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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缄默知识是教师个人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通过自己的体验、沉思和领会并总结出来的有别于“公共知识”的实效性知识。鉴
此 ,我国农村教师专业培训应该走出传统培训模式的束缚 , 在理念上应实现由“技术性实践”向“反思性实践”转变, 在内容上应强调教师
缄默知识的建构 ,在模式上应以校本培训为依托 , 强调教师的反思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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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缄默知识的内涵与特征

1 .1 教师缄默知识的内涵 “缄默知识”是波兰尼于1958 年

提出的。他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

的, 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 只是一种类

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 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

拥有的知识 , 是另一种知识”[ 1] 。他把前一种知识称为明确

知识, 而将后一种知识称为缄默知识。明确知识可以言传 ,

能够用各种符号加以表述, 是一种公共知识, 外显的知识; 而

缄默知识是那种不能明确表述, 虽知道但却难以言说和共享

的知识, 也称内隐知识。从教育实践和有关研究者对于教师

缄默知识的论述来看, 可以肯定地说,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不

仅存在着大量的显性知识, 而且也存在着大量的缄默知识。

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一角, 而缄默知识则是隐没

在海平面之下的庞大的冰山之体。因此 , 所谓教师缄默知

识, 即指教师个人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通过自己的体验、沉

思和领会并总结出来的有别于公共知识且为教师个人所享

用的实效性知识。教师缄默知识既来源于教师个人的教育

教学实践和同行之间相互交流、合作, 也来自于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运用, 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而又不为教

师所察觉。

1 .2 教师缄默知识的特征

1 .2 .1 个体性。传统认识论是忽视甚至反对教师个人实践知

识的。事实上, 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不仅

是一种纯粹理性、自然科学式的知识, 而是一种充满教育艺术

和智慧的实践知识。因此, 传统的知识观以主客观相分离为基

础, 力求将个体的热情、信念、价值等从知识中清除出去的作法

是不科学的。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恰恰是在其以个体的主观

经验、热情、信念、价值等参与到教育实践中, 从而不断地建构

起个人的实践知识, 丰富自己的教育智慧。成功的教师很多,

但他们不可能只有一种教学风格, 而不同的教学风格背后反映

的正是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的不同。因此, 教师缄默知识的个

体性说明教师通过实践所形成的知识不仅包含其热情、情感、

意志,而且还具有信念性, 这种知识是一种属于教师个体的知

识, 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与知识。

1 .2 .2 情境性。教师的缄默知识还具有情境性, 因为它必

须在特定情境的教育现场才能不断形成。建构主义心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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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斯皮罗等指出: 在教学中不仅存在着结构良好的、具有一

定普适性的知识, 而且还存在着许多结构不良的知识, 它是

情境性的, 随着情景的不同 , 问题的表现与解决方式都会有

所不同。由于不同的教学情境是丰富、鲜活、多样的, 因此它

赋予了教师的缄默知识形成的境遇性。伽达默尔曾经指出 ,

实践知识与掌握一般规律的理论知识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

针对具体情况的, 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与多变性。所

以, 教师的这种实践智慧必然是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 只有

这样, 才能准确地把握教育契机, 使教育工作得心应手。

1 .2 .3 实践性。教师的缄默知识是教师在实践活动中形成

的某种思想和行为倾向, 是教师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结

晶。日本学者佐藤学认为, 教师个人知识是“实践性知识”,

这种实践性知识是依存于一定背景( 观念、信仰等) 在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实践性知识, 与一般研究者概括出来的理论性知

识相比较, 是缺乏严密性和普适性的一种多义的、充满柔性

且有个人效能的功能性知识[ 2] 。它既是实践中建构的, 又是

与实践相关的, 最后还要指向实践。实践是教师建构个人知

识的平台, 因而, 教师个人知识是一种实践性知识。

1 .2 .4 缄默性。个人知识是教师通过实践而形成的一种经

验性知识, 它是缄默的、难以言传的 , 正因如此, 波兰尼才将

这种个人知识命名为“缄默知识”。很多优秀教师都有自己

在实践中体验到丰富的经验, 但当他们把它说出来时会使人

感觉又是另一种样子, 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会对表述不满意。

所以, 人们经常会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运用之道, 存乎

一心”, 强调的正是个人知识这种缄默性的特征。

2  个人知识观对农村教师培训工作的启示

2 .1  培训理念: 由“技术性实践”向“反思性实践”转变  传

统教师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培养“技术熟练者”, 而这一理念的

形成, 既是官僚化教育行政体制所决定的必然 , 又与“学院主

义”的师范教育定位有关, 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二

元论关系下的产物。现在, 随着人们对于教师的缄默知识研

究的深入,“反思性实践”理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 也逐渐成

为教师教育的核心理念。“反思性实践”这一概念是由唐纳

德·舍恩1983 年在《反思性实践家———专家如何思考实践过

程》中提出的。舍恩的这一概念并不是以教育为对象进行论

述的, 但现在却成为推动教师教育范式转换的动力。这是因

为这一理念提供了不同于“技术性实践”的思维视角。“技术

性理念”认为存在着对所有教师都普遍有效的程序、技术和

原理, 教师培训就是让学员掌握这些程序技术和原理, 并在

教育实践中应用之。而反思性实践则强调调动经验所赋予

的默然心智去考察问题, 在与情境的对话中展开反思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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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在与学生的合作中致力于复杂情境中的复杂问题的解

决。在这一理念指导下 , 高校教师的专业培训显然不应再以

培养“技术熟练者”为目标 , 而应该强调教师将自己的专业发

展过程作为反思的对象, 要求教师不断对自己的行为( 操作)

以及行为的依据( 教师的缄默知识) 进行解构和重建, 强调教

师拥有个人专业发展自主, 教师的缄默知识的丰富和发展 ,

“自己做决定, 不受他人干扰和控制”[ 3] , 教师有意愿与能力

去进行自我更新, 有权力捍卫个人知识的合理性, 从而获得

自我发展的成就感。

2 .2 培训内容: 重视教师缄默知识的建构  目前, 教师培训

的内容依然以公共知识为主。一个合格的教师必须具备专

业工作所要求的基本知识, 这些知识既应包括公共知识, 也

应包括教师的缄默知识, 但在教师培训工作中对于教师的缄

默知识却长期漠视。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 教师的缄

默知识在教师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成为

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和关键因素。对于教师来说 , 内心

信奉的缄默知识虽不如理论知识显而易见, 但对教育接受外

界信息时起着过滤的作用, 对教师所遇到的一切理论知识进

行着筛选, 进而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同时, 教育工作是

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虽然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总结出了

一些原则和规律, 在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时却依然显得

苍白无力, 而教师的缄默知识则能为教师提供更加具体、有

针对性的指导。此外 , 教师工作个体性、创造性、发散性等特

点, 对于教师的个性化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也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一个显见的事实是, 学校里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

往正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教师, 而创造性往往体现在新颖独

特的具有个性化的情感体验、态度、价值和精神中, 而这些内

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正是教师缄默知识的重要内容。

2 .3 培训模式: 多样化且强调反思和体验

2 .3 .1 反思学习模式。以学习者为主体, 为教师提供一种

自由宽松的环境, 使教师能学习、实践、分享与反思教育经

验, 并且提供观摩他人教学的机会, 改变传统培训模式中学

员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况, 对于调动受训教师的积极性、

有效促进他们个人知识的解构与重构起到很好的作用。

2 .3 .2 案例研究模式。教师个人知识的境遇性特征决定了

案例研究模式必须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才能获得。长期以来 ,

人们渐渐认识到, 由于问题情境的复杂多变, 任何普适性的

“真理”都不存在, 只有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才能掌握有效的

知识。因此 , 案例研究模式通过呈现无定论的问题情境让学

习者分析和思考, 并鼓励学习者相互间平等的对话, 从而建

构起的情境才具有独特意义。

2 .3 .3 行动研究模式。鼓励教师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学校的

各种问题, 注重从行动中解决问题。“行动中反思是一种知

识, 它揭示了教师的实践活动。例如, 一位教师在学期中间

改变了教学策略, 这是因为他认为原先的教学看上去没有起

到效果 , 这里体现的就是教师的行动中的反思。因此, 行动

中反思是个人知识的一个事例”[ 4] 。

2 .3 .4 体验模式。体验具有主体性、情感性、生命性、价值

性和过程性等特点, 体验的核心在于形成教师的缄默知识。

如果说公共知识排斥个体独特体验的话, 缄默知识恰恰与体

验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教师工作的最大魅力在于他们的

创造性劳动, 而创造性劳动的具体表现在于他们对于各种问

题、现象以及知识( 包括公共知识) 的独特意义的建构。所

以, 强调体验应该贯串于整个教师培训工作当中。

参考文献

[1] POLANYI M.Study of man[ M]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8 .

[2] 钟启泉.教师研修的模式与体制[J] .全球教育展望,2001(7) :4 - 11 .
[3] 彭富源.教师专业自主分析[J] .研习资讯,1998(2) :11- 15.
[4] PEARSONA T.Theteach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acher educ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89.

( 上接第9101 页)

成横向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还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寻租行为,

影响税收执法水平。所以 , 处罚力度必须与现有的经济状

况、征管水平或征管能力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 黎秀蓉.制度是博弈的结果:一个尝试,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创刊号[ M] .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出版社,2002 .

[3] TOOL MR. The discretionary economy :Anormative theoryof political economy
[ M] . California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1979 .

[4]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 .经济研究,2005
(2) :113 .

[5]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6.

[6] BUSHP D. Onthe concept of ceremonial encapsulation[J] .Review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Thought ,1987 ,3(4) :25 - 45 .

GB/T 7714- 2005 版  本
第1 版不著录, 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志表示。古籍的版本可著录“写本”、

“抄本”、“刻本”、“活字本”等。

示例1 :3 版 ( 原题: 第三版)

示例2 : 新1 版 ( 原题: 新1 版)

示例3 :1978 ed .  ( 原题:1978 edition)

2119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