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师范”的概念由来已久，西汉扬雄在《法言·学

行》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第一次将“师”和

“范”联系起来。“师范”一词用来指称师范教育的涵

义，最早始于清朝末年。自1897年盛宣怀创立南洋

公学师范院以来，中国师范教育已有110年的历

史。西方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在17世纪末已成

立了一些教师训练机构。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

命以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学校的大量设立，正规的

师范教育在西方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

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的母机，在整个社会发展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

育普及程度的提高，社会对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师范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当前教师认

知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教师发展研究范式。这种

研究范式改变了传统的外围式研究，关注的是教师

自身，和教育教学的本质。将教师认知研究和师范

教育的发展联系起来，不仅可以管窥师范教育的本

质，而且还可为师范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二、何为教师认知
（一）缘起与定义

教师认知（teacher cognition）是教师对于外部世

界包括人、自然、社会以及教育教学等各方面的基

本知识，是教师内在的精神状态和维度。它是积淀

于教师个人心智中的价值观念，通常作为一种无意

识的经验假设支配着教师的行为。教师认知研究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和

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下，把教

学行为和教学效果视为简单的因果关系，无法全面

理解教学的本质和复杂性。要了解教学的本质，只

有深入了解影响教师行为的各种内在认知因素[1]。

20世纪70年代中期教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研究

的重点转向了对教师思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极大地

丰富了教师认知研究的内容。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

初，教师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对教师知识、教师思维、

教师决策等有关教师内在认知机制的课题上来[2]。

概而言之，教师认知研究探索的是教师的心理

世界，即教师的所知所想以及对他们的教学行为的

影响，主要包括教师在教学中构建教师信念、形成

教师知识体系和做出教学管理决策的过程。目的

在于帮助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从而提

高自身的发展。

（二）教师认知研究的内容

从教师认知研究的历史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教师信念、教师知识、教师反思。教

师信念（teacher’s beliefs）对教师行为具有导向作

用，是教师认知研究的重要内容。教师信念是教师

对教和学的价值观、态度、理论和设想[3]。 在教师的

教学过程和职业发展历程中，教师通过内在的信念

体系对外部输入的信息、知识和环境进行过滤加

工，对教师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影响着教师的实践

行为和专业的发展[4]。教师信念的形成是一系列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教师自身的学习经历，先前

的教学经历，教学实践以及教学环境等。

教师知识（teacher’s knowledge）是教师认知研

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是教师专业化的保障。

一般认为，教师知识由两部分构成，教师专业知识

和教师实践知识。Shulman [5]分析了教师的专业知

识框架，将教育目标、价值观等列入了专业知识的

组成部分，并提出教师实践知识是在教学实践和教

学反思中逐步形成并运用的知识。Elbaz[6]认为，教

师的实践知识应该包括教师亲自体验到的有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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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风格、兴趣、需求、困难以及教学方法和课

堂管理技能的全部知识，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有关

教学主体的知识、自我知识、教学知识、课程知识、

以及教学环境知识。

教师反思（teacher’s reflective thinking）是教师

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

体获得知识与经验的过程是不断顺应和同化的过

程[7]。教师在建构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反省

和评估自己的经验知识、可以减少教学行为主观性

的发生，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

验的积累，在不断地反思中认知图式将会变得更加

完备和高效，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有效性和内在的认

知加工过程进行有效监控，最终能够提高教师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

在教师认知的研究过程中，教师信念，教师知

识和教师反思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

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是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

容。影响并指导着教师的教学实践，在职前教育和

在职教师的教育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终身

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师范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师范教育的现状

我国师范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教育普及

之初对教师数量的需求，然而，随着知识经济和教

育普及的提高，社会对教师的需求已经不再集中在

“数量”而是“质量”上了。传统体制的师范教育在

新形势下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首先，教育缺乏延续性。整个师范教育主要集

中在职前阶段，即学生期的教育。入职后的职业辅

导几乎没有。职后的培训主要由教师进修学校承

担，多数以学历性教育为主。教师的教育前后是脱

节的，没有延续性。在这样的体制下，教师的信念

和教学理念很快固化，使自身的教学形成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模式，无法应对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其次，教育缺乏实践性。师范类的教育实践课

程通常设置在师范生教育的最后一年，在整个学习

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教育实习期通常只有半

个月或一个月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学生大部分

时间是见习听课，真正走上讲台进行教学实践的时

间少之又少。在整个教师知识的构成中基础知识

和实践知识的比重严重失衡，使教师的决策能力受

到限制。

再次，教育缺乏人文性。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受教育者处于被动消极状态，课程类型，教学大纲

不仅是预先设定好的，而且是统一的，忽略了教师

的个体特征。培养模式单一，知识结构单一。课程

设置仅就专业而言，其他可供选修的课程少而且有

限，因此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

单一，对于人类的知识没有全域意识，在教学实践

中不能起到真正的“师范”作用。

（二）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转型

“教师教育”的概念最早产生于19世纪60年

代。1965年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提出了“终身教

育”的思想，认为人的一生都要不断学习，教育应该

为人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要贯穿于

人的一生，即在时间上要有连续性。教育要包括个人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在空间上要有延展性。这

种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

大的反响，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同时对教育理

念和教育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了传统师范

教育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将

“终身教育”的思想引入教育领域，开始关注教师的职

后培训阶段，试图将教师教育的职前职后阶段相统一

起来，由此提出了“教师教育”的观念。

在国外教育改革的影响下，“师范教育”概念的

基础地位在我国已逐渐发生改变。2001年5月，国

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

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

为主体、其它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

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2002年2月，教育部《关于

“十一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指

出：教师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

育师资来源和质量提高的重要保证。教师教育是在

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

段，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统

称。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师范教育已经逐步进入

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教师教育”阶段。

四、教师认知研究对师范教育的启示
随着认知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教师研究

中的应用，教师认知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师

研究范式，对师范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教师认知研究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

阔的，但是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教师教育领域，包

括职前教育和在职教育阶段。职前教育，也就是师

范教育阶段的教师认知研究，主要考察师范生在校

学习阶段的认知特点和认知变化，以及课程学习和

实习经历对教师知识、信念以及教学反思能力的形

成和影响。在职教育阶段则主要研究教师认知的

内容、教师认知与教学行为的关系、教师在教学生涯

中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和影响因素等。对教师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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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变化规律以及影响教师认知形成因素的深

入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息息相关，有助于教师教育

体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教师认知研究对当前师范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转变教育模式

传统的师范教育体系采用的是“由外而内”的

授教模式，过分强调教师对专业知识和教学技巧的

掌握，从而忽略了教师自身经验和认知对教师自身

的学习和专业提高的影响，无法充分调动教师的主

动性积极性。新形势下的师范教育应充分考虑教

师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在教育过程中关注师范生

的个体差异，充分尊重职前和在职教师对教学活动

的认知和实践智慧，培养他们的教学反思能力，从

而能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评估、修正自己的

知识结构和教学理念。

（二）转变教育理念

由“终结性教育”向“终身性教育”转变，是当前

师范教育改革的方向。结合教师认知的研究成果，

要实现这一转变，除了在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

等技术层面的探索外，还应关注教师的心理和认知

世界，了解教师的认知特征，培养他们的教学决策

和教学反思的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和发展，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

（三）提升教育结构

当前的师范教育存在教师知识结构失衡的问

题，即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比例失衡。教育性课

程和教学实践在整个课程设置中所占比重较小，导

致师范生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整。在整个教师知

识的构成中，教师的实践知识是教师在实践过程中

形成的个人理论和教学智慧，能够体现教师的心理

成长过程，对教师的自主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因此，在教师教育过程中，应合理提升教育结

构，注重教师的实践知识获得，使教师知识结构的

两个方面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促进教学

效果的提高。

五、结语
认知科学的发展，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

人们逐渐把研究的视角拉回到人本身。当前师范

教育的发展也急需更多地关注教育的执行者，即教

师本身。从教师认知研究的视角了解教师的认知

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哪些因素会影响教师认知的形

成和发展，教师认知对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理念有怎

样的互动关系等等，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教师发展的

过程，全方位地了解教学的本质，以便更加有效地

改进教师培养模式，为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辟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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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s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eachers,

teacher cognition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Teacher cognition research mainly

includes teacher’s belief, teacher’s knowledge and teacher’s reflective thinking. The current normal education is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normal education to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 cognition research is great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normal education. Combing teacher cognition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education, new ideas or orientations will be 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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