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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能是个体基于先天素质，在其认知日益丰满的过程中不间断地融合社会实践而具备的灵活的认知活动方
式和操作行为方式。教学技能是指教师在教育岗位上依照教学需要通过职前、职中或职后培养训练而获得的技能。“泛

教学技能之里”即个体拥有极具多维发散性和统一聚合性的显性技能、中介技能与隐性技能的集合；“泛教学技能之表”

即泛指的教学技能，泛在的教学训练环境，泛滥的思想特质；“泛教学技能之形”即显性技能和隐性技能借助中介技能相

互贯通，转化交融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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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技能的意涵
１．１　“技能”的内涵

《心理学大词典》对技能的解释是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智力动作方式和肢

体动作方式的复杂系统。《教育大词典》认为技能是主体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经练习形成的执行某

种任务的活动方式。学界关于“技能”的认知大致有以下三种：其一，技能属于知识范畴。以布鲁纳为

代表的认知主义者认为技能的实质是程序性知识，个体自主选择、加工并依靠主观构造和学习顿悟习得

技能。其二，技能属于动作范畴。提出“技能是通过练习获得的能够完成一定任务的动作系统”［１］１５３的

命题。关注技能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严谨合理的程序指导实际动作的操作活动方式。其三，技能是涵盖

知识范畴和动作范畴的集合。皮连生指出，技能是在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按某种规则或操作程序顺利

完成某种智慧任务或身体协调任务的能力。由此，我们认为技能是个体基于先天素质，在其认知日益丰

满的过程中不间断的融合社会实践而具备灵活的认知活动方式和操作行为方式。技能发展中内在的呈

现两个阶段，一是由观察和模仿而习得表象动作的初级水平阶段；二是指领悟技能之精髓，熟通技能之

要领，达到精湛尖端的高级水平阶段，亦可称之为技艺。

１．２　“技能”的特征
技能的内涵背后蕴含着主体性、融合性、复杂性、发展性和灵活性五大特征。

主体性。即习得技能和运用技能的主体是人而非动物。比如：自然界的小鸭子模仿老鸭子浮水，老

猫教小猫捉老鼠等现象，就是动物的本能而非技能。

融合性。即技能的习得是先天素质与后天实践相融合的共同作用而非单一线性的状态。在心理学

领域，素质又称为“秉性”，通常反映在个人气质、才智和能力上，是体现个体内在差异的主要特征。技

能依赖于个体素质与教育熏陶、社会环境交融，二者缺一不可。

复杂性。即技能的种类、形式等多而杂，是在思维和认知的指引下的规训行为而非简单、粗大、机械

的动作。比如：体操运动员拥有娴熟技术的前提是用心感悟每个动作的艺术性，日复一日不畏艰辛地练

习并博学各种动作的技能要领，最终才能实现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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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亦即技能以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基础不间断的训练而生成而非停滞懈怠。比如：一名木

匠在掌握制作简单工具之后，不断习得技艺技巧，通过认知和技术的精加工，制作出精美的榄雕或木雕，

这就蕴含着技能的发展性。

灵活性。即技能习得时应具有灵活的能力而非刻板。掌握技能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学习技能过程

中情境改变，其动作须随机应变，这对学习者的身心发展水平、认知水平以及综合素质要求较为严格。

比如：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技能表现骤然下降，甚至丧失，我们认为他还未掌握技能的精髓，缺失对

技能灵活性的运用。

２　教学技能的意义
２．１　“教学技能”的特质

何谓“教学技能”？从目前教育界研究来看，指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教师教学技能，即教师在教育教

学岗位上统一规划教育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经验，为孕育达成学生的“三维目标”而采取相对稳固的教

学行为方式。教学技能作为技能的子集，特指教师在教育岗位上依照教学需要通过职前、职中或职后培

养训练而获得的技能。

２．２　“教学技能”的特征
教学技能具有四个特征：综合性、默会性、专业性和卓越性。

综合性。教学技能是多层次、多结构、多属性的复合整体，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属性是“教”与“学”

双重技能的综合。从认知层面分析，“教”融合着教师讲授、组织、管理、评价、研究等多方面的技能；

“学”则是分析、归纳、概括、记忆等技能的整合。从操作层面分析，教学技能的习得和生成依赖于两条

主线：一是教师“教”与学生“学”。教与学不可割裂，教师善教、乐教、崇教能激发学生学习潜质，学生善

学、乐学亦可促使教师提升技能素质，“教学相长”即可说明；二是教师自身“教与学”。善教源于善学，

因善学而博学，因博学而善教，因善教而乐教。由此，教学技能的综合性成为促进“学”与“教”两者协同

发展的推动力量。

默会性。亦可称为缄默性，内隐性。教学技能是借助内隐的心理活动，将认知结构再构或重构，呈

现外显行为活动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教师对一整套教学流程都内在的包含着其思想意识上对学科

知识的加工和处理程序，进而将内化于心的信息输出并由外显的行为传递给学生。其默会性表现在教

师对教学设计、教材处理和教学研究的理解、领悟和判断上，以潜在、间接的形式存在。

专业性。教学技能不同于普通的手工技能，也区别于简单的手工操作，注重培养专业性技能人才，

如体育、化学、语文、生物等专业学科的教学技能都不尽相同，不能进行简易的转换和替代，这也是就业

岗位对大学生的专业要求日益严格的根本所在。教学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并形成内

在的认知结构，教学活动的严谨性、规范性和系统性要求教师具备高深专业素养的教学技能。

卓越性。教学技能达到出类拔萃、精湛优质的程度，意味着教师已成长为集高深专业技能，广泛通

用技能以及内在自我技能于一体的职业素养极高的专业化从业者。一名教学技能娴熟的教师，其教学

内容和教学进度的安排是深入浅出、井然有序的，并具有创造性开发文本的技能。这亦是每一位扎根于

教学岗位的教师习得和养成教学技能的最高目标。

２．３　“教学技能”的特型
中外学者针对教学技能的分类和应用认知迥异。如英·特罗特将可外显、可量化和可评估的教学

行为方式统合为六种教学技能，由教学活动的行进顺序依次是：导入—变化—提问—例证—强化—说

明。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王凤桐、李继英把教学技能细化为１６个板块，如此细致的划分反
映出对教师的要求日趋严格。原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４年下发《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
纲》，明确指出教学技能分为五类：第一，设计技能。即教师利用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根据不同年龄阶

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计授课实施计划并撰写教案的技能。第二，课堂技能。即在特定的教学场所，

运用教学语言、教学形态以及教学技巧，把控课堂并进行新知传授的技能。第三，辅导技能。即排除课

堂教学时间以外开展的诸如批改作业，培训辅导等技能。第四，评价技能。即通过教学实践活动之后，

师生之间客观、科学地进行双向评价。第五，研究技能。即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师生关系、研究方法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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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种主动的、系统化的探究技能，表现为“教师即研究者”。

３　泛教学技能的意蕴
３．１　“泛教学技能”之里

我们将教学技能比喻为森林里的参天大树，显性技能如同树干，那么隐形技能则是隐藏在土壤里蔓

延数里的树根。这一比喻可以很形象的看出外显的技能和深藏的技能都具有多维发散性和统一聚合

性，多维发散性即是不局限于当前环境并破除定势观念而显示出“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统一聚

合性是指将分散的聚集成一体，就像大树的成长既不能剥离树干，也不能脱离树根而单独存活。我们通

过对美国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简称 ＮＳＳＢ）关于“技能标准”定义［２］的认知中得出“泛教学技能”这样

一个新型名词。根据ＮＳＳＢ定义，技能标准由工作导向组成部分和工人导向组成部分构成［３］，此两者就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显性技能和隐形技能。从字面上理解其内涵，工作导向部分侧重于某一具体岗位对

技能的要求和规定，表现为显性；工人导向部分则侧重个体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表现为隐

性。分析可知显性技能和隐性技能并非存在于两个空间，而是可借助中介转化融合。

３．２　“泛教学技能”之表
基于上述梳理发现泛教学技能具有以下特征：

泛指性，即泛指的教学技能。“泛指”一词本源出自宋·陈《乐书·乐图论·琴势》一文，本意是

指手指轻弹琴弦。后经引申理解为：广泛的代指，宽泛的指代，即不专指某人、某事或某物，如：帝王将相

就是泛指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推论可知，泛指的教学技能表现在广义范畴的概念上，即指身处于职业岗

位的个体以职业需要为标准，按程序规定反复训练而获得的知识技能、动作技能和心智技能的集合。

泛在性，指泛在的教学训练环境。泛在环境是预示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多维度综合性概念，由互联

网系统、信息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有机组成，亦即“自然状态，普遍存在，无所不在，易于使用”是其独特

之处，就如同空气一样充斥着每个人、每个角落，又如同氧气一般让人们无法或缺。泛在教学训练环境

作为泛在环境的子系统，集泛在物化环境和泛在文化环境于一身，利用微格教室、一体化教学技能训练

室等物化环境，通过网络技术实现教学视频的录制、传输和存储营建和谐的教学环境、构建多元的管理

体系、创建共享的教学资源库等文化环境。简言之，泛在的教学训练环境即以提升教学素质和教学技能

为目标，以教学训练为手段，以泛在物化环境和文化环境为主要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综合环境。

泛滥性，即指泛滥的思想特质。“泛滥”本意是“水量因溢出而减少”，多指大水漫溢。唐宋时期多

释义为广博、广泛，苏轼《复改科赋》中记载：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后经引申翻译，常被理解为：广

泛流行、洋溢、充溢。正如杨朔在《三千里江山》一文所描绘的：吴天宝的脸又红又亮泛滥着生命的光

彩。由此看来，“泛滥”一词的内涵是经得起反复推敲的，文中所说的泛滥的思想特质即是指泛教学技

能思想的光彩，体现着容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气质，具体表现在综合性教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

３．３　“泛教学技能”之形
泛教学技能作为一个集合，主要含有三个核心子集。其一，隐性技能。指无法用语言陈述或行为展

示的技能，以潜在性为主要特征，指存在于个体的思维意识之中，思维导图、思维构建、思维创设是其表

现形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其二，中介技能，亦称转换技能，即是运用相关职业

背景的专业技能作为隐性机能向显性技能过渡的转换器，主要是中介思维和中介实体，可能是虚拟的，

也可能是真实的。其虚拟性反映在思维力等方面；真实性突出表现在依托于现代多媒体技术对专业技

能的运用和发挥；其三，显性技能，是通过行为和动作显露出来的技能，以显在性为特征。职业人通过对

上述三个部分的转化和整合，并与其所在职业岗位进行匹配（譬如了解职业背景，明确岗位需求，获得

职业技能等），进而提炼其泛教学技能的纯度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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