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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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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高效的教师非正式学习需要相应理论的引领与支撑.而社会文化理论、自我导向学习理

论、转化学习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从各自视域为探讨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核心思想.具体而

言,社会文化理论创生了教师非正式学习的文化生态支持系统,自我导向学习理论达成教师非正式学习中自

我实现目标的统整,转化学习理论揭示教师非正式学习中内在质变学习的发生机制,知识管理理论促进教师

知识自组织系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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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族进步的根本,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教师发展关乎教育质量之根本.教师学习

是实现教师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教师学习,既包含正式学习,也包含非正式学习.本文认为,正式

学习只是教师实现发展的一种外在推动力量,仅靠这种外力的推动并不能有效实现教师发展.相

反,那些与教师日常工作紧密相关并聚焦于具体内容的非正式学习更能促进教师的发展.事实上,
正式的学校教育产生之前,人类的学习实践活动基本上就是一种非正式学习的实践.但是,非正式

学习作为系统研究却是近年来的事情,尤其是系统的教师非正式学习研究.所以,该研究领域目前

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支撑,这既制约了教师非正式学习理论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严重影响教师非

正式学习的实践效果,并将直接影响教师发展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的质量.基于此,对教师非正式学

习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建构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独立理论支撑对于有效提高教师发展的水平,大力推

动教育发展的质量就显得极为必要和紧迫.

一、社会文化理论创生教师非正式学习的文化生态支持系统

(一)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

关于学习与发展的社会文化理论是由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Vygotsky)及其合作者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就教师学习与发展而言,其主要就是要“通过参与

而学习”(learningthroughparticipation).教师“学习的主要形式并不是课程和会议(尽管它们有

一定的价值)”[１]１７０,教师的学习主要是“不断参与教学实践的过程,通过这一参与活动,教师对教学

的理解和认知也日趋增强”[２].社会文化理论的目的是:阐明人类心理机能(humanmentalfuncＧ
tioning)及其发生的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Wertsch,１９９５).而个体的心理机能内在地

处于社会互动、文化、制度和历史情境中.而要了解人类思维和学习,就必须研究思维和学习的情

境.因此,“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内化”(Internal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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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tion)是该理论的关键概念.

首先,关于“中介”.维果茨基区分了两种心理机能:一种是个体早期以直接的方式与外界相互

作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另一种是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机能.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机能是

融合在一起的.其次,“最近发展区”就是指“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

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或是与更有能力的同伴合作时,能够解决问

题的能力”[３].依据社会文化理论,当处在最近发展区时,在工具、符号和人类搭建支架的调节帮助

下,个体可以获得新的心理机能和思维模式.最近发展区的形成,不仅在个体学习者的内部形成,

而且在与学习者、共同参与者以及在共同活动中可获得的工具之间互动时形成.因此,最近发展区

既取决于个别学习者的能力,也取决于整个交互情境的素质[１]１７４.最后,“内化”是一个将显性知识

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是知识得以发展的基础.维果茨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源于在社会交互作

用中对文化工具的使用,源于将这种交互作用内化和进行心理转换的过程(Bruning,etal．,１９９５).

所以,学习不是一个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学习者在自身技能、需要和经验基础上进行调适或应用

机能与信息的过程.

社会文化理论的两个基本主题是“人类行动”和“中介”[４].“人类行动”是社会文化研究的对

象,“中介”是维果茨基的分析单元,也是理解社会文化理论的关键,在人类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以

及怎样对之采取行动的过程中,“行动”和“中介”是相互交织的.总之,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在个体

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社会文化和历史是两个首要的因素.个体的学习与发展是一个先发生于

社会,然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等中介,再逐步地内化到个人的过程.也就是说,学习者是在

活动中借助“中介”的调节来完成学习任务的,其个体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得到了发展.
(二)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教师非正式学习实质

借鉴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教师非正式学习需要在“参与”中进行,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
进行,在“社会文化”的生态环境中进行.

１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教师与他人之间的社会性交往活动

维果茨基认为,人类的学习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性交往活动.教

师非正式学习不是孤立进行的,是在积极的、社会性的和真实性的情境中,通过积极参与学习,在合

作中与他人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它需要环境,更强调“个体之间的协作性,更强调交流、共享,共享

文化”[５].教师之间人际交往的频率、教师的经验和感觉、交谈的集中性都直接影响着教师非正式

学习.教师人际关系处理较好,非正式学习发生的几率自然就高;反之,则低.而且,教师通过合作

和分享,能在更广阔的教师群体中与其他教师建立关系,分享各自学习与工作的方式,这些交互行

动与学习经历将会影响着教师个体下一次的学习与工作成效.因为教师们带着不同的专业知识和

个人的理解、经验、经历走进教师群体当中,在这种参与群体的公共讨论中形成的意义是任何教师

个体不能单独获得的.而且,当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教师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交流、分享时,教师

个体就可以利用和整合每个教师的专业知识、优势、特点,克服自己的不足,这样就能大大提高自己

的发展水平和能力.

２ 教师非正式学习植根于社会文化情境之中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观点,教师非正式学习是融学习于工作、生活中的“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学

习方式,其主要是在教师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生.换言之,教师非正式学习不能脱离具体

的情境、不能离开人的实践而抽象地在理论中独自发生,其是植根于社会、文化、历史的情境之中

的.所以,教师非正式学习的核心因素是实践.教师的学习模式是边工作边学习,学是为了更好地

教学,教学同时又是一种学习.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实际参与活动才是最根本的学习,它优先

于任何反思.实践世界是复杂的、动态的,不是任何正式理论能捕捉的.”[６]



３ 教师非正式学习需要文化生态的支持

教师是在社会情境中学习,在特定的地方和环境中进行着文化意义的协商与理解,通过活动和

指导总是在学习着,尽管这种学习常常是以不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当教师个体自觉、自主进行的非

正式学习逐渐被教师群体一致认同、遵循,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时,便形成了教师非正式学习文

化.教师便是这种非正式学习文化的创造者.一方面,这种文化是非自然性的,也即具有人为性,

是教师自觉或不自觉的非正式学习实践活动的长期积淀,是教师进行创造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

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教师非正式学习文化一旦形成,它对置身其中的教师的发展和存在又具有决定

性的制约作用,内在地存在于教师发展的一切活动中,是影响教师、制约教师、左右教师发展与存在

方式的深层次、机理性的东西,它构成了教师发展和存在的灵魂.所以,教师非正式学习除了教师

个体积极地践行与反思,教师群体非正式学习的文化作为一种更具稳定性、持久性的支持条件,在

教师发展中更具有内在的动力特征.只有形成文化的学习才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学习,而且,真正

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

二、自我导向学习理论达成教师自我实现目标的统整

(一)自我导向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

“自我导向学习”(selfＧdirectedlearning,SDL)的概念最早在１９６６年由加拿大学者艾伦塔夫

(AllenTough)提出,其内涵是“由学习者制定学习计划和引导学习活动进行的自我教学”[７],倡导

的是一种个性化的、自我控制的学习模式.其重要倡导者马尔科姆诺尔斯(Malcolm Knowles)

认为,成人学习者具有５个基本特征:(１)具有独立的自我概念并能指导自己的学习;(２)经验对学

习是丰富的资源;(３)学习需求与变化着的社会角色紧密相关;(４)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习,并对可

以立即应用的知识感兴趣;(５)学习动机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是一

种自我导向的学习过程.梅里安和卡福雷拉(Merriam &Caffarella,１９９９)更明确地列出自我导向

学习的３个渐进的目的:(１)最初为增进成人学习者在学习中自我引导的能力;(２)接着要使转换学

习(transformationlearning)成为自我导向学习的中心;(３)最终要让解放学习(emancipatorylearnＧ

ing)及社会行动(socialaction)成为自我导向学习的一部分.

自我导向学习的哲学基础源于马斯洛(Maslow)的自我实现与罗杰斯(Rogers)的经验学习(萧

锡锜,陈聪浪,１９９６).因此,个人被认为具有自我导向的需求和动机,进而能成为完全发展、自我实

现的个人(邓运林,１９９５),也就是个体具有主动与持续自我发展的理想(Skager,１９７９).从自我导

向的哲学基础及学习者对自我导向学习的基本假设来看,自我导向学习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息息相

关;就罗杰斯的经验学习来看,自我导向的学习亦受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内在资源、态度、动机、技能

的影响,同 时 也 会 与 外 在 环 境 中 的 资 源、机 会、情 境 等 互 动.马 尔 科 姆  诺 尔 斯 (Malcolm

Knowles)认为自我导向的学习者是主动的、独立的和富有责任感的.Confessore& Kops(１９９８)把

自我导向的学习者看成是反思和评价的,他们不是简单地接受和内化信息.塔夫(AllenTough)认

为自我导向的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具有决定权,从学什么、到如何学都可以自己选择和决定.一言

以蔽之,自我导向学习强调自主性,具有灵活性和普遍性.

(二)自我导向学习理论视域下的教师非正式学习实质

教师如何学习一直是教育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教师作为特殊的成人,其学习的模式是边工作

边学习,学习应是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教师在生活、社会交往中的适应性以及自我效能

感,是基于真实问题的个性化的学习,学习主动权应该完全掌控在教师手中.借鉴自我导向学习理

论核心思想审视教师非正式学习时,需要注意的是,自我导向学习虽然隐含着自主、独立的意思,但



却并不是要将学习与社会脉络或社会资源隔绝,反而是要在社会的情境中,借助所有可利用的资

源,进行自我学习与成长,即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学习者内在的自我导向学习要能与外在的学习情境

因素相配合.

１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教师自我导向的学习过程

教师是成人,但又不是一般的成人.教师是拥有专业学习者、终身学习者身份的特殊成人.根

据自我导向学习理论的观点,教师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教师有能力为自己的学习制定目标、计

划.学习的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等都是教师自己掌控,也就是说,学习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教师

手里.教师非正式学习便是这样的学习.在非正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自己组织学习、自己选择内

容、自己调节方式,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为教师所掌控,是教师真正的个体化学习.所以,教师非正式

学习就是教师进行自我导向学习的过程.

２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基于教师个体经验的开放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虽然赋予教师极大的学习自主权,强调教师学习的独立性,但是,这里的独立性并

不是指教师要和外在环境隔离,而是指教师人格的独立性在学习方面表现出来的自主性.所以,教

师非正式学习不是要将学习与社会脉络或社会资源隔绝,而是要在社会的情境中,借助一切可利用

的资源,寻找一切学习机会进行学习.而且,教师作为成人,在很多时间里,其学习是处于“伙伴协

助”式学习状态中,教师离不开来自学习同伴、学习组织的支持与协助,教师需要观察、模仿、分享来

自优秀教师、专家教师的成功经验与心得,实现随时、随地、突破时空的学习.而且,教师作为社会

人,其非正式学习的发生场所“不仅仅在学校,而且在村委会以及购物中心、图书馆和博物馆、公园

和广场、火车站和汽车站、健康中心和娱乐场所、工厂食堂等”[８].如美国芝加哥的“学习交换所”、

英国盖斯汉市地区的地下商场中心的“学习世界”,意大利著名的“列车学校”等,都为教师进行非正

式学习提供了开放的环境和资源.所以,教师非正式学习虽然强调教师的自主权、独立性,但是这

种自主权和独立性更多指的是人格与精神的独立,在保证这种人格独立的前提下,教师非正式学习

更多是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开放式学习.

３ 自我效能感是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内源性动力

教师进行非正式学习并不是因为外界的组织或强制要求,而是教师自己基于解决日常教育教

学实践中的问题和提高自我效能感的需要而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激励的自主式学习.其不以

追求文凭、资格或证书为目的,具有非功利化的特征,教师获得自我效能感是维持这一活动的重要

内源性动力.自我效能感的获取增强了教师的自我存在感,丰富了教师的精神生活,教师在非正式

学习过程中体验与享受着自由、自在、自觉学习的愉悦与快乐,在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生命质量不断

提升的同时又活出了教师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终身学习者和文化、知识创造者的尊严与欢乐.

４ 自我实现是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终极目标

自我实现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终极目标.教师

非正式学习是不以追求任何物质的、功利化的外在于“我”的东西为目的,无需他人的要求、安排、组

织,完全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激励的学习.学习的结果也没有机构或

他人进行正规的认证或评价,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实现的达成才是衡量教师非正式学习效果

的重要标准.

三、转化学习理论揭示教师内在质变学习的发生机制

(一)转化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

转化学习理论兴起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习理论之一.转化学习理论



(transformativelearning)的观点由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学家梅兹罗(JackMezirow)于１９７８年首

次提出.他以精神分析理论和批判社会理论为背景,从观点转化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成人学习的过

程.该理论主要受到建构主义、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弗莱雷的觉醒理论三大理论体系的影响.

第一,得益于建构主义的启发.梅兹罗认为,意义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个体的知识是由人主

观建构起来的,它与绝对真理或普遍结构无关,它取决于我们原来的知识经验背景.基于此,任何

知识都要接受检验及质疑[９].第二,根据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解放性知

识的观点,梅兹罗发展出了个体“意义观点”扭曲(distortion)、反思性对话的观点.第三,受弗莱雷

(PauloFreire)觉醒理论中关于批判性意识和对话式教学的影响,梅兹罗着重对意义观点(meaning

perspective)的转化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转化学习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有益补充.首先,意义

观点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意义结构,它是“成人关于认识、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等各种假设的深层结

构.而在此结构之内,个体的新经验受到他过去经验的同化或转化”[１０]６２.同时,它还“掌控着我们

进行感觉和认知的规则系统”[１０]５,是转化学习的基本指向.其次,意义观点的扭曲存在“认识的意

义观点扭曲”、“社会语言的意义观点扭曲”、“心理上的意义观点扭曲”三种情况,其为转化学习的发

生提供了内在驱力.再次,梅兹罗(MezirowJ)将反思划分为内容反思(contentreflection)、过程反

思(processreflection)、前提反思(premisereflection)三种类型,使得我们相关的意义观点或意义体

系得以浮现到意识层面,而隐藏其中的各种扭曲也有可能变得清晰起来,从而为转化性学习提供了

核心动力.最后,梅兹罗(JackMezirow)及其追随者们在这些核心概念之间进行了联结,从而形成

了一个能使我们识别、了解转化学习的基本框架.

１ 三项内容

即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成人通过识别自己在反思时所提出的疑问进而确认意义观点扭曲的具

体内容所在.

２ 两个维度

即意义观点的转化和意义体系的转化.

３ 两种结果

意义体系的转化可以提升人们对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能力,意义观点的转化涉及人们看待世界

的方式的根本改变.

４ 内部转化

即“通过意义体系(转化)所进行的学习,经过其长期积累,仍可潜移默化地实现意义观点的转

化”[１０]９５Ｇ９６.

(二)转化学习理论视域下的教师非正式学习实质

转化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审视教师非正式学习的重要理论支撑,在其重要思想的启发下,审

视教师非正式学习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教师的经验、批判性反思、自我转化、非理性等因素的重要

作用.

１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基于经验的批判性反思过程

转化学习理论认为,经验是教师进行学习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教师真实的经验是教师进行转

化学习的前提之一和教师学习的重要资源与素材;另一方面,教师经验是教师自我建构的结果.库

伯(Kolb,１９８４)认为,学习是“通过经验的转化创造知识的过程”.教师非正式学习就是在教育教学

实践或与家庭、休闲有关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学习.其发生离不开教师个人真实而丰富的经验,但

是又不仅仅是经验式的学习,而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反思性学习.教师如果没有之前的经验,就无法

为后面的学习提供素材,而且客观存在的“情境”对没有相似经验的教师而言,只是一个普通情境,



难以引发教师产生“迷茫困境”.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教师而言,就是外在于“我”

的存在,难以成为引发教师进行反思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而只有那些能让教师“感同身

受”而产生“共鸣”和“顿悟”的相关性的情境、人物、事件,才能引发教师自觉、主动的思考.一般情

况下,正式学习正是缺乏了这些“要素”所以导致教师培训实效不佳,教师转而被那些教育教学实践

中以及生活中的“迷茫困境”、“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所吸引,并痴迷其中,然后自觉、自愿、自得

其乐地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着学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非正式学习虽然是基于教师经验而

进行的学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非正式学习就是经验式学习.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教师可以自

我掌控、自我负责、自我评价的学习,其离不开教师的批判性反思,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情境、活动都

能引起教师非正式学习,只有那些促发教师深思,引发教师批判的实践活动才能进入教师的意识,

也才能引起教师的注意,继而才会发生非正式学习.在非正式学习过程中,教师基于经验不断解构

自己的认知结构,然后又不断建构自己新的认知结构,不断审视与反思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

在试误中体验,又在顿悟中建构.所以,教师非正式学习既是基于经验的学习,同时,又是高于经验

的批判性反思过程.

２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教师个体经验不断内部转化的质变过程

教师非正式学习并不像正式学习那样是在一个计划周密、结构封闭、制度完善的环境中被组织

起来的学习.换言之,教师非正式学习不是被给定的、被组织的、被赋予的学习.相反,教师非正式

学习往往是因为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或在个人生活中遭遇了一定的“迷茫困境”,进而产生了困惑,

这个“迷茫困境”使得自己对一直以来都坚信不疑的信念、观点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或者又因教师在

教育教学与个人生活中受到某个“突然事件”或某个“重要他人”的激发、启迪,让自己有种豁然开朗

的顿悟,基于这些“迷茫困境”所带来的不安、困惑甚至痛苦,或基于“关键事件”、“重要他人”引发的

对发现“新大陆”的欲望以及对进一步寻找线索的期待,而发生的一种自我组织、自我负责、自我掌

控的学习.其间,教师并不是“坐享其成”地收获现成的既定事实性知识,不是盲目接受他人的“启

迪”,而是在求索、探究的“黑暗”过程中备受“独上高楼”的煎熬,却依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最后收

获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显然,教师在非正式学习的过程中,其个体经验在

不断地进行着转化,从而生成了教师的知识,影响着教师的思维、情感、信念、态度、价值观等.概而

言之,教师非正式学习就是教师个体经验不断内化的质变过程.

３ 非理性因素是教师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发生机制

根据转化学习理论的思想,教师非正式学习既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又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是

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激荡的过程.不能盲目地将其完全置于理性的包裹之中,教师非正式学习还要

受到来自情感、态度、信念、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为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发生没有任何外

在的强迫力量,主要是教师基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和发展的需要、兴趣而发生的,教师没有“被

学”的无奈与痛苦,相反,教师“乐在其中”.换言之,动机、情感、信念、态度、价值观等非理性的因素

是维系和支持教师非正式学习得以发生和持续的重要机制.和正式学习不同的是,教师非正式学

习并不仅仅在学习特定内容,而是随着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形成对他人、对事业、对人生的情感、态

度、信念、价值观等.教师不仅获取了结构丰富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收获了人之为人、师之为师的

独特认识、体验和感悟,从而激发一心奉献教育、为学生服务的专业精神,唤醒对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的专业情感,坚定终身从教、乐于从教的教育信念.这既得益于教师的情感,同时,又增进了教师进

行非正式学习的情感,使得教师在这种良性的循环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此外,为了更好地提高

教师的非正式学习质量,对教师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增强教师的内隐性

的信念意识和行为倾向也是尤为必要的.



四、知识管理理论促进教师知识自组织系统的形成

(一)知识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ker)首先提出了知识管理

的概念,认为知识管理即“提供知识去有效地发现现有的知识怎样能最好地应用并产生效果”[１１].

知识管理的观念在１９８６年联合国国际劳工大会上再次被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日本知

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Ikujiro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takaTakeuchi)于１９９５年在«创新求胜»

(TheKnowledgeＧCreatingCompany)一书中为世人呈现了成熟而全新的知识转化与生成模型理论

(SECI模型),对知识创造和知识管理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认识,指出整个知识的转化过程为:

１ 社会化

是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是知识管理中最高层次,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在这个阶

段,人们通过观察、对话、交流,个体直接从他人那里获取新知识.人的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起决

定性的作用,技术在这一阶段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２ 外化

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是用显性化的概念和语言清晰表达的过程,是四种转化中

的核心,也是知识产生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但是,因为隐性知识难以表达、观察和描述,所以

其难以通过外部信息激励的手段去实现.可以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员工进行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会

议,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以促成成员之间广泛的、无私的交流,隐性知识的学习往往可以从这种

个人接触的潜移中得以完成.

３ 组合

是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它是一个通过各种媒体产生的语言或数字符号,将各种显

性概念组合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是一个组织知识共享的过程,这一转化是发挥知识外部性的直接途

径.在四种知识转化过程中是较为容易实现的过程.

４ 内化

是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知识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它是一个将显性

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通过“汇总组合”产生新的显性知识被组织内部人员吸收、消化,并升

华成他们自己的隐性知识.在内化阶段,人们通过团体工作、工作中的培训消化和吸收新获取的显

性知识,进而创造新的隐性知识.在不断进步的知识经济中,原有的显性知识很快会落后,所以显

性知识的价值在于其能及时地转化为隐性知识.而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与员工的学习

能力和整体素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人是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

维度之一.

在知识转化的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特别是社会化和内化阶段,几乎完

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识的创新与管理就是在这四种转化过程的相互作用与转化中产生的,

且需要经过多次循环,形成螺旋式的上升.

(二)知识管理理论视域下的教师非正式学习实质

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教师非正式学习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如何将别人的经验变成

自己的经验、如何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如何将个人的知识社会化并应用于实践等的过

程”[６].换言之,教师非正式学习就是实现教师知识从他组织到自组织的过程.运用知识管理的核

心思想建构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理论,就是要关注教师知识与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教师知识组

织系统的形成以及教师知识的他组织和自组织之间的关系等核心问题.



１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生成缄默知识与教育实践智慧的过程

１９５８年,英国哲学家波兰尼(Polanvi)在其名著«人的研究»中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

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达,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

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如果我们将前一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的话,那么我

们就可以把后一种知识称为缄默知识.”[１２]这种隐性的缄默知识是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

逻辑说明的,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结晶,它不像那些显性的知识可以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大众媒体等形式进行传递和传播,其不具备显性知识的“公共性”、“主体际性”等特征,其作为一种

不能言说的知识只能通过个体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以“学徒制”的非正规方式进行传递[１３].

教师的缄默知识是构成教育实践智慧、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样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非公共性”、“非主体际性”等特征,其同样无法仅以培训、学历提升、岗位学习、听报告等形式

的正式学习而充分获得,其获得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教师个体的非正式学习,在长期的、情景性的、

社会性的、体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去感知、辨别、建构、重构,而最终生成.

２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

教师通过正式学习往往能收获大量系统性的理论知识.但是,一旦在实践中遭遇问题和困难,

打算直接用之前所学的这些系统性的理论知识解决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些系统性的理论知识似乎

不能很有效地解决实践问题,而自己从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并向他人借鉴“成功经验”更能解决实践

中的问题,其实这个不断摸索并向他人借鉴“成功经验”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教师非正式学

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教师将其系统的理论知识(显性知识)转化为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实践

知识(隐性知识)的过程,教师所拥有的系统的理论知识(显性知识)的价值也在于其能及时地转化

为隐性知识,这一转化也是教师知识得以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但是,当问及教师解决问题的知识是

什么、如何获得、怎么发挥作用、怎么分享的时候,教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又影响了教师隐性知

识进一步向显性知识的发展与转化,因为只有教师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了,教师个体才能不

断获得知识.而教师非正式学习不仅能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也能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

知识.教师非正式学习并没有统一的安排、要求与规定,完全发生于任何想要进行学习的场域和情

境下,参与学习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氛围是轻松的,大家能无私交流、分享信息和经验,没

有诸如“制度”引起的障碍.在潜移默化中,教师个体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势必为多数教师所分享,最

终必将实现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所以,教师非正式学习既是教师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

的过程,又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两种知识的不断转化使教师个体的知识不断提高.

３ 教师非正式学习是教师知识自组织系统形成的过程

教师在自我组织、自我决定的非正式学习过程中生成了大量的显性知识,而当教师通过解决问

题的方式转化这些显性知识的同时又获得了隐性知识,在两种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教师创造了

大量的个人知识,这些知识在经历了最初的散乱、零碎之后,通过教师无数次的解决问题而逐渐形

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人知识自组织系统.拥有这个独特的知识自组织系统的教师在有效解决问题之

后甚至都说不清、道不明自己究竟使用了何种知识解决了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通过长期的非

正式学习,教师确确实实拥有着这个复杂的知识自组织系统.当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时,几乎可以

不假思索地运用个体知识去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教师个人知识的自组织系统.

总之,高质、高效的教师非正式学习需要建构自己独特的理论,教师非正式学习理论的探讨有

助于教师非正式学习理论研究的深入,同时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实践效果,从而将大

幅度提高教师发展的水平,最终保证教育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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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eticalFoundationofTeachersInformalLearning

YANGXiaoＧping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ZunyiNormalCollege,Zunyi５６３００２,China)

Abstract:Teachersinformallearningwithhighqualityandefficiencyneedtheguidanceandsupportof
somerelevanttheories．ThesocioＧculturaltheory,theselfＧdirectedlearningtheoryandthetransformＧ
ativelearningtheoryprovidethecoreideas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totheexplorationofthetheoＧ
reticalfoundationoftheteachersinformallearning．Specifically,thesocioＧculturaltheorycreatesthe
supportingsystemofcultureandecosystemforteachersinformallearning．TheselfＧdirectedlearning
theorycontributestotheegointegrityofteachersgoals．Thetransformativelearningtheoryreveals
themechanismofteachersintrinsictransformativelearning,andtheknowledgemanagementtheory
contributestopromotetheknowledgeselfＧorganizationsystem．
Keywords:teachersinformallearning;theoreticalfoundation;culturalecology;selfＧactualization;
transformativelearning;selfＧ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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