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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家型教师培养是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其重要实践标志的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近来也受到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从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探讨出发，阐明中小学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

内涵及特征，提炼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策略及规律，以促成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为教育家型

教师培养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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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要造就一
批具有示范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型教师［１］。而

教育家型教师的首要特征是拥有兼具创造性和系

统性的教育思想或理论［２］。教育学者叶澜指出，

教育实践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的个人教

育理论［３］。这种个人教育理论通常表现为教师

教学实践中的个人魅力与创造性的品质，并能

通过教学实践外化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实践观

点，也称“个人实践理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ｏｒｙ）。从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常规的、规

则化的教育教学行为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但教师在现实场景中的创造性教育教学行为无

法被取代。笔者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探

讨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教师个人实

践理论的内涵、特征和有效建构策略，提升教师

的理论修养，以促成教育家型教师的养成，推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发展
１．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

通过对专家型教师思想和实践的调查发现，

专家型教师通常能将个人想法进行系统性实践探

索，以逐步形成系统性的“个人实践理论”［４］。美

国教育学者舍恩（Ｓｃｈｏｎ）认为，优秀教师之所以
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是因为其有着关于

教学实践的特有理论和个性理解［５］。因此，体现

优秀教师创造性、稳定性、主动性、独特性、系统性

的个人实践理论成为教育家型教师的重要特征。

这被视为与研究者建立的教育学术理论相对的

“非正式理论”，也称“小写理论”。实践表明，教

育学术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和作用存在滞后

性。相反，教学情境和实践是教师直接面对的。

任何教师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归纳经验，将其内

化为认知并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教育“小写理

论”，进而反馈专业实践，提高教学实践绩效。贝

弗利（Ｂｅｖｅｒｌｅｙ）认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
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６］：一是通过个人实践理

论，教师与同事及学生能较为顺畅地交流教学

实践背后的原理；二是个人实践理论能促使教

师开展有效教学实践；三是个人实践理论的建

构过程对教师的持续专业成长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四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能增强教师自信心

和自我效能感；五是个人实践理论能作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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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依据和理论基础；六是个人实践理论有

利于教师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提升学生学习

的效果。数学特级教师任勇认为，教师个人理

论建构还体现在其追求和发展个人认识的过

程，以个人理论建构为目标，教师通常会形成主

动学习、实践、反思内化等专业实践，促使其从

经验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转变，使教学实践由

经验驱动转换为理论驱动［７］。

１．２　个人实践理论的研究趋势
众所周知，个人实践理论并非特定的概念。

国内外学术界还有教师个人理论、个人教育信念、

内隐理论、实践理论、个人实践知识、个人教育哲

学、教学主张、教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等与之相似的

概念。其中，教育信念和个人实践理论在教育学

和心理学领域被提及最多，包括教学信念、认识信

念、自我价值感及教学认识信念等。笔者从文献

研究出发，采用关键词检索法对国内外包含“个

人实践理论”及相似关键词的研究成果进行分

析，如在相关数据库输入“个人实践理论”“个人

理论”“教学主张”“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等关键词，检索不同年
份的研究文献，绘制统计图，探索个人实践理论的

研究主题和趋势，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个人实践理论”及相似关键词有关研究发文量
　　注：数据来源于ＣＮＫＩ、Ｓｉｃ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万方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时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２２年，检索结果去掉书评和报纸等类型文献。

　　如图１所示，近２０年，“个人实践理论”“个
人教育信念”“教学主张”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等相关研究都大致呈现在稳定中增长的
趋势，表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逐渐受到教育研究者和教师的关注与重视，并成

为教师专业学习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其中，较

之其他关键词，“教学主张”相关研究发文量较

多，近２０年间共有６０６篇相关文章发表，多集中
于教师课堂教学实践与信念融合的研究，是表征

个人教学特色与实践的典型概念。从“个人实践

理论”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相关研究发
文量看，近２０年相关研究较为稳定，虽每年发文
量不多，但都被关注，研究文献总量超过 １００篇。
相关主题多集中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意义、个人

实践理论发展趋向、个人实践理论与教师成长关

系、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探索、教学专业问题解决、

教师个人知识创造及教师研究等。西班牙学者琳

娜（Ｌｉｎａ）等人通过刺激回忆访谈对１７名小学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ＰＰＴｓ）的组成类型进行考察和分
析，提出了教师行为的显隐性理论，并指出其对教

师深入理解和发展教学的重要意义［８］。中国台湾

学者洪雨涵（Ｙ．Ｈ．Ｈｕｎｇ）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教师
个人实践知识在课堂教学决策中的运用及影响。

结果表明，教师通过运用个人实践知识，对教学内

容的选择、作业设置和课堂冲突性对话的构建做出

有效决策，以解决课堂中的公共问题［９］。

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２．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概念内涵

英国教育学者恩特威斯尔（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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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位教师的多元智能、个性经历和实践对象

不同，其学习和教学实践的方式及结果也不尽相

同。换句话说，不存在一种完全正确或者万能的

教育实践方式，每位教师总能从所处教育情境出

发，通过持之以恒的探索，建构促进个人教育实践

的认识和理论［１０］。例如：数学家苏步青老师经历

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而形成了个人独特教学风格，

并结合启发式教学方法，创建了讨论班小型科学

报告会理论，培育出数学研究领域的“浙大学派”

人才，为高等学校教学方法创新和应用提供有效

指引［１１］。因此，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指向教师在个

人教育情境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教师个人“小写

理论”。笔者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的不同理解视角，梳理了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

代表性内涵与理解，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内涵的代表性理解

作者 内涵视角 内涵

帕特里克（Ｐａｔｒｉｃｋ） 教学的方式 教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概念化教学的方式，也是实施教学的方式

汉达尔（Ｈａｎｄａｌ）、

拉沃斯（Ｌａｕｖａｓ）
认识系统 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教学实践相关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相整合的综合动态系统

桑德斯（Ｓａｎｄｅｒｓ）、

麦卡琴（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行为缘由的概念

为教师的行为提供理由的概念结构和愿景，以及为有效开展教学活动和选择课程材料

提供理由的概念结构和愿景

斯威尼（Ｓｗｅｅｎｅｙ）等 系统信念
一套结合教师先前生活经验引导教师的系统信念，这些生活经验既来自非教学活动，又

来自教学的课程设计及实施结果

　　如表１所示，学界关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内
涵的理解主要有四种：教学方式、认识系统、行为

缘由的概念、系统信念。事实上，“个人实践理

论”可追溯至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他认为，

科学研究建立的公共理论无法解决专业实践情境

中复杂、多变的问题［１２］。相反，教师能通过反思

实践的方法从实践中提炼理论，进而反馈实践。

挪威学者汉达尔等人从理论建构维度，将教师个

人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个人经验、学科知识、教育

价值观的有机融合［１３］。陈向明基于反思型实践

的观点提出了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一般概念，即

教师心理上信服并在实践应用中显现的教育认

识，其内容包括教育信念、教学机制、策略知识、反

思意识等［１４］。与之相似，斯威尼等人将教师个人

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在先前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系统信念［１３］。桑德斯和麦卡琴的理解更具实

践性，他们认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是教师个人教

学实践的理论性概念结构和目标［１５］。帕特里克

将个人实践理论定位于教学领域，称其为实施教

学的方式［１６］。笔者从教学实践出发，融合教师个

人特色认识，将个人实践理论理解为教师在个人

经验和理论认知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方法和实践

建立的关于教育教学的创造性实践知识，这是介

于个人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智慧间、指向实践的

理论。

２．２　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特征
从理论构成要素来看，理论是一个或多个法

则和要素形成的系统。陈向明认为，每位教师都

有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和信念，且与公共的、普遍

性的大写理论不同，它通常指小写的、区域性的、

对某些特殊情况适用的理论，抽象程度较低，旨在

说明某些具体问题［１７］。还有学者根据理论知识

的来源和实用性特点提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解

释性、行动性、情境性、个体性和开放性特征：解

释性体现在教师对实践和现象过程要素及其联系

的解释和阐述中；行动性表明了个人实践理论的

可操作性，体现于实践主体的语言、概念和范畴，

表明教师实践的行动意义和逻辑；情境性体现在

实践理论来源的情境和实用性成效，表明理论的

实践场域和结果等；个体性体现出实践理论的独

特性和创造性，并将实践和理论的主客观联系起

来；开放性表明个人实践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体

现理论发展的持续性和包容性［１８］。笔者从当代

教育名家的个人实践理论案例分析着手，归纳教

师个人实践理论的特征，具体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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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现有代表性个人实践理论案例

建构主体 个人实践理论 内涵

窦桂梅 主题教学理论
立足语文教材，从文本的言语内容与形式中获取具有促进儿童生命成长的核心“词语”———体

验和发现，即“主题”［１９］

华应龙 化错教学理论 把课堂的差错转化为教学资源融入后续教学，包括容错、融入教学、在错误基础上发现学习［２０］

魏书生 六步教学法 定向、自学、讨论、答题、自测、自结［２１］

于漪 人文性语文教学理论 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语文学习是达到此目的的适当途径［２２］

马培高 首善教育实践理论 首先要将善放在首要位置，其次要开展以至善为核心的教育［２３］

李吉林 儿童情境学习理论 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学、思、行、冶［２４］

王俊 两类结构尝试教学理论
在学科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概括化、结构化的知识内容和方法程序，使其自如地主动学习某类

知识，解决某类问题［２５］

　　如表２所示，笔者从学科、实践领域、所处情
境、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及内涵等角度收集和归纳

教育名家建构的个人实践理论，为个人实践理论

特征归纳提供依据。不难发现，这些教育名家的

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内涵、目的和意义均体现出理

论与实践兼具的特征。尤其是从实践理论的建构

背景和要素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表现出鲜明

的个性化特征，具体可归纳为实践性、系统性、情

境性、创造性、精炼性和个性化等。

（１）创造性。创造性是个人实践理论的首要
特征，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特色的集中体现。表

２中，七种个人实践理论名称即是建构主体创造
性的集中体现。从理论内涵来看，较之宏大的教

育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实践理论具有极大的创新

和特色，如华应龙的化错教学理论体现出的对课

堂错误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创造性运用。

（２）实践性。实践性是个人实践理论的标志
性特征。与一般理论不同，个人实践理论具有明

显的实践目的指向并对实践方法和策略起到示范

性引导作用，如王俊的两类结构尝试教学理论对

课堂教学实践改进的关注。

（３）系统性。系统性是个人实践理论有别于
教师个人实践认识或理念的典型特征，体现教师

对个人实践理论的持续探索和实践，表明教师对

某类问题的整体性认识及视角的形成，表现为个

人实践理论内涵的完整性要素与系统性逻辑，如

李吉林的儿童情境学习理论对儿童学习情境与实

践的系统性关注和整合。

（４）情境性。情境性与实践性相似，是个人
实践理论的典型特征，指个人实践理论从具体实

践情境中产生并在情境中应用和完善，如窦桂梅

的主题教学理论关注的语文教学情境及其应用

实践。

（５）精炼性。精炼性是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性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理论内涵形式简练

而意义丰富，这需要教师具有极强的教学实践

胜任力，并以此建构和归纳关于实践的理论，如

魏书生六步教学法，具有高度概括性且意义

丰富。

（６）个性化。从内涵和要素来看，七种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皆具有个性化特征，涵盖教师的学

科背景、家庭影响、学习经历、专业素质和学生的

学习等，并通过个人实践理论的应用和论证扩展

其创造性、实践性价值。

３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
实践表明，教师通过对自身实践和经验的反

思及推理形成理论和智慧［２６］。英国学者布雷兹

曼（Ｂｒｉｔｚｍａｎ）认为，理论的形成并非脱离个人经
验的孤立过程，而是来源于个人实践、信念、价值

观、社会背景及其深信不疑的认识。教师的个人

实践理论则是通过对教学实践的不断阐释和丰富

形成的［２７］。继而，教师以个人实践理论为基础，

开展有逻辑、有学术性的教育实践。

３．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凝练过程
文献调研发现，与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相似，研

究者同时使用“凝练”一词来表征个人教育思想

形成的过程［２８］。所谓凝练，原指通过某种方式使

物质纯净，凝固成精华，引申为凝聚事物并通过某

种方法使事物的精华显现，即使原有的零散事物

凝聚成具有规律性、科学性、创造性和价值性的东

西。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或教育思想的凝练通常包

括三个过程：阅读和积淀，实践及提炼，分享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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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笔者通过追踪国内研究者或实践名师指导的

教师个人教育思想凝练或发展过程，归纳出教师

个人实践理论凝练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凝练过程的代表性观点

研究者 年份 凝练过程

李志厚 ２０２２ 教师对实践加以总结，并融入个人教育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提炼概念和理论

黄佑生 ２０２２
教师反思自身教学，借助理论知识和个案来反思教育现状，归纳教育现象的典型特征，并通过写作对经验进行

提炼

谢先国 ２０２１ 教师反思自身教育教学行为及效果，用理论验证实践经验，并转变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王平生 ２０２２ 教师通过写作和参与研讨会凝练教育思想及反思教育教学，在与同事的思想碰撞中反复思考、修正、改进

张倩 ２０２０ 教师洞察教育实践规律并输出个人教育观点，同时提炼教育主张，归纳教育思想［２９］

　　如表３所示，教育学者李志厚认为，个人教学
思想的提炼涉及教师对自身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

和对教学理论观念的消化，融合了教师的教育理

想、志趣及其对教学属性及规律的洞察［３０］，旨在

寻找、完善和建构符合中国本土教育情境和文化

的个人实践理论。实践名师黄佑生认为，教师需

要反思自身教学，借助理论知识对经验进行验证

和提炼，并从实践中提取关键词，形成自己的教育

思想。这一凝练过程包括使用个案反思教育现

状、找出教育现象的典型特征、坚持阅读与写作

等［３１］。理论名师王平生认为，教师要通过写作和

参与研讨会凝练教育思想，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撰写专题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拓展分析问题的视

角，从而总结出教育教学规律以指导教育教学实

践［３２］。数学特级教师任勇认为，与教学主张相关

的个人理论的提炼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教学实

践先行的实践途径，教师通过理论学习启发教学

实践并研究实践改进过程，以不断改善和提炼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认识，形成独特的思想假说或个

人理论；二是理论先行的理论提炼途径，教师通过

课题研究提出理论假说，在先进理论和实验验证

基础上提炼理论假说和实践要素，融合成关于教

育实践的思想、方法和理论［３３］。并且，这两种途

径都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同时着重个人理论

的创新性和实效性。

３．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方式
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国外通常使用

“建构”来表征个人实践理论形成的过程。实验

科学的先驱者培根提出知识获得的三种方式，即

先验论者的自我反思、经验论者的简单式模仿学

习及科学认知论者的外部学习与内部消化加

工［３４］。从教师持续专业成长来看，主动认知和建

构无疑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从理论建构过程来

看，大部分教学理论和思想源于人类存在和感知

的世界。研究者大多从教师个人的课堂研究和反

思过程来研究促进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途

径［３５］。笔者从中小学教师具身专业成长的角度，

归纳了建立在教师日常实践基础上的个人实践理

论建构方式，包括倾听、表达、实践和反思等四个

维度，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途径

图２表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方式较
为多样，包括具身理论视角下的理论材料学习、口

头分享、书面写作与分享、个人实践探索、合作实

践、证据基础上的反思、对实践经验的反思、专家

和同伴的课程引导等。同时，一些新技术支持和

教育政策与内容变化促成的新方法不断丰富教师

反思及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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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践理论的形成。索磊从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来

源的维度，强调了反思的重要作用，提出个人实践

理论建构的实践—反思路径。即教师通过反思形

成关于教学的观念系统，进而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批判及验证，并与相关理论不断比较，实现理论的

优化与完善，最终形成教师个人实践理论［３６］。费

伦猛提出，教师以教学理论、教学观念、教学活动、

教学表象等为研究对象，对教学存在进行反思，在

整体观照、质疑、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发挥理论功

能，揭示教学存在的合理性，构建合理的教学理论

与实践［３７］。黄津成从教师日常教研视角，提出个

体自觉实践与教育者目的性培养等相结合的个人

实践理论培育途径。他认为，要把碎片化的观念

转化为个人实践理论，需要教师对个人的观点进

行系统、深入的思考，以提炼出相关的“线索”概

念。同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探索、实践和积累相关

的教育教学案例，再通过有意识的“自我培育”形

成个人的体系化理论言说———个人实践理论［４］。

美国教育学者哈蒙德（Ｈａｍｍｏｎｄ）的调查研究表
明，使教师专业成长卓有成效的关键是其与课堂

教学实践高度相关［３８］。而教师个人实践理论通

常来自教学实践和经验，教师建构理论的过程同

时也是改善实践、提升实践能力的过程。因此，嵌

入课堂实践的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与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的过程及目标相一致。换句话说，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需求或学生的兴趣和技能，通过计划、

合作和反思调整实践，发展个人实践理论。

４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策略
通常，为了建构新概念、发展教学实践能力及

提升教学能动性，教师需要参与关于行动和反思

的探究循环，即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能通过探究

实践来完成。教师通过反思将教学实践经验进行

理论化和概念化，进而改进教学实践，发表相关探

究成果并与同行分享，然后获得相关评价和反馈，

以继续下一问题的探究，从而在实践基础上不断

优化和丰富创造的意义，直至个人实践理论建立。

史密斯（Ｓｍｉｔｈ）及莱特尔（Ｌｙｔｌｅ）用理论和实践的
中介来概括个人实践理论建构过程［３９］。综合凯

利（Ｋｅｌｌｙ）的个人建构理论启发［４０］，笔者以教师

合作专业探究为基础，构建国内教师个人理论建

构的本土方式和策略。循着教育家型教师养成的

目标，着眼中国教师合作文化和教学实践文化，笔

者初步构建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理论建构

过程，包括问题提出、计划探究、凝练共识、设计策

略、探究实践、反思分享、持续探究等环节，遵循问

题—计划—论证—实践—论证—反思—探究的实

践逻辑。同时，通过对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实

践的观察和访谈，逐步建构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

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策略，包括专家引领式双师

指导、同伴互助与示范、案例列举与写作、概念界

定、公开式学习、事后共同反思等。

４．１　专家引领式双师指导
先行研究表明，专家引领为教师建构知识提

供中介和脚手架支持，促进教师发现实践问题，开

拓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内化新观念和他人行动，从

而实现教学实践的优化和教师持续专业成长［４１］。

学习科学研究发现，学习者能够通过观察专家榜

样的实践建立自主实践的心理框架，专家此时发

挥建构支架作用［４２］。个人实践理论建构过程中，

理论专家和实践导师分别担任引导启发和示范合

作的角色。理论专家的视角犹如“航标”，指导教

师从整体性视角思考教育实践的情境、理论本质

和目标，引领教师从个人实践认识中发现解决实

践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要素，并依此建立问题解决

的新概念，促使教师个人实践认识从实践经验转

换为引领问题解决的实践知识和概念。实践导师

的行为犹如“脚手架”，示范教学实践问题解决的

策略和方法，并通过与教师合作使其明晰个人实

践理论建构的特色和价值，培养教师探究实践的

创造性思维和能力，这与认知学徒制的教师指导

原则相吻合。理论专家同时从理论视角启发教师

反思实践的原理，使其建立实践概念的理论逻辑，

提炼核心类属，生成理论要素，并通过持续的实践

探究指导促使教师建立理论要素连接基础上的个

人实践理论，进而促进教师持续专业成长。因此，

理论专家和实践导师的启发引领构成双师指导。

４．２　同伴互助与示范
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ｅ）和埃里克森（Ｅｒｉｃｋｓｏｎ）的研

究指出，学习被视为个体构建其与现象和经验互

动相关的个人意义的过程，而结果是从个体和个

体之间的多维互动中产生的［４３］。因此，教师与同

事的合作对其个人实践理论的建构具有积极意

义。首先，教师与同事在课堂教学中发现共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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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并为此进行

探索实践和相互反馈，以反思和调整教学实践。

其次，同伴示范式合作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建

构提供他人视角，即同伴的示范性实践和实践经

验为教师提供解决问题的脚手架，促进教师创造

性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也促使同伴反思和调整

完善。此外，同伴互助还体现于教师与同事对理

论的合作学习中。实践发现，受理论基础和视角

的局限，教师通常采用合作方法展开理论的学习

和反思，包括理论共读、共同参与理论讲座和合作

查阅文献等，以避免集体思维的单一化。从合作

方式来看，这种同伴互助与示范包括团队指导、互

助指导、远程在线指导、反向在线指导、即时在线

指导、一对一指导等［４４］。

４．３　案例列举与写作
教师实践案例的列举和写作同样是建构个人

实践理论的重要策略。从学习科学角度来看，教

师对实践案例的列举正是对客观事物建构意义的

过程，能促使教师主动创造知识，体现出建构主义

的优势。从情境性学习理论来看，案例的列举和

建立是学习者在实践情境基础上建立客观知识的

过程，有利于教师建立教育实践和教学情境的系

统性思维，帮助其理解实践的全貌，促进专业实践

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和理论的建构。从教师专业探

究角度来看，与通常意义上大学教师进行的学术

理论研究不同，中小学教师的巨大优势在于其面

对的是最为丰富和真实的教育情境，同时也是真

实实践问题解决的现实场域，教师具有列举和建

立案例的情境和过程优势。从案例列举和建立过

程来看，教师对实践案例的列举和写作有利于其

对专业实践问题解决过程的反思与完善。

４．４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被视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关

键环节。其通常与专家指导和教师反思同时出

现，是专家指导基础上的实践性概念界定。实际

上，概念界定是学习科学视域中基于建构主义理

论的启发性策略。按照建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的

递进逻辑来看，与概念界定相关的还有描述和下

定义。描述最为简单，即根据客观事物的表征对

其事实进行表达的过程，教师创造性参与程度较

低。下定义是用简短明确的语句揭示客观事物的

内涵概念，即揭示概念所反映对象的特点或本质

的一种逻辑方法。概念是思维的基本显现方式，

用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人类在认识事物

的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

来并加以概括，即成为概念［４５］。概念界定是较高

层级的下定义，其不仅包括下定义的基本属性和

过程，还要求下定义者对概念所处的实践情境加

以考虑，以建构实践性概念。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中，概念界定指向实践过程与理论内涵的融

合，为教师专业实践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提供脚手

架支持，也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提供了基础

性支持，是个人实践认识到个人实践理论进阶的

中介。

４．５　公开式学习
从教师专业实践来看，教师通常有自主和合

作两种实践方式。探究驱动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建构实践促成了第三种实践方式———分享的出

现，分享也称公开式学习。其中，理论提炼分享和

实践过程分享是公开式学习的代表性过程。教师

通过向同行和学校管理者分享专家指导和同事合

作的理论建构实践及成果，完成新理论、新知识、

新方法的外化和社会性调节，是新建构理论内涵

和外延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分享方式通常包括新

媒体平台发布、在线论文、讲座发表、实地同行交

流、理论成果视频和音频发布等。从学习科学角

度来看，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中分享想法、方

法、资源及理论的行为能为教师和同事合作提供

有形脚手架，从而提升教师和同事的合作效能。

从合作过程来看，教师通过非正式或正式分享为

同事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增加许多新想法和新策

略。同时，其他教学同事能为其提供较佳的教学

实践反馈。伍德（Ｗｏｏｄ）和利伯曼（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的
研究表明，通过在线论文或讲座，教师有机会对同

行共享的想法、方法和示例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

接受同行关于想法和方法的新观点，从而实现教

师和同行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发展［４６］。

４．６　事后共同反思
案例分析发现，共同反思作为教师持续专业

成长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师建构个人实践理论的

重要策略，其中，事后共同反思尤为关键。共同反

思即专家、教师和同事共同对实践的内容、过程和

效果进行反思及改进的过程。事后共同反思即教

师和同事对专业探究和专家指导过程及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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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教师内化和创新的过程。笔者发现，专家

和教师及同事在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设计、实践

和归纳阶段开展共同反思，使用探究结果对现象

和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能够促进教师对相关实

践理论的创造和实践的改进。事后共同反思表现

为教师和同事对专家指导的内容、理论和示范实

践进行事后性回顾、解释、讨论改进。案例访谈发

现，教师最为常见的话语是“我回去再和同事们

学习和反思”。这表明，教师和同事会围绕个人

实践理论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以提出新

观点和改进方法。专家的适时介入，为教师和同

事提供反思问题和结果的新视角。事实上，反思

或合作反思能帮助教师和同事明晰自身经验的价

值并能以新的视角理解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过

程。罗杰斯（Ｒｏｄｇｅｒｓ）在体验学习框架基础上提
出批判性反思对话的框架———客观问题—反思—

解释—决策问题的（ＯＲＩＤ）框架，即同事通过问题
的提出和反馈，帮助教师建立对专业探究实践全

面、客观的描述及多元理解［４７］。

５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未来
毋庸置疑，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与教师

日常实践紧密联系。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

调研和案例研究发现，探究能有效促进教师将

个人实践认识发展为个人实践理论。通过对文

献的分析，融合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凝练和建

构方式，笔者建构出基于专业探究的教师个人

实践理论建构策略，持续反思教师个人实践理

论建构的规律，如教师个人实践理论来源和新

技术赋能等。

５．１　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来源
从个人实践理论的内容和要素来看，个人实

践理论来源于教师的理想或教育情怀。其典型表

现是教师教育情怀对个人实践理论建构的重要影

响。事实上，通过案例访谈发现，大多教师都是理

想主义者，他们反对平庸的教育实践或信念，对未

来充满希望，对学生充满期待，有着强烈的教育使

命感。受持续的教育实践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教

师的使命感逐渐转换为对自身实践和学生发展的

特有教育情怀，进而融入当前的教育实践情境，形

成独有的个人实践认识，最终通过主动建构发展

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因此，从理论产生的来源

来看，教师的个人实践理论来源于其教育理想或

特有的教育情怀，是教师个人实践和理想信念的

融合物。

５．２　新技术赋能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

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教师角色和专

业实践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在人工智

能虚拟教师和元宇宙“孪生”教师的助力下，进行

教学实践的有效合作、转化和变革，逐渐成为终身

学习者和实践者。同时，具有特色化、个性化、持

续性及主动性特征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成为人工

智能时代教师持续专业成长的重要方向和途径。

从个人实践理论建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能从三

方面发挥助力作用。一是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数

据元素，教师通过数据团队组织和合作的专业探

究将个人特色认识凝练成理论，增强了个人实践

理论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二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支持下，教师对个人特色认识的模拟、思考和

实践，为其提供了较为适宜的论证及提炼的空间

与技术环境，使教师逐步明晰自身特色认识的科

学性及有意义性，并将其提炼成理论。三是人工

智能视域下的深度学习技术使教师对自身认知与

情感的数据收集及处理成为可能，为专家和同事

洞悉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和专业探究的原理提

供卓有成效的依据。

５．３　未来研究与展望
从现有研究和案例分析来看，迄今为止的研

究大多忽视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实践者角色，即没

有认识到教师个体是情感人和心理人的完整存

在。教师的专业探究要同时关注到个体的全人性

发展，以使教师的教学改进和个人成长相统一。

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教师要成为“经师”和

“人师”的统一者［４８］。因此，未来的教师个人实

践理论建构需要融入师德和教育情怀等要素，以

探索专业知识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爱之心相

融合的个人实践理论建构实践，建构有“人情味”

的个人实践理论。此外，新技术的发展不断促进

和改善教师专业实践，提高教学效果。可以确定

的是，教师创造性的培养将是未来教师专业学习

值得探索的长久课题，也是应对智能技术时代教

育发展与变化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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