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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梯度与理路
———基于生态化培养模式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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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乡村教育生态的独特性,生态化培养模式逐渐成为乡村教师教研能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

择。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与教师专业发展息息相关。研究将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分为5个层级,各层

级都有其独有特性与核心标准。因此,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生态化培养模式,

有利于革除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阶段与发展路径相分离的积弊。研究立足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现实

样态,提出了以“五级生态梯度”为核心的“2+5+5”纵向层级体系构想:将乡村教师划分为“2”,即普通教师

和优秀教师;在“2”的基础上提出第1个“5”,即新手型教师、合格型教师、骨干型教师、卓越型教师、教育家型

教师;在“2+5”的基础上提出第2个“5”,即五级教研能力、四级教研能力、三级教研能力、二级教研能力、一

级教研能力。通过挖掘不同层级乡村教师的教研特点,以及界定相邻层级之间的阈值,可以对乡村教师教研

能力发展进行层级化表达。研究还构建了以“四维生态理路”为核心的“4+5+4”横向框架,即围绕4个问题

(发展什么、用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如何评价发展),针对5个梯度(五级教研能力、四级教研能力、三级教研

能力、二级教研能力、一级教研能力),聚焦4个核心(核心要素、核心标准、核心载体、核心路径),对乡村教师

教研能力生态化培养模式进行整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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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皮亚杰在《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

学》[1]中指出,中小学教师相较于律师、医师、工
程师和大学教师而言,十分缺少可以比较的学

术声誉,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传统的制度使得教师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从

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可能以及参与创新与实践

的自由。实际上,我国中小学教研工作历经了

初创定型、停滞偏离、恢复发展、改革深化、转
型创新等5个阶段[2],已创造出较成熟的教研

文化。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真正意义上

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3]。实现人发展的

终极目标就是培养自由人,自由人是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将乡村教师个体作为

教育生态中的自由人,将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

展作为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遵循聚焦目标、
落实举措、系统与要素共融共生的生成与发展

理念[4],有助于实现乡村教师教研能力的高质

量持续发展。
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乡

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5],乡村

教师是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6]。新时

代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遵循系统性、开放性、统
一性原则,要坚持梯次发展策略,以解决乡村

教育的层级差异[7]。“能力至上”越来越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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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质量观的重要价值取向[8]。
基于教育生态观及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与

实践,依据教师专业发展内在成熟度与外在影

响力,立足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现实样

态,经过深入细致地分析归纳,本研究提出以

“五级生态梯度”为核心的、体现乡村教师教研

能力发展阶段的“2+5+5”纵向层级体系,围
绕发展什么、用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如何评价

发展等4个问题,针对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

的5个梯度,聚焦4个核心,即核心要素、核心

标准、核心载体、核心路径,并由此构建出以

“四维生态理路”为关键的、体现乡村教师教研

能力发展方向的“4+5+4”横向框架,从而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生态化培

养模式,以期破解我国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

难题。

  一、生态化培养模式:乡村教师教研能

力发展的必然选择

  重视义务教育发展的生态化、可持续性和

生命关怀,有助于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9]。
由此可见,生态化培养模式有其重要性。乡村

教师所处教育生态的区域性、独特性,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等,都与周

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将教育生

态观与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进行有机结合,
并构建相应的生态化培养模式,就成为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研究

认为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生态化培养模

式是:基于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阶段属

性,构建纵向“五级生态梯度”;基于乡村教师

教研能力发展的层级路径,构建横向“四维生

态理路”框架。该培养模式可以突破乡村教师

教研能力迟滞不前的现实困境,打破“花盆效

应”“边缘效应”等恶性循环,有效解决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发展不同阶段与核心路径相分离

的矛盾,不断促进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常态化和

持续性发展。
构建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生态化培养

模式,首先要厘清相关理论基础、实践保障与

现实要求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教育生态

学”一词由美国的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A.Cremin)在1976年首次提出,随后,各种教

育生态思想纷纷面世。这些教育生态思想主

要强调全面整体、动态平衡、持续发展的教育

生态观[10],主张对教育现象进行生态分析,统
筹把握全面静态与持续动态趋势,重点研究教

育发展的整体价值和发展过程,为探究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发展提供可能性和理论基础。近

几十年,我国的教研不断向前发展,历经了从

个体经验上升为制度性安排、从全面认可演变

为被质疑、从日渐衰落走向转型发展的演化过

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独特经验和优良传

统,教研已有着丰富的中国本土化经验与制度

设计[11]。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已

认识到,教研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教师素养

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教师教学质量的优劣,
因此,教研能力对教师发展有较大影响[12]。为

保证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社会各界都要关注乡村教师。乡村教师是

新时代教师队伍必不可少的群体,也是最应该

又最不容易提升专业能力的群体,对其教研能

力的培养和发展,尽管已有较扎实的实践保

障,但仍面临不少挑战。“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如何让乡村教师教研能力

实现可持续性生态转变并获得高质量持续发

展,本研 究 尝 试 从 教 育 生 态 观 出 发,构 建 以

“2+5+5”中的五级梯度与“4+5+4”中的四维

理路为支撑体系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生

态化培养模式。

  二、“2+5+5”: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

展的纵向梯度

  中国乡村教师研究历经了近百年的发展,
研究成果从极度稀少到逐渐丰富,从质量提

升、快速发展到“重心下移”、日渐成熟[13]。既

有研究表明,教师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需

要时间与过程的积淀,即教师在不同发展阶段

有着不同水平的体现。已有研究也能根据教

师专业发展阶段为探析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

展层次、建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梯度提供现实

可能与初步指导。例如:姚君[14]、杨鸿、周永

平、朱德全[15]、刘义兵[16]、张美兰[17]等人,对国

内外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教师职业生涯外

在表现和内在特征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后,分
层次地回答了各阶段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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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定位、标 准、要 素 和 路 径;梁 红 京[18]、贾 汇

亮[19]、岳宝霞[20]等人,通过设计区分评价模

式、权变型教师评价模式、开发认证评估工具

等方式,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标准;顾通

达[21]、申卫[22]、姚君[14]、张美兰[17]等人,通过

研究教师各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构建了小学

教 师 分 层 培 训 体 系;杜 强[23]、王 海 玉[24]、张
燕[25]等人,通过探究教师教研能力结构要素、
横向测评标准、纵向发展层级等问题,序列化、
系统化地回答了各层级教师教研能力是如何

实现螺旋式提升的。本研究认为乡村教师教

研能力的发展也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水

平到高水平的路径,反映了波浪式前进和螺旋

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本研究对乡村教师

教研能力进行梯度划分,将满足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乡村教师的不同需求,同时也体现了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教师的不同特征,这将有助

于促进乡村教师培训的规范化、具体化、标准

化和差异化,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助力。
基于教育生态观及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

论与实践,依据教师专业发展内在成熟度与外

在影响力,立足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现实

样态,本研究提出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阶段

的“2+5+5”纵向层级体系构想:将乡村教师

划分为“2”,即普通教师和优秀教师;在“2”的基

础上提出第1个“5”,即新手教师、合格教师、骨
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型教师;在“2+5”的
基础上提出第2个“5”,即五级教研能力、四级

教研能力、三级教研能力、二级教研能力、一级

教研能力。具体如图1所示。通过挖掘不同层

级乡村教师教研的特点,以及界定相邻层级之

间的阈值,本研究构建了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

展的“五级生态梯度”体系,从而实现了对乡村

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进行整体化设计与层级化

表达,为我国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研究提供

些许帮助。

图1 以“五级生态梯度”为核心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2+5+5”纵向层级体系

  五级教研能力是指处于适应与模仿阶段

的新手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

括基础备课能力与教学模仿能力。新手型教

师入职后需要尽快完成对学校文化、学校环

境、教师角色的适应,以得到学校领导、同事的

接纳与认同,而保证工作质量,更是新手型教

师需要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新手型教师通

过1~3年的时间,打牢教学基本功,完成备教

材、备教法、备学生等基础性工作,掌握基本的

备课能力,发展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效果。另

外,新手型教师还要在优秀教师、资深教师等

同事的帮助与带领下,开展教学工作,根据教

材、学生、自身的特点选择教学方法,锤炼教学

技能,具备基本的教学模仿能力。一般情况下,
新手型教师如果未顺利度过适应与模仿阶段,那
么多会选择离开教育行业,从而造成教师流失。

四级教研能力是指处于探索与积累阶段

的合格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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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教学设计能力与课例研修能力。合格型教

师需要主动探索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系统深入

地了解学生,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升对课堂教学的驾驭能力,并在

积累了3~5年教学工作经验后,能够具备系统

完善的教学设计能力。另外,合格型教师要能

主动收集自己或他人的课例(教学设计)文稿,
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分类以及系统化评估,
筛选出合适、有用的内容并应用于自己的教学

中,从而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难题,进而对整个

过程进行反思,包括相关内容、方式方法、应用

效果、影响作用等,以此具备基本的课例研修

能力。
三级教研能力是指处于自主与熟练阶段

的骨干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

括课例研修能力与课题研究能力。骨干型教

师作为学校范围内特定学段或学科的课堂教

学能手以及教学实践能手,一般具有5~15年

的长期教学经验,能够主动规划职业生涯目

标,并具有自主的职业认知和较高的教学技

能。作为教学能手,骨干型教师具有成熟的课

例研修能力,能够在精准识别、有效收集、科学

应用优秀课例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并提升该能

力,逐步形成带有自身特色的教学风格。另

外,当骨干型教师的课例研修能力已然具备

时,系列优秀课例探索成果将被用于指导解决

教学难题。骨干型教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达

到一定程度的专业水平后,可进行相关课题的

申报与研究工作,以逐渐提升课题研究能力,
进而发挥其在教研活动中的价值。此阶段,部
分教师若安于现状或缺乏动力,则会进入发展

“高原期”,教研能力将停滞不前。
二级教研能力是指处于示范与创新阶段

的卓越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

括课题研究能力与课题研发能力。卓越型教

师作为省、市范围内学科领域带头人,一般具

有15~30年的长期教学经验,具有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卓越的教学艺术和较高的教研水

平。卓越型教师作为教学高手,能够在全省或

全市范围内产生辐射影响与示范作用,拥有效

果显著的教研成就且能够不断创新。另外,卓
越型教师具有较高水平的课题研究能力与实

践智慧,具有领导某一教研团队解决教学重难

点问题的能力,具有基于课题研究提出新的教

育观念、内容、方式等的创新精神,并能通过持

续关注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研发出具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新课题。
一级教研能力是指处于思想与引领阶段

的教育家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

包括课题研发能力与思想引领能力。教育家

型教师作为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教育领域都

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师,具备精湛的业务能力、
高超的育人水平、深厚的教研功底、突出的教

研业绩、显著的思想引领作用,一般具备25年

及以上的长期教学工作经验。教育家型教师

具有高水平课题研发能力,能通过长期持续地

洞察教育发展方向、整合高质量的教学资源、
设计新型优秀课例等途径,不断深化理论水平

与提高实践能力,并撰写相关论文、出版教育

专著等,为构建教育生态新体系发挥作用。教

育家型教师拥有远大的教育志向、强烈的教育

使命感、深沉的教育情怀、坚定的教育信仰、鲜
明的教育主张,有着成熟的教育哲学观和系统

的教育理论体系,并能凭借其卓越的思想引领

能力,在全国教育范围内形成广泛、深刻、持久

的影响。
本研 究 提 出 的 乡 村 教 师 教 研 能 力 发 展

“2+5+5”纵向体系,是对乡村教师教研能力

发展进行的整体化设计与层级化表达,以满足

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理论与实践生长的内

在需求,使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评价与培

训趋于具体化和规范化,为我国乡村教师教研

能力发展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

生态化培养模式。

  三、“4+5+4”: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

展的横向框架

  “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追求

幸福快乐是人生目的、教育目的,也是教师职

业道德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26]。乡村教师在

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学生的成

长,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乡村教师还需找寻

另一种幸福[27],即通过学习和教研活动,乡村

教师在个体利益与乡村教育生态之间进行审

慎考虑和抉择,对教师自我与乡村社会历史文

化生态、学校区域生态、课堂教学生态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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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高度复杂互动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形
成可供同行分享和交流的教研成果,为满足多

元的发展需求提供参考,这能使乡村教师获得

深层的专业幸福感。本研究认为横亘在乡村

教师教研能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主要是核心

要素不突出、发展标准不明确、载体建设不适

切、实践路径缺乏针对性、路径评价缺乏权变

性等问题。
本研究从强调静态全面、整体联系的横向

教育生态观出发,对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特

点进行整体分析与分层构建;从强调动态持

续、平衡发展的纵向教育生态观出发,构建层

级性、阶梯化的生态理路,为不同层级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提供“量身定做”的发展框架。具

体而言,本研究围绕4个问题,即发展什么、用
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和如何评价发展,针对乡

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5个梯度,即五级教研

能力、四级教研能力、三级教研能力、二级教研

能力、一级教研能力,聚焦4个核心,即核心要

素、核心标准、核心载体、核心路径,设计乡村

教师教研能力生态化培养模式的横向框架。
“四维生态理路”的基本逻辑是:突出能力要

素、明确发展标准、建设合适载体、细化实践路

径、发展教研能力。具体见图2所示。

图2 以“四维生态理路”为核心的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4+5+4”横向框架

  (一)核心要素:类型化的能力构建

核心要素来自基本要素但又区别于基本

要素。核心要素是基本要素,但基本要素不一

定是核心要素。处于不同层次的乡村教师教

研能力,既有共同的基本要素,也有不同的核

心要素。五级教研能力作为乡村教师教研能

力发展的第1个层级,其核心要素包括基础备

课能力与教学模仿能力,处于适应与模仿阶段

的新手型教师应重点关注并发展该项能力;四
级教研能力是处于探索与积累阶段的合格型

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括教学设

计能力与课例研修能力;三级教研能力是处于

自主与熟练阶段的骨干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

能力,核心要素包括课例研修能力与课题研究

能力;二级教研能力是处于示范与创新阶段的

卓越型教师应具备的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括

课题研究能力与课题研发能力;一级教研能力

作为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最高层级,是处

于思想与引领阶段的教育家型教师应具备的

教研能力,核心要素包括课题研发能力与思想

引领能力。
(二)核心标准:层级化的发展取向

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标准在各层级中

都有不同的尺度,在教研知识、教研态度、教研

实践、教研影响等4个方面各有侧重。

1.教研知识:凸显重点性和关键性

教研知识是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关

键。与乡村教师五级教研能力相匹配的教研

知识主要侧重于教材内容、课程标准和基本学

情等方面,还包括基本的备课方法,包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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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为什么教、教什么等,以及熟悉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班级管理等。乡村教师只有具备上述

知识,才能将一堂课顺利上完。与乡村教师四

级教研能力相匹配的教研知识同样侧重于教

材、课标和学生等方面,但随着乡村教师教学

工作经验的增长以及运用知识熟练程度的提

高,其广度、深度也有明显的拓展。与乡村教

师三级教研能力相匹配的教研知识主要侧重

于模块化、理性化的课例分析与学科教研理

论,尤其包括对学科教育教学难题的解决这一

内容。虽然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已较为丰富,但
实践性知识仍有待建构。与乡村教师二级教

研能力相匹配的教研知识侧重于学科前沿知

识、先进教研理论知识、教研团队建设与管理

知识、学生个性化知识及教育心理学专业知识

等,尤其包括学科教育教学难题的解决及专题

探讨等内容。与乡村教师一级教研能力相匹

配的教研知识侧重于国内外经典教研理论、国
内外课程改革现状与发展趋势、名师工作室建

设与管理等知识,同时还包括将实践智慧转化

为教研思想或理论这一内容。

2.教研态度:凸显支撑性与敏感性

教研态度是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灵

魂。拥有五级教研能力的新手型教师具备的

教研态度侧重“适应、理解与认同”,基本表现

是乡村教师能适应学校和教学生活、理解教研

工作的意义、认同教师开展的教研活动和有发

展教研能力的意愿。拥有四级教研能力的合

格型教师具备的教研态度侧重“责任与兴趣”,
基本表现是乡村教师能领悟开展教研的责任

及使命并落实于教育行动,在行动中不断培养

教研乐趣与兴趣。拥有三级教研能力的骨干

型教师具备的教研态度侧重“热爱与投入”,基
本表现是乡村教师对教研充满热爱,愿意对教

研事业忘我投入、用心奉献和给予持续的关

注。拥有二级教研能力的卓越型教师具备的

教研态度侧重“理想与信念”,基本表现是乡村

教师心怀教研梦想与信念,以勇往直前的气

魄,执着地追求着教研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拥

有一级教研能力的教育家型教师具备的教研

态度侧重“思想与塑造”,基本表现是乡村教师

自然散发与流露出的教育教研思想,既塑造着自

身独树一帜、极具魅力的教研特色与风格,又引

领着教育界的教研方向。

3.教研实践:凸显结果性与针对性

教研实践是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核

心。五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实践侧重备课和教

学模仿,乡村教师能够收集优秀课例并进行学

习模仿,但运用后可能会丢弃或搁置。四级教

研能力的教研实践侧重教学设计和课例研修,
乡村教师能够自主开展教学文本设计,对积累

的优秀课例有意识地进行编辑、分类与序列化

整理。三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实践侧重分析教

研经验、设计典型课例、研究相关课题并撰写

教研小论文。二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实践侧重

领导教研团队、研究教学重难点问题,完成课

题申报以及研究项目的开题、结题等工作。一

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实践侧重思想塑造、课题研

发、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体系的构建以及发表

教育教学类专著等。

4.教研影响:凸显区域性与层级性

教研影响是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所产

生的效应。教研影响主要是优秀教师对教育

主体的认知、态度、情感、行动等所产生的作用

和影响力。五级、四级教研能力属于普通教师

应具备的教研能力,主要影响自身内在发展,
外在影响暂且不计。三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影

响主要是对学校区域内的学生、同行所产生的

影响,如人格魅力、教学风格、教学成效等。二

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影响主要是对省、市内的学

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如贡献教研思想、引领

教研实践等。一级教研能力的教研影响主要

是对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教学产生重大影响,具
备该教研能力的乡村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知

名度,其形成的独特品牌效应将引领教研实践

的发展方向并得到业界普遍认可。
(三)核心载体:适切化的载体建设

乡村教师教研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建

设适切的载体予以彰显或外化,否则无法实现

本土特色教研思想的传播与交流,而乡村教师

教研能力的发展依旧会落入窠臼,其发展生态

依然会十分恶劣。不同层级乡村教师教研能

力的体现依赖于不同的载体。五级、四级教研

能力形成的载体主要是授课计划、教案、教学

日志、课程总结、成绩分析、教学任务总结、优
秀课例集册等文本资料。二者区别在于,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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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能力侧重收集并运用,四级教研能力侧重

整理、分类并形成文本资料集册。三级教研能

力形成的载体主要是教研小论文(3000字左

右),即乡村教师根据课例收集、经验积淀等生

成研究问题并将问题解决的建议撰写出来。
二级教研能力形成的载体主要是开题报告、结
题报告、教研论文(6000~10000字)及论文集

等,有成熟的教研团队,且团队核心成员对某

一研究问题已达专业水平。一级教研能力形

成的载体主要是教育教学类专著(4万字以

上),此类专著应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能够彰

显研究者深厚的研究功底及独特的学术价值。
(四)核心路径:精准化的行动实践

1.乡村教育生态特殊性得以充分考虑的

制度基础

乡村教育生态系统建设需要采取全面有

效措施。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乡村

教师工作和保障体系。《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28]等文件

要求,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

工作体系,做好乡村教师的培养培训、福利待

遇、城乡流动、管理服务等工作。另一方面,相
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明确乡村教师教研能力不

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向,出台更具针对性的

制度政策,打破乡村教师教研能力的“花盆效

应”,努力推进乡村教师专业化,巩固和拓展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果,推动我国乡村教育事业

的健康、蓬勃、高质量发展,并实现教育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2.不同层级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路径

要义

乡村教师的教学研究,虽然不像大学教师

那样研发“国之重器”[29],但持续的教学研究和

自主的课堂研发,能够促使乡村教师由传统

的、思维僵化的经验型教师转向会学习、会整

合、能实施、能反思的研究型教师。在乡村教

育生态特殊性得以考虑的前提下,不同层级乡

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路径具有不同的实践要

求,为保证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精准化,
避免教育资源缺位或浪费,应采取切实可行的

发展路径。
五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要义可表现为:通

过主题培训,新手型教师掌握基础备课能力,

即学校备课组针对新手型教师所遇到的教育

教学问题,开展定期的主题培训,帮助新手型

教师逐渐适应并熟悉常规的教学工作;通过师

徒结对,新手型教师向优秀教师虚心学习,优
秀教师给予新手型教师引导与鼓励,新手型教

师选取优秀教师教学经验中适合的部分进行

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边看边问、边做边思,逐
步突破自我,实现教学能力的提升。四级教研

能力发展路径要义可表现为:通过同伴互助,
合格型教师掌握教学设计能力;通过有导师、
有规划、有项目的校内团队研修,教研共同体

成员帮助合格型教师探索解决教学疑难点问

题;通过专题培训,提升合格型教师课例研修

能力,合格型教师依教材顺序、课例类别、简繁

程度对优秀课例进行收集、整理和点评,在不

断积累的基础上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反思。
三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要义可表现为:通过自

主研修,骨干型教师强化了课例研修能力,即
骨干型教师通过研读典型课例设计,持续性地

进行反思总结、自我批判,并撰写教研小论文,
逐渐学会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知识;通过名

师引领,骨干型教师提高了课题研究能力,即
名师定期指导,促进了骨干型教师理论与实践

智慧的提升,使骨干型教师能够具备撰写课题

申请书、开题报告、反思总结、结题报告等的能

力。二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要义可表现为:通
过在工作坊研修,卓越型教师不断提升课题研

究能力,并成为“坊主”,其示范性作用得到发

挥,与坊内成员共同探讨教育教学话题,定期

开展讨论、教研活动,侧重选题的价值判断、课
题申报、教育教学重难点的梳理、课题详细方

案的制订、较成熟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通过在

流动站跨区域、跨层次、跨文化的交流与学习,
卓越型教师培养了课题研发能力,能在比较与

反思中形成自己的教学思想,并关注自身志趣

所在,聚焦相应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研发具

有现实价值的大小课题。一级教研能力发展

路径要义可表现为:通过扎根式的实践,教育

家型教师巩固强化了课题研发能力,其教育思

想在聚焦实践、关注社会、整合资源、构建体系

化的研发课题过程中不断蜕变与涅槃;通过论

坛式交流,教育家型教师提升了思想引领能

力,出版的专著承载了其成熟的系统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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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能够解决相应的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并引

领教育教学实践发展。当然,对真理的探讨是

永无止境的。教育家型教师既要主动分享自

己的观点和成果,也要勇于接受他人的质疑和

批评,从而整合各方建议,使教育思想或体系

更加严谨和完善。

3.乡村教师教研能力路径评价的权变性

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处于不同层级或水平,
所体现的评价主体和情境有着各自鲜明的特

点。在路径实施中,将权变理论引入到对乡村

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路径的评价体系中,可以增

强评价的有效性。评价的有效性取决于评价

者、被评价者、评价情境三者之间的配合关系,
因此,需要考量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路径关

键要素的针对性。
相关部门对乡村教师五级教研能力发展

路径的评价可重点关注新手型教师的基础教

研能力是否达标,即是否具备对应学段课程与

教学的学习和教学模仿等方面的能力。相关

部门对乡村教师四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的评

价可重点关注合格型教师的应用能力是否得

到巩固或强化,即是否具备进行合理教学设

计、收集整理优秀课例等方面的能力。相关部

门对乡村教师三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的评价

可重点关注骨干型教师的分析能力是否得到

培养或提升,即是否具备分析优秀课例价值、
撰写教研小论文、进行大小课题研究等方面的

能力。相关部门对乡村教师二级教研能力发

展路径的评价可重点关注卓越型教师的产出

能力是否得到体现或证实,即是否具备撰写教

研论文、进行课题研究和研发等方面的能力。
相关部门对乡村教师一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

的评价可重点关注教育家型教师的影响能力

是否得到发挥或扩大,即是否具备出版教育学

类专著、引领教育思想等方面的能力。在对乡

村教师各级教研能力发展路径关键要素进行

评价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综合运用量化和质

性方法,如同时使用乡村教师教研能力量表及

观察、访谈等调研方法,在体现诊断性、形成

性、总结性的同时,还要重点考虑因情境变化

而面临的权变性,这与动态发展的教育生态观

相吻合。只有充分考量乡村教师教研能力路

径评价的权变性,才能保证乡村教师教研能力

的发展目标愈加集中、明确和可实现。
为使乡村教师从“逃离”乡村到“回流”乡

村、从关注“生存”到注重“发展”、从“生态共建”
到“资源共享”,本研究尝试构建了乡村教师教

研能力发展的生态化培养模式,旨在通过培养

来促进发展,即将培养作为手段和过程,将发

展作为目的和方向。其中:“五级生态梯度”纵
向体系体现了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阶段

属性;“四维生态理路”横向体系体现了乡村教

师教研能力发展的层级路径。该培养模式初

步解决了既有研究将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

不同阶段与核心路径相分离的矛盾,既具有丰

富教育理论的作用,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

实效性,能够帮助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培训部

门、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个人等教育生态系统

中的主体,厘清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阶段与

努力方向,以及提供可供借鉴的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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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entandRationalPathofDeveloping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
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icalCultivatingModel

LIUYibing1,CHENJingjiao1,WUNa2
(1.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

2.CollegeofInternationalStud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uniquenessofruraleducationecology,theecologicalcultivatingmodelhas
graduallybecometheinevitablechoice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
researchability.Thisstudybelievesthat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
bilityiscloselyrelatedto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stageofrural
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isdividedintofivelevels,eachlevelhasitsownuniquecharac-
teristicsandcorestandards.Theestablishmentofverticalandhorizontalintegrationoftheecological
cultivatingmodelfor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isconduciveto
solvingtheaccumulateddisadvantagesofseparatingthedevelopmentstageanddevelopmentpathof
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Basedontherealityof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
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thisstudyproposedaverticalsystemof“2+5+5”with“fiveecological
gradients”asthecore,thatis,divideruralteachersinto“2”:ordinaryteachersandexcellentteachers,
andthefirst“5”isputforwardonthebasisof“2”,namely,noviceteachers,qualifiedteachers,back-
boneteachers,excellentteachers,andeducationalistteachers.Onthebasisof“2+5”,thesecond“5”
isproposed:the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oflevel5,level4,level3,level2,andlevel1.Byexplo-
ringtheuniquecharacteristicsofteachingandresearchofruralschoolteachersatdifferentlevels,the
thresholdrangebetweenadjacentlevelsisdefined,and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
researchabilityisexpressedhierarchically.The“4+5+4”horizontalframeworkisdesignedwiththe
“four-dimensionalecologicalroad”asthekey,thatis,centeringonthe4issuesofwhattodevelop,
withwhattodevelop,howtodevelopandhowtoevaluatethedevelopment,aimingatthe5gradients
ofthedevelopment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focusingon4cores:Thecoreele-
ments,corestandards,corecarriersandcorepathsaretryingtocarryoutanintegrateddesignforthe
ecologicaltrainingmodeof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
Keywords:rural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ability;ecologicalcultivating model;longitudinal
gradient;transverseroad;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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