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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研究》内容简介：教师所从事的是一种有关“知识”的事业。过去人们一直认为
，教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主要是知识的传递者。如果教师仅被看作是信息的传
递者，那么他们可能只需要基本的内容知识和把知识组成为可理解的形态进行讲授的能力。但是，为
了保证学生的成功学习，由于学生的学习途径并非单一，除了接受还有亲自体验，接受的方式也是多
种多样，不同的学习中会遇到不同的障碍，那么，教师就得需要大量的关于教育教学的知识和学习的
知识。如此一来，教师必须具备一个所谓的专业知识基础以保证根据学习者情况来做出相应的教学决
策。
邵光华同志的这部著作，围绕教师专业知识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创新研究。作者首先对已有关于教
师专业知识研究结果进行了梳理，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学科教师专业知识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在此
基础上，就学科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然后，以学科为例，对新课程背景下
教师专业知识适应性以及新课程实验效果进行了研究，从中折射出学科教师专业知识需求情况；同时
还进行了专业知识基础分析和教师教学知识的拥有和差异分析，从而给出学科教师专业知识“质”与
“量”的研究范例。
早期的教师教育的“专家一新手”研究范式的结论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优秀教师与一般教师之间的
差异所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限于专家教师与一般教师在所达到的发展结果上的特质差异，而不是他
们各自达到相应发展结果的过程及其差异，而专家教师所拥有的特质又很难传递给一般教师使其获得
专业发展，所以，研究专家教师成长的经历和过程成为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这或许能给一般教师的
专业成长以更多的启示。对此，作者对几位优秀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通过访谈、交流、作品分析
等手段进行了个案研究，提炼出了优秀教师的专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获得了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重
要启示，这对一般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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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研究的一般视角　  第三节  学科教学知识　  教学内容知识（pedagogic
content knowledge）又称学科教学知识，考虑到思维习惯，我们更倾向于称其为学科教学知识。这是
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重要而最有用的成分，是教师与学科专家的重要区别之处。　  早在20世纪初，
杜威就明确指出，在教师培养中，一个根本的张力是学科知识与方法之间的&ldquo;恰当关系&rdquo;
。他相信，优秀的教师是那些能够认识到并创造出学生真正的智力活动的教师，并且创设这样的活动
与学科具有紧密的联系。他还指出一个科学家的学科知识不同于教师对同一学科知识的理解，教师关
注的是&ldquo;他自己拥有的学科知识如何能帮助理解儿童的需要和行为，并决定该以哪种媒介即与学
生恰当的指导&rdquo;。但是，学科内容与教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归其原因，
是教师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ldquo;准专业&rdquo;，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正式将教师列为专业化的职业时教师还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达到专业化。史密斯（A.Smith）
在AACT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for Teacher Education）1982年年会上首次提出教师的核心知
识基础（Essentia knowlcdge base）的概念之后，教师专业知识领域才逐渐受到人们的注意。此后，美
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Shulman，L.）（1986）创造性地提出了
学科教学知识概念，学科内容与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才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从而使教师知识的
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学科教学知识成为西方教师知识研究领域中一个关注的焦点议题。不
同的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目的出发，丰富与发展了学科教学知识概念的内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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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教师专业知识的研究方面给出了最新的研究方法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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