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首 语

教师该如何学习？
——从石中英教授《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一文说开去

□ 陈永华

2022年版课标站位高，立意深，理念新，举措

实，在总结 2011年版课标成功与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很多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前瞻性的教

育理念，随之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在时下轰

轰烈烈的新课标学习浪潮中，如何实现学深悟

透，进而实现做实笃行，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

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5月中旬，“人民教育”公众号的“观点”栏目以

“我们该如何面对满天飞的教育概念”为题转载了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教授的《穿越教育

概念的丛林》一文。在当前背景下重读该文，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该文原发于《北京教育·普教》

2017年的第 1期，并于 2019年 11月被收录进了石

中英教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专著中。

文章提出：“概念是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凝结着人们

认识和实践的智慧。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允许创

造一些新的概念，但是不能反过来把创造概念当成

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否则，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

就会沦为教育概念的游戏。”现在读来，这些文字依

然振聋发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概念是为了引领教育

实践而存在的。正所谓“理实相生”，不少新的教育

理念和理论都以新的概念形态存在，这类概念需要

教师通过自身的内化和外化才能成为行动，而这一

内化与外化的过程就是“去概念化”的过程。如果

仅仅停留在知道概念的层面，教育者容易陷入“概

念主义”的泥沼，为教育赋能更是无从说起。诚如

石中英教授所言，“只有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教育

者才能真正地抵达理想教育的彼岸”。那么，我们

该如何穿越？

在《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一书中，石中英教授

提出，“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时髦的教育概念和

口号，真诚地思考，审慎地实践”。这与《礼记·中

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

说法如出一撤。实际上，这二者均触及到了教师学

习方式转变的问题。关于如何学习，王国维先生为

我们框定了三境界说，胡适先生提出了“眼到、口

到、心到和手到”的“四到”方法说，陶行知先生为我

们实践了“从知到行再到知行合一”的三过程说。

近年来，还出现了“往深里学、往心里走、往实里行”

的通俗表达以及“追求技、术、道”的三层次说。

坦率地讲，近二十年来，有一个不争事实，即

“一群学习方式没有太多改变的教师，正试图改变

学生的学习方式”。长期以来，教师的学习更像是

一种外在驱动的任务，其形式大多是参加培训。综

观从领导动员、专家讲座，到教研员说课、听名师上

课，再到教研组集体备课这些学习方式，基本都属

于一种基于职业定位的工具价值的教师学习观范

畴，即教师学习服从和服务于学生发展。这种学习

有其合理性，但往往容易过度追求目标、追求结果，

无法有效促使教师参与、交流、合作、体验，导致教

师忽视过程，忽视自身的需求与原有基础，并由于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在实践中受到“价值的

有限性”和“被误用的危险”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们在说着学生如何学习的同时，

紧跟的问题往往是教师如何提高教学效能，这的确

是学习科学和教学设计要探讨的两个基本问题。

但教师没有自身的学习，靠什么为教学效能赋能？

显然，如何提升自身学习效果是一个首要的不能回

避的问题。当我们谈着各种学生需要改变的学习

方式时，我们是否想过自己需要做的改变？目标千

万条，方法千万种，教师学习必须从外在驱动走向

内在自觉，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让自身体会

到学习的幸福与愉悦。更为重要的是，诸君须知：

学习这件事，不仅关乎我们在教的学生的未来，也

关乎在学的我们自己人生的圆满。教书和教师学

习不应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更应是一种使人类

和自我都变得更幸福的教师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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