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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型教师学术素养
与学术能力提升策略

高 书 国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教育研究恰似教师成长之“骨”,

即从优秀教师成长为教育家型的教师,需要通过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扎根实践,提炼经验,并将经验转化为

学术成果,用学术研究指导教育教学,从而实现自我发展的质变和飞跃。以教育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能力

是教育家型教师的关键能力和显著标志,核心是学术阅读能力、鉴赏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教育

家型教师而言,学术研究是一种需求、一种修炼、一种理想、一种习惯、一种能力和一种方法。学术素养是实

现从优秀教师向教育家型教师转型发展的必备素养,学术研究是实现这一转型的重要途径。优秀教师通过

学术嬗变、学以至圣、善行善止、善于静思、统筹兼顾、学会转换、点上突破、巧用语言、学会建构、与高手合作

等思路、策略和方法整体提升学术能力,将日常实践提炼为经验,将经验提升为对教育教学、教育管理和教育

研究规律性的把握,实现自身发展的质变和跃升,从而成为有理想、有情怀、有学识、有爱心的教育家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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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是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与

典型表达,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是最

早发明古瓷的国家。古瓷厚重而实用。传说

在1794年,一个英国人发现在黏土中加入牛、
羊骨粉,制造出的骨瓷薄润、透明和轻便,由此

瓷器的生产制造实现了又一次质的飞跃。瓷

器的演变恰似教师成长的隐喻。科学研究无

疑是教师成长之“骨”,即从优秀教师成长为教

育家型的教师,需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

能力,扎根实践,提炼经验,再将经验转化为学

术成果,用学术研究指导教育教学,经过学术

淬炼与深耕实现自我发展的质变和飞跃。
学术能力是教育家型教师的基本能力,是

教育家型教师区别于非教育家型教师的根本

标志。许慎《说文解字》有云:“敩,觉悟也。从

冖。冖,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敩省”“術,邑中

道也。”[1]44学者,觉也;术者,道也。学术研究

便是 学 者 觉 悟 后 的 知 识 表 达 与 研 究 路 径。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其中明确

提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动

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

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构建日常

浸润、项目赋能、平台支撑的教师发展良好生

态。”[2]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是教育

家精神成长的主渠道,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

师科学研究是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关键环节。

一、教育家精神内涵与标志

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师说》有曰:“古之

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
现代的教师之职责,早已是传道而不止于传

道,授业不止于授业,解惑不止于解惑,更是肩

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新人的使命。
当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丰富的时代内涵。2023年9月9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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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强调:“教师群

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
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

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

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

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

神。”[3]这段话从六个维度科学阐释了中国教育

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本质特征,引领广大教师

不懈努力、创新成长、持续追求。

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

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教育家

精神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实现教师队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赋能教师

发展成为常态,教师地位巩固提高,教师成为

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形成优

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

面。”[4]教育家型教师是教育发展的战略性资

源,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参与者、实践者、组
织者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实现从基础教育

大国向基础教育强国的战略转型,必须依靠一

大批具有先进教育理念、专业教育能力、创新

教育智慧的教育家型教师。教育家型教师的

主体来自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广大教师,其核心

能力体现在教学能力、改革能力、研究能力和

管理能力四个方面。
(一)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是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具有

的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和运用教学方法的基本

能力,是教育家型教师的基础性核心能力。教

育家型教师需要拥有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和

广泛的兴趣爱好,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

学有效的教育策略,善于运用跨学科融合的理

论与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并掌握科学知识,尊
重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关注学生情

感和发展需求,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善于因

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二)改革能力

教育家型教师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倡导者、
参与者和引领者。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普通学

科教师、学校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领

导,都需要具备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改革精

神,善于从整体上系统地规划教育改革,即推

进课堂教学改革、学校整体改革和区域教育综

合改革,并善于调动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参与

和支持教育教学改革,形成多元化参与支持的

教育改革整体格局,同时善于建立持续改进机

制,不断优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政策与机制,确
保教育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

(三)研究能力

教育家型教师需要具备教育教学研究的

基本素养,并严格遵循学术基本规范。教育家

型教师应善于不断学习、吸收和运用新的理论

知识、新的教育技术、新的教学技能,以提升和

保持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先进性,进而用先进的

理论引领广大教师持续前行。教育家型教师

还应善于将日常的教育教学、教育改革和教育

管理中的个性化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

义和共同价值的教育研究成果,并在更大范围

内加以推广。另外,教育家型教师应善于进行

创造性判断思维,擅长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
文写作和著书立说,以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

果。教育家型教师要从校本出发,通过总结本

土性经验和学术成果,形成具有创新价值和个

性风格的学术思想,并通过学术交流平台表达

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学术理想。
(四)管理能力

教育管理是指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涉及

谋划、组织、控制和评估等一系列环节的教育

治理活动。教育家型教师无论是个人发展的

管理者、学校发展的管理者,还是区域发展的

管理者,都应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教学

组织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正

如俗语所言:“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换言之,
教育家型教师是一个领导者,其管理能力体现

在为实现教育目标而表现出的行为有效性和

促进学生成长的持续性上。他们能够适应不

断变化的条件与环境,通过创新学习和持续研

究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概括而言,教学能力、改革能力、学术能力

和管理能力是教育家型教师的核心能力,对于

教育家型教师而言,教育能力是根本,改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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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关键,研究能力是标志,管理能力是保障,
由此形成教育家型教师的基本能力框架。

二、 教育家型教师的学术素养

学术是觉悟之思的思维智慧与表达艺术,
教育家型教师首先要学会智慧地思考,更要学

会科学地表达。前者为里,后者为表,两者相

互支撑,相得益彰。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是

一种力量,一种知识的力量、一种科学的力量、
一种思想的力量,更是一种成长的力量。

(一)教育家型教师的学术素养内涵

立志成为教育家型的教师,必须具备较高

的学术素养,善于从学术阅读中汲取养分,不
断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并学会学术鉴赏与学

术批判,运用学术知识和学术规范进行教育科

学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教学观点、学术见

解和教育思想。

1.学术阅读素养

学术阅读素养是一种有效理解、系统分析

和把握学术文献的能力。教育家型教师要能

够学会运用各种文献与数据库,高效检索中外

文学术文献,从海量的文献中甄选适用于研究

的高质量信息。教育家型教师要能深刻理解

相关文献的逻辑结构和学术观点,在阅读文献

的基础上思考、整合关键信息,提供有论点、有
依据和有价值的文献综述,并善于通过文献综

述找到学术空白点和创新点。更为重要的是,
教育家型教师不应拘泥于本专业、本领域的学

术范围,而应喜欢并善于广泛阅读其他专业、
领域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能够从不同学科

文献中汲取智慧与灵感,培养和提升自身的学

术素养。

2.学术鉴赏素养

许慎《说文解字》曰:“鉴者,镜也”“赏者,赐
有功也。”[1]130学术鉴赏素养是一种高质量、综
合性的鉴别和欣赏能力,体现为对学术成果的

理解、欣赏、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第一,理解

是欣赏的必要前提。对于教育家型教师而言,
一方面,要具备一定的学术理论和实践基础、
较好的学术规范意识,以及深度理解学术文献

的专业术语、学术概念和相关理论的素养;另
一方面,要具备准确把握学术文献核心思想和

主要观点,以及能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素

质。第二,鉴赏是学术培养的重要过程。教育

家型教师要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价值判

断能力,以敬畏之心欣赏他人的学术思想和学

术智慧,在科学、客观和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善
于发现、提炼前人的学术亮点,善于学习、借鉴

和吸收具有学术价值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实

践,从而对学术文献能进行鉴别和欣赏。第

三,批判是鉴赏的核心要旨。学术批判是学术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学术素养和学术能

力的重要体现。对于教育家型教师而言,要善

于运用科学思维的批判武器,对现有的学术成果

中的错误理论、错误观点、错误逻辑和错误方法

提出基于实证的学术批判,进而促进学术改进和

学术发展,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

3.学术研究素养

研究者重要的素质是要具备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以
追求真理为目标,遵守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
在研究和使用已有文献的研究时,要尊重原作

者的知识产权。学术研究素养是一种综合性

素质,具体涵盖五项能力。一是选题能力。从

实践出发、从问题出发,选择具有研究价值和

学术价值的课题,这是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首要

问题。二是运用方法能力。科学的研究方法,
包括文献分析方法、理论研究方法、实证研究

方法、实验研究方法等许多重要的策略和方

法。三是调研能力。依据科学的工具和方法,
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分析实事,积累经验,
逐渐逼近逻辑、规律和真理。四是写作能力。
在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论文

写作框架,运用符合学术规范而又富有文采的

语言,记录研究过程,阐释研究观点,构建创新

理论,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性对策与建议。五是

管理能力。学术管理能力是教育家型教师必

须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教育家型教师要善

于与团队成员沟通交流,科学安排研究进度,
产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再借助现代媒体传播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树立良好的学术形象,增强

自身的学术表现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4.学术创新素养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高级境界,是一切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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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终极目标,更是教育家型教师的基本素

养。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文中强调:“用
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

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

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

的思想精华。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

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

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

践发展上。”[5]教育家型教师的学术创新,主要

体现在对教育教学和教育改革实践问题、特征

和规律的科学把握上,以实践创新催生理论创

新,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
(二)教育家型教师的研究分类

1.教育家型教师学术研究的层次

我国三国时代著名人物曹丕《典论·论

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

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

势,而声名自传于后。”[6]文章既是经国之大事,
又是修身之大事。以文修身、以文报国正是中

国教育家精神的重要体现。总体而言,教育家

型教师学术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大体

可以分为说明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和创新型研

究三个层次。
一是说明性研究。从现有的教育学术研

究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论文都是说明性、解
释性的研究。美国学者朱丽叶·M.科宾(Ju-
lietM.Corbin)强调:“没有描述的能力,人们就

几乎无法交流。”[7]57说明、解释、描述是研究的

重要形式和深化研究的基础。遗憾的是,许多

研究者尤其是教师,其研究往往止于说明和解

释,缺乏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二是分析性研究。从现有的教育学术研

究成果看,少量的论文是分析性的研究。但

是,研究中仅有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止于

分析层面,难以达成研究目标和体现研究价

值。从某种角度而言,研究是一种艺术。朱丽

叶·M.科宾明确强调:“分析是一门艺术,也
是一门科学。”“研究的艺术性超越了研究的所

有形式,没有它就能够完成任何一点重要的研

究是令 人 怀 疑 的。”[7]50研 究 的 价 值 在 于“发
现”,在于秉持科学观点,运用科学手段,探寻

新特点、新趋势和新规律。
三是创新性研究。教育家型教师不仅要

开展研究,更重要的是要从事具有创造性的研

究,即不仅是运用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创

造知识。“从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意思是,与
其说人类是找到或发现了知识的存在,不如说

是建构或制造了知识。”[7]57创造性地运用知

识,并能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念、构建新知

识,这是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客观要求和价值

追求。因此,投入真情实意,创造属于自己的

学术境界,应成为每位教育家型教师的共同

追求。

2.教育家型教师学术研究的类型

教育家型教师主要来自学校管理、教育教

学和教育研究等领域的人员,其所从事的教育

研究主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服务于教育

和教育管理的实践性研究,其突出特点是立足

于教育教学和教育改革实践,研究的问题来自

实践,研究的课题源自实践,研究的过程依存

于实践,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践

问题。
一是实践性研究。实践性研究是研究者

在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明确研究的实践性目

标和实践性价值,解决教育教学和教育改革发

展实际问题的过程。教师在实践环境中开展

研究,发现问题、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形成成

果、提出解决方案,以达到改进教学行为、提升

教育教学能力的目的。实践性研究可以分为

行动研究、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重点在于探

索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二是实证性研究。实证研究的核心是通

过客观数据分析和经验论证,验证某种假设的

真实性,以达到深入反思或科学反驳某种理论

的目的。研究者运用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

和案例分析法等,通过数据收集、观察分析、研
究论证等方式,验证或反驳某种理论及论点,
得出新的观点,建立新的理论。实证研究大体

可以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混合研究三种

类型。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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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和可重复性,便于推广和应用,能为改

进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家型教师可以运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

工具,以数据分析和现象学理论为基础,分析

和揭示教育教学现象背后的规律。
三是实用性研究。实用性研究是以解决

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教育发展进程中一

种重要的学术研究策略。实用性研究的突出

特点是基于实践、问题导向、学科融合、结果驱

动,其核心价值在于解决教育教学和教育发展

中的实际问题,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教师

在教育实践中的专业能力。教育家型教师要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形成基于实践的创新知识

体系,促进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发展,促进教

育高质量发展和自身的全面发展。

3.教育家型教师学术能力要素

学术能力是一种综合性学术素养,不仅包

括体现先导作用的政治能力和政策能力,还包

括体现研究智慧的判断能力和发现能力,也包

括作为研究基础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教

育家型教师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强烈

的国家责任感,其次要有学习和理解国家教育

政策的意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追求高尚

的学术品质的精神动力,最后还要具备政治能

力、政策能力、判断能力、发现能力、思考能力

和表达能力等。具体见图1。

图1 教育家型教师学术能力分析

  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产生困惑和迷惘,
这主要出现在遇到困难或出现学术错误的时

候。中小学教师在学术方面的不足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学术基础不牢,缺乏文字表

达能力和基本的学术规范;二是研究内容欠

缺,内心有想法而手上不会表达,研究内容单

薄,研究结构欠佳;三是从事学术研究时调查

不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心中无底,对实际研

究挖掘不够;四是研究缺少新意,缺乏创新的

思想和创新的策略与方法。

三、 教育家型教师的学术素养属性

学术素养是教育家型教师不可或缺的基

本素养,学术能力是教育家型教师区别于普通

教师的典型特征。缺乏学术素养和欠缺学术

能力者,难以成为教育家型的教师。对于教育

家型教师而言,学术研究是一种需要、一种修

炼、一 种 理 想、一 种 习 惯、一 种 能 力 和 一 种

方法。
(一)学术研究是一种需要

孔子《论语》中有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已。”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了由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

和自我实现需求所构成的著名的需求层次理

论,即人类的需求分为不同层次。教育家型教

师要具备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和自觉意识,而
学术研究正是达成自我实现需求的关键策略

与方法。儒家主张“入则仕,出则文”,其核心

是用行为和思想影响世界。对于教育家型教

师而言,学术研究是自身工作的需要和自我成

长的需要,它源于自我内心对自我价值追求的

驱动。在这种内驱力的推动下,教育家型教师

借助学术研究发现问题、积累经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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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和推

进工作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价值。
(二)学术研究是一种修炼

学术研究对教育家教师成长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子思曾说:“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

致刃也。”[8]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阐释道:“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
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9]29此
三种境界,意味着三次质变和三次飞跃。唯有

脚踏实地,拾级而上,方能抵达理想之巅。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

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

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10]更为重要的是,
学术研究是终身学习和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
澳大利亚著名科学家贝弗里奇强调:“科学研

究工作者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由于必须使自

己跟上知识的发展,研究人员的准备工作是永

无止境的。”[11]1

(三)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想

“学以至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境界

和目标追求,其核心是通过学习达到圣人的境

界。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想:立志于学,学于圣

人。《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2]西汉刘向

《说苑·建本》有言:“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

致圣。”立德、立功、立言,皆以学为基础,而学

之至高境界,便是达到至人的水准。程颐有

言:“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

之谓一。”所谓“敬”,就是收敛身心,摒弃一切

杂念,让信念唯一,追求唯一,行动唯一。“学
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其

间,然后可以自得。”[13]51-52学术研究理应成为

教育家型教师的一种理想。教师对学术研究

的态度,决定了在学术上能走多远。

(四)学术研究是一种习惯

习惯成自然。每个人都是自身习惯的产

物。首先,教育家型教师要有学术阅读的习

惯。常言道:学问学问,边学边问;学中有问,
问中有学。阅读学术经典是教育家型教师必

备的习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

子聿》中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

成。”贝弗里奇强调:“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

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

的博学。……独创精神往往在于把原先没有

想到有关联的观点联系起来。”[11]5阅读的关键

在于持之以恒和日积月累,唯有如此,才能实

现天天成长与进步。
其次,教育家型教师要有批判和思考的习

惯。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贝弗里奇则强调:“要真正做到深思熟虑,我们

必须有意去延续那种疑惑状态,因为这种状态

是推动彻底探索的动力。”[11]63教育家型教师不

仅要善于思考,更要善于将思考的成果与他人

分享,从而实现共同成长。
再次,教育家型教师要有善于想象的习

惯。一个有追求之志的人,既要俯视大地,更
要仰望星空。想象力是跨越时空、跨越领域、
跨越学科,进行深度思考的一种高级学术智

慧。“想象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引导我们

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
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事实

和设想本身是死的东西,是想象力赋予它们生

命。”[11]67“丰富的想象力须用批评与判断来加

以均衡。”[11]67以想象力推动创造力,让创新成

为一种能力和一种习惯。
另外,教育家型教师要有主动积累的习

惯。常言道:得天未必独厚,厚积方能薄发。
教育家型教师的学术积累可以从四个方面做

起:一是学习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中外名家经典

著作;二是时常阅读主要核心期刊的优秀论

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论文可以反复研读;三
是重视参与国际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向知名

学者学习创新观点和创新方法;四是自我学

习,学会挖掘自身的学术潜质,养成捕捉学术

灵感的习惯,随时随地记录学术故事和稍纵即

逝的学术灵感,形成独有的学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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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育家型教师要有挑战自我的习

惯。教育型教师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研究

领域,但也往往容易陷入自我发展的舒适区,
这时,要学会走出舒适区,时时挑战自我。清

朝学者彭端淑在《为学》一文中告诫其子侄:
“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 学

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14]只
有坚持不懈地学习,才是走出发展舒适区的唯

一途径。
(五)学术研究是一种能力

首先,学术研究是一种善于发现的能力。
清朝著名文学评论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强

调,要“各自成家”。具体而言,教育家型教师

立志成家,既要善于捕捉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变革和趋势,又要善于总结提炼成长的经验,
著书立说、自成一家。其次,学术研究是一种

善于表达的能力。表达能力是生存、生活和工

作的重要能力,更是从事学术研究必备的能

力。生动的表达既要靠科学的探索,又要靠巧

思灵感,还要靠独特的见解和真情的投入。正

如著名诗人白居易所说:“转轴拨弦三两声,未
成曲调先有情。”学术论著不仅要理正言顺,同
时还要形成独特的风格。正如孔子所云:“言
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15]所谓“辞
达”,就是要事达、义达、情达。只有具备严谨

的事实、科学的理念且富于文采的论述,才能

更具说服力、可读性和流传性———此谓“学术

之美”。最后,学术研究是一种不断创新的能

力。贝弗里奇认为:“创造性思考始于对困难

的认识。”[11]5他还指出:“对于创造性思维来

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11]5因此,教育家型教

师要善于教育理念创新、实践创新、策略方法

创新,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念与追求。
(六)学术研究是一种方法

孔子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
学的策略与方法恰似学术研究的利器。学术

研究具有工具特性,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

实。学术研究是一种认识工具:通过研究与分

析人类知识和把握客观世界演进发展特点及

其规律,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

源,让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通过

研究与分析人类自身与主观世界发展特点及

其规律,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让人类

在拥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拥有更加丰富的

精神世界,更加幸福快乐地生活和生产。毫无

疑问,学术研究是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重要阶

梯,优秀教育者可以顺着学术研究的脚手架抵

达教育生命和学术生命的高峰。
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学术创新。朱熹

《近思录》有云:“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

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
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13]意思是说,
要有成为圣人的志向,才能一起学习,一个人

愿意学习且善于思考,才能走向学术正道,有
心得后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建树且又能灵活转

化,便可通达而权变。

四、 教育学术能力的提升策略

学术研究是一种高级智慧活动,要成为教育

家型的教师既要有以终为始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

求,更要有从我做起的实干精神和策略方法。
(一)学术嬗变

人生如铁,学术如火。只有历经风火淬

炼,人生才能百炼成钢;只有历经风火的淬炼,
教师的学术人生才能实现从“古瓷”到“骨瓷”
的嬗变。从学术生命的视角而言,教育家型教

师的研究,仿佛是一棵扎根于自身土壤的生命

之树。教育家型教师立志成为一棵檀树,就要

用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学术之树,为自己种

下一棵学术的檀木———果实虽小,却最终成千

载栋梁。檀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境界。
中国人的学术研究恰恰契合了这样一种境界。
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中
国人的学问是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中国

文人始终探索并追求这种“境界”。王国维先

生《人间词话》有云:“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

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
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9]59创新是学术的最高

境界。教育家型教师要敢于并善于从教育教

学实践出发,着力探索新的学科领域、理论框

架、教育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实践路径和精神

旨趣。有一种成长叫“慢成长”。学术成长很

难毕其功于一役。教育家型教师只有付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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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艰辛 和 努 力,才 能 实 现 突 破 自 我 的“慢 成

长”。正如一名智者所言:人生如马拉松,比的

不是起跑时谁跑在了最前面,也不是谁暂时看起

来很厉害,而是谁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好名次。
(二)学以至圣

“学以至圣”是儒家学子的永恒追求。孔

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西汉著名学者

刘向在《说苑》也说:“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

致圣。”宋朝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更是指出:“圣
人必可学而至。”这就是古人“学以至圣”的思

想,即学习可以使人至圣,学习就要达到圣人

的境界。王阳明进一步强调,至圣之法在于知

行合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

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6]由此可见,
学术成长是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
而学识的增长更需要持续积累和不断精进。
唯有学之日进,方能识之日长。《庄子》有云:
“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17]2司马迁

曾言:“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教育家型教

师一定要坚持成长性学习,将学习视为一种生

活方式,在学习中体会成长的快乐。正如英国

著名教育家怀特海所说:“我们需要学习探索,
所以才使这个世界变得趣味无穷。”[18]44研究是

一种需要,更是一种乐趣———苦在其中,乐在

其中。
(三)善行善止

君子尚止。《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
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19]庄子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

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17]29一个人想

取得事业和学术的成功必须知道“知止而后

行,知退而后进”的道理。贝弗里奇强调:“正
确使用语言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能够正确地

报道研究活动,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思维是通

过语言进行的。”[11]8笔者多次强调,人在清晨

时分最“聪明”。这一点已经被英国著名诗人

和小说家贝弗里奇证明:“我的一生证明,睡醒

和起床之间的半小时非常有助于发挥我的创

造性工作。期待的想法,总是在我一睁眼的时

候大量涌现。”[11]59有了“聪明”的主意和鲜活的

灵感,就要将它们记录在手机上———这方寸之

物,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学习和成长的阶梯。
(四)善于静思

三国时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

《诫子书》中有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
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

以成学。”[20]无暇思考,便无暇进步。想象力是

科学理论的重要设计师和创造者。英国著名

教育家怀特海强调:“想象力和知识的融合通

常需要一些闲暇,需要摆脱束缚之后的自由,
需要从烦恼中解脱出来,需要各种不同的经

历,需要其他智者观点和不同才识的激发。还

需要强烈的未知欲以及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

由周围社会在获得知识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而产生的自豪感。”[18]123想象力既是天赋异

禀,更是深度思考的结果。教育家型教师要学

会静思,从教育教学问题出发,在实践中总结

经验,把握特点与规律,把握道中之术、术中之

道,从而实现道术相生、术道相长。
(五)统筹兼顾

一般而言,教育家型的教师多为校长、书
记、副校长、学科带头人或班主任,而学校的教

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繁重、复杂,需要大量时间

投入。许多校长和教师常抱怨被学校安全、上
级会议、日常教育教学压得喘不过气,无暇从

事教育教学研究。忙是事实,但其根本原因是

缺乏自觉的科研意识和时间管理能力。解决

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转变心态,确立“以教育科

学研究引领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的理念,放
权实施科学管理。教育家型教师要学会统筹

兼顾,用好“十指”弹好教育这架“钢琴”,甚至

需要留出一两个“手指”,以便促进自我成长。
(六)学会转换

教育家型教师多有较长的工作时间,经历

和教学经验都较为丰富。但是,许多人不善于

对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有经验而止于经验,
甚至困于经验。将经验转换为学术知识,是教

育家型教师必备能力,缺少这种能力就很难实

现从成熟型教师向教育家型教师的职业跃升。
学术研究是教育家型教师能力转换的体现。
因此,教育家型教师要具备的一项极为重要的

能力,便是将工作思维和工作成绩转化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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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学术成果,历经“总结—提炼—转换—
升华”的过程,实现教师发展质的飞跃。

(七)点上突破

清代文人叶玉屏曾说:“圣人常自视不如

人,故天下无有如圣人者。”(《六事箴言》)学术

研究需要有长远眼光和大格局。所谓“大格

局”,就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

无意。因此,一个人的学术态度,决定其在学

术上能走多远。任何的学术创新都需要信念

和勇气。“研究人员在很多方面酷似开拓者。
研究人员探测知识疆界需要与开拓者同样的

品格、事业心和进取心,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才

智迎战并克服困难的精神状态,冒险精神,对
现有知识和流行观点的不满足,以及急于试验

自己判断力的迫切心情。”[11]159教育家型教师

要敢于探索前人未知的领域,并将其作为自己

的梦想与自觉追求。部分教育家型教师在学

术研究过程中常常有一举成名、急于求成的心

理,渴望全面突破却又找不到发力点。物理学

揭示,手掌相击因受力面积过大而难以施压。
学术突破亦如此。教育家型教师唯有聚焦小

的面积、施加足够大的力,才能实现突破,在学

术领域脱颖而出。
(八)善用语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往的重要工具,是现代

社会表现个人思维能力、学术能力和管理能力

的重要载体。袁枚有云:“诗言志。言诗之必

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

也。”[21]社会进步需要研究者的探索和贡献。
唤醒智慧和发现美,使之不湮没于岁月里,是
研究者的使命。常言道:“诗中骨,文中灵。”研
究者需要保持对事物变化的敏感性,更需要用

精准的语言捕捉思想的精灵。“情感上的敏感

性或许是科学家应该具有的一种可贵品质。
无论如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应被看作是一个

创造型的艺术家,把他看成是一个仅仅按照逻

辑规 则 和 实 验 规 章 办 事 的 人 是 非 常 错 误

的。”[11]89研究者缺少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即
始终保持对周围世界的敏锐感知度,这一点对

教育家型教师同样重要。
(九)学会建构

教育家型教师所必备的又一项重要能力

是学会建构,即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表达来搭建

自己的“学术之屋”。这个“学术之屋”,可以是

一篇论文、一部著作、一个故事。学术成果是

学术成长和学术影响力的核心体现。教育家

型教师作为研究者,要善于谋划和安排好研究

的节奏,将短期发表论文、中期主持课题和长

期发表著作相结合。深度工作铸就精品。生

产力公式指出,高质量工作产出=时间×专注

度。因此,教育家型教师作为研究者要有计划

地保持学术成果持续发表,以构建自我的“学
术之屋”。无论是撰写论文、主持课题,还是编

纂著作,构建一个具有创新思想的新框架与新

体系都是难点。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言:“文
章写不 好,不 只 是 书 读 得 少,而 是 逻 辑 有 问

题。”其中,假设是一种重要的逻辑策略和研究

方法。“如果假说适用于各种情况,则可上升到

理论 范 畴;如 果 深 度 够,甚 至 可 上 升 为‘定
律’。”[11]54合理的假设如灯塔,使研究者获得一种

灵感和发现,引领研究者抵达理想彼岸。因此,教
育家型教师要学会建构自己的“学术之屋”。

(十)高手合作

与传统科学研究不同,现代学术研究既强

调个人智慧,又重视群体合作。教育家型教师

要特别善于与高手合作。所谓“高手”:一是相

关研究领域的高层次专家,具有很高的学术能

力和学术声望;二是能为研究工作出思路、出
主意的跨行业、跨领域的专家;三是能找到研

究经费、善于从事学术运行与管理的专家;四
是善于进行跨学科研究,能够与不同领域的专

家进行合作研究的学者。攀登学术高峰需要

智慧与勇敢。以“学术之锤”打造“学术之剑”,
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教育家型教师成长

的目标与使命。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5:30.

[3]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向全国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EB/OL].

26



(2023-09-09)[2025-03-14].http://www.moe.gov.cn/jyb_

xwfb/s6052/moe_838/202309/t20230909_1079294.html.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4-08-26)[2025-03-

14].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

1778/202408/t20240826_1147269.html.
[5]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EB/OL].

(2023-10-15)[2025-03-14].https://www.gov.cn/yaowen/

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263.htm.
[6] 曹丕.典论·论文[EB/OL].[2025-03-14].https://www.

gushiwen.cn/search.aspx? value=%E6%9B%B9%E4%

B8%95&valuej=%E6%9B%B9.
[7] 朱丽叶·M.科宾,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第3版[M].朱光明,译.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8] 王天海,杨秀岚.说苑[M].北京:中华书局,2022:143.
[9] 王国维.人间词话[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8.
[10]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

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王沪

宁出席[EB/OL].(2022-03-01)[2025-03-14].https://

www.ccps.gov.cn/xtt/202203/t20220301_153000.shtml.

[11]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陈捷,译.山

西: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12] 左思明. 左传[EB/OL].[2025-03-14].https://www.

gushiwen.cn/guwen/bookv_5d4b98ff1de4.as
[13]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谭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2017:51-52.
[14] 彭端淑.为学[EB/OL].[2025-03-14].https://www.rui-

wen.com/wenxue/gushi/733779.html.
[15] 苏 轼. 答 谢 民 师 书[EB/OL].[2025-03-14].http://

gushiwen8.cn/sen/68214.
[16] 王阳明.传习录[M].叶圣陶,校.北京: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2018:9.
[17] 庄子.南华经[M].周苏平,张克平,注译.陕西:三秦出

版社,1996.
[18]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庄莲平,王立中,译.上海:文

汇出版社,2012.
[19] 曾参,子思.大学·中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18.
[20] 诸葛亮.诫子书[EB/OL].[2025-03-14].https://www.

gushiwen.cn/shiwenv_c0509bfa84a1.aspx.
[21] 袁枚.随园诗话[M].湖北:远方出版社,2004:33.

StrategiesforImprovingtheAcademicLiteracyandCompetenceofEducationalist-orientedTeachers

GAOShuguo
(SchoolofEducation,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Educationalistspiri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theimportantembodimentofChineseex-
cellentculturaltradition.Educationresearchservesasthe“backbone”forteachersgrowthfromex-
cellentteacherstoeducationalist-orientedteacherswhoneedtoimprovetheiracademicabilityby
groundinginpractice,refiningandcondensingexperience,intoacademicachievementstoguideeduca-
tionandteachingandtherebyrealizethequalitativeleapofself-development.Academiccompetence
ineducationresearch,asthekeyabilityanddominantsymbolofeducationalist-orientedteachers,em-
phasizesacademicreading,appreciationresearchandinnovation.Foreducationalist-orientedteachers,
academicresearchtosomedegreeisanecessity,anideal,acultivation,ahabit,anabilityandamethod.
Academicliterary,ontheotherhand,isalsovitalinrealizingthistransformation,whichequallyde-
pendsonacademicresearch.Excellentteacherscandelveintoacademicresearchandleantowardmas-
tery,usereflection,coordinatingdiverseresponsibilities,andskillsoftransforming,focusing,construc-
ting,cooperatingwithprofessionalsandlanguagestoimprovetheiracademiccompetence.Inaddition,
bysystematicallytransformingdailypracticeintoempiricalknowledge,thendistillingitintotheprin-
ciplesguidingtheirteachingpedagogy,administration,andresearch,teachersundergoprofoundpro-
fessionaltranscendence-emergingasvisionary,compassionate,erudite,anddedicatededucationalist-o-
rientedteachers.
Keywords:educationalistspirit;educationalist-orientedteachers;basicconnotation;academiccompe-
tence;profoundprofessionaltranscendence;strategiesof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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