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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
价值审视、实践偏差及优化路径

魏 宏 聚,任 玥 姗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475004)

摘要:构建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依据成员构成和组成动机的差异,可

以将教师研究共同体分为不同的类别。教师研究共同体能够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技能的改进与提高,加强

教师间、学校间的协作与沟通,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与创新。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教师研究共同

体研究内容封闭化和同质化严重、活动主体虚空化和形式化凸显、成员身份缺乏认同感等问题。要突破教师

研究共同体实践发展的困境并取得长足的进步,需要从三条路径进行优化:一是开展以“课堂”和“课题”为载

体的行动研究,提高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效能;二是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实现“我者”与“他者”的互助共

生;三是加强外部合作主体的引入,促进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内外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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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全球化教育改革的推进给教师专

业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2018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强国必先强

师,深刻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

要求……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质量,建设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需要改进培训

内容,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一线实际,组织高质

量培训,使教师静心钻研教学,切实提升教学

水平”[1]。可见,新时代对教师队伍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更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

技能、教研能力是目前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Suchom-
linski)说过:“如果你想让教师劳动能给教师一

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

务,那么你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

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2]目前,中小学教师

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逐渐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的主要途径。“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

万座山。”合作与沟通已然成为教师专业成长

的主要方式,构建教师研究共同体被认为是教

师研究得以成功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教师职

业幸福的重要途径。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教师研究共同体研究

的文献较少,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教师实践共同体的探讨,而对教

师研究共同体的探究却鲜有涉及,即便有一些

研究,也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学术性等问题。

例如:王霆认为,教师研究共同体是小规模学

校发展的文化路径,可以借助规划共同愿景、

开展校本研究、发展特色项目等方式建立教师

研究共同体,并指出这是突破小规模学校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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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的有效举措[3];马菲以数学教师研究共同

体为例,提出领衔人在教师研究共同体中应起

到引而不发导而不牵、对话沟通协调统一、激

发活力各尽其能、共同承担主动揽责的作用[4];

王晓芳基于对西方教师共同体、教师专业学习

共同体、教师专业实践共同体这三个概念的比

较和分析,提出了“探究”“专业学习”“实践”是

理解、分析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并推动其发

展的关键要素[5]。

目前,鲜有从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实践出发

来探讨共同体在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及解决办

法的文献。基于此,本文在审视中小学教师研

究共同体价值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教师研究共

同体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

实践理路。

  一、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教师专业

发展的现实诉求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界开始逐渐关

注教师共同体的研究。国内最早提出教师共

同体的概念,是基于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

场,与现今教师共同体的内涵差异较大。从教

师共同体研究文献的数量及内容的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教师共同体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

关注[6]。诸多教师共同体的概念,如教师专业

共同体、专业学习共同体、教师学习共同体及

教师实践共同体等,在研究中常常被用来指代

教师相同的专业发展活动,从而引起教师共同

体研究术语的泛化和概念的混乱[7]。教师共同

体是以实现教师自身专业成长为目的,并基于

共同的教育愿景、通过交流与合作的方式结合

而成的教师团体[8]。教师研究共同体、教师专

业学习共同体及教师实践共同体都属于教师

共同体。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共同体,彼此

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

(一)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内涵及类型

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推进,教育学界逐渐注

意到研究者的理论成果与一线教师教学实践

相脱节的问题。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英国教

育学家斯滕豪斯(Stenhouse)提出了“教师即研

究者”的观点。由此,学界对教师向研究者角

色转变的探讨达到了空前的热度。20世纪80
年代后,“教师即研究者”“学习即探究”开始成

为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的理念。在如何

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方面,西方学者一致认

为,“合作”为教师研究提供了“脚手架”。例如:

斯诺克(Snoek)等人认为,“合作”能将教师科

研活动从个体和具体情境的层面扩展到更广

阔的领域,使教师科研范围与研究方向超越教

师个 体 与 课 堂 的 局 限[9];韩 国 学 者 京 熙 素

(KyungheeSo)认为,教师研究共同体是指教

师间为了生成“实践性知识”而形成共同研究、

同心协力的团体[10]。教师研究共同体的理念

正是基于此背景提出来的。教师研究共同体

是由“研究”和“共同体”这两个重要的概念组

成,其中,“研究”是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核心和

抓手。教师研究共同体主张通过自愿合作、积

极对话、实践性反思、科学探究等途径来实现

共同体成员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共同体”的

概念不是简单的某一团体或组织,而是共同体

成员在共同条件、共同愿景、共同荣誉、共同命

运的基础上结成的支持性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将“教师研究共同体”定义

为:教师在共同愿景下开展集体探究、对话沟

通、行动研究、实践反思等活动,是为促进教师

经验共享、知识更新、专业互补而形成的支持

性团体。

从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构成来看,可把

教师研究共同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师同

伴之间构建的研究共同体,即教师之间基于共

同的兴趣或学校安排所组成的共同体。这种

类型的教师研究共同体是最为普遍的组合形

式,其研究氛围较为宽松、和谐,教师在群体中

能够畅所欲言,不受其他人的干扰。这种类型

的教师研究共同体,教师的研究水平参差不

齐,因此存在着研究内容单薄、研究质量不高

等问题。第二类是教师与专家、行政人员之间

构建的研究共同体。为了解决教师之间研究

内容的同质化问题,学校有意识地将高校教师

和学科专家、教研员、学校行政领导等人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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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同体中,以便更好地指导教师研究共同体

的运行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师研

究共同体的科研水平。当然,这也导致了研究

共同体中出现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倾向。第

三类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构建的研究共同体。

让教师从学生的角度来反思本人的教学效果,

是非常有必要的。让学生提出自己认为有价

值的问题,有助于教师认清教学研究的重点。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构建的研究共同体中,学生

充当的不是“执行者”角色,而是“建设者”和
“探究者”角色,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不断开拓

思维、互相启发、共同进步。正如厦门一名六

年级的学生所言:“在共同体中,我不仅是一名

学生,也是老师的研究伙伴,我不仅学到了知

识,更学会了一生受用的学习能力、思辨能力

和研究能力。”[11]

从教师研究共同体组成的动机来看,教师

研究共同体又可以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

“自组织”的教师研究共同体是教师基于共同

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爱好而自发、自愿、自觉地

结合在一起的团体,也是依靠“自下而上”的内

生力发展起来的民间力量组织,具有开放性、

自主性和较强的民间性等特点,能够自我管

理、自我成长。但是,若“自组织”的教师研究

共同体过分追求自主和自由,而没有一定的组

织制度作保障,其内部的运行就会带有随意

性。“他组织”的教师研究共同体是按照上级

要求组成的共同体,遵从“自上而下”的实践逻

辑,具有制度化、强制性等特点。在“他组织”

的教师研究共同体中,教师往往是受外部因素

的影响或强制手段的驱使而加入共同体,因此

教师普遍有依赖、等待、消极、抵触的心理。要

提高教师参与共同体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就需要将教师的参与动机由外部转化为内部。

(二)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价值审视

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不仅能帮助教师

解决复杂的教育教学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实现教师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

有效合作与沟通,还能在此基础上促进教育理

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与创新。

1.提高教师教学技能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是中小学教师在

同伴之间开展协作研究,以探究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以自主合作

对话为主要研究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这种协作研究与部分专家学者的“书斋

式”研究不同,其杜绝冥想和思辨,要求教师持

有和谐、开放、平等、信任的理念,与研究共同

体成员一起对课堂场域中各种教学活动进行

观察、思考和反思,并基于课堂场域中存在的

问题、教师的困惑和兴趣展开合作。在此过程

中,能有效地改变教师个人主义倾向,树立合

作意识,通过协作性探究,促使教师不断更新

知识、增长智慧、发现问题和创新思想,实现教

师专业发展从“拉磨式”循环向“螺旋式”上升

的转变。

2.实现教师间、校际间的有效合作与沟通

教师研究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是合作。

合作包括教师间的合作和校际间的合作。一

方面,构建教师研究共同体可以满足学校内部

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相互沟通和探究的需要。

由于教师研究共同体大多是建立在自主、自愿

的基础上,超越了个人利益、人际关系、行政强

制的束缚,所以能够促进教师间经验和技能的

分享与交流,并在共同体形成共同的愿景、目

标和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成员凝聚力、认同感

和执行力的提升。正如涂尔干(Durkheim)所

说,“有机团结”的团队,是有着共同的愿景、互

相理解和分享的思维方式、共同的教育教学研

究内容,以及专业发展的共同集体记忆与特有

的话语体系[12]。另一方面,构建教师研究共同

体有利于促进校际合作。在教师研究共同体

建构的过程中,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可以为共

同体的发展提供重要科研支持,大学研究者可

以有针对性地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指导和帮扶,

能够为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理

论支撑,促进优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共享和均

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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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与创新

教师的研究是教育科学发展中非常重要

的力量。教师的教学活动主要发生在课堂教

学情境中,教师开展研究需要对教学实践有着

深刻的体验、思考与判断,因此,教师研究共同

体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回应教学生活中的现实

问题,真正促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整合与

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师研究

共同体建构的动机来源于实践,即为了促进教

师教学行为的改进,需要教师共同体的成员具

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发掘教学实践中值得重

点研究问题的能力;二是教师研究共同体的研

究素材取自实践,即教师研究共同体扎根于学

校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其探究的问题都来自对

教学实践“原材料”的选择和论证;三是教师研

究共同体建构的任务是解决教师实践问题,即

通过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探究,帮助教师增加实

践教学知识、解决现实教学困惑、理清教学设

计思路等。因此,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建构不仅

可以有效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而

且还通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思想碰撞、观点交

锋、合作探究等生成深层次的“实践性教学知

识”,进而为理论性知识的创新提供实践基础。

正如蒂勒娜(Tillena)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合

作小组成员对教学有着不同的情境性理解,这

就使得作为研究者的教师个体要具备自我反

思和批判的品质,由此可以有效地激励教师不

断创新[13]。

二、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实践偏差

当前,研究者对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探讨大

多局限于共同体的作用、组成等方面,而对教

师研究共同体的内部,如开展研究的现实情

况、实践效果等方面未能深入分析,由此造成

共同体在实践发展中出现诸多偏差,具体体现

在三个方面。

(一)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研究内容封

闭化和同质化严重

课堂教学是较为独立的工作。由于每位

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任教范围,如班级、学

生、学科等,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很容易将自

己封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单兵奋战”。

正如戈特斯曼(Gottesman)和詹宁斯(Jennings)

所指出的:“教室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地方,教师

们对在教室里安排另一个成年人有着微妙的

抵触情绪,对许多教师来说,隔离是工作安全

的保证”[14]。托马斯(Thomas)也指出:“让另

一个成年人在教室里听课通常被视为打扰而

不是支持。”[15]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

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

神共同体三种[16]。同一所学校的教师,虽然在

地缘上是共同的,但在精神交流上可能是熟悉

的“陌生人”,因此,教师的工作实际上具有较

强的独立性和排异性。

然而,一个人的知识即使是再丰富、再深

刻,也是有局限的。如果教师仅仅局限于自己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不与同伴、专家交流和

探讨,那么就缺少了一条增长智慧、提高实践

能力的有效途径。这样的教师充其量称得上

是一位优秀的“教书匠”,却未必 是 位“好 教

师”。事实上,大量的实践表明,当教师在教学

中需要支持时,最有效的帮助往往是同事之间

提供的。因此,如何使教师走出自我隔离的“舒

适区”,“享受”团体学习和研究带来的挑战,是构

建教师研究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此外,在具体的中小学校中,教师个体大

多有着相近的专业基础、生活环境、学历背景,

在共同体规则和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教师在信

息、技能、经验上有趋同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

致教师研究共同体在研究内容上较难突破已

有的圈子,也就较难有突破性的新发现,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教师专业发展。

(二)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活动主体虚

空化和形式化凸显

学校评价制度是教师开展深度交流、互动

及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强制和压抑的学校

评价制度会造成教师之间诸多的竞争关系,这

在激励教师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功利主义倾

向,使教师之间逐渐走向精神疏远甚至是对

立。而教师个体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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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研究活动中往往存在着戒备心理,不愿过

多、过深地探讨自己的研究技巧、方法或分享

实践经验,彼此之间开展深入合作的可能性降

低。另外,在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中还存在

着“搭便车”现象。例如:部分学校教师共同体

之间的合作成为少数名师、积极分子的单向活

动,其他成员只是充当“收音机”角色,单方面

地吸取同伴的教学经验、智慧,缺少有效的合

作与沟通。久而久之,这些名师、积极分子无

法从其他教师那里获益,逐渐失去参与合作的

热情和动力,从而导致教师研究共同体的虚

空化。

此外,中小学校普遍采用科层式的管理制

度。校长代表学校的权威,对学校的发展起着

“领头雁”的作用。然而,很多学校的校长对教

师研究共同体的价值和实施途径不了解,不清

楚其对学校教学的具体作用,甚至还存在着错

误的认知。一名熟悉课程和教学、关注科研动

态、愿意走进一线实践的校长,往往能给广大

教师带来希望,能引领教师开展研究,并促进

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发展;而一名醉心于权力的

校长则会使教师在迎合评价的疲惫中丧失自

我、在被控制中日渐消沉,使教师丧失了创新

精神和积极性,从而影响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建

设和发展,长此以往,导致教师研究共同体徒

有虚名。因此,建立适宜的学校管理评价制度

和正确发挥校长的领衔作用,不仅是改革学校

管理制度的一个重点,更是教师研究共同体在

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点。

(三)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成员的身份

认同感缺失

构建教师研究共同体是将教师个体置于

共同体的框架下,依据特定的指导体系组织起

来。作为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教师在参与

共同体的过程中会受到共同体中主流价值观

以及实践规范的影响[17]。也就是说,教师研究

共同体成员为了获得相应的成员身份,会不自

觉地将共同体的实践规范和价值观进行内化,

从而获得共同体成员的认可和接纳。在实践

中,教师研究共同体倾向于追求一种和谐、一

致的同伴关系———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

值观的教师更愿意组成一个教师研究共同体。

的确,营造共同体内部融洽的合作氛围确实能

促进教师之间的深度沟通和交流。但是,如果

过于追求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谐,缺少了研究

过程中应有的反思质疑、思想碰撞、观点交锋,

那么久而久之就容易导致共同体中只有一种

声音,并成为权威者的主场,而个体为了获得

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不愿挑战权威,“假意”维

护共同体的和谐关系以避免冲突和对峙,其危

害是强化了权威者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经验,使

其他教师失去了对教学实践深入体验观察的

兴趣以及参与教学研究的热情。在此状况下,

教师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共同体内部,容易产生

严重的身份焦虑。认同感缺失,这是教师研究

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温格

(Wenger)认为:“共同事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

都相信同样的东西或者对每件事情都持相同

意见。”[18]虽然成员之间的冲突和争执容易引

发矛盾和不确定性,但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的

矛盾、差异和分歧,恰恰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也

更容易展开深层次的合作。

三、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优化路径

尽管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具有诸多的

价值,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性。开展以“课堂”和“课题”为载体的行动研

究、营造宽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加强外部合

作主体的引入等策略,能在不同层面上纠正中

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实践偏差,促进其不断

发展。

(一)开展以“课堂”和“课题”为载体的行

动研究,提高教师研究共同体效能

教师研究共同体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借助

一定的平台和载体,才能避免共同体的虚空化

和形式化,并提高教师研究共同体的运行效

能。因此,教师研究共同体需要确立“课题”与
“课堂”并重的行动研究理念。课题研究是教

师研究共同体进行探究的主要方式,在课题的

申报、组织、研究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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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和提高教师研究素养,还可以促进教

师间的交流与沟通。目前,教师研究共同体在

课题研究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研究方法不

当、研究逻辑思路不清、研究质量不高等,这就

需要教师研究共同体中的领衔人进行有效指

导和监督,并通过实践促使教师开展系统化的

反思。在课题申报选题上,教师研究共同体成

员应秉承“问题即课题”的理念,选取基于本校

实际的、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课题,如聚焦“有

效教学”“劳动教育的渗透”“学生惩戒”等问

题,并结合成员的个人兴趣加以微观层面上的

研究,研究结果可直接用于学校实践的改进。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还能让教

师在研究中实现自我价值。

教师研究共同体实质上是教师基于课堂

教学实践问题而开展行动研究的团体,这种研

究不仅对“课题”中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

学技巧进行理论总结,还对“课堂”中遇到的

“真问题”“重难点问题”进行客观审视,挖掘其

背后深层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课题研究提供实

践基础。事实上,基于课堂的研究才是中小学

教师研究共同体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在实

践中,部分教师研究共同体对课堂教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河南省周口市

一中的教师研究共同体借助“课堂教学切片诊

断”研究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19]。具体做法是:学校每周组织一次教

学诊断会议,每月举办一次教学诊断展示会,

每学期开展一次教学诊断研究总结,以此促进

教师研究共同体探究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并

且,在举行教学诊断研究总结会议时,采用视

频录像的方式将教师研究共同体中的集体备

课、听课、评课等过程展示出来,总结研究中的

经验并提出问题,为教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提

供新的视角。由此可见,“课堂”和“课题”作为

教师研究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提高教

师研究共同体的研究效能,对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以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起到了推动作用,并

能扭转教师“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群策群力

的教学科研氛围。

(二)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实现“我

者”与“他者”的互助共生

共同体如同“教师之家”,可以给成员带来

安全感和自信心,从而使成员产生强烈的身份

认同感,而身份认同又是教师研究共同体合作

的前提。社会学家鲍曼(Bauman)认为,身份意

味着归属,身份的建构促使个人寻找归属的共

同体,从而获得象征身份的知识、关系、资源

等[20]。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只有建立了身

份认同,才会形成“劲往一处使”的合作局面。

能否获得教师研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关键在

于共同体内是否具有宽松、自由、包容的文化

氛围。也就是说,教师研究共同体在给予个体

更大的言论自由和发展空间的同时,还要提倡

加强沟通对话、增强教学智慧、增加实践性知

识等做法,从而实现“我者”与“他者”的互助共

生。这种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共同体领衔人的

引领,也需要学校及个体的共同努力。

首先,教师研究共同体的领衔人在共同体

内部要营造平等、自由的沟通对话氛围,要发

挥示范和引领作用,调动教师交流沟通的积极

性,鼓励年轻教师勇敢表达,尊重和肯定每位

教师的想法,树立包容差异、正视问题、解决矛

盾的正确观念。宽松、包容的氛围有利于汇聚

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不同教龄教师的力量,开

展丰富的研讨活动。其次,学校领导在共同体

外部要营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多元文化

氛围,鼓励教师研究共同体打破不同学科和年

级之间的壁垒,促进教师从“单一”身份到“多

元”身份的转化。具体而言,学校领导除了承

担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外,还要担当教师研究共

同体促进者的角色;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者、实施者,还是知识的创造者、贡献者、推动

者。最后,教师个体要树立作为共同体成员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主动分享自己在探究过程中

的收获和经验,同时也要认识到观点交锋或冲

突是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教师

应批判性地吸收他人的经验。唯有如此,才有

利于教学经验及研究技能的共享和成员之间

的互助,从而使教师从心理上融入教师研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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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形成共同的愿景、价值观与发展目标,

实现教师研究共同体成员从“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到“充分参与”的巨大转变。

(三)加强外部合作主体的引入,促进教师

研究共同体的“内外联建”

科克伦(Cochran)等人认为,教师研究共

同体应该吸引教师、研究者、学校领导、行政人

员、政策制定者等人的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彼

此的位置不同,并具有独特的知识和经验来实

现共同的事业”[21]。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构

成,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线教师,还应该加强不

同学校间的联合与合作,尤其是大学与中小学

的“联建”。大学拥有知识丰富、博学多识的理

论研究者,中小学拥有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技

能熟练的教师,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已然成为当

前大学支持中小学开展研究、改进教学的一种

重要途径。大学与中小学合作能够促进中小

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并有效避免

教师研究共同体中研究内容的同质化等问题,

帮助共同体作出正确的判断。

大学研究者和中小学教师的角色定位、指

导方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合作的

质量与效果,因此在合作中应注意两个方面的

问题。

一是研究者要基于“引而不发”“导而弗

牵”的原则指导教师研究共同体的发展。孟子

曰:“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学记》中也指出: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其意都是强

调引导但不代庖的合作方式。也就是说,大学

的研究者虽然比中小学教师有着更为丰富的

理论基础,并在教师科研领域中担当着重要的

外部支持力量,但是不能被过分“神化”,其建

议并非都是“金科玉律”。中小学教师不能完

全依赖大学研究者而忘记自己在多年实践中

积累的独特经验。大学研究者在支持中小学

教师开展具体研究时,应主要通过实施启发、

对话交流、提供支持等方式,引导一线教师自

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代替教师研究共

同体作出决定或者主导教师研究共同体的研

究思路。并且,大学研究者还要注意高深专业

术语的使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线教师进

行启发和指导。

二是研究者要从“局外人”转向“局内人”,

以浸入的方式参与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活动。

大学研究者并不一定以“局外人”的身份指导

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活动,也可以作为教

师研究共同体的成员,以浸入的方式与中小学

教师共同面对问题,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从而发展成为伙伴型的关系,并在中小学

教师对教学研究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进行及

时指导,满足中小学教师个性化的需求。另

外,学校的行政领导、教研员、学生也不应该置

身于教师研究共同体之外,而应积极参与共同

体的研究,并以其特有的知识和经验提高教师

研究共同体的效能,从而促进教师研究共同体

的“内外联建”,实现教师团体和个人的长久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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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strengthenthecooperationandcommunicationbetweenteachersand
schools,andpromotetheintegrationandinnovationofeducationaltheoryandpractice.However,
therearesomeproblemsinthepracticeofteacherresearchcommunity,suchasseriousclosenessand
homogeneity,increasingemptinessandformalization,andlackofidentityofcommunitymembers.In
ordertobreakthroughthedilemmaofthepracticaldevelopmentoftheteacherresearchcommunity
andmakeeffectiveprogress,threeapproachesshouldbeoptimized:constructingtheactionresearch
with"classroom"and"subject"asthecarri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teacherresearchcommu-
nity;creatingalooseandinclusiveculturalatmospheretoachievemutualsymbiosisbetween"us"and
"others";strengthentheintroductionofexternalcooperativesubjectsandestablishthe"internaland
externalconnectivity"mechanismofteacherresearch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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