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无论承担何种社会角色都必须具备正

常担任该角色不可缺少的知识。”[1]教师要有效地进

行教学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这早已为人们所公

认。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注意到了教师的

一部分知识，即教师必须向学生传授的学科知识以

及教师的教学知识。事实上，作为教师，除了掌握

这两类知识以外，尚需具备有关课程的知识，即课

程知识。

所谓教师的“课程知识”是指教师获得的关于

课程系统的认识、体验和行为能力。具体说来，它

包括教师对课程本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

构与功能、特定课程的性质与价值、课程学习的活

动方式、课程评价，以及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等方

面的认识、体验和行为能力。对于教师课程知识的

本质、特点与结构作者曾作过简要探讨[2]，本文只试

图从三个维度、采用两分法对其类型进行分析。

一 公共课程知识和个人课程知识
（一）公共课程知识

公共课程知识一般是以百科全书、教科书、专

著、指导手册、说明书、论文、图表、语录等书面形式

表现出来，为教师群体共同拥有的课程知识。这类

课程知识是一些勤勉的学者，在不断实践的基础

上，总结自己课程活动的成败得失，吸取他人的有

益经验，归纳出来并以物化的形式体现的系统化的

课程理论。这类理论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

合理的，经得起别人从逻辑、方法等方面的质疑。

公共课程知识有如下特征：第一，公共性。公

共课程知识已经物化可以用来与他人交流，是一种

公众可以共享的资源。第二，普适性。公共课程知

识说明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注的是有普遍

意义的情境，是一种普适性的课程理论。第三，抽

象性。公共课程知识都是经过人们反复归纳与概

括，把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结晶，是一种抽

象程度较高的课程知识。第四，价值性。公共课程

知识是人类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有无数

教师的实践经验，而且有广大理论专家的思想，对

教师的课程活动具有解释、说明、预测、规范、指导

等多种功能。由此可见，公共课程知识是广大教师

可学可用的一笔丰厚的教育资源，对教师的课程行

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共课程知识的抽象性

与普适性决定了教师不能把它简单地应用于自己

的工作情境，而应该在学习和吸收公共课程知识精

华的基础上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程序，以满足具

体情境的要求。

（二）个人课程知识

教师个人课程知识包括两种：一种是公共课程

知识经过教师的深刻理解与反思，内化成教师的信

念与行为准则，成为教师个人课程知识与素质结构

的一部分，即真正内化的课程知识。这种课程知识

的建构者不是教师本人，而是其他的学者、专家。

另一种是教师个人在具体的课程实践中通过自己

的体验、沉思和领会并总结出来的有别于“公共课

程知识”的实效性课程知识。这类知识的建构者是

教师本人，是教师个体实践经验的总和。

与公共课程知识比较起来，教师个人课程知识

有以下明显的独特性：第一，个体性。教师个人的

课程知识饱含着教师个体的经验、价值观、信念与

感情等，是各自生活岁月的写照，因此为教师个体

私有，如果不被转化成公共课程知识，它完全可能

因教师个体的消亡而消亡。第二，实践性。教师个

人的课程知识是教师在课程实践中、在解决具体的

课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课程知识多是关

于具体的小叙事，而不是宏大叙事，而且具有为课

程实践服务的品格。也就是说，教师个人课程知识

既是在实践中建构的，又是关于实践的，还是指向

实践的。第三，情感性。教师的个人课程知识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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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过对课程实践的不断探索、自我思考与自组织

过程，形成的一套对自己有用的经验性知识，这些

知识渗透着自己的认知品格、能力倾向等成分。它

不是冷冰冰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富有情感、审美

价值的特征。第四，双重性。教师个人的课程知识

是在教师个人的认识能力、价值观念等的引导下形

成的，因此，大多数教师个人的课程知识都有正面

和反面之分。正面的课程知识是积极的、合理的知

识，它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发展，能有效提高教育

质量。反面的课程知识是消极的、不合理的知识，

不利于师生身心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教师个人

的课程知识不是无条件的可利用的。

个人课程知识与公共课程知识之间是“源”与

“流”的关系，个人课程知识是“源”，公共课程知识

是“流”。我们一方面要使个人课程知识不断地外

化和提升汇入公共课程知识之流；另一方面也要使

教师不断地将公共课程知识转化为个人课程知识。

二 显性课程知识与隐性课程知识
（一）显性课程知识

显性课程知识是教师能够意识到并且能够用

语言、符号、文字等进行表达的课程知识，它既包含

能用概念、命题、图形、公式等形式加以陈述的公共

课程知识，也包含教师自己建构并能清晰地表述出

来的课程知识。这种课程知识存在于教师的显性

意识层面，但并不直接影响教师的行为，在新的信

息或新的观念出现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改变。

（二）隐性课程知识

隐性课程知识，也称缄默课程知识，是教师课

程知识总体中那些不清楚或无法言传的知识，是教

师日常工作中处处依托、习以为常而不再追问的东

西。在本质上，隐性课程知识是教师对课程的理解

力和领悟。它可以划分为两个种类：一是无意识的

课程知识，它深深扎根于教师个体的意识底层。二

是能够意识但不能通过言语表达的课程知识。教

师的隐性课程知识存在于教师个人的经验、实践活

动中，一经形成，便不容易改变，因为它是在长期的

耳濡目染、文化浸润与积淀下形成的，并得到了经

验的不断强化，已经成为教师个体的构成要素，以

致于难以分离。隐性课程知识虽然难以识别、难以

捉摸，但是对教师的课程行为影响却非常大。隐性

课程知识具有非逻辑性、非公共性、非批判性等特

征。非逻辑性是指隐性课程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

字或符号进行说明。非公共性指的是隐性课程知

识，不能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正规形式进行

传递，为公众所分享，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

用者也不能清晰表达的知识。非批判性指隐性课

程知识不能加以批判反思。

我国有学者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作了较为

详细的区分（详见表1）[3]。这种区分对于教师的课

程知识领域同样适用。

显性知识

规范、系统

背后已经建立科学和实证基地

稳定、明确

经过编码、格式化、结构化

用公式、软件编制程序、规律、法则、

原则和说明书等方式表述

运用者对所用显性知识有明确认识

易于储存、理解、沟通、分享、传递

表1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区别

隐性知识

尚未或难以规范、零星

背后的科学道理不甚明确

非正式、难捉摸

尚未编码、非格式化、非结构化

用诀窍、习惯、信念、个人特技等形式呈现

运用者对所用隐性知识可能不甚了解

不易保存、传递、掌握、分享

显性课程知识和隐性课程知识相当于“所倡导

的课程理论”和“所采用的课程理论”。所倡导的课

程理论并不一定就是教师所采用的课程理论，前者

只有转化为后者才能对教师的课程行为起直接作

用。因此，隐性课程知识在教师的课程实践中是非

常重要的。正如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

（Sternberg, R. J.）所说：“隐性知识既能成为一种提

高行为效率的资源，也能成为导致行为效率低下甚

至是失败的根源。隐性知识的功效取决于人们对

它们的接受及有效使用。”[4]

三 理论课程知识与实践课程知识
（一）理论课程知识

理论课程知识是教师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通

过判断、推理、反思等方式把握了课程的本质和规

律的系统化知识。在这里，理论的涵义是“人们在

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

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的

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原理、学说、假说等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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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课程知识大都是教师通过学习、培训、阅读

等活动将物化的公共课程知识“据为己有”。当然，

也不排除有些教师能够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

理论知识，但是相对于理论专家所建构的理论课程

知识来说，要少得多。教师的理论课程知识通常仅

仅停留在教师的头脑中和口头上，是教师根据某些

外在标准认为“应该如此的课程理论”，并不一定能

成为教师课程实践中“实际使用的课程理论”。这

部分知识通常呈外显状态，可以为教师和理论工作

者所共享。

（二）实践课程知识

教师的实践课程知识，是教师内心真正信奉，

并在课程实践中实际使用和（或）表现出来的课程

知识，它通常是从课程实践中获得并在课程实践中

得到确证的。它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但又与具体

的情境相联系，主要通过实践的途径来获得，通过

对经验的反省而习得。由于现实场景的独特性，教

师实践课程知识不同于一般大众的课程知识和理

论工作者的课程知识，它是教师所特有的。教师的

实践课程知识主要是教师为了解决某一具体的课

程问题，它只关心实际做某事，是一种只能演示的

知识[6]，至于能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则显得不那么

重要，因而实践课程知识几乎不可能构成为一套规

则。根据日本学者佐藤学的观点，教师的实践性课

程知识是一种多义的、活生生的、充满柔性的功能

性知识，缺乏严密性和普适性。这种实践性知识与

其说是在“理论的实践化”中发挥功能的知识，不如

说是在教师的实践情境中支撑具体的选择与判断

的知识。它具有以下特点：（1）教师的实践课程知

识是一种经验性知识。它是以教师的个人经验为

基础、在长期的课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课程知识，

具有教师的个性品质特征。（2）教师的实践知识是

一种案例性知识。它往往是以特定地点、特定时

间、特定事件为对象，与具体的课程案例和场景相

联系而形成的课程知识，是作为案例知识而积累、

传承的。

应该指出的是，教师的课程知识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以上我们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的区分

是为了剖析的需要，以求对教师课程知识整体有一

个更清楚的认识。这些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

的，三对范畴的知识是相互联系的、交叉存在的，“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公共课程知识与个人课程

知识中，可能包含着显性课程知识和隐性课程知识、

理论性课程知识和实践性课程知识。显性课程知识

和隐性课程知识、理论性课程知识和实践性课程知

识亦然。而且，在每一对范畴中，它们的界限也不是

那么明显的。因此，我们在从这些维度对教师课程

知识进行理解时，不应该忘记它的不可分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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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ypes of Teachers’Curriculum Knowledge
ZHENG Xi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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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n teaching availably，teachers have to master certain curriculum knowledge.

Teachers' curriculum knowledge is that refers to teachers’understanding，experiencing and behavioral ability of

curriculum system. It is analyzed the types of teachers’curriculu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with dichotomy of public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personal curriculum knowledge，apparent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latent curriculum

knowledge，theory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urriculum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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