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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研活动的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本文主要针对基于教研活动的教师 PCK 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结合现场观察与访谈，同时结合教师教研活动中 PCK 发展扎根理论，

形成理解、参与、共享、实践、反思 PCK 教研活动发展模式。从而帮助广大教师更加深入理解如何教、教什么；将自身发展需

求为基础主动参与、边缘性被动参与；共享自身教学经验；在新问题情境中使用经验库中内容有效解决；将实践与经验更好融合，

最终转换成属于自身且独一无二的 PCK 发展模式。

教研活动；教师；PCK；发展模式

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出：“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为教师带来乐趣，
将每日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
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路上来。”未来教师教育领域发展
的主要趋势就是教师专业化，其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核心同样作为
教师专业化。因此提出 PCK 概念对我国教育事业与教师行业产生
了极大影响，教师专业知识核心与基础也开始逐渐转换成 PCK，而
基于教研活动对教师 PCK 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
义。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与情境中才能创造并生成知识，也可以将其
看作为创造知识的场所。教师在创造与建构知识的过程中，需要在
不同场所中实现。本文主要研究的重点便是在教研活动这个场所中，
教师 PCK 的生成过程与未来发展模式。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
基于教研活动的教师 PCK 发展，主要包含了理解、参与、共享、实践、
反思等几个部分。

一、基于教研活动的PCK发展模式探究——理解

经过研究大量学者的从观点可以看出，教学的第一步便是理解，
教师应以批判性理解的目光看待教授的全部知识与观点，同时还应
充分掌握其所教的这些内容与观点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教师将自身的个人教学经验、知识水平等作为基础，完成这种理解，
这种理解同时也作为可以凸显教师个性化特点知识理解。理解的内
容不仅包含教师所教学科知识点，同时还包含对相应学科知识体系
的理解，可以体现出更高的深度与广度 [1]，将教师掌握的知识结构
充分反映出来。

如果将教师所教学科相关内容看作为第一步，那下一步就可以
是教师应理解用何种方法教授这些学科内容。教师使用哪种教学方
法，可以反射出教师的实际知识水平，因此教师理解如何教，也可
以将其看作为是教师理解教学方法。但这种教学方法与普通的教学
方法不同，是具体学科内容共同融合的教学方法。对学科教师来说，
不仅用充分掌握本学科相关知识内容 u 教学方法，同时还应了解本
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关系与交互指导性，尤其对于各个学科
之间教学方法的共通性，教师都应充分掌握并理解，使学科教师面
对不同教法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触类旁通。

总而言之，教师的这种理解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量
与知识整体结构，同时还包含教授内容、所教学科与学生，还会囊
括自身的教学方式、教学案例与生活背景，教师应充分理解如何教
与所教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掌握学科真正概念，理清不
同概念之间存在的关系，更好地掌握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教师应
基于不同角度全方位了解自身教学内容 ，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教、怎
样教、教什么等相关问题。

二、基于教研活动的PCK发展模式探究——参与

通过对部分学者观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践共同体中，学
习者作为必须参与的一方，同时对于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来说，也需
要新手完全参与到共同体实践过程中。教师了解学科内容、所教知
识与如何教相关内容之后，就会投入到不同教研活动中，可以理解
为教师参与到教研组该场所中，同时获得合法身份。但这种参与具
有一定边缘性，不包含外围、不重要的意思，而是表示参与成员会
使用更加多元化、丰富的参与方式。在教研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
就可以使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完成学习、教学等相关内容。

从理论方面进行分析，教师必须扎根到课堂中，及时、妥善解
决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才能使课堂教学中的缺陷与问题获
得改善，从根本上加强课堂中的教学质量与效率，使教研活动具备
的价值与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教研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会亲自参
与到现场中，亲自解决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问题，从而感受到自身行
动的实际方式与所得结果 [2]，这也是经验获取的主要渠道，利用这
种方式使自身的经验库获得扩充。从实际情况来看，教研活动这种
方式确实可以让全部教师都可以参与到专业发展活动中，教师之间
可以形成互相学习的关系，从而获得职业方面的持续发展。还有部
分研究表示学校中教师每星期会花费 70% 的时间在教学方面，在
发展教学技能与备课方面投入了 30% 的时间；部分研究表示教师
很多时间会用来与同事之间进行互相学习，达成个人的职业发展目
标。教师通过参与可以获取更多的学习机会，使这些教师获取更多
专业发展的可能与效果。

基于教研活动的教师 PCK 作为一种实践性较强的知识，具备
一定的缄默性特点。教研活动中的参与者到达现场之后，经常是为
了解决教学实际产生问题，甚至还会利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
式制定问题解决方案。解决问题可以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
思维活动，与知识之间也会存在一定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问
题解决会受到来自知识的影响；第二，子通过解决问题可以获取知
识，其可作为知识获取的主要途径。由此可以看出，教师通过问题
的解决、教研活动的参与，其知识方面可获得发展。

三、基于教研活动的PCK发展模式探究——共享

对于教育领域而言，其专业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被教育专家发
现、归纳与格式化的教育科学知识中，每个教师都拥有不同程度的
教学经验，这其中也会含有更加丰富的知识与才能。教师 PCK 可
以被镶嵌在实际的教学情境中，将其隐性教学智慧充分发挥，从而
形成一种动态性、稍纵即逝的现象，教师通过长期实践与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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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积累与构建可以形成全新的实践性知识。但这些知识与经验主
要会以个体知识、隐性知识的方式存在，教师需要将这种隐性知识
转换为显性知识，使其他更多教师可以理解，最终转换为公共知识，
提升教师整体的知识储备量，从而促进教师 PCK、个人知识、专
业等多方面获得共同发展。

依据对相关学者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对教研组具备的实践共同
体要素进行总结：共同事业、互相投入、共享经验。可以看出，这
种实践共同体中包含相关学科或依据相应要求组成的学校教研组，
主要由于教研组中教师也会拥有共同事业、互相投入与共享经验。
通过对教研活动进行分享，可以重新阐释、情景化相关知识，使教
师更加容易掌握与接受，教师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知识结构，对各
种新知识进行吸收，将其内化成个人知识。有学者认为：若个体知
识永远以个体知识形态存在， 则肯定会失去其自身具备的公用价值[3]。
反之，如果仅存在于公开化过程中，才能将知识可促进个体发展与
社会进步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对于教研活动来说，其中一个环节
富有强烈特色，即鼓励其中的每个参与者进行提问并分享自身经验
与经历，使讨论的全部内容迁移至自身问题情境中，使原本知识与
潜力获得激发。利用这种分享的方式，可以使教师个人知识获得激
发，从而更好地改进并调整。教师之间还可以将问题情境与个人经
历进行分享，使其他人的知识内化成自身知识，之后通过自己的方
式共同表达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使其他人都可以理解并认同，在
教研组内容形成公共知识体系。相比于其他的教育经验与理论来说，
这些知识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同时也作为教师知识与教学理论的
主要来源渠道，也同样作为教师 PCK 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基于教研活动的PCK发展模式探究——实践

    教师通过参与教研活动，同时在过程中使自身的经验与问题情境
形成共享，使个体经验库更加丰富。教师可以将其中的相关知识迁
移至新问题情境内，也可以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环节，对经验库中
内容形成检验，这也是教师 PCK 的主要表现。由于教师 PCK 主要
表现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无法与实际教学情境互相脱离。在教
研活动实践中，教师通过通化知识使自身经验库更加丰富，促进教
师个体知识获得持续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知识更加模糊、不
稳定。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活动主要涉及的部分为，可以对教师各类
教学行为表现形成观察，但教研活动会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

响，表现在教研活动前后教师课堂教学实践发生的变化中。通过积
极实践，可以获取更多知识，教育同样应在实际问题中加入相关理念，
这种理念应表现为在学校或利用其它途径学习到的关于教育的办法、
知识、对教育的感悟与理解，主要作为静态知识。但教师在教学中
实际遇到问题时，不能仅使用静态知识进行解决，而是应针对具体
问题情况对静态知识进行转化，从而成为动态知识。但如果面对不
同学习对象、不同教研活动、不同教学情境，应使用不同教学方法，
使具体情境中的内容与方法获得统一。

五、基于教研活动的PCK发展模式探究——反思

通过将经验与反思互相结合，教师就可以获得成长，这也是教
师发展的主要模式，已经在社会与业界中达成共识。从目前世界教
育发展情况来看，实践与反思早已成为培养教师的基础模式。教师
通过反思可以更加具体、真实地认识教研活动与教育、教学，同时
还可以对自我进行更加清晰的认知。教师通过在教育情境中开展持
续与积极的反思，可以加快其知识更新速度。反思不仅作为一种特
殊的思维活动，同时还是一种主要的实践方式，在教研活动中可完
成基础教学实践。教师认真思考如何教、怎样教，同时还应反思作
为一名教师，使用哪种方法与行为最适合学生，通过这种反思可以
进一步加强教学效率与质量。尽管会对反思进行不同的定义，但大
部分都将反思的真正含义看作为超越个人经验表面因素的思考，帮
助教师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对教、学形成批判性思考，从而
完成更加深入、更具意义的探索与研究。

六、结语

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作为教师知识的重要核心，会对教
师专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研活动作为教师 PCK 发展的
强有力催化剂，可促进教师专业获得更加稳定、持续、优质发展。
因此应注重理解、实践、共享、反思等多个内容，从而促进教师
PCK 获得更加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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