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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教师教育者从浅层教学到深度教

学转化的关键,是影响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它体现的是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进行教学实践的综

合素质,其结构表现为“一轴三层”立体式结构体系:“一轴”指以证据素养为轴心,贯穿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结构体系;“三层”即底层的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养,中层的情感素养和思维素养,上层的精神素

养。理念形塑、“知能”提升、思维转换和文化支持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培育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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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遵循教师

成长发展规律,以高素质教师人才培养为引

领,以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为支撑……全

面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整体提升中小学教

师队伍教书育人能力素质”[1]。教师教育者是

培养教师的“教师”,是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

和创新型教师培养的主体力量。教师教育者

的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培养的质量,
而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素养的重要构

成部分,是教师教育者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
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培

养。随着教师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学者们

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视角对教师

教育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涉及对教师

教育者内涵的界定、对教师教育者角色身份和

功能的探讨、对教师教育者素养结构的分析、
对教师教育者教学能力建设的探讨以及对教

师教育者专业发展的研究等,而从微观的角度

对教师教育者教学素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施教的

综合素质[2],体现了教师教育者务实的态度和

求真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教师教

育者经验主导型教学、主观决断型教学和模仿

跟风型教学的局限[3]。因此,探讨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教育者核

心素养和综合能力,而且有助于推进高素质、
专业化和创新型教师的培养,深化新时代教师

教育改革,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研究的

必要性

  循证教学素养是主体基于证据实施教学

的关键品质和必备能力,是主体在教育教学实

践中的证据意识、证据获取和应用能力以及基

于证据开展教学的能力的综合体现。循证教

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体系的重要构

成部分,是教师教育者从浅层教学向深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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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的关键,是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

因素。
(一)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核心素

养的重要范畴

教师核心素养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通过持续性实践和深度反思所形成的适应

教师职业要求、胜任教师岗位工作、促进自身

积极健康发展的专业修养[4]。有学者研究发

现:“虽然我国对教师核心素养还未统一定义,
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已回归教育本质和学生本

体,核心要义也放在了学习成长力、数字化生

存能力和反思创新素养等方面。”[5]可见,生存

力、发展力、反思力和创新力是教师核心素养

的体现。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教书育

人”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是教师教育者基

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等客观证

据进行实践的综合素质,强调打破教师教育者

经验主导与主观决断的教学观念、教学思路和

教学模式,主张基于最佳证据进行科学化和理

性化的实践,突出证据在教育教学决策和实践

中的支撑作用,强调循证施策和依证实践。循

证教学素养体现了教师教育者科学求真的精

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基于证据施教的能力,以
及进行常态化反思的能力。这些方面正是教

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题中之义和重要范畴,发
挥着统摄引领的作用。因此,循证教学素养是

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重要范畴,它有助于教

师教育者适应充满不确定性、随机性和偶发性

的教学情境,胜任富有挑战性的教学岗位工

作,并不断增长教学智慧,持续有效地促进自

身的专业发展。
(二)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实现深

度教学的关键

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尤其是在教

育类公共课教学中存在着浅层教学、机械学习

等现象,主要体现为照本宣科式的教材复读、
简单的知识符号呈现、被动式听讲以及应付式

考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厌学和

教师厌教,使得原本充满旨趣、活力和智慧的

教学出现了异化,丧失了教学的生机与活力。
这不仅违背了教学的宗旨,也不利于高素质教

师的培养。因此,从浅层教学走向深度教学是

教师教育改革亟须破解的难题。深度教学是

针对浅层教学、“填鸭式”教学以及浅表式学习

等问题提出来的,主张“通过引导学生完整的

知识处理,以实现对知识的深度学习,真正实

现为理解而教、为思想而教、为意义而教”[6]。
深度教学不仅关涉知识的符号层面,更涉及知

识的生产、逻辑、价值与意义,尤其是注重知识

对学习者的深层次影响,实现“化知为能”和
“转识成智”。循证教学以学习者发展为旨归,
强调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基于学习者、教育者、
学习内容和学习情境等方面的证据进行个性

化教学,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对学习者学习风

格和学习需求的分析,并对教学过程、教学成

效以及学生发展质量进行全程式和动态式监

控,对过程性和结果性数据进行精准分析,使
教学有据可依、有迹可循,从而为深度教学提

供依据。为此,教师教育者的循证教学素养是

深度教学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三)循证教学素养是影响教师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因素

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是一个系统性概念,
“涉及学校整个教师教育教学过程,是教师教

育教学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包括教师教育教学

的条件、过程、结果等各个环节效果的优劣程

度,其核心内容是所培养培训的教师满足教育

事业发展需求的程度”[7]。教师教育者是教师

教育教学活动运行与实践的主体,是践行高质

量教师教育发展理念、推进教师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作为教师教

育的执行者和主体力量之一,教师教育者的素

养直接影响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影响师资培养

水平。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素养的重

要范畴,体现了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进行实践

的能力。无论是在教师教育教学顶层设计、教
师教育教学实践改进过程中,还是在教师教育

教学评价与反思过程中,循证教学素养的提升

都有助于教师教育者遵循证据去设计、实践、
改进和反思,进而提升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

性,为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因

此,在新时代,教师教育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

和创新型师资队伍,就要注重提升教师教育教

学质量,重视培育教师教育者的核心素养,其
关键在于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培育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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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内涵

与表征

  (一)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内涵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由“素养”“循证

教学”和“教师教育者”三个词构成,廓清三者

的内涵,是厘清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前

提。素养是主体综合素质的体现,是主体的道

德、知识与能力等的集中反映,是主体在特定

情境中能够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通过“利用

和调动心理、社会等资源以满足复杂需要的能

力”[8]。同时,素养也是指“个体为了更好地生

存和发展,特别是成为一个良好的现代公民,
所必须具备的不可或缺的知识(Knowledge)、
能力(Ability)、技能(Skill)、态度(Attitude)、价
值(Value)的综合”[9]。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框架中,素养被界定为品格和能力。核

心素养是“学生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未来社会

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0]。循证

教学是在循证医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也是

循证实践运动和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的产物。
循证教学即基于证据实施教学,是“将专业智

慧与最佳经验证据进行有机整合的教学”[11]。
进一步而言,循证教学是教师主体将最佳证据

用于教学决策和教学实践的哲学,既强调教学

决策和教学行为之前的测量与评估,又突出基

于证据对教学的积极干预和改进。据此,循证

教学是指基于证据的教学,是教师个体经验、
教学智慧与教学证据有机融合的教学形态,同
时也是教师主体基于证据开展教学活动的过

程[12]。教师教育者即培养和培训教师的“教
师”,是承担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的专业

人员[13],是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

量。从广义的角度讲,只要是承担教师(包括

职前教师和职后教师)培养工作的人员,都可

以称为教师教育者;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教师

教育者专门指在高等院校中,尤其是在高师院

校中承担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教师,主要包括从

事教育学、心理学与学科教学论等课程讲授和

教育见习实习指导的教师。基于以上分析,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是指教师教育者基于

证据进行教学实践的综合素质,表现为教师教

育者循证教学的意识和观念,证据获取、甄别

和评估的能力,以及基于证据进行教育教学实

践的能力。
(二)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表征

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

的一般表征,而且还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进

一步而言,作为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重要范

畴,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体现出基础性和

拓展性的特征。作为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施

教的观念、知识、能力与方法等的综合反映,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具有聚合性和连通性。
此外,随着教师教育者主体实践的深化和发

展,其循证教学素养不断提升和完善。因此,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还体现出动态性和

“自增性”的特征。
首先,从循证教学素养在教师教育者核心

素养中的地位而言,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

具有基础性和拓展性的特征。基础性体现为

循证教学素养在教师核心素养体系中起着重

要的基础性作用,它是其他素养得以形成的关

键,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打破既有的教

育“惯习”、走出日复一日平庸的教学生活以及

养成常态化反思的前提,为教师教育者核心素

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教师教育者其他素养

生成的关键。拓展性是指循证教学素养作为

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

教师教育者在面对新问题、新情境时生发出新

的智慧,即在原有素养的基础上生成新的素

养,进而帮助教师教育者适应新的环境,并促

进问题的解决。拓展性体现了教师教育者循

证教学素养的生成性特征,即能够在特定的情

境中生成新的素养,并促进问题的解决。
其次,从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构成

与作用来看,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体现出

聚合性和连通性特征。聚合性表明教师教育

者循证教学素养不是单一的能力素养,而是涉

及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的意识与观念、知识素

养、证据素养和能力素养等构成要素,在教师

教育者的实践中发挥着整体性的功能[14]。它

是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实施教学、进行教师教

育实践的综合素质。连通性则是指循证教学

素养不仅作为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体系中的

有机构成部分,发挥着自身的功能,而且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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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素养发挥着联结、沟通的作用,是联结不

同素养的关键纽带,是教师教育者“素养网络

产生现实意义的基础所在,更是构成‘活’的可

持续发展的素养网络的根本”[15]。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的连通性是沟通教师教育者专业

理论素养和专业实践素养、实现教师教育者自然

跨界的关键,也是教师教育者真正从传统的“身
份赋权”走向现代的“素养胜任”的重要因素[16]。

最后,从素养发展的角度而言,随着教师

教育者主体实践的深化和专业发展的推进,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体现出动态性与“自增

性”的特征。动态性是指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不是一个既定的常数,也不是一种静态化

的存在,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尤其是随着

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化

和持续性的反思与改进,其循证教学素养也会

不断地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素养的水平与其自身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密切相关。“自增性”是指有机体在特定的环

境中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特性。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的“自增性”是指在教师教育者

内在动机的驱动下,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
其素养水平会不断提升。这一方面源于教师

教育者自身主体性、能动性和发展性的内在驱

动;另一方面源于循证教学素养本身的特性,
尤其是在对证据的搜集、甄别、运用、评估和反

思的过程中,教师教育者的循证教学素养水平

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三、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结构体系

(一)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结构体系

建立的依据

循证教学素养是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

重要范畴,对教师教育者其他素养发挥着一定

的统摄作用和支持功能。对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素养进行剖析,揭示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结构体系,离不开对教师教育者素养的分

析。有研究者通过对教师教育者角色身份和

角色功能的分析,指出教师教育者需要具备三

类核心素养,包括:“示—教”素养、“教—教(学
教)”素养和“研—教”素养[17],即教师教育者应

该具备以身作则、榜样示范的素养,能够成为

学习者效仿的对象;同时具备引领和指导学习

者学习专业知识、掌握教学技能和开展教学实

践的素养,能够成为学习者胜任教学的引路人

和指导者;此外,还应具备教学反思和教学研

究的素养,能够对教师教学过程、学生学习机

制以及教学成效评价等进行探讨和分析。由

此可见,教师教育者的核心素养除了包括静态

的德性、价值观、知识与态度之外,还包括动态

的教学实践素养,如教学示范、教学指导、教学

评价、教学研究与教学反思等素养。从循证教

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循证教学属于教学的范

畴,除了具有教学的一般属性之外,其显著特

征在于基于证据实施教学,强调教学的科学化

和理性化。据此,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

核心体现为主体的证据素养,包括证据的搜

集、甄别、运用和评估等方面的能力。以上对

教师教育者素养和循证教学理论的分析,为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结构体系的构建提供

了依据。
(二)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结构体系

的构建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应基于教师教

育者核心素养和循证教学理论,结合教师教育

者教学实践构建“一轴三层”结构体系。“一
轴”是指以证据素养为轴心,贯穿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整体;“三层”即最底层的知识素

养、能力素养、方法素养,中间层的情感素养和

思维素养,最上层的精神素养,如图1所示。

图1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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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以看出,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

养结构体系表现为“一轴三层”七大素养。

1.“一轴”:证据素养

证据素养位居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

结构体系的轴心,纵向贯穿教师教育者循证教

学素养体系。证据素养包括教师教育者关于

证据的知识,证据获取、审辨、运用和评估的能

力,基于证据决策和实践的思维,以及科学求

真的理性精神等。

2.“三层”:六大素养

(1)最底层: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方法素

养。知识素养是教师教育者进行循证教学必

备的知识,除了包括胜任日常教学工作所需具

备的学科本体知识、教育心理知识、学科教学

论知识外,还包括有关证据的知识,即教师教

育者通过对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情境的分

析所形成的推动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有效运行

的证据知识。能力素养是教师教育者角色功

能得以发挥的能力要素,包括教学设计能力、
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组织与管理能力、教学评

价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等,而贯穿其中的则是

教学证据的获取、甄别、运用和评估能力。方

法素养包括三个方面:关于教师教育的教学方

法(讲授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等);关于教师

教育的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行动研究法

等);关于教师教育的证据搜集、辨别和运用的

方法(调查法、统计法、比较法等)。
(2)中间层:情感素养和思维素养。情感

素养是教师教育者作为“教师的教师”所应具

备的情感品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

者对教师职业的情感,尤其是从职业情感走向

专业情感;二是教师教育者对学习者的情感,
如尊重学习者、关爱学习者,将学习者视为专

业发展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主体;三是教师教

育者对自我的情感,如呵护自我、欣赏自我、悦
纳自我,以及对自身发展的憧憬、设计与规划

等。情感素养在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中体现

为对理性化教学的认同,注重基于证据的教

学。思维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思维品

质的综合体现。作为“教师的教师”,教师教育

者不仅要以身示范、善于教学,还要引导学习

者学会教学,要注重对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进

行深入研究。因此,教师教育者多重角色的胜

任,离不开良好的思维素养,包括系统思维、关
系思维、生成性思维与复杂性思维等。

(3)最上层:精神素养。精神素养是教师

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内核,具有统摄作用,
集中体现为教师教育者的“求真”“向善”“崇
美”精神。“求真”精神即对知识的研究、对规

律的探寻和对真理的追求,强调基于证据进行

探究的理性品质和科学精神。“向善”精神即

对教育善、人性善的向往,通过教育之善达致

人性之善,实现以善致善。“崇美”精神则体现

为教师教育者发现美、欣赏美、体验美和创造

美的精神,通过教师教育者对美的追求,实现

教师教育实践之美。据此,教师教育者循证教

学的精神素养体现为“真善美”的统一。
(三)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结构体系

的内在逻辑

证据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

养、情感素养、思维素养和精神素养构成了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体系。从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结构体系来看,其内在逻辑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作为轴心的证据素养贯穿其中,无论

是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养、情感素养、
思维素养,还是精神素养,其核心都离不开证

据素养的支撑,尤其是教师教育者的证据意识

和基于证据实践的能力。这是教师教育者进

行循证教学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是从层次的角度而言,三个层次的素养

体现出内在的“梯级”逻辑关系。底层的知识

素养、能力素养和方法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素养的基础,是教师教育者实施循证教学

的基本条件。中层的情感素养和思维素养是

在底层的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方法素养的基

础上形成的,或者说底层素养的训练和养成以

中层素养为目标。同时中层素养又是上层素

养(精神素养)形成的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上层的精神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的内核,是判定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

水平的最高指标。精神素养的形成以底层的

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养和中层的情感

素养、思维素养为基础。据此,教师教育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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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实质在于通过知识的丰富、能力的提

升、方法的掌握、情感的陶冶和思维的训练,促
进理性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形成。

三是从范畴的角度来讲,三个层次的素养

还体现出包含与被包含的内在逻辑。最外层

是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养,中层是情感

素养、思维素养,内层是精神素养。其范畴关

系表现为由外而内的包含关系,同时中层素养

建基于外层素养,内层素养建基于外层素养和

中层素养,外层素养和中层素养最终指向于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精神素养的形成。
四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尽管被划

分为证据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方法素

养、情感素养、思维素养和精神素养,但它们之

间密切相关,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如证据素

养涉及相关的证据知识和证据思维,证据的获

取、甄别、应用与评估能力,证据的搜集、运用

和研究方法,教师教育者对证据的情感和对证

据的尊重,以及审慎和严谨的态度等。其他素

养亦是如此。因此,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的各

素养之间具有内在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共同构成了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结构

体系。

四、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培育路径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培育的核心在

于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理念的形成,且在理念

的引领下,促进“知能”提升和思维转换,进而

促进教师教育者发挥循证教学的主体性、能动

性和积极性,并在教学实践中提升循证教学素

养。同时,营造有利于循证教学实践的文化氛

围,形成“知证、循证、施证”的文化环境,是教

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培育的重要保障。
(一)理念形塑———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培育的前提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曾指

出:“一个理念无非是关于一种在经验中无法

遇见的完美性的概念。”[18]这表明理念是超越

经验的理性认识,是理性化的观念和看法,是
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揭示和反映。循证教学理

念是教师教育者对循证教学活动的理性认识

和根本看法,关乎到循证教学活动的价值旨

趣、目标取向和科学认识,具有摹写与形塑、反
思与批判以及引领与超越功能。首先,循证教

学理念的摹写功能体现为客观再现循证教学

实践的表象,并促进循证教学实践从纷繁复杂

的现象中显露其本真面目,实现对循证教学实

践的本真再现和认识。循证教学理念的形塑

功能则表现为对循证教学实践的规约、修正和

改进作用,它有助于教师主体对循证教学实践

进行理性审视,根据教学情境、教学反馈等调

整和重组循证教学要素,不断优化循证教学结

构,促进循证教学的有效运行。其次,理念是

主体的理性认识,具有科学性、反思性和批判

性。理念的理性属性能够推动主体对实践进

行反思和批判。循证教学的理性属性,尤其是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能够实现对循证

教学实践的深度反思和深刻批判,进而使循证

教学实践更合价值性与合目的性。再次,循证

教学理念的引领和超越功能体现为对循证教

学实践的发展方向、运行过程与实践变革的指

引作用,使得循证教学实践不至于陷入问题主

义与技术主义的误区,并体现出教师教育者

“仰望星空”的精神追求,表现出循证教学的价

值理性和“形而上”的特征,始终保持着对循证

教学的理论构想和美好想象。
循证教学理念的形塑是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素养培育的前提。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

(JeanPiaget)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主体认知观

念和认知图式的形成是主体与环境互动建构

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同化和顺应两

个阶段,既要注重对外在观念的吸收和汲取,
又要注重基于自身经验和认知结构对外在的

观念和认识进行内化,从而生成主体的理念。
据此,首先,循证教学理念的形塑需要教师教

育者对既有的教师教育教学理念进行梳理和

反思,分析既有理念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

要深入剖析既有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冲突和矛

盾,发现和揭示循证教学理念在教师教育者实

践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建立正确的循证

教学理念。其次,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理念的

形成离不开量的积累,需要经历同化阶段。这

就需要教师教育者不断加强对循证教学的感

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对大量感性材料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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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逐渐形成关于循证教学的正确认识,并
在教师教育教学实践中践行和深化,通过理论

审视、实践反思和批判分析,实现对循证教学

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再次,实
现质变的顺应阶段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理

念形成的关键。该阶段是教师教育者打破原

有的认知图式,消除既有理念与新认识、新情

境的冲突,实现新的认知图式建构和理念形塑

的重要环节。因此,教师教育者应注重对已有

理念进行深度剖析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对

循证教学的理性认识,以指导教师教育实践,
形成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的主体精神。

(二)“知能”提升———教师教育者循证教

学素养培育的基础

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方法素养是教师教

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基础,是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的情感素养、思维素养和精神素养的基

石。其中:知识素养涉及教师教育者实施循证

教学应具备的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学与心理学

知识、关于证据的知识以及广博的文化知识

等;能力素养则包括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进行

教学设计与课程开发、组织教学活动与开展教

学实践以及进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能力;方法

素养涉及教师教育者有效进行教育教学实践

的方法、开展教师教育教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科

学处理各种教师教育教学事务的方法等。知

识素养和能力素养的提升是培育教师教育者

循证教学素养的保证。
在知识素养方面,教师教育者需要加强理

论知识学习,不断丰富专业理论知识、拓展教

育教学理论知识,扩充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
并加强对循证教学理论的学习,尤其是与之相

关的实证主义理论、关于证据的知识与理论,
以及循证医学、循证社会学与循证心理学等学

科领域的循证实践理论的学习、理解和运用。
同时,教师教育者需要提升循证教学的知识素

养,除了加强教师教育者自身的学习和实践之

外,还需要有关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与管理

机构将循证教学知识素养纳入各级各类教师

教育者培养培训的知识体系。如:在教师教育

者职前培养阶段,循证教学知识和相关理论知

识被有机渗透到课程知识体系中;在职后培训

环节,各级各类教师教育者培养培训机构要适

当开展循证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专题讲座与案

例分析等。
在能力素养方面,教师教育者需要不断强

化专业能力,并从三个方面提升循证教学素

养。一是基于证据施教的能力素养,包括教师

教育者依据学习者、社会需求、学科知识和教

育情境的相关证据进行教学设计、课堂讲授以

及教学评价等的能力。二是基于证据引导学

生“学”和“教”的能力素养。教师“教”的能力素

养主要体现为教师教育者知识输出的能力,其
关键在于在知识教授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教

会学生学习与教学,尤其是学习方法的掌握、
教学观念的形成、教学方法的掌握与教学技能

的习得等。三是基于证据进行教学研究的能

力素养。教师教育者不仅要承担教学的责任,
更要扮演研究者的角色,对教师教育教学活动

的各要素及其运行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

更好地推动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提升教师教育

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教师教育者从多个维度

和多个层面获取证据,并分析和运用证据进行

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习者学习方法和

教学方法的指导,促进学习者教学能力素养的

提升。此外,教师教育者还要善于运用证据,
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提升研究素养。

(三)思维转换———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培育的关键

思维素养是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

重要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教师教育者知识

素养、能力素养和方法素养的提升,同时也影

响着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整体水平。
促进教师教育者教学思维的转换,打破既有的

经验性思维和习惯化思维方式,是提升教师教

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关键。具体而言,教师教

育者思维方式的转换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1.从线性思维走向系统思维

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是一个蕴含多重主体、
多向设计、多维内容和多种关系的活动。各活

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仅以线性思维的方式看待教师教育教学活动

必然捉襟见肘,产生“盲人摸象”的后果。因

此,培育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需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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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从线性思维转向系统

思维,即从整体系统的角度理解教师教育教学

实践,对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每一要素的分析

均要立足于整体的视角,实现整体思维与分析

思维的统一。

2.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

教师教育教学活动蕴含着多重复杂的关

系,需要教师教育者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

维,基于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多重证据,突破

一一对应和简单等同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

度理解教师教育教学问题,在“就事论事”的基

础上,揭示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连

接关系,并遵循其内在关系逻辑,推动教师教

育教学实践。

3.从预成性思维走向生成性思维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的实施离不开对教

学活动的顶层设计和方案预设。对教学过程

以及实践活动的合理预设是教师教育者循证

教学实践有序进行的保障。然而,教师教育教

学活动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变革性以及循证教

学的生成性要求教师教育者在遵循预设方案

进行实践的基础上注重生成性思维,充分利用

教师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过程性因素,并转化为

教学资源,提升教学质量。从预成性思维走向

生成性思维,既遵循了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开

放性,又体现了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促进教学

生成的教学旨趣。

4.从单一性思维走向复杂性思维

教师教育教学活动蕴含着多重关系和多

种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错综

复杂的关系要求教师教育者走出单一性思维

的局限,注重复杂性思维,厘清教师教育教学

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明确其运

作机制和实践逻辑。复杂性思维是教师教育

者循证教学素养的体现,反映了教师教育者的

理性品质。基于此,培育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需要加强思维训练,促进教师教育者形

成系统思维、关系思维、生成性思维和复杂性

思维。
(四)文化支持———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

素养培育的保障

作为一种隐性力量,文化是教师教育者循

证教学素养培育的重要支持因素,对教师教育

教学实践中的各类主体产生影响,发挥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培育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

需要营造一种“知证、循证与施证”的文化氛

围。“知证文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证据的广

域性,即社会各界都知晓证据、尊重证据和积

极发现证据,这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证据的广

泛性和使用效率;二是证据的可及性,即面对

广泛多样的证据,政策的制定主体能够快速地

发现、评估和使用高质量的证据。”[19]循证文化

是一种尊重证据、遵循证据实践的文化,主体

的判断不是基于主观决断、个体经验和模仿跟

风,而是来自于理论和实践并经过验证的证

据。同时,主体决策过程是个体经验、科学证

据以及最佳智慧的统一。施证文化则是基于

证据实践,将证据付诸实践的文化,强调主体

基于证据实践,在实践中获取证据,并遵循新

的证据开展实践活动,营造一种“大量求证、小
心行动”的文化氛围。由教师文化、学生文化、
课堂文化以及学校文化等构成的文化场域,共
同形成了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有效运行的支

持力量[20]。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的培育,
需要形成支持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素养培育

的文化场域,营造一种“知证、循证与施证”的
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首先需要教

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各类主体加强证据意识,在
教师教育教学方案的设计、课程实施、教学组

织与管理、教学评价等方面始终注重证据,尤
其是在教师教育教学变革中需要打破主观决

断和经验决策的“惯习”,以证据为依据,实现

变革主体的经验、证据和教育情境的有机统

一;其次,需要教师教育者通过学习与培训提

高证据素养,如证据获取、甄别、运用与评估能

力,以及基于证据进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素

养等;再次,需要教师教育管理者积极营造鼓

励和支持教师教育者基于证据开展教学实践

的文化氛围,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支持条

件;最后,需要教师教育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

者等相关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定鼓励

基于证据进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规章制度,
建立支持教师教育者实施循证教学的制度文

化,为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走向循证提供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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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总之,只有通过教师教育者证据意识的强

化、证据素养的提升以及制度保障,形成基于

证据进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的文化氛围,才能

更好地培育教师教育者的循证教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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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StructureSystemandCultivationPath
ofEvidence-basedTeachingCompetencyofTeacherEducators

CUIYouxing
(CollegeofElementaryEducation,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Abstract:Evidence-basedteachingcompetencyisanimportantcomponentofteachereducatorscore
competencysystem,thekeyto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fromshallowteachingtodeepteaching
forteachereducators,andanimportantguaranteeto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ofteacherseduca-
tion.Itisacomprehensivequalityofevidence-basedteachingpracticeforteachereducators.The
structureofevidence-basedteachingcompetencyofteachereducatorsisathree-dimensionalstructure
modelof“oneaxisandthreelayers”.“Oneaxis”referstotheevidence-basedcompetencyastheaxis,
whichrunsthroughthesystemofevidence-basedteachingcompetencyofteachereducators.“Three
layers”aretheknowledgecompetency,abilitycompetency,methodcompetencyinthebottomlayer,
andtheemotionalcompetencyandthinkingcompetencyinthemiddlelayer,thespiritcompetencyin
theupperlayer.Theimportantpathsforteachereducatorstocultivatetheirevidence-basedteaching
competencyaremoldingtheirideas,promotingtheirknowledgeandability,andtransformingtheir
thinkingandculturesupporting.
Keywords:teachereducators;evidence-basedteachingcompetency;ideashaping;thinkingtransforma-
tion;cultura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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