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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的
构 成 与 功 能

龙 宝 新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学院微环境分析是剖析师范生的专业学习机制的有力工具,是探究卓越教师培养新思路的入

手点。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课堂生境、学业评价、就业压力、临床实践、人脉关系、社

团活动、身边教育事件、学院文化等,他们以因素群为形式,在交互关联中参与师范生的专业发展。学院微环

境具有传递性、场域性、情感性等特征。它为师范生专业成长创造了特殊优势,主要集中体现在:微环境是卓

越教师发展因素聚集而成的生态圈,是整合卓越教师发展因素的装置,是生成卓越教师素养的媒介,是强化卓

越教师素养的手段。立足学院微环境建设,优化师范生大学学习的微生态,是培育师范生卓越潜质的现实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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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教师专业成长是以专业自我为主体,以专业知识理念为基石,与周围教育环境系统交互

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师范生置身其中的直接环境的影响,又受到这些直接环境所归属的

更大外部环境的影响[1]。在环境圈层中生存是师范生专业成长的生存事实,是教师“接地气”的实

在的生存状态,是师范生的专业经验与智慧的原始生发点。所谓“环境”,它是人周围的一切事物、
关系与事件构成的有机体,是人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景与发展舞台。无论教师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

到,他们都在与环境进行着互动、互构、互促,并在其中成长着、发展着,而探究环境、应对环境、嵌入

环境是教师的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认知与实践活动正是关联人与环境的纽带所在。这些环境主

要是宏观环境(或大环境)、小环境与微(观)环境,其中与师范生关系最近、交往甚密、相互融入的环

境就是成长微环境。相比而言,“远环境(即大环境)只是一个缺乏解释力的标签”[2],它必须借助微

环境来生效,其微环境则是对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而言最具实际意义的一种“环境类型”。而“社会

微环境也总是直接包围着我们,为我们提供行动的舞台”[3]。在这一意义上,微环境是分析师范大

学中教师教育运作的基本单位,研究教师专业成长的微环境意义重大。在职前教师专业发展中,院
系微环境就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发生地”与“营养基”。

一、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的要素分析

随着人们对微环境认识的深化,微环境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迅速出现,尤其是圈层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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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分析法等,他们在国外企业微环境分析与儿童个性成长微环境分析中尤为重要。微环境分析

意在借助直观图式的解析来探明其核心构成要素及其间的互动关联方式,找到优化这一微环境的

入手点与关节点。作为一种自组织,学院微环境参与师范生的专业发展方式是微妙的,只有找准其

内在互动关联方式,才可能为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提供科学有效的改进建议。
(一)微环境分析法的发展

当前,企业发展微环境分析已是热门的国外研究领域之一,有学者认为微环境因素是与企业最

为接近并且能直接决定其运作与成败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顾客、雇员、供应商、媒体、竞争对

手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它们在交互作用中构成了企业成长的“微环境”系统,成为企业成长微环境

分析的直接对象(见图1)[4]。

图1 企业发展微环境分析

图1表明:企业成长微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有6个,即顾客、雇员、竞争对手、媒体宣传、股东、
供应商等,对这些要素进行全面分析、有效组合、灵活应对是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生产力与竞争力的

一般思路。

2003年,微环境分析被引入教育研究活动,如哈格特(Huggett)在“卓越课程质量研究”(Study
ofProgramQualityinHonorsPrograms,SPQHP)中发现,卓越课程教学实施中需要考虑3个“因
素群”(attributesclusters)———“激活共同担当的文化”“资源管理”“持续文化监控与适应”。由此,
要为“教”与“学”创造优质的微环境,教育研究项目的组织必须系统考虑6个构成因素,即为“顾客”
订制的学习经验、自觉训练、学习中心式指导、向社区师生开放、共担教学责任等[5]。另外,有学者

还对“二外”语言教学的微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包括的因素为同事、管理、学生、培训条件等。
教师要适应这一环境,则会发生“心理-教育调适”(psychologic-pedagogicaladaptation)[6],所以应确

保自身专业结构与该环境之间保持“和谐”。
目前,微环境分析与干预开始被视为促进教师及研究者专业发展的新型工具。例如:美国“其

他语言学习者的英语教学研究”项目(TeachingEnglishtoSpeakersofOtherLanguages,TESOL)
发现,教学微环境包括:教师的自我及其对自己所重视、尊重、欣赏与支持的事物的理解[7]。学者李

奇(Leech)在分析高水平研究者的成长微环境时析取出了7个构成因子,即专业能力(教师)、位置

(大学)、院系(文化)、导师、课程、教学、质量标准等(见图2)[8]。



图2 高水平研究者成长环境分析

(二)卓越教师成长的学院微环境分析

卓越教师是在德、能、知、情等方面表现出色的高素质教师,是在整合各种学习资源、发展机会、
环境优势等基础上培育出来的技艺卓异型教师[9]。在传统的教师教育体系中,师范生培养是按照

“分项训练(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师德培育)+实习综合”的思路进行的,人们始终认为教师专业发

展是教育知识技能的习得与自然转化过程,这导致在新教师培养方面缺乏素质融合共生的舞台与

空间。而在面向卓越教师的新培养理念指导下,这一教师教育思维将被彻底超越,转而走上“微环

境中转”的路径上来。借助学院微环境的媒介,促使教师成长的所有相关因素在交融互动中形成一

个强大的教育场,以期让置身其中的预备教师得到“浸润”与“教化”,从而努力催生出一种素质卓

著、理念超前、思维新颖的新型教师。在厘清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要素的基础上深入把握这一环

境与教师发展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更好地利用教师成长微环境的必由之路。

1.把握影响师范生成长的核心要素是学院微环境分析的前提

所谓教师成长微环境,不仅是“教师被卷入其中的微观教育生活空间,而且也是与教师身心距

离最近且直接决定着教师专业发展路线、维度和水平,还是与事件、人士、事物、关系等有机关联而

成的因素综合体”[10]。显然,学院微环境是师范生成长的核心环境,其构成要素是多样化的,其中

与师范生专业成长相关度较高的要素构成了该微环境的主要要素。要将其从所有环境构成要素中

区分开来,必须借助于逻辑分析与调研访谈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理性地看,事物能否是师范生成

长微环境的构成要素,这将取决于是否符合3大条件,即专业相关、贴近教师与看重学生,三者缺一

不可。从经验来看,在学院中师范生成长微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理应包括:课堂生境[11]、人脉关系

(包括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学业评价、就业压力、临床实践、社团活动、身边教育事件、学院文化

等。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3类:(1)显性微环境,即课堂生境、学业评价、临床

实践、社团活动等,这些因素构建了师范生的教育思维与教育行动的图式;(2)隐性微环境,即人脉

关系、身边教育事件与学院文化,这些因素影响着师范生的内在专业素质;(3)潜在微环境,即就业

环境,它时隐时现地左右着师范生的专业发展倾向,并参与师范生的专业素养的形成。卓越教师的

专业成长是在与其切身微环境密切互动中实现的,这一互动的状态决定着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水

平与实质内容。卓越教师成长是在适应或能动地作用于微环境中实现的,环境模拟、组织重组与因

素“增删”是卓越教师成长微环境的重构之路。

2.认清师范生成长微环境的结构是学院微环境分析的实质

“结构深藏在我们的思考方式中,存在人与人之间,存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12]在千变

万化的现象背后是稳定如一的事物结构,围绕结构对事物、现象进行系统化思考,是剖析师范生成

长微环境(即学院微环境)的客观要求。所谓“结构”,就是事物构成要素间内在互动关联方式,是人

们理性把握事物内在构成的产物,表达的是事物构成要素间的静态关联方式,结构的解构、建构与



重构是人们认识事物不断深化的过程。阐明学院微环境的上述构成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图式是微环

境分析的关键一环。在这些因素关联中,教师专业成长是主线,就业环境压力是隐线;课堂生境、社
团活动是师范生接受教育影响的正规途径[12],而人脉关系、学院文化、身边事件是师范生吸收教育

智慧、历练教育素养的非正规途径;学业评价是整合全部师范生成长微环境要素的显性联结点,而
教育行业就业要求则是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的隐性关节点。基于这一分析,笔者将卓越教师成

长的微环境用图示做进一步阐释(见图3):

图3 卓越教师专业发展的学院微环境结构分析

图3表明:学院中促使师范生专业发展的微环境主要由8个因素构成,即课堂、人脉、社团、事
件、学院文化、实习、就业、评价等,这些因素的显性化水平(用圈图线条粗细来区别)、所占比重(用
圈图大小来区别)以及对师范生影响程度(用距离师范生的远近来表示)等是不一样的。师范生专

业成长微环境与外界沟通渠道主要有两种:直接沟通,即教育实习与人脉关系;间接沟通,即来自教

师行业就业环境的潜在压力。莫兰指出:生物自组织要维系其自我的存在与生产,就必须“从它们

的环境中汲取能量、信息和组织”[13]188,藉此实现自主性与依赖性的统一。微环境也是如此,师范生

的人脉关系、教育实习能促使其从外界环境中汲取大量发展信息,实实在在地加速其专业发展进

程,在师范生参与中,将中小学教育环境与学院教育微环境连为一体。外来就业压力能够促使师范

生从外部环境中获得一种专业发展的能量与行业人才规格需求信息,促进其专业成长微环境的自

我调适或自组织的发展。
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见图3)决定了那些最贴身、比重大、地位高的要素,也构成了师范生

专业成长微环境的“主画面”,并成为教师教育影响的主要控制对象,而那些相对较远、比较隐藏的

微环境要素直接决定着师范生潜在教育素养的形成,成为提高教师教育品质的关键。同时,从这些

微环境要素与师范生间的互动方式来看,大致可分为3种:(1)信息沟通,如师范生从大学课堂中获

得专业发展所需要的观念、知识等,从学业评价中获得自己学习状况的反馈信息;(2)身体沟通,即
师范生在经历教育情境中获得专业成长,如置身学院文化、参与社团活动、经历教育事件、参加教育

实习等,在这些参与形式中师范生的反应常常是全身性的;(3)心理沟通,即师范生不直接与这些要

素接触,但这些要素始终以“幽灵”或潜在压力的形式牵动着师范生的教育神经,使之不得不从心理

上对之保持关注与紧张状态,如外界教师行业就业压力对师范生的潜在影响,这一影响常常实质性

地决定着学院微环境的构建与组织。

3.探明教师成长微环境内部要素互动机制是优化微环境的关键

上述8个因素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方式(见图3),这些方式可以分为3种,即空间耦合式、
人事关联式与压力传动式。其8个微环境构成因素可以分别归入3个具有功能关联的群:(1)因素

群,即空间因素群,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学院文化,涉及由小到大的3个空间,即“教室-
社团-学院”;(2)人事因素群,具体包括师范生在大学中建立起来以人脉关系与共同经历串联而成

的一系列教育事件;(3)就业因素群,具体包括外来就业压力、教育实习与学业评价,其共同特点是

直接或间接指向师范生毕业后的工作着落问题。这3个因素群与前3种基本因素关联方式大致对



应。具体而言:(1)在空间因素中,课堂、社团与学院是师范生活动的3个主要空间,其中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因素很容易在主流课堂理念的“统领”下发生“耦合效应”,由此走向功能上的一致或目

的上的协同;(2)在人事因素群中,师范生的人脉关系与其经历的教育事件之间常常具有直接关联

性———有什么样的人脉关系,就会遭遇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师范生正是通过人脉关系的参与与选

择来控制自己的教育经历,实现对微环境影响的有效调控;(3)在就业因素群中,学生学业评价、教
育实习表面上关联的是师范生能否顺利通过各种评价或训练,但实质上关联的却是师范生能否顺

利就业。因此,外来就业压力是决定学院教学业绩评价、教育实习组织的内在依据,在就业压力下

被迫提高学校教学绩效、教育实习和质量是这3个因素的内在压力传动机制。这三种关联机制的

存在决定了教师成长微环境的基本建设思路,即空间因素统整、人脉关系优选与行业需求内导。

二、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特点

师范生的完整教育生存境遇是学院微环境,而非零碎的教师教育因素即构成教师教育系统的

人、事、物,或教师教育者、教育活动、教育资源等。以学院微环境为媒介,系统思考师范生在学院环

境中的独特专业发展方式,是推进传统教师教育思维彻底转型的现实需要。显然,作为师范生专业

成长的主环境———学院微环境———具有一系列新特点,充分把握这些特点是有效利用该环境“育
师”功能的前提条件。

(一)传递性

在师范生专业成长中,学院微环境的根本功能是教师教育影响的有效传导,这就是传递性,其
意即一切外来的教育因素、教育力量、教育观念等都必须经由这一环境的中转或微观环境的“折光”
才可能进入师范生的身体、大脑与心灵,从而转化为教师稳定的教育行为、教育思维、教育信念与教

育素养。杜威指出,“成年人有意识地控制未成熟者所受的教育,惟一的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让
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行动、思考和感受”,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直接地进行教育,而是通过环境间接地

进行”[14]。换个角度来看,学院微环境其实就是影响职前教师成长的一切贴身教育因素的集合体,
其中的所有因素都会在“教师教育”的意图或功能统领下被整合起来,成为外界教育因素进入教师

头脑、心灵与“身体”的最后一道门户。“没有封闭的物体,而只有与其环境不可分割的相连的实体,
它们只有在被纳入其背景中时才能真正被认识。”[13]165应该说,成长微环境是联接教师身心与外部

世界的一层“结缔组织”,是外在教师教育力量向教师身心内向传送的输送带。扩大这一传输带的

知识传输效率与有效信息载荷,是建立优质教师教育的入手点。

1.在大学课堂上

教育知识的学习只能改变教师处置教育问题的教育头脑,教育技能训练只能改变教师在教育

情境中的手、脚位移轨迹,而难以彻底改变未来教师在教育环境中的整个身心面貌。

2.在实习环境中

整个实习活动就好似师范生已习得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与现实教育情境相结合的一次彩排

与预演,师范生全身心地融入教育环境,在整个过程中尽管教师面貌的改变是全身性、整体性的,但
却是暂时性、表面性的,职前教师职业秉性的持续、深入改变只有在学院微环境中才可能初步完成。

3.在学院微环境中

教师教育者对知识技能的传递不仅是情境结合式的“全传递”,而且是持续熏染式的“深传递”,
因为这种“传递”是师范生长期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而实现的。在职前教师教育中,只有将教育知

识技能、教育实习活动与学院微环境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学院微环境的全传递、深传递的优势,师范

大学才可能有力应对来自社会的职前教师教育效能质疑,真正改变“口授身传”式简单教师教育

观念。



(二)场域性

实际上,微环境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式,而是以“场力”的形态影响着教

师的成长。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是多因素在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一个专业场域,它能够在师范生

身体周围形成一种类似“磁场”的“教育场”、类似于“磁力”的“教化力”,以此参与师范生的专业发

展,让他们在其中实现一种身不由己、无法抗拒式的自然发展。这正是微环境参与卓越教师成长的

独特方式。所谓“场域”,就是一种吸引力量的辐射范围或功能空间,是一事物可以不接触另一事物

却能对之产生影响的物质动因。有人说:“环境规定某一时刻的个人行为的整体情势,其充满着正

的诱发性或负的诱发性”[15],这就是微环境的“感应力”或“场力”所在,学院微环境正是利用这种方

式“磁化”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位师范生。在物理学中,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物体之

间相互接触而产生“力的作用”,二是物体间不相互接触就可以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这就是“场的

作用力”。在师范生专业成长微环境中,有关教师成长的各因素能够形成一个“教育场”或“情境

场”,使置身其中的教师受到潜移默化的无声教育影响,这就是“教育场力”的“效应”。对师范生而

言,教育知识的输入只能改变师范生的认知图式,教育技能训练只能改变师范生的行为习惯,而微

环境中师范生获得的是面对教育环境的全身反应能力,其原因就在于:教师身处其中的“教育场”能
够“包绕”教师的全部身体,让教师受到一种全方位的教师教育影响。严格意义上看,在大学环境

中,能够渗透进职前教师心灵与骨子里的正是这一“场力”所承载的教育影响,强化学院微环境的

“场力”或“磁力”是造就卓越教师的关键环节。
(三)情感性

对师范生而言,专业成长微环境不是指其所经历过的一切环境,而是他们长期置身其中,在较

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参与其专业建构所形成的环境。所以,师范生对这一环境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认
同感与亲切感,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其中,将之视为自己生活的“第二家园”。正是如此,师
范生常常会带着感情去认识微环境中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一事一行,甚至对其承载的教育影响

失去了警觉:师范生常常会在不知不觉地情况下接受微环境的影响,不经意间获得专业上的发展,
不自觉地被蕴含其中的“教育场”所左右。在学院微环境中:(1)师范生对其中构成要素的惯用称谓

是“我们××”,例如“我们老师”“我们课堂”“我们学院”等,甚至将之作为自己专业自我的重要组成

部分来看待;(2)这种情感的皈依比师范生身体的归属、心理的认同更具影响力、同化力,借助这一

力量来推进师范生专业成长无疑效力非凡;(3)管理者如何借“情感影响力”促进师范生在专业上获

得发展的确是一个考验教师教育者智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毋庸置疑,“教师的成长,就是教师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

的产物”[16]。与微环境互动是职前教师专业成长的根本方式,教师专业发展其实就是让师范生理解环

境、参与环境、深入环境、利用环境、适应环境与创造环境的活动。对学院微环境的特点分析为我们构

建有利于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微环境系统、创造卓越教师的职前发展平台提供了实践依据。

三、微环境在师范生迈向卓越中的特殊功能

如上所述,专业成长微环境是对师范生贴心、贴近的环境,是教师天天与之互动交流,且在心灵

上默认、意识上感知、行动上受影响的环境。这一环境的存在为我们重新思考教师成长与培养问题

提供了全新的视野。有研究表明:“教师任教数月后,其教育态度与学校同事的相似性,便高于与其

受教学校的相似性。”[17]这一研究结果客观上表明:微环境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相关研究也表明,优秀教师成长的基本条件是:“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满足工作和生活基本需要的物

质资源;民主参与式的学校管理;开放的学校氛围;合作的教师文化;公正、客观的教师评价系统和

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18]这些要素中,绝大部分属于教师身边的环境因素,即专业成长微环境,对
这些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改装组织是创建卓越教师教育的入手点。笔者认为,卓越教师成长是



“基于微环境、在微环境中、通过微环境”来实现的,而非在小小的课堂空间中实现的,卓越教师优异

教育素养的形成必须借助这一微环境来实现。
(一)微环境是卓越教师发展因素聚集的生态圈

在历史上存在3种经典的教师发展专业观,即知能传递观、自主发展观与文化生态观。(1)在
知能传递观中,教师发展被视为专业知能的习得过程;(2)在自主发展观中,教师发展被视为教师融

入实践、自我反思、创造性改进的过程;(3)在文化生态观中,教师发展被视为教师投身良性教师文

化生态中发生的自然转变过程。相对而言,前两种教师专业发展观强调教师在发展中的意识性与

自觉性,后一种则强调教师专业发展的无意识性与自然性。这3种专业发展观各有利弊,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前两种教师专业发展观最大缺陷是将教师发展视为知识技能的习得与专业能力的建构

过程,忽视了教师发展中环境因素参与后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复杂性。其实,专业知识技能的习得都

仅仅只能改变教师的认知结构或行动方式,不可能引导教师全身心的转变,尤其是与“全面转变教

师素养与行为”的目标距离尚远。后一种教师专业发展观的最大缺陷是将宏大、混沌的教师成长环

境,即教师文化生态改良视为教师教育改革的入手点,其脆弱性自不待言。教师成长的根本途径是

其与身边环境系统的互动,而远环境、大环境对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影响的确极其有限。正如有学者

所言,“社会环境中的宏观环境本身,如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们并不直接与人交往和互动,而是

透过微观环境的‘棱镜’,经由微观环境的折光而作用于人”[17]。尽管这一环境对教师素质的形成

是客观存在的,但如若将之纳入考虑因素之列,无异于“捕风捉影”“避实就虚”,放弃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的职责,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改进建议。应该说,对教师发展真正有意义的影响“源”是微环

境,它是一切重要教师专业发展影响因子的集合,职前教师专业成长微环境其实就是这些影响因子

在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一个生态圈。在卓越教师成长中,一切能够真正对其精神、心灵、身体产生实

在影响的教育影响因子都必须通过这一微环境生态的折射或中转才可能实现,微环境生态圈其实

就是将一切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能因素“实化”,即实在化、现实化的转换枢纽。例如,如果想要

把一个教育理念在师范生身上落实,那么,教师教育者必须首先将之带进学院微环境这一自组织,
如进课堂、进社团活动、进学院文化等,使该理念与微环境中的其他要素发生关联、不断磨合,最终

融合到整个微环境生态圈,使之成为师范生微环境中的一个合理构成因子。只有实现了这一转换,
这一新教育理念才能最终被师范生“身体化”,沉淀为他们身心中稳定的教育素养。因此,只有善于

利用专业成长微环境这一“生态圈”,才能最终实现将师范生培养成卓越教师的目标。
(二)微环境是整合卓越教师发展因素的装置

显然,对师范生而言,稳定教育素养不是在教育理论、技能习得中被“塑造”出来的,而是在教师

成长微环境中“催生”出来的。相对其他教育影响“源”而言,师范生专业成长环境具有近身性与亲

切感,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教育力,能够轻易地进入师范生的教育世界,有效改变教师的教育

素养构成。不仅如此,教师成长微环境之所以教育效力明显,在于它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整合性。
它能使教师成长微环境中的冲突与矛盾得到有效处置,使之成为合力一致、强强联合、易于吸收的

教师发展影响源。学院微环境其实就是一切影响师范生的专业发展的因素,如信息、理念、文化、能
量等的公共平台,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彼的调适、重组和优化。同时,作为一种以教师培育为主题的

人造环境,职前教师成长微环境的组建始终贯穿着“促进教师专业”这一功能主线,一切环境要素都

须沿着这一主线来整合,这一整合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种平衡、合理的教师成长生态。可以说,教
师成长微环境是整合各种与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理念、文化、信息、手段、活动等因素的“熔炉”,真
正被吸纳并融入这一熔炉的教师教育因素才会转变成为有效教师教育的内在构成,进而加速卓越

教师素养在师范生身上的沉积。
长期以来,我国职前教师教育开展的是“点对点”式的教育理念面授活动,教师教育者与师范生

间的直接互动成为教师教育影响向师范生传递的基本纽带[19]。这一简单化教师教育思维的理念



支撑点就是:一切教师教育的知识、技能、态度可以不加转译或变形地传达给师范生,无需任何合情

景化的“二次加工”。这一思维具有一定的幼稚性,道理很简单———每一个教育理念与技能一旦离

开了教师教育者的“嘴巴”与身体,它首先接触到的是“包绕”师范生的成长微环境,并且只有被整

合、融合进这一微环境后,才有可能获得走进师范生“身心”世界的机会。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直

接指出:“教学中的各种方法、策略等并不是提前完全预设的,而由此成为控制教师、学生以及教学

的外在操作规范与方法程序,是内蕴于教学情境、学科知识、教师与学生的复杂性关系体之中。”[20]

在这里,这一“关系体”就类似于师范大学中的学院微环境。因此,现实的教师教育思维应该是“微
环境转运式”的,即只有被整合进师范生成长微环境的教育影响因子群中时,才可能被转运给师范

生的教育生活世界,转化成为师范生的固态素养构成。
在具体整合过程中,学院微环境中存在3个整合中心,即就业整合中心、学院整合中心和学生

整合中心。(1)在就业整合中心中,来自外界的教育人才需求决定着学院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社团

活动的主题,有利于就业成为学院微环境整合中坚持的无形价值标准。(2)在学院整合中心中,学
院决策机构常常干预环境因素的整合方向,并通过多样化的管理举措、教学评价、宣传教育等手段,
努力突出有利于教师成长的价值、理念、信息与活动,弱化不利于新教师的专业成长因素与内容。
(3)在学生整合中心中,学生群体共同认可的教师理念、教师发展方式、教师发展目标等常常会以学

生亚文化的形态影响学院微环境的整合方向。在学院微环境中,教师专业发展因素整合的结果是

一系列主流教师价值观、公认教改理念、公认好教师、共同发展目标、社团工作时尚等在学院空间中

的形成与流行。正是这些无形的时尚与价值观在引导和控制师范生的专业发展方向,从而决定卓

越教师潜质在师范生“身上”的生成。
(三)微环境是生成卓越教师素养的媒体

人的素养不是知识观念在大脑中的印记、不是生活经验在其身体中的寄存、不是价值倾向在人

行为系统中的暂存,而是人在与环境互动中动态生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事方式与思维图式。“学习的

发展来自个人所处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环境在学习中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21]师范生的专业素养的形成亦是如此。教师素养既非教师身心中表现出来的与教育活动相

关的心理品质,也不是其应对教育问题的某些心理倾向,而是教师在应对教育环境中、在应对教育

问题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教育行动与思维的图式。心理学家勒温曾经指出,“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

作用的函数”[22],这一判断不无道理。对教师而言,其参与教育活动的图式始终处在型构之中,即
解构与建构之中。新问题的出现会促使教师放弃或改进已有行为图式,并向其中注入新的内涵与

元素,从而导致这一行为与思维图式的形变。所以,教师的教育素养不可能在一系列教育知识学习

或教育技能训练中即可完成,而必须在屡次经历教育问题情境中自然生成。在这一意义上,教育环

境、教育情境、知能运用是教师教育素养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教育素养形成中,学院微环境对师范

生贡献最大,是最值得加以重点探讨的教师专业发展条件。对师范生而言,促使其教育素养生成的

两大微环境系统是:(1)学院的专业成长微环境,(2)中小学的实践微环境。相对而言,师范生的绝

大部分教育素养是在学院微环境中形成的,这一环境的参与是促成教师教育素养生成的重要条件。
在这一环境中,师范生会遇到的教育观念、行业需求信息、学院教育文化、教育交往方式、学业反馈

信息等,它们都以看似合理而又自然的方式呈现在师范生的学院生活世界中,诱使他们做出行为、
心理与精神上的反应:一旦师范生认同微环境中承载的这些信息、行为与现象,它们会被师范生迅

速内化,融入其主体性结构之中,转变为师范生的专业自我构成;一旦这些信息、行为与现象遭到师

范生的拒斥,它们会被抑制或边缘化,难以进入师范生心理与行动的关注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等到被教师教育者刻意提醒或强化、使之变得合理化时,才可能获得再次进入师范生教育世界的

机会,最终改变其应对教育环境的反应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师范生对学院微环境构成要素

的认同、拒斥还是周期性磨合、多轮回调适,都是师范生与身边微环境不同的互动方式。离开了这



一环境媒介,任何外来教育影响都只可能是昙花一现,教育素养也就难以在师范生身上最终形成。
(四)微环境是固化卓越教师素养的手段

在当代,教师职后教育中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回潮”现象,即“中小学教师在培训中学习了先进

的思想与理念,但并没有在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教学实践没有任何变化,似乎培训与不培训一个

样”[23]。这是对当前教师培训工作效能的最大讽刺。究其原因,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教育实践中

没有运用新教育理念、新教育行动图式的生态环境条件,那种“拔根”或“脱域”式教师培训效能难以

在实践中持续延伸,永葆其持久生命力。其实,环境是教师专业知能的“固定点”,是将之嫁接到教

师实然教育世界中去的“节点”;脱离环境的“固定”作用,专业知识技能的运用始终处于游离状态,
无法真正转变为教师自身的素养;专业知识理念只是一粒改变教师“心性”系统的种子,它只有被植

入环境的“土壤”中,并得到环境的精心培育之后才可能在师范生身上开花结果。任何有效的教师

教育都是“扎根环境、贴地进行”的,停留在知识技能授受层面的教师教育实践迟早是要失效的,只
有通过内化才可能延续教师教育实践的效能。对师范生而言,这一内化过程是在学院微环境中进

行的,一切外来的教育信息、思想、示范、经验等都必须与之相融合之后才可能转变成为教师本我的

构成,固化为教师的一种稳定思维方式与行为倾向,即教育素养。微环境与师范生之间具有同体

性,微环境原本就是教师自我的延伸。离开微环境这一展示平台,我们无从得知教师自我的真实内

涵;离开微环境这一环节,外来教育影响无法真正改变教师的教育行为轨迹与教育生活图景。相对

师范生而言,专业知识技能具有一定的外在性,因为知识的习得不一定必然带来知识的内化与运

用,技能的习得不一定必然带来教师教育行为方式的根本变化。教师在其贴身环境中的所作所为

是其专业自我的完整展现形式,而教师的专业自我则是一个较为模糊、难以考证的概念。或者说,
专业自我只是研究者解释教师个体教育行为的一个概念预设而已,教师在微环境中的表现才是可

感、可见、实实在在的教师自我表达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嵌入微环境、塑造微环境、丰富微环境是

改变教师教育素养培养的内容,所以将教师培养目标定位为“改变教师自我在微环境中的表现”更
为妥当。进言之,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可能看到教师教育素养的真正转变与进步,空谈“去环

境”式的抽象教育素养是无意义的。换个角度看,只有将教师习得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融入教师

的成长微环境,转变成为教师在其微环境中应对教育问题与挑战的实在依据,教师的专业知能才能

找到最坚实的依托与最稳定的“寄存点”。一句话,微环境才是固化卓越教师专业素养的场域,将知

识、技能、价值观转变成为师范生成长微环境的内在素养构成,是卓越教师培养工作的应有意识。

四、结 语

微环境是直接参与师范生专业成长的贴身环境,是师范生卓越教师潜质的“生发点”①,一切外

来教师教育影响必须借助微环境的传递、渗透、中转、折射才可能最终生效。在参与师范生专业成

长的微环境因素群中,教育知识技能、学院教育文化、人脉关系网络、社团教育活动、教育市场需求

等是主因素,关注其与师范生身心间的微妙互动方式是优化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环境的入手点。在

教师教育学院中,微环境是卓越教师发展因素聚集的生态圈,是整合、催生、固化卓越教师素养的特

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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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andFunctionsofProfessionalDevelopmentMicro-environment
forStudentsMajoringinEducation

LONGBaoxin
(School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Micro-environmentanalysisbecomesasignificanttooltoexploretheprofessionallearning
mechanismofeducationmajors,anditisalsothestartingpointofinquiringtheexcellentteachercul-
tivating.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micro-environmentforstudentsmajoringineducationconsists
ofclassroomhabitat,interpersonalconnections,academicevaluation,employmentpressure,clinical
practice,communityactivities,educationaleventsaround,collegeculturewhichpromoteprofessional
developmentofstudentsmajoringineducationintheformoffactorclusters.Micro-environmentisof
threecharacteristics,namelytransitivity,situationalityandaffectivityanditcreatesalotofspecial
preponderancesfornoramalstudents.Forexcellentteachers,micro-environmentistheecosphereof
professionaldevelopmentalfactors,thedeviceforintegratingthem,the medium ofgenerating
teachersqualities,andthemeansofsolidifyingteachersqualities.Basedontheestablishmentofcol-
legemicro-environment,itisapracticalwaytodevelopthepotentialofstudentsmajoringineducation
byoptimizingtheirmicro-ecology.
Keywords:collegemicro-environment;professionalgrowthenvironment;studentsmajoringineduca-
tion;formation;functions;factor-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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