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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学的本质与教师教育 
——看似简单的困难实践 

刘黎 

（重庆西南大学） 

摘要：教师和教学都是我们教育环节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同时也展现了教师教育的特殊意义。教师教育工作看似一个简单的工

作，却是一个复杂的困难的实践。本文通过对教学本质的探索，了解教师教育工作的特殊性，获得对教师教育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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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教学本质的探讨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

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

学习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素质提高，使他们成为

社会所需要的人。通常谈到“教学”。大概大家都能够想象出来的

画面则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画面，但是实质上的教学面临很多更层

次的问题，比如“客户”合作问题（这里的“客户”更多的是指教

师教学的对象）、强制要求“客户”的问题、情绪管理问题、结构

分离问题、教学效果的长期不确定性问题等，了解这些现象后的本

质才能够更好的探讨教学的本质，更好地了解教学工作，才能促进

教师教育的发展。下文将从上述的几个问题分别阐述教学所涉及到

的问题。 

第一，“客户”合作问题。正如戴维·科恩（David Cohen）所

说，教师面临的困难的核心是教学是人类进步的实践[1]55。在这种实

践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从业者需要依靠他们的“客户”来获

得一些结果或者实现某些价值 [1]57。外科医生可以治愈在手术过程中

睡着了的病人的疾病，律师也可以成功地为审判期间保持沉默的当

事人辩护，但教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学生的积极合作[2]。

学生必须愿意学习老师教的东西，教师必须按照教学计划，对预期

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传授并去达到规定的教学目标，否则老师的教

学会被认为不合格或者失败。杜威（Dewey，1933）在谈到“教学

与学习之间的等式与买卖之间的等式相同”[3]81，这就让人情不自禁

地想到了这种师生关系的互惠概念。也就是说，除非有人在购买商

品，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销售人员；除非有人在学习，否

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想想这对试图成为人类进步的实

践者的教师和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必须投入大量

的技能和精力来完成鼓励或激励客户进行合作的任务，但是其结果

仍然是不确定的。客户可能会选择出于冷漠、习惯或原则、怨恨、

疏忽或一时兴起的行为而拒绝从业者提出的改善建议。在这样一个

领域，成功率可能很低，而从业者的行为和客户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此，很难确定从业者工作的有效性。 

第二，强制要求“客户”的问题。对老师来说，获得学生服从

的难度更大，因为学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强制要求下出现在教室里

去学习。学校生活的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如果有选择的话，学生们

会做一些别的有趣的事情，而不是学习代数、地理、文学或生物，

但是强制要求的一部分是合法的。学生也可能会直接感受到来自父

母和市场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的社交欲望。学生的父母们希望学校

在白天照顾孩子，老师帮助他们进步，甚至教育他们；使得他们拿

到获取好工作的技能证书等；学校也是他们的朋友所在地。没有人

比沃勒（1932/1965）在他的经典著作《教育社会学》中更深入地或

更愤怒地描述非自愿学习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师生关系是一种制

度化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教师代表正式课程，他的兴趣是以任务的

形式将课程强加给孩子们；学生们对自己世界中的生活比对老师提

供的枯燥的成人生活更感兴趣[4]195-196。根据沃勒的说法，控制或者说

强制要求是老师面临的核心问题，每一个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新手都

肯定会同意他的观点。 

第三，情绪管理问题。另一个让教学变得困难的问题是它要求

教师与学生建立并积极管理情感关系。这与大多数职业的规范形成

了鲜明对比，包括那些关注人类进步的职业。考虑典型的专业关系

的特点，然后考虑对教学的影响，这是由于这种差异和师生关系产

生的。一般来说，专业从业者应该与“客户”保持明显的情感距离。

他们关注“客户”寻求专业帮助的特定问题，根据他们在解决该问

题中的表现来判断他们，他们和“客户”被视为独立代理人，通过

一定关系追求自己的目的，这种关系受普遍性程序规则的约束。专

业客户关系的这五个特征来自帕森斯（1951）开发的“模式变量”，

这是五对可用于定义不同类型角色关系的替代方向：（1）情感中立

性与情感性，（2）特异性与扩散性，（3）成就与归属，（4）自我与

集体取向，（5）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5]。按照这一理论，专业人士

在与客户的互动中都受到第一个取向的制约。在这一点上，它们属

于一大类有限的、功利的角色关系，社会学家称之为次要关系，而

主要关系则是广泛的、涉及情感的。与为典型专业人士定义的角色

相对清晰相比，教师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加复杂的角色环境中。为

了 理 解 学 生 的 学 习 问 题 ， 教 师 需 要 与 学 生 建 立 广 泛 的 关 系

（Fenstermacher，1990）。他们还需要建立情感联系，以激励学生积

极参与学习过程。这种与学生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有几个特点，这

也大大增加了成为一名好老师的难度。首先，对于特定教室中的任

何特定教师，都没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南。与促进人类进步专

业的其他从业者一样，教师必须自己解决问题，而不能依赖于可接

受的专业实践标准，如指导律师、医生和会计师的标准。在职业生

涯之初，教师们摸索着寻找一种方法，与学生建立有效且可持续的

情感联系，寻找最适合他们的教学角色。这种角色既是自然的，因

为它借鉴了教师作为一个人的特点和优势，又是构建的，因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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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课堂上促进学习。其次，教学实践将教师置于一个极其复杂

的角色中，这种角色以笨拙的方式结合了小学和中学关系的特点。

按照帕森斯（1951）的说法，教师角色结合了情感亲密和分散互动

的任务，这两种角色都是主要角色的特征，以及成就的任务（根据

表现给予学生奖励，而不是归因于特征）、独立性（鼓励学生发展

和依赖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以及普遍适用规则（对所有学生一视

同仁），所有这些都是次要角色的特征。第三，教师面临着通过维

持教学角色来管理与学生的情感关系的压力，而教学角色正是这种

关系的基础。维持教学角色是 Hochschild（1983）所说的“情绪管

理”的一个例子在她的书《The Managed Heart》中，她探索了各种

“需要情感劳动的工作”，要求“工人在另一个人身上产生情感状

态”[6]。在这项研究中，她从不直接提到老师,但她的分析非常适合

教师。她认为，这类工作特别困难，压力也特别大，因为一个人能

在另一个人身上产生想要的情绪状态的唯一方法是有效地管理自

己的情绪。教师的角色，就像其他情感工作者的角色一样，如果一

个人想要有效地扮演这个角色，就不能表面上接受，而要从内心深

处去接受，教学实践的目的是对学生的情绪产生影响，而在情绪问

题上，学生也有灵敏的触觉来检测到教师。 

第四，结构分离问题。在这里指的是空间结构的分离，每个教

师是带着学生们在一个独立的教室里面教学，与其他教师和班级是

分离的。在试图激励被动学习者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在结构分离的

条件下操作，这加剧了教师的问题。自 19 世纪早期年龄分级教育

发明以来，教师们发现自己在独立教室的四面墙内从事自己的职

业。他们通常是教室里唯一的专业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授课，由他

们自己决定如何管理一个由大概 30 名学生组成的小组或者小班，

并让他们完成所需要学习的课程。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加强教师对

掌控班集体问题的关注。教师的人数远远被学生人数超过，也得不

到专业支持，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规则：“除非教师建立控制制度，

否则就没有办法学习；如果教师不控制学生，学生将控制教师”[7]。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老师必须把教室变成一个私人领地，一个有着

自己一套规则和当地习俗的小公国。与外界隔绝的一个相关后果是

创造了一种将学习教学视为私人折磨的愿景[8]，以及一种将新生教

师视为白手起家的愿景。这给跨课堂跨领域的教师共享专业文化的

建设留下了很小的空间，也大大削弱了教师准备项目的感知价值。 

第五，教学效果的长期不确定性问题。教学技术绝不是确定的，

教师必须学会长期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是他们专业实践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9]。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教师必须在如文中概述的那

种令人生畏的条件下工作，这种条件将不可预测的意志和情感因素

引入教学过程的核心。然而，即使我们关注影响教学的更能够预测

的因素，教学仍然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那么第二个原因则是其不

可简化的复杂性。除了学生的复杂性之外，我们对教学的了解总是

取决于大量的干预变量，这些变量在教师的行为和学生的反应之间

起着中介作用。因此，在任何教学处方上都会有一个“其他条件相

同”的条款：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这比那更好用。教学工作

中不确定性的第三个来源是，我们无法充分衡量教师对学生的影

响。老师可以测量一个孩子在周五会拼写多少本周介绍的拼写单

词，或者测量一个学生是否能很好地解决课堂上刚刚讨论过的单词

问题。但是，这说明了老师在教授这些科目时，有什么更大、更有

意义的目标？我们希望教育能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即培养有能

力、有生产力和对社会负责的成年人，由于多年的时间和许多其他

干预因素，已经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任何特定课堂互动中消失。教

学中不确定性的第四个来源是社会强加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复杂且

往往相互矛盾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希望教育促进民主平等即培

养合格公民；我们还希望通过教育提高社会效率，换句话说，培养

生产性工人；此外，我们也希望教育能够促进社会流动性，为能够

成功竞争社会商品物资的个人做好准备。然而，有效的教学方式和

学习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其主要目的是让公民、工人或社

会攀爬者做好准备[10]。第五个不确定性来源是，教师甚至无法明确

确定客户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客户是学生。在另一个层面上，

客户是学生的家长。在第三个层面上，教师的客户是整个社区，它

不仅为公共教育买单，还感受到教师培养合格公民和生产工人能力

的影响。让所有这些客户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综上所述，我们所看到的教学并非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并

非仅仅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产

生积极合作的过程；而教学过程中还会含有师生在班集体内管理和

被管理的关系；还需要教师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的同时，对学生情

绪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不同的班级教学中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教学制

度，班级教学管理规定来维护班级教学秩序；以及面对教学效果的

长期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哲学家雅尔贝斯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而教学是教育的一个关键和必要的过程，往往不那么简单。 

二、教师教育似乎很容易的工作 

如果教学真的像我在这里描述的那样困难，那么除了教师教育

之外，没有任何形式的专业实践要求更高。我们要求教师教育项目

为普通大学生提供无法估量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一种取悦不

可调和者的方式来教授无法抑制的东西，而不必清楚他们行为的目

的或后果。这些项目不被视为惊人的成功，这有什么奇怪吗？但这

并不是教师教育者面临的问题的终结。此外，他们面临的情况是，

一般认为教学专业相对容易。这种看法不仅仅是未受过教育的公众

的特点，它在教师候选人中也很常见。 

第一，观察学徒制。Lortie（1975）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即未来的教师会花很长时间观察教师从事专业的方式，因此他们觉

得自己在上教育学院的第一门课程之前知道如何进行深度教学。可

能是“任何人都可以教”的普遍观念源于此，毕竟哪个孩子哪个学

生不能合理准确地描述课堂老师的行为[8]62？与教学相比，其他职业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然而，未来教师在这种推理中的错误是

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观察学徒制向他们展示了很多关于教师所做的

事情，但几乎没有展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从这种观察和非分析的

角度来看，教学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行为，要么受习俗（这是教学的

方式）的指导，要么受天性（我就是这样的人）的指导。在这两种

情况下，教师准备都不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用的。学生们看不到的

是老师采取教学行动之前的想法、她考虑的备选方案、她确定行动

的战略计划，或者她试图通过该教学行动需要实现的目标。这些都

是教师准备项目想要教授的东西，而且是合法的，但在这样做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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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他们遇到了教师候选人的巨大阻力，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

种专业教育。更甚者，认为这种教育对教学实践来说几乎毫无实际

作用和意义，只是荒废实践和精力，没有意识到这些宏观的方法策

略和目标对整个教学实践的方向性指导的作用。 

第二，普通技能和知识。从普通技能和知识的角度出发，教师

教育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普遍认为教师拥有的实质性技能和

知识完全是普通的大众化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初等和中等教育

是强加给全体民众的。这不是精英教育，这是大众教育。如果教师

教育这份工作做得很好，它传递给学生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就会在整

个人群中变得灵活通用。因此，与大学教授不同的是，学校教师被

视为了解大多数成年人已经知道的知识的大师，而大学教授的水平

远远超出普通公民的理解。他们教的不是火箭科学，这是常识。从

广义上讲，教师教育者，虽然从专业技术上讲是大学教授，但是与

被视为令人敬畏甚至特别必要的事业无关。 

第三，基于专业知识的角度，不属于教师教育者的专业知识。

教师教育者甚至在他们从事专业的实质性领域也没有正当的专业

知识。他们可能是数学教育、扫盲或英语教育、社会研究或历史教

育或科学教育方面的专家，但他们作为数学家、语言学家、文学专

家、历史学家或科学家，没有学术信誉。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并不存

在于培养教师的教育学校，而是存在于整个校园的学科部门，教授

们在那里进行专业研究，并开办高级研究生课程，探索这些学科更

深奥的领域，远远超出了普通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远远超出了

K-12 教师的授权或专业知识。这种情况不仅使教师教育工作者在学

术阶层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使他们在教师生产中处于不可维持的

地位。教师教育无法控制向教师提供他们需要教授的实质性知识，

但这些教师可能在课堂上表现出的任何知识不足都要受到完全的

指责，这也能展现出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无奈。 

第四，不引人注目的、随意传授的教学技巧。像医生、律师、

会计师和建筑师一样，教师必须掌握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才能在专

业中发挥作用，但仅仅知道自己的学科内容和知识是不够的。专业

人士不仅仅是知识的持有者，他们更是为了客户的利益而根据这些

知识去行事的人。然而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差

异和不同。正如 Fenstermacher（1990）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专业人

士利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他们并没有为客户提供

下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医生成功地获得他们目前享有的地位

和收入的方法之一是‘锁定’或神秘化他们的知识”[11]136。大多数

专业人士在不透露其行业奥秘的情况下借用专业知识，因此他们可

以将其权力留给自己。下一次当客户在医疗、法律或会计问题上需

要帮助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专业人士那里寻求另一种解决

方案、另一种干预、另一种专业技能的租赁或者借用知识。但是教

师是不同的，他们不租赁或者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是将其泄露

或者传授出去。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必要，让学习者在

没有老师帮助的情况下学习，获取学习方法从而培养可以自学的能

力。通过这种方式，教师们可以揭开自己专业知识的神秘面纱，从

而心甘情愿地放弃其他专业人士如此嫉妒地捍卫的对客户的权力

来源。同样，教师教育工作者也在为教学揭开神秘面纱，将自己的

专业知识传授给未来的教师，使其能够继续教学实践，而无需持续

咨询和长期依赖。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独立性，

教师和教师教育者将自己置于削弱自身地位和权力的位置。这种独

特的专业实践模式有助于解释这两种职业都必须忍受的许多蔑视，

但同时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无私也让教师和教师教育者们略带几分

失落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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