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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知识新突破:
教学策略“U-S”双向共创机理

曾 本 友,曾 茂 林
(岭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湛江524048)

摘要:教学策略由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经验、反

思、行为习惯等组成,具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特征。其中知识部分属于学科教学知识(PCK)范畴,具有情境

性和多种知识融合的特征。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不仅需要相应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还需要情境

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问题普遍存在,形成教学策略与教

学行为之间双向转化的瓶颈。为此,大学和中小学教师需要以外部利益驱动构建协同共创平台,在相同教学

旨趣吸引下组成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形成突破教学策略转化瓶颈的分层赋能与共创机制。“大学―中小

学”(“U-S”)协同共创,应注重从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传授到教师教学行为转变、从学习名师经验及其教学策

略创新到新教学策略文本形成的转化与共创过程,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将其以陈述性、程序

性、策略性知识形式融入师范生实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学科教学知识的新突破。只有构建“U-S”共同

体,协同实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才能赋予教学策略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度的理论和实

践生命力,才能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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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美国学者舒尔曼首次明确提出学

科教学知识(PCK)概念,认为它是最适合“可

教性”的知识,是“教师个人教学经验、教师学

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的特殊整合”[1]。学科教

学知识概念的提出,使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

第一次实现了真正地融合,体现了教师知识的

专业性和实践性特征,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

奠定了基础[2]。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

不仅需要对应学科的教学知识和专业理论,还

需要情境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

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单向度创生问

题普遍存在。为了克服教学策略“理―实”一体化

双向共创困境,国内外都把寻求“大学―中小学”

(简称“U-S”)的有效合作作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师

范生培养的重要途径[3]。虽然我们团队正在推

进的项目(“S-U共创教学策略知识与精准补教

研究”)以中小学(S)为中心研究地方高师院校

更贴切地服务中小学教学策略的“S-U”共创问

题,但是,由于高师院校在学科教学知识方面

对中小学教学策略的知识更新扮演着提供者

角色,对中小学课堂教学策略创新也起着引领

作用。因此,本文以高等师范院校(U)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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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学―中小学”(“U-S”)双向共创教学策

略的内在机理。

  一、突破PCK 培养瓶颈及“U-S”协同

创新的意义

  (一)PCK培养与教学策略创新的制约因素

PCK是学科知识与教育知识的特殊“合

金”,是教师个体的独特知识领域,它源于教师

的实践智慧,经由教师教学、评价、反思与转化

过程而 获 得[1]。全 美 教 师 资 格 鉴 定 委 员 会

(NCATE)把PCK界定为“教师通过学科内容

知识和有效教学策略交互作用,帮助学生有效

学习的知识”[4]。教师形成PCK需要以教学理

论为指导,将学科知识、教学情境结合起来。

PCK的培养策略主要有:

(1)编制PCK库:把优秀教师证明有效的

PCK积累下来,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2)

PCK整合之路:将“教学内容”“教育学”和“情

境”三类知识转化为一种独特形式;(3)形成学

习共同体:将有关学科群体组织起来开展专业

教学活动,进行沟通交流[5];(4)实践体验与理

论学习方式:结合实践教学经验来学习学科教

学法,让未来教师尝试了解儿童怎样学习与思

考教学知识点;(5)优秀案例与教师学习项目:

借鉴优秀课程教学案例,开展教师学习项目。

Magnusson,Krajcik和Borko等人认为:科学

教学的PCK由5种成分组成,其第5种教学策

略知识“包括特殊学科的策略,特殊话题的策

略,特殊情境的PCK”[6]。但在PCK培养研究

中,关于学科内容和学生方面的知识研究众

多,但有关教师教学行为策略方面的知识,却

缺乏相应的研究。这是因为中小学教师的教

学策略主要以缄默的方式存在于其经验性行

为中,难以用书面语言清晰地表达。即使同事

之间,也只有通过观摩其教学行为,在情境式

教学中感悟其教学策略。高校教师建构的教

学策略,多是根据教学理论的演绎推导,即使

深入一点也就是对教师行为策略的事后分析,

主要还是根据教学理论框架建构出的中小学

教师行为轨迹理论。由于既缺乏对实践者现

场教学的具身认知,又缺乏对教学策略特定运

用情境和条件的描述和具体要求,这样的教学

策略其实践生命活力明显不强。

教学策略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下,为完成

特定的教学任务而产生的,包括教学活动中方

法的选 择、材 料 的 组 织、对 师 生 行 为 的 规 范

等”[7],具有实施程序、操作技术性强的特征。

因此,其 产 生 需 要 在 特 定 教 学 环 境 中 进 行。

《大辞海·教育卷》明确指出,教学策略是“建

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为实现某种教学目标

而制定的教学实施总体方案”[8]。这一定义明

确了教学策略需要理论基础,它以教学观念、

思想、原则和方法等知识形式引导教师,成为

教师根据特定教学情境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形

成教学行为策略的指引,形成相应的行动方案

并据此采取课堂教学行为策略。这种行动方

案作为学期和单元性教学策略,通常会以文本

形式呈现。更加日常化的教学行为策略方案,

除了在备课教案中以教学方案设计呈现外,主

要以教师临时的策略构想形式存在,这就给教

学策略研究带来了课堂情境跟踪的困难。就

具体的教学策略而言,它主要由两大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具体包括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

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9];第二

部分主要包括同行教师教学行为经验、反思、

实际行为习惯等内容。教学策略理论知识的

学习既有助于PCK知识的理论水平提升,又有

助于根据条件变化设计相应教学行为策略。

有研究表明,“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必须概念化、

条件化、结构化和自动化”,才能转化为相应的

能力[10]。教学策略以概念的形式对师生的经

验性教学策略进行理论概括,又以行动方案的

形式对师生在教学理论知识指导下选择和组

织教学材料、开展教学活动等进行实践约束。

因此,理论与实践一体化,不仅是教学策略的

鲜明特征,而且是其实践目标得以实现的可靠

保证。由于中小学教师理论高度不够,而高校

教师则缺乏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除了少数具

备大中小学教学经历的教学专家,大多数老师

在教学策略方面都很难达到理论与实践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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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要求,由此形成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与教学行

为策略之间双向转化和协同创生新策略的瓶颈。

(二)“U-S”双向共创破解教学策略创生瓶

颈的意义

无论是新教学策略的“孕育者”,还是新教

学策略的“接受者”,他们需要走出的第一步都

是学习、内化外来的教学策略文本。因此,探

究从文本策略向教师教学行为策略转化的内

在机制,是对教学策略进行规模化推广的关

键。其文本转化首先需要高校教学论专家从

教学策略的知识海洋中筛选出当时最先进且

适合当地的教学策略知识文本,以系统讲授、

案例说明、视频和现场观摩等方式,引领中小

学教师深刻、系统地理解教学策略;其次需要

结合示范性课堂教学实践,指导中小学教师和

师范生明确教学知识对象特征,解决他们学习

教学策略理论知识面临的概念理解、原理运用

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帮助其形成适合不同类型

知识的“教”与“学”方法。在紧扣中小学生心

理、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方面,尤其是营造适

合中小学生的知识教学氛围、激发学习兴趣促

进学生乐学方面,中小学教师具有独特优势。

无论是前期将外来的文本教学策略内化,还是

后期将创新的教学策略以概念形式表述,都需

要进行学科知识和教育心理学理论的提升。

因此,从教学策略知识的条件性、程序性、操作

性来看,教学策略的创生与发展,既需要高校

(U)教师教育研究者发挥引领作用,又需要中小

学(S)教师教学实践的支撑,从而形成“大学―中

小学”(“U-S”)共创教学策略的共同体,协同实

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如此才能赋

予教学策略知识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

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11],才能发挥双方优

势,汇聚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探索“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破解PCK
中策略性知识创生瓶颈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

义在于:首先,PCK的经验性、情景性和特殊合

成性,尤其是教学策略的条件性、程序性、操作

性,决定了教师个体教学策略不可能被机械复

制。因此,教师个体应根据现实教学条件,在

深刻领会外来教学策略的理论知识和总体思

路的基础上,将外来教学策略创造性地转化为

具体的教学策略实施方案和行为策略。其次,

“U-S”协同转化与共创教学策略,能有效破解

教学策略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难题。高校教

师凭借对学科知识和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在

教学策略的精加工上更全面、系统,彰显出理

性精神和创新力。而中小学教师则更能真切

地体会到具体情境中教学策略解决实际问题

的真实效用,体现出富有实践创新的活力。可

见,只有“U-S”协同,让双方通过研究与创新形

成对教学策略的整体感知和意义建构,才能有

效解决教学策略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发展问

题,从理论创新到实践落地双向结合,推动教

学策略不断发展。再次,“U-S”协同有助于丰

富师范实习生的情感体验,让其更好地感知教

学的生命意义。实习生感悟课堂教学的意义,

不仅在于中小学课堂教学本身的生命活力,更

在于高校研究者精妙点评的启发,让实习生对

特定教学情境中的中小学教师教学心态及教

学策略心领神会,以此引导实习生领会师生间

心有灵犀的生命意义。最后,“U-S”协同,有助

于高校教师从目前重文本的教学策略创新转

向高度重视现场实践中应用教学策略的创新。

只有当高校教师借助中小学教学现场情境的

启发,理解教学策略的要义,才能形成研究主

体的具体感知,根据当下教学情境创生出基于

中小学师生真实生命体验的教学策略知识。

这样才会形成如图1所示的“U-S”协同共创教

学策略的双向转化机制,才能有效促进中小学

教师的教学行为策略中蕴含的理论知识与具

体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高校教师

的教学策略理论建构能力,形成土生土长的、

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并将其以陈述

性、程序性、策略性知识的形式融入师范生实

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PCK引进成果的新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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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学策略结构及“U-S”转化与共创机理

  二、“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的生成

机制

(一)“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的旨趣与利

益驱动机制

我们的实验表明,由于抽象理论形态的教

学策略,需要切合当地文化和学生实际,才能

焕发出指导教学实践的生命力,这无形中增加

了中小学教师的负担。此外,中小学教师在运

用外来教学策略过程中,还要冒着改变原来教

学方式带来学生成绩下降的风险。所以,只有

市县教育局从政策上鼓励教改,中小学教师才

会积极参与外来教学策略文本的转化和实施

活动。就教学策略内生利益角度而言,只有转

化与共创的教学策略让中小学师生花费的精

力有所减少,至少不增加教学精力耗费,又能

获得更好的教学效益,才具有使其持续深化探

究新教学策略的动力。因此,中小学教师总是

特别关注新教学策略使用的简便性和对学生

发展、考试绩效提高的效率性。对高校教师而

言,其不断创新教学策略知识的获益根源在

于:可以从中小学推广教学策略中发现、吸收

新的经验性教学策略,归纳、提炼为系列高级

别论文,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增强在同行中的

影响力,由此形成如图1所示的推动高校和中

小学开展项目合作的利益“外焰”。
有研究指出:“知识旨趣是启动、维持与强

化认识活动,推动知识生产的内在力量与根本

动力。”[12]教学知识本身的旨趣,将吸引中小学

教师投入更多精力去备课,反复思考教学策

略,成为激活其不断改进教学策略的潜在力

量。专业知识的研究旨趣,更是高校教师致力

于学科知识创新的动力,由此吸引其积极创新

针对兴趣所在知识的教学策略。但是,即使同

样对某学科知识感兴趣的研究者,其在创生教

学策略知识中关注的情趣点也有差异。因此,
教学策略的共创既需要根据研究者对当地文

化特征进行按区域的就近组队,又需要汇集来

自各种教研机构以及教育心理学、信息技术等

不同学科对同类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组成优

势互补的研究团队。中小学教师受绩效考核

影响,其研究旨趣多侧重于教学策略对学习效

率的贡献,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考点目标的掌

握。高校教师则强调学科思维的发展和解题

指导的严密性,聚焦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创新

精神。因此,必须实施“U-S”结合,才能形成共

同感兴趣且学科优势互补的教学策略双向共

创机制。中小学教师教学策略内化与创新的

过程,常常伴有知识教学中所发生的故事,从
中可以发掘出该策略的教学操作意义,引导师

范生从故事中领会教学策略形成的过程机理,
体验其运用的适合场景及变通技巧,从而增强

其从文本策略向操作策略转化的探究兴趣。可

见,相同的策略知识旨趣,是转化与共创教学策

略的“内焰”和催化剂。
(二)“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的分层赋能

机制

从“U-S”双向共创教学策略的宏观层面

看,存在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策略的多维主

体。由于不同主体知识背景和经历差异,其感

兴趣的教学策略就会不同。随着教科所、教育

学会、出版集团等进入“U-S”协同共创教学策

略团队,整个研究共同体形成了“多维网状知

识系统”的共创模式[13],不再局限于策略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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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同质性或者同域性协同,而是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接受来自多方教研机构的批评、反驳,试图

从中找到加工经验性教学策略的多维集成创新路

径。因此,教学策略的协同创新更适合用知识生

产模式Ⅲ的“多维网络共创机制”予以解释。知识

生产模式Ⅲ由EliasG.Carayannis于2003年首

先提出,随后Carayannis和Campbell进一步对

这一概念作了阐释[14]。知识生产模式Ⅲ是指

在知识分型创新环境中由多层次、多形态、多
节点的知识生产群形成知识生产、知识扩散和

知识使用的复合系统[15]。在模式Ⅲ的创新生

态系统中,不同质的知识可以成为创新网络的

节点。其既有助于以市场化的机制集成碎片

化知识的组合创新,又因网络内部自成体系,
有利于坚守学术上的同质持续创新。在市场

机制激励下,出版集团为了赢得市场份额,需
要以新教法、学法和导法的出版来拉动策略性

知识教材和方法的更新。各类教育学会则倾

向于围绕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捕捉当下教学中

的创新点及解题策略,将大中小学教师汇聚到

一起,以立项、颁奖等自上而下的集中决策、团
队攻坚方式共创教学策略,并以多方联动方式

跨学科地推进教学策略知识的转化应用。从

出版集团和教育学会、教研室所发挥的职能

看,其实质是帮助“U-S”实施紧密联系的中介

机构。它不仅有助于宣传、推广中小学教学策

略创新的成功案例,而且更有助于以文本形式

提升经验性教学策略的理论水平,从而取得通

过市场激励得以推广、用学术坚守保证质量的

双重效果。
在“U-S”转化与共创教学策略知识的微观

层面,除了根据知识类型探究相应的教学策略

创新外,关键是根据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心理发

展特征,研究其学科教学策略转化与共创机

制。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多以感性认识为

基础。因此,其教与学的策略多是基于形象依

托的感知形态或活动类策略。中学生,尤其是

高中生,开始从感性认识过渡到感性认识基础

上的理性探究,从形象思维逐渐过渡到抽象的

理论思维。相应地,其教学策略更加注重对知

识结构及其表征形态的处理,教师逐渐由原来

的“教―学―做”示范,转变为“导―学”互动引

领,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就转化与共创教学

策略的中小学教师而言,其专业发展水平也呈

现出阶段性特征。他们通常会经历新手、适
应、熟手、专家型教师四个阶段,各阶段反思重

点分别为:教学技能、教学策略、教学理念和教

育科研[16]。其中,教学策略反思,是其适应具

体教学环境走向熟手的关键。在“U-S”协同转

化与共创教学策略中,新手教师更易成为教学

策略转化与创生的参与者。专家型教师作为

师傅,则多在新手改进的教学策略基础上将其

提炼为针对某类情境的系统化、程序化的完整

教学策略。因为专家型教师具有“经验与理念

高效结合的特征”[17],注重教学策略“理―实”
一体化结构特点,其洞察力和创造性促使其善

于总结徒弟教学行为和反思自我教学经验,由
此共创出比较系统的教学新策略。

(三)“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的双向转化

机制

项目组实验表明,为了大规模训练新手教

师,“U-S”协同共创教学策略需要将教学名师

个体创新的教学策略转化为外显知识。首先,
这种转化需要明确“U-S”共创教学策略解决真

实问题的条件及功能。只有明确了共创教学

策略的运用条件及其最适合解决的真实教学

问题,高校教师才能以准确的书面文字来描述

其适合的教学情境,并以恰当的概念对教学策

略进行定义。其次,需要经过“U-S”双方研究

者的共同探讨,以更精炼的文字和图式表征一

类教学策略的行为模式,以便高校教师进行专

题讲解和演示。第三,需要将实操要点转化为

文本表述重点,由中小学教师陈述、展示教学

策略操作要点和难点,让高校教师以点对点方

式精准地表现为文字、图示,将经验性教学策

略进行“实―理”一体化文字处理。在实操难

点转化中,高校教师要仔细询问中小学教师,
从学科逻辑架构和学生心理出发确定教学重

点难点,展开教学环节的逻辑线索,分析区分

易混点、攻克高难度问题的技巧和方法等,从
而促进针对各教学知识点的教学策略精炼化

重组。第四,需要高校和中小学协同编写教学

策略校本教材。在“U-S”协同中,基础理论部

分及教学策略的模式化归类处理等,主要由高

校教师按照新手教师接受理论知识的心理逻

辑完成;教学策略的条件、外化操作程序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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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则交由中小学名师根据各学段教学情境以

描述方式撰写。最后,由高校统稿者对共创的

教学策略文本知识进行加工和润色,以专著形

式正式出版。
从教学策略理论向教学策略实践转化,是

习得教学策略运用技能的关键。由于师范生

缺乏教学经验,很难依靠抽象思维转变为适合

具体情境的教学行为。因此,高校教师教学策

略的理论教学,需要由支架式教学策略来弥补

这个缺陷。本项目组的教学实验表明:高校教

师应以简笔画配合文字说明等形式作为支撑,
搭建起从抽象教学策略知识到经典教学情境

中展示教学策略运用程序的桥梁,引导师范生

从教学知识中深刻理解运用新教学策略的条

件以及针对典型教学情境的操作要点。“U-S”
协同的“理―实”一体化师范生实训应注重以

下步骤:第一步,将中小学教师的缄默性教学

策略,以课堂录像配以教师本人解释的画外音

方式予以呈现;第二步,由高校教师协同中小

学教师以课后座谈形式,交流录像中每一个行

动的教学意义,以慢放或当场示范、跟着学的

方式让师范生模仿;第三步,由具备中小学教

学经验的高校教师,以“理―实”一体化综合集

成方式,对特定教学策略的功能、特点、应用条

件、应用要求,针对的知识点特征、需要的技巧

和注意点等进行系统讲授;第四步,创设情境,
让师范生以说课方式,复述和呈现该教学策略

的操作环节及其要点;第五步,引导师范生到

中小学试讲,由中小学教师进行现场纠偏训

练,指 导 其 掌 握 活 学 活 用 教 学 策 略 的 行 为

方式。

  三、“U-S”协同共创三类知识教学策略

的机理

  (一)陈述性知识教学策略的双向协同共

创机理

陈述性知识的获得,实质上是学习者对符

号、概念、命题等言语信息新知识,与原有知识

网络中 的 有 关 知 识 联 系 起 来 进 行 贮 存 的 过

程[18]。其教学策略的关键是提供线索,便于学

生以后搜索并提取知识信息。高校教师不仅

有着扎实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从教学策

略概念出发进行知识文本加工的优势。陈述

性知识多以学科专业术语、符号形式对事实及

其变化过程进行陈述。深谙学科知识逻辑的

高校学科教师从符号的象征意义、概念的内在

联系、命题的推演逻辑中提取出易于优化组织

和便于连锁记忆的内在逻辑线索,创生出相应

的陈述性知识教学策略。项目组实验表明,
“U-S”协同创新陈述性知识的教学策略,需要

先让中小学教师深刻理解陈述性知识本身的

要点,懂得展开教学的心理流程,将理论化的

陈述性知识教学策略转化为课堂上方便操作

的教学流程,才能达成从知识点的理论教学到

引导中小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和迁移等

学习行为的转变。在“U-S”协同创新陈述性知

识的教学策略中,高校教师针对陈述性知识创

生的教学理论策略,更多的是对基础知识结构

的优化和专业化表达方式的处理。而中小学

教师则针对学生和具体教学情境,将表达陈述

性知识的语言、符号激活为加工陈述性知识的

形象,实现其以联想的正迁移方式赋予陈述性

知识以生命经验意义的教学策略。
(二)程序性知识教学策略的双向协同共

创机理

程序性知识是一套办事的操作步骤,可以

按“刺激反应”形式进行操作的程序处理,需要

的是技术化操作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其转化

与创生必须走出象牙塔。20世纪中后期,随着

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高校按市场需要生产知

识成为主流,从象牙塔式学科知识导向转向解

决生产问题的导向,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Ⅱ。在

模式Ⅱ中,知识创生是在应用情境中展开的。中

小学教师同高校教师一起,利用“U-S”协同平

台,按照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方式,实现对外来文

本策略的转化,将其内化为适合本土文化和任

教学科的教学策略,按照中小学教师理解的行

为方式进行重新编码。高校教师的作用在于

奠定学科理论知识的教学程序拆分基础,再由

中小学教师将其物化、可视化、操作化,最后由

师范生在变式训练中掌握程序性知识的教学

策略。“U-S”共同体可以借鉴冯忠良提出的

“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内化”的心智技能

形成三阶段论[19],共创程序性知识的教学策

略。在我们的实验中,第一阶段,由高校教师

以程序性知识的静态结构为主,将学科解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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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的复杂程序线条化、清晰化、图示化,引导

中小学教师清楚地知道各类程序性知识点的

一般教学策略及解题技巧和流程。第二阶段

则是物化、图示化、外化语言表达阶段,主要由

中小学教师结合各自教学知识点的经验,以师

范生易于理解的视频展示、图示说明、案例演

示方式,形成易懂、易学的物化式教学流程,将
隐含的教学程序展示成可视化教学行为。第

三阶段,让中小学教师设计出各种变式练习,
将教学程序转化为以内部指令信息激发师范

生心理认同的操作规程,形成“内部信息与外

部操作系统”,以此促进师范生掌握针对程序

性知识的教学策略操作技能。
(三)策略性知识的教学策略双向协同共

创机理

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学习、如何思维”
的知识,是主体“对内组织的技能,它们的功能

是调节和监控概念与规则的使用”[20]。因此,
策略性知识的教学策略转化,既需要中小学教

师从外部引导,又要依靠实习生的内在监控和

反思。有研究者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认
为教师策略性知识的结构包含了“思维导向、
知识同化和过程监控”三个维度的策略[21]。中

小学教师在对师范生进行教学策略运用训练

的过程中,根据策略性思维的导向构建实习生

探究问题的教学情境,引导其运用教学策略开

展实践活动。项目组在引导实习生同化师傅

示范的教学策略中,主要由中小学教师根据其

先前的经验,将教学策略文本知识转化为便于

实习生内化的语言和形象,在互动中创生出适

合其掌握的新教学策略。由于实习生缺乏教

学经验,在运用教学策略过程中还不熟练,需
要中小学教师有意识地对其运用过程进行监

控。为此,中小学教师根据课堂情境和任务变

化,向实习生展示不同情境下的教学监控技

艺。所以,策略性知识的教学策略创生,只能

根据特定教学情境的变化,加上运用主体结合

自身经验进行建构,不断地从实际情况变化中

领悟出新的对策。文本转化一方面需要高校

教师提供反思性设计策略理论,从对策略知识

的教学加工、领悟方式上提供指导;另一方面,
还需要按照师徒训练方式,让那些已经领悟并

能熟练运用某类策略性知识的专家对师范生

进行现场教学示范,解说其中的妙处,促使其

领会策略性知识的教学技巧。同时,高校教师

注意引导实习生学会运用监控策略,要求其对监

控到的行为策略进行反思,并针对实践教学中出

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办法。
总之,“U-S”协同,不仅有助于创新富有实

效的教学行为策略,而且有助于从学理上实现以

知识模式Ⅰ为理论基础,根据知识创生模式Ⅱ的市

场化机制,引导高校教师积极投身于中小学教

学策略的创新与研发。在教育厅(局)的教研

机构牵头下,由高师基础教育研究所、教育局

教研室、中小学名师工作室等组成的“U-S”共
同体,围绕“U-S”协同平台形成网络状的教学

策略知识创生模式Ⅲ,从教学策略知识创生规

模、数量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充分

利用协同共创教学策略的教学名师资源,以师

徒方式传授协同创新的教学策略知识。尤其

在中小学名师工作室的联盟下,以“教学名师

录像视频+可视化配送点评+师范生表演说

课+不同情境下教学策略应用实践”的形式,
形成以班级为单位的大规模训练,让师范生通

过视频观摩、语言叙述、变式训练等,领悟原创

者缄默性教学策略的操作要领,感悟如此教学

的精妙之处,从而使“U-S”协同创新的教学策

略在短期内得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SHULMANLS.Thosewhounderstand:knowledgegrowthin

teaching[J].EducationalResearcher,1986(2):4-14.
[2] 唐泽静,陈旭远.“学科教学知识”研究的发展及其对职前教

师教育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0(10):68-73.
[3] VANDYCKI,GRAAFFRD,PILOTA,etal.Communitybuilding

of(student)teachersandateachereducatorinaschool-university

partnership[J].LearningEnvironResearch,2012(15):299-318.
[4] BARRETTD,GREENK.Contentknowledgeasafoundation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program [J]. Scinece

Educator,2009(1):17-28.
[5] LOUGHRANJ,GUNSTONER,BERRYA,etal.Science

casesinaction:developinganunderstandingofscience

teachers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J].Elementary

SecondaryEducation,2000(1):36-47.
[6] GESS-NEWSOMEJ,LEDERMANN.Year-bookofthe

associationfortheeducationofteacherofscience[M].

Boston:Kluwerpublishing,1997:162.
[7] 和学新.教学策略的概念、结构及其运用[J].教育研究,

2000(12):54-58.
[8] 杜成宪,郑金洲.大辞海·教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

57



版社,2014:128.
[9] 符国鹏,WillValley,裴新宁.从学科教学知识到标志性教

学法:高校新任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J].教师教育学

报,2022(1):29-39.
[10] 张庆林,杨东.论策略性知识向思维能力转化的机制与措施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0-15.
[11] 徐冰鸥,潘洪建.知识内容:基本蕴涵、教育价值与教学策

略[J].教育研究,2013(9):120-127.
[12] 潘洪建.知识旨趣:基本蕴涵、教育价值与教学策略[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4):50-55.
[13] 黄瑶,马永红,王铭.知识创生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

展的特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6):37-45.
[14] CARAYANNISEG,CAMPBELLDJ.“Mode3”:meaningand

implicationfrom a knowledge systems perspective[C]//

Knowledgecreation,diffusion,anduseininnovationnet-works

andknowledgeclusters:acomparativesystemsapproachacross

theUnitedStates,EuropeandAsia.Westport:Praeger,2006:1-25.
[15] 武学超.模式3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内涵、情境、特

质与大学向度[J].科学学研究,2014(9):1297-1305.
[16] 吴卫东,骆伯巍.教师的反思能力结构及其培养研究[J].

教育评论,2001(1):15-20.
[17] 孟繁胜,曲正伟,王芳.不同阶段中小学教师发展需求比

较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51-156.
[18] 黄梅.基于广义知识加工的教学策略设计[J].教育科

学,2009(5):30-33.
[19] 冯忠良. 智力技能新探[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1):66-72.
[20] 吴庆麟.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8.
[21] 衷克定.教师策略性知识的成分与结构特征研究[J].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35-42.

NewBreakthroughof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
The“University-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MechanismofTeachingStrategies

ZENGBenyou,ZENGMaolin
(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LingnanNormalUniversity,Zhanjiang524048,China)

Abstract:Teachingstrategiesarecomposedofsubjectknowledgeandteachingknowledge,conditional
knowledgesuchasstudentspsychologicalguidanceandteachingmonitoring,aswellasteachers
teachingexperience,reflection,andbehavioralhabits.Theknowledgepartbelongstothecategoryof
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 (PCK),whichhasthecharacteristicsofsituationaland multi-
knowledgefusion.The “specialintegration”ofsubjectteachingknowledgerequiresnotonly
correspondingsubjectknowledgeandteachingknowledge,butalsosituationalteachingexperience.
However,theproblemistha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haveexperiencebutneed
theoreticknowledge,andcollegeteachershavetheoriesbutnoexperience,thusformingabottleneck
inthetwo-waytransformationbetweenteachingstrategiesandteachingbehaviors.Tothisend,
universitiesand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needtobuildcollaborativeco-creationplatformsdriven
byexternalinterests,form R&Dteamswithcomplementaryadvantagesattractedbythesame
teachinginterests,andformalayeredtransformationandco-creationmechanismthatbreaksthrough
thebottleneckofteachingstrategycreation.Thecollaborativeco-creationofuniversitiesandprimary
andsecondaryschools(“U-S”)shouldfocusonthetransformationandco-creationprocessfromthe
transferoftheoreticalknowledgeofteachingstrategiestothetransformationofteachersteaching
behavior,fromthelearningoffamousteachersexperienceandteachingstrategyinnovationtothe
formationofnewteachingstrategytexts,formingdistinctivesubjectteachingstrategyknowledge,and
integratingitintothepracticaltrainingofnormalstudentsintheformofdeclarative,proceduraland
strategicknowledge,soastoachievenewbreakthroughsintheexistingsubjectteachingknowledge.
Onlybybuildinga“U-S”communityandrealizingthetwo-wayco-creationof“reason-practice”
teachingstrategiescanweendowteachingstrategieswiththeoreticalandpracticalvitalityinthethree
dimensionsof“content,formandpurpose”,andcantheadvantagesofbothsidesbebroughtintoplay
andalargerscalecanbeformed.
Keywords:teachingstrategy;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 (PCK);“university-primaryand
secondaryschool”(“U-S”)collaboration;teachingpurpose;teaching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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