到预期的
培养目标，成为目前职前教师教育培养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合的现实转向
1. 教育实践的逻辑
石中英指出，“实践终归是实践者的实践，实践者

也是处于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之中的，并不是纯粹的
理性主体”[7]。吉恩·克兰迪宁也提到“教师知识不同于
给教师的知识。给教师的知识被视作教师可以获得的
和知道的财产、物品；而教师知识则是根植于其生活、
通过生活获得的知识形式”[8]。个体的实践能力与自身
的生活经验和所处的实践情境紧密相关，教师的实践

并不是随意的行为。影响实践的因素：其一是习性。布
迪尔认为，“习性”是一种历史生成的、持久的、社会的
“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一种先于个人而存在并赋予个
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9]。 即教师
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教师进入实践场域之
前基于个人经验、生活史已经形成了“教师是什么样”
的内在规则，习性会时刻规范着“我作为教师应该是
什么样的”。其二是实践意向[7]。在实践场景中，实践意
向会影响教师“做出这样的行为而非那样的行为”，实
践者的意向也会随着场景中各种因素而产生变化。其
三是实践场域。 即当下的实践场景，包括构成实践场
域的时间、空间。 布迪厄认为，“实践在时间中展开”，
具有“不可逆性”[9]，正是由于这种不可逆性，使得实践
者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即在实践场域中，实践者不得
不基于“习性”，根据当下所感知到的信息立刻做出实
践行为。 实践场域的“空间”主要有：身体空间，即身
体被安置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即理解、信任等的
空间；社会空间，即社会身份及关系[7]。由此可见，除理
论知识外，实践还受到习性、实践意向、实践场域（包
括时间、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些因
素的不同影响， 教师的实践行为与教学效果亦会不
同。

2. 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
融合

由于教育工作本身的复杂性，职前教师实践能力
的培养问题需要我们从有别于传统认知的角度重新
审视。 “实践”是实践者的实践，并非理论家的实践；是
“实践着的实践”，也并非“话语中的实践”[7]。教育实践
有其自身的逻辑，是不同于教育理论的，那么我们不
妨站在教育实践的角度去看二者的关系。理论家们从
理论出发经由理性分析之后的“实践”，或者是人们自
以为的被理论转化之后的“实践”，都是抛开了习性、
实践意向和实践场域而探讨的“实践”，如同某种植物
脱离了原本最适宜其生长并生存的“土壤”，那么这种
植物自然也会失去其最本真的面貌。正是由于人们长
期以来对实践的忽视，所以势必要给实践“正名”。 理
论会影响实践，但只能影响实践的一部分内容，实践
通过提炼反思也可以形成并验证理论。从教育实践的
逻辑来看，职前教师所参与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便不
是为了验证教育理论的工具性过程[6]，因此，在职前教
师实践能力的培养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是
遵从教育实践逻辑的融合，即教育实践在教育理论的
影响下，基于习性、实践意向以及在实践场域中个体
所感知到的所有信息，付诸行动并积极反思，进而改

125



电化教育研究

进实践的过程。

四、职前教师实践能力培养的对策探讨

针对当前师范院校在职前教师实践能力培养中
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师范院校对职前教师实践能力
的培养应扎根于“实践”之中。

（一）增加“入口关”，培养“乐教”与“适教”的职前
教师

赵正新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成为优秀教师
的潜质，都适合从事教师职业[10]。 从教育的终极价值
关怀来看，我们对教育空间构成的思考除了要考虑其
物理存在和对象表现之层次外，还必须涉及其人格表
达这一更深的层次，即要着重思考人之心智的活动以
及由人所构成的位格世界（也称人格世界）对其自身
的意义[11]。 在为何选择师范院校进行学习的问题上，
职前教师的动机各有不同，其中不乏来自父母家人的
意愿、报考理想的大学失败及各种无奈之下的被动选
择。当职前教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选择并不是来自
于个体的内在动机，那么在其面对师范课程的学习以
及将来的教师专业发展时，都有可能抱以消极应付的
态度。 职前教师的录取主要是用笔试成绩来决定，很
显然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在选拔职前教师时应加强
“入口关”，第一，结合笔试成绩，通过面试、问卷调查
等，从是否“乐教”与“适教”的角度，进一步考察被录
取的学生胜任教师这一行业的潜质。 第二，大一入校
后，安排教育见习活动，一方面使学生对自己将来可
能从事的教师职业有更全面直观的认识，帮助学生提
高职业兴趣，确定职业理想。 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通
过深入了解，再次确认自己的职业意向，并提供其重
新作出选择专业的机会。 通过两轮的分流后，对选择
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应继续着重培养其“乐教”的
兴趣，使职前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态度和积极的职业
情感。

（二）打造教师教育信息化环境，提高职前教师的
参与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教育信息化是信息
时代正在进行的最为显著的教育变革[12]。 职前教师作
为未来的教师，将要面对的是未来的学校、未来的教
室、未来的学生以及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可见信
息化技术能力也是职前教师应具备的实践能力。师范
院校应探索智能环境中的教育教学创新、推动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入融合[13]，为职前教师打造信
息化的学习环境。 在知识学习方面，教育技术类课程
要深入学科 [13]，通过慕课、微课、云课堂等教学模式，

使职前教师的学习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提高其课
堂参与性，从而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融合。 与
此同时，基于教师榜样的示范作用 [14]，让职前教师形
成利用信息化技术和资源上课的意识，提高自身的信
息化实践能力。在实践学习方面，建立由教育专家、一
线教师和职前教师构成的“网络研修共同体”“网络支
教共同体”等，职前教师不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
“合法”的参与者，通过非正式、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开放多元的网络交流形式，与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在
共同体的工作情境中，进行诸如案例分析、专题讨论、
集体备课、视频课例研讨等活动，提高职前教师对教
育教学实践活动的参与性。

（三）重视教育实践环节，提升职前教师的实践
感

职前教师在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为教育教学奠
定理性根基，但对其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需要在“实践
场域”中进行的，目前大多数师范院校通过微格教学、
模拟教学、见习、实习等方式培养职前教师的实践能
力。在“角色扮演式”的环境中让职前教师体验教育教
学实践过程，这对增强职前教师的实践技能来说无可
厚非，但从实践感的有效获得角度出发，微格教学、模
拟课堂的环境并不是真正的教学现场， 不在真实的
“实践场域”中进行的实践活动，是“打折”了的实践
感，可见，不同的实践活动有不同的作用，也有其局限
性。 相比而言，应将职前教师的实践活动重点放在教
育见习、实习、支教等具备“实践场域”的活动中，处于
“实践场域” 中的学习对职前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能增加其角色意识，而且真实
的情境往往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能够使职前教师实践
能力得到更系统、全面的训练，这也是师范院校培养
职前教师的重要契机。 在此基础上，师范院校对职前
教师参与实践活动的时间、指导教师配备等各方面都
应加大投入，加强师范院校与实习学校的双重指导与
监管，让职前教师在真实的“实践场域”中完成师徒式
的实践学习，切实增强职前教师的实践感。

（四）加强实践活动的监督与反馈，培养职前教师
的反思性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认为“职
前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然而，职前教师的习性总
会时刻规范着自己作为“教师”这一身份的实践行为，
所有的教育实践活动都是在职前教师基于习性而展
开。但这些习性中也有很多已有认知及行为是个人化
的、狭隘的、零碎的，甚至错误的，如没有外在的反馈
引导， 继而形成职前教师的自我批判性反思意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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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所有外在的教育实践行为也会沦为“个人主义的经
验复制”，这对职前教师的成长反而不利。 因此，指导
教师应加强对职前教师实践活动全过程的监督与指
导。 首先，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如选课、设计、备课、教
案、教学实施及班级管理等），挖掘职前教师那些隐性
的习性， 从而发现职前教师在实践行为中存在的问
题。 其次，基于指导教师的积极反馈以及通过职前教
师写反思日记、参加专题研讨、开展行动研究等方式，
培养职前教师的学习与反思意识。 另外，师范院校是
教育的“母机”，培养职前教师的实践能力，前提是师
范院校的教师应先具备扎实的实践能力， 教师既是
“教学者”，同时也是“学习者”，因而师范院校还应加
强其自身师资力量的选拔、培养和培训。

（五）建立“职前教师电子成长档案”，实施职前教
师成长计划

制定科学的职前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有助于加强
职前教师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师范院
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使其作为职前教
师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媒介，制定从大一至大四的“螺

旋式”训练方案，为职前教师建立集记录与展示、学习
与评价、总结与反思为一体的“电子成长档案”，通过
网络并结合数据库紧密追踪其成长过程。对职前教师
实践能力的弱项，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每学
期有针对性地加以训练并进行考核，最终形成个人化
“量体裁衣” 的培养路线。 “职前教师电子成长档案”
的建立必须走出仅将其看作某种评价工具的思路，而
应以培养职前教师的自主学习、主动探究及专业实践
能力为目标[15]。 同时，电子成长档案也是其职后专业
发展的重要衔接信息和资料。

面向实践的教师教育转型是当前我国高等师范
院校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16]。 师范院校培养职前教师
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未来国家的发展。师范教育是教育
之母，在整个教育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
地位，师范教育改革的成效直接关系教育事业发展的
全局[17]。 职前教师的教育实践是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合
的专业实践，师范院校为职前教师提供所有可能的条
件和促动因素，才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真正融合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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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global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t has become an ideal demand o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 Responding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zation and precision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process, this paper, after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s and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based on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imitation applicatio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nd migration innovation, and further forms,
which leads to a whole-practice training model combining case studies and studio practice. The research
show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project practice, this model can not only inspire learning enthusiasm, but
als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situations, identify problems and find appropriate
solutions by using their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oundation -
imitation - synthesis - innovation" chain of students'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v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 It can also guide students to conduct self-assessment of knowledge system defects in
studio practice, and support teachers to reflect and improve case selection and coaching strategies, etc.

[Keywords] Innovative Capacity of Practice; Conceptual Mode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raining
Strategy; Studio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Practical Skills

ZHANG Weiling
(ZhixingCollege of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Management，Lanzhou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re -service teachers' practical skill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lead to different cognitive
frameworks for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 It is believed t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has
its own logic. By expla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ractical abil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lemm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realistic tur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n,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develop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pre -service teacher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1)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entry barriers" to train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are "happy to teach" and "
appropriate to teach"; (2) creating 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s; (3) having more educational practic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practic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4)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fostering
the reflective nature of pre-service teachers;(5) establishing an electronic pre-service teacher growth file
and implementing the pre-service teacher growth plan.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 Practical Skills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lectronic
Growth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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