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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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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世纪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重

点! 通过梳理和回顾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历程#研究主题#培养机制和研究方法等"来阐述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进

展! 今后应进一步厘清课目教育学知识的概念"将课目教育学知识应用于教师教育课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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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课目教育学知识"aR&EF'F(.EM;'/QR/Q_/'\M]

R&FR#简称a;_%#也译作'学科教学知识(#由美

国学者舒尔曼"@LOMPE/ G)%提出& 这一概念的产

生是为了超越学科知识结构的课目主题知识#深

入到课目主题知识的教学性维度中#是课目内容

知识的特殊形式& 他认为课目教育学知识实质是

'表达和阐述课目的方式#使其易于被学生理

解(

)!*

& 因此#课目教育学知识是课目和教育学

知识的一种'特殊结晶(#是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

中掌握和转化的动态知识形态&

!5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进展

大陆地区学者白益民于 #$$$ 年对 a;_进行

了初步探讨)#*

#认为a;_的出现促成了教师知识

的系统化研究& 刘捷在 #$$* 年对国外相关文献

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课目教育学知识是教师对教

育学-心理学-学科知识-学生特征和学习背景的

综合理解)**

& #$$"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关注a;_

的研究#开始从概念化中梳理出清晰的研究发展

历程#呈现较为清晰的研究主题-培养机制#探索

和应用一系列严谨的研究方法&

!)!5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历程

国内外关于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大致经历

了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 世纪 +$ 年代#舒尔曼第一次

提到了教师教育的'缺乏范式(#开启了课目教育

学知识的概念化和研究进程& 通过分析 !+2" 年

至 !%+"年间加利福尼亚州的教师资格认证测验#

他发现相隔 !$$ 余年测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改

变#前期侧重于学科的课目内容知识#当今则更强

调教学法知识& 因此#他指出了当前教师资格测

验中课目内容知识或通用教育学知识'二者择其

一端(的悖论#点明'缺失范式(的内涵所在& 接

着#舒尔曼在 !%+1年将课目设置中用于研究和学

习的知识与教授本课目所需的'课目和教育学的

混合知识(区分开来#认为a;_是最有用的形式#

最强大的分类-解释-例子-诠释和示范#是系统阐

述课目内容并使别人易于理解的最有用的途径&

a;_同样包括对什么使学习专业知识变得容易

或困难的认知& !%+2年#舒尔曼进一步指出教师

应用复杂的和专业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课目#目

的是教学'课目教育学知识(& 舒尔曼指出#对教

师而言#仅仅理解一门课目的知识结构是不够的&

教师们必须将所教的学科专业知识-课目内容知

识-学习者前期知识-通用教育学知识联系起来#

形成教师专业所独特具有的知识)3*

&

第二阶段以 #$世纪 %$年代课目教育学知识

的动态建构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格努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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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SS'/ :)%-科克伦 ";'.LUE/ Y)%等& 由于

'0/'\MR&FR(名词属性中携带的静态-不一致特征

等#科克伦等主张使用'认知,识知( "0/'\(/F%的

动名词形式#来表达课目教育学不断理解学习者-

情境-课目内容等方面的知识所产生的动态特征#

从而将其命名为a;_F"aR&EF'F(.EM;'/QR/Q_/'\]

(/F% &

第三阶段从 #$ 世纪末至今#以动态整合-课

目化研究为特征& 比如#威尔"fREMc)%的金字塔

立体等级结构图$另外#基于舒尔曼的a;_定义#

一些研究者用课目英文首字母加在 a;_前形成

分科 a;_# 比 如 数 学 " ?EQLRPEQ(.S% a;_ 为

?a;_& 希尔"B(MMB)%的研究认为#?a;_指代

的是数学学科的专业内容知识和学生前期的知识

以及课程和教学的知识)"*

& #! 世纪以来#在信息

通信技术的推动之下#a;_进一步整合了信息技

术性"QR.L/'M'F(.EM%和教学法知识以及课目知识#

提出一个新名词!Va;_"QR.L/'M'F(.EM[R&EF'F(.EM

.'/QR/Q0/'\MR&FR%及其优势和结构& 安杰利"7/]

FRM(;)%和维兰尼德丝"fEME/(&RS̀ )%在 #$$%年对

Va;_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提出了另一个新

的概念!网络化课目教育学知识"H;V

4

Va;_%

)1*

&

此外#在具体学科领域的探索路途中#形成了文学

或读写"M(QRUE.J%-体育"[LJS(.EMR&O.EQ('/%-社会

课程"S'.(EMSQO&(RS%-科学"S.(R/.R%数学-"PEQL%

等学科领域的课目教育学知识#但音乐-美术等艺

术领域的较少&

!)#5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我国a;_研究的主题有'a;_的理论内涵

与特征('a;_的来源( 'a;_研究的发展阶段(

'a;_,Va7;_的框架( 'a;_发展的实践路径(

等& 其中#关注 a;_理论内涵与特征的文献达

#2)+8& 研究者认为目前对a;_某些侧面的研究

还较薄弱#甚至对a;_概念本身的认识还存在差

异#提出要将a;_看作是体现教师职业特殊性的

一种专业知识& 认为无论a;_如何演变#都具有

缄默性-沟通性-叙事性和价值性& 此外#a;_是

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具有难以表述性和模糊性#是

教师在特定的教学情境里#基于对学生和特定学

科内容的综合理解#选择教学策略表征#将学科知

识转化为学生理解的知识过程中所使用的

知识)2*

&

*)28所选文献的主题是调查教师获得 a;_

的来源& 调查表明#中小学教师与同事的对话-对

自身教学经验的反思以及职前阶段的微格教学和

见习实习等是获得和生成 a;_的主要来源& 也

有研究指出#入职后的学历教育是最不重要的教

师知识来源& !#)%8的文献围绕 a;_,Va7;_的

理论框架#将其置于教师专业知识的网络模型中#

解析各类知识的特定功能-结构#从而形成清晰的

知识点及其相关的联结#为教师教育的理论和实

践探索提供了技术和课程整合的新思路&

*!d3"8的文献探讨教师 a;_的实践路径#提出

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境#要强调反馈4调节机

制#并通过由新手教师-专家教师等组成的学习共

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对话和互动#通过行动中反

思改进专业实践#通过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观摩

示范-教学见习与实习来促进教师 a;_,Va7;_

的生成)+*

&

此外#学前教育阶段也有 a;_的相关研究&

黄瑾以文献综述为研究范式#重点分析了幼儿教

师的学前数学课目教育学知识"a?

4

a;_%评估

之基本要素-理论基础和现有研究情况#由此提出

a?

4

a;_评估对改善和优化学前数学的意义以

及如何将a?

4

a;_访谈评估的思路应用于教师

培训和教研的若干建议)%*

&

!)*5课目教育学知识的培养机制

统计显示#")"18的文献在相关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建构了新的知识模型#提出了课目教育学

知识的培养机制#如V;à RQ教师知识框架)!$*

-养

成a;_F的'*<V(模式)!!*

-实验型教学专业化课

程体系)!#*

& 其中#郑志恋-叶志雄以该校创设的

教育体验课程为实践基础#以 6U'SSPE/ 为培养教

学实践能力而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等为理论基

础#提出体现任务型-探究型与动态型的养成

a;_F的'*<V(模式& 包括单元教学设计"<RS(F]

/(/F%-课堂观摩描述"<RS.U(K(/F%-精彩片段分解

"<R.'P['S(/F%-体验反思提升"VLR'U(X(/F%& 实

践证明#该模式能促进职前教师a;_F的养成&

有研究者介绍了立体几何的智能教育平台#

分析课目教育学知识在信息通信技术支持背景下

的生成& 国内研究者运用'课例研究(推动数学-

历史等学科课程和信息技术的整合#将数学几何-

历史文化等静态内容设计为立体棱柱-视频图片

等#体现技术知识和内容知识的互动#形成了'技

术性内容知识0技术性教学知识0技术性学科教

学知识(的生成机制&

还有研究者通过文献分析揭示出 Va7;_教

师课程的本质特征)!**

& 其理论源起于对'设计(

与Va7;_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深刻认识$其课程

模式采取基于'深度玩耍(的设计型学习$其课程

活动遵循'微型设计4大型设计4

Va7;_整体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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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螺旋上升式的原则#得出对我国教师教育

技术能力培养的启示&

!)35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国内课目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大致从

介绍国外a;_的研究发展情况切入#比如上述的

国外a;_的内涵-特征和模型#Va7;_议题及其

进展等等& 这些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

对国外教师教育以及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动态十

分关注#并且特别热衷于借鉴和参考国外涌现出

来的新理论和新思想& 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大多是

对国外先进理念的解读和译介#而鲜有将其与国

内现实相联系-将国外优秀经验本土化或对国外

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的研究&

在所检文献中#有 *!)"8的研究通过问卷调

查-个案研究-教学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探索 a;_

的来源和发展途径& 有 ! 篇文献 "占总数的

!d+"8%是以教师的 a;_为核心的中美比较研

究#即 #$!!年马敏的博士论文+a;_论,

)!3*

& 有

!!d!8的文献对我国 a;_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了趋势展望#这说明我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

a;_的本土化和建构性& 不过#从整体上来讲#

我国 a;_的研究还是以译介-评论和思辨为主#

占到文献总量的 1+)"8&

#5课目教育学知识研究的启示

#$多年前#舒尔曼提出了 a;_这一概念#现

在#仍然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

a;_的内涵& 从'a;_(到'a;_F(#从普通 a;_

到学科a;_#涌现了 ?a;_-Va;_-Ga;_等以具

体学科领域为研究对象的新名词& 进一步开展了

'技术整合性课目教育学知识"VR.L/(.EMaR&EF'F]

(.EM;'/QR/Q_/'\MR&FR# Va;_%(和网络化课目教

育学知识 "H;V

4

VR.L/(.EMaR&EF'F(.EM;'/QR/Q

_/'\MR&FR# H;V

4

Va;_%的研究&

#)!5 应将课目教育学知识应用于教师教育课程

领域

在课程理念上#基于课目教育学知识#转变教

师教育观念& 如有研究者认为教师发展的理念应

该从'外铄(走向'生长($教师的文化构建应该从

'疏离(走向'合作($实践之于理论上应从'失

语(走向'对话(

)!"*

&

在知识获取上#研究者们通过调查获得了很

多有价值的数据& 分别而言#第一#教师获得和生

成课目教育学知识的路径是多元的#不同的路径

都可能对这一知识的习得-建构和创造有所贡献&

总结国内综述数据可知#2$8以上的中小学教师

较为认可'反思自身教学经验( '同事交流(的作

用#'在职继续教育(和'职前培训(的认可度低于

!$8&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课目教育学的获

取路径不是灌输和传递#而是教师自身及其实践

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反思-总结-沟通等& 第二#研

究者从专业化发展阶段的角度#调查了新手教师

到适应后教师"师范实习期间-# 年以内工作经

验-*9" 年工作经验%的知识变化#发现学科教学

知识的逐步丰富和系统化& 第三#注重把握课目

教育学知识的本质特征& 如有研究者通过反思#

认为应该在课目教育学知识的复杂性中把握核心

本质$选取恰当方法开展本土化的研究探索$应用

课目教育学知识理论框架理解与发展教师专业知

识& 有研究者指出课目教育学知识的本质特性体

现在缄默性-沟通性-叙事性和价值性上& 这些主

张强调并凸显知识育人的价值意义#而不是仅仅

局限在对知识的认知功能$关注并提高教师教育

内蕴的学术品质#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传统的技

能训练&

在课程设计上#主要表现为重构已有课程和

新增课目教育学知识课程& 在课程实施上#研究

者通过将'课目教育学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

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1*

& 根

据课目教育学知识的可教性"QRE.LEKMR%#研究指

出教师形成专业知识的关键在于对课目内容的设

计和组织-对其中教育意义的挖掘和阐释#其形成

不是三个要素起到均衡作用#而是不同情境-不同

阶段中形成的质或量的变化& 除此之外#研究者

们还探索出许多新的教学方式#如行动研究-案例

研究-嵌入式实践等& 在课程评价上#注重对教师

课目教育学知识的考察-对课目教育学知识评价

工具的开发和运用& 如概念图-备课评价和量规

评价-多元评价等&

#)#5 应将课目教育学知识的概念进一步厘清

我国学者大多将'aR&EF'F(.EM;'/QR/Q_/'\M]

R&FR("简称a;_%译为'学科教学知识(#这一译法

实际上存在概念理解上的窄化倾向& 首先#舒尔曼

并没有将'aR&EF'F(.EM(简单等同于教学或教学法&

他认为缺失的是具有'可教性(的课目内容和知

识#这种知识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

'识知(主动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知识#这种知

识有别于一般的'学科教学知识(#不仅包含学科

教学内容#还包含促进学生情感发展-道德发展-人

格完善等的教育内容#是一种教育学化的-再造的-

生成的知识& 所以#将'aR&EF'F(.EM(翻译成'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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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更贴近舒尔曼的原义$另外#'.'/QR/Q(在英文中

的含义很广#有点像我国的'文化(一词#既宽泛又

具体#如果简单翻译成'学科(显然不妥#因为'学

科(一词在我国一般特指具体科目如音乐学科-数

学学科等#但像教育活动等就显然不能隶属于某一

学科#所以将'.'/QR/Q(翻译成'课目(#即整个课业

的项目要更为妥当一些& 鲍尔":EMM<)%曾明确指

出#舒尔曼最核心的贡献之一是丰富了'.'/QR/Q(一

词的含义#将其与'FR/RUEMES[R.QS'NQRE.L(/F(区别

开来& 因此#将'aR&EF'F(.EM;'/QR/Q_/'\MR&FR(译

成'课目教育学知识(更能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

内涵&

总而言之#国内学者对a;_的理解已不断成

熟#逐渐认识到课目教育学知识实质上是课目知

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教育学化了的课目知识&

这些意味着a;_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和饱满#推

动了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系统的重建#预示着 a;_

本土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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