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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述性知识到程序性知识的转化

—教师专业成长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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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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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包括
其固有的知识结构

、

专业技能
、

专业情感
、

教学实践
、

教学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等
，

其中
，

知识是教师专业

成长的基础
。

从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来看
，

教师所拥

有的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类
，

这两

类知识在教师知识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

决定了教师

教学水平及教学能力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

是影响教

师专业成长进程的主要因素
。

一
、

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
心理学家奥苏伯尔����

�����认为陈述性知识

是以概念或命题网来表征的
，

是有关人所知道的事

务状况的知识
，

这类知识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
，

能

直接陈述
，

它主要用来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
，

一般

通过记忆获得
，

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静态性
。

这种知识的获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新信

息进人短时记忆
，

与长时记忆中被激活的相关知识

建立联系
，

从而出现新的意义建构 �第二阶段
，

新建

构的意义贮存于长时记忆中
，

如果没有复习或新的

学习
，

这些意义会随时间延长而出现遗忘 � 第三阶

段
，

意义的提取和运用
。 ①

在青年教师所拥有的知识中
，

陈述性知识居多
，

是外界倡导的新理论
、

新信息经过学习后长时间贮
存在教师头脑中的

“
观念性

”

知识
，

它的获得并不一

定会成为指导教师教学行为的思想
，

也不一定会形

成相应的教学技巧和能力
，

只有当这种知识与教师

头脑中原有的教育理论知识进行重组
，

真正内化为

教师头脑中的知识构架时
，

才能够指导教师的教学

行为
，

提升其相应的教学技巧和能力
。
这就是青年教

师虽然和专家型教师同样学习了现代教育知识
，

却

未形成和专家型教师同样的教学能力的缘由
。

心理学家安德森认为
，

程序性知识是以产生式

或产生系统来进行表征的
，

它遵循
“

条件—活动
”

这一规则
，

是关于办事的一系列操作活动的知识
，

其

本质是由概念
、

规则构成的操作系统
。

它主要用来回

答
“
怎样做

”
的问题

，

是对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进行

提取
、

应用的行为过程
，

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动

态性
。

这种知识的获得也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新信息的输人与建构 �第二阶段
，

通过规则的变式练

习
，

实现概念和规则由组织的初级向组织高度化的

发展过程 �第三阶段
，

程序性知识发展到高级阶段
，

规则达到 自动化
，

并完全支配人的行为
。

在专家型教师所拥有的知识中
，

程序性知识居

多
，

它是教师在获得陈述性知识的基础上
，

将其与

自己本身已有的知识进行重新组合
，

使陈述性知识

达到高度组织化
、

自动化的程度
，

变为可随时提取
，

用以解决教学中遇到的新问题的教学技能
。

国内外

对教师新手与教师专家的比较研究表明
�

专家型教

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头脑中储存的知识是高度组

织化的
，

能够对许多既定的教育教学问题的处理形

成 自动化
，

从而节省了相当的认知资源
，

使其得以

集中于考虑解决新问题
，

而对这些新问题成功解决

所获得的知识又与原有的知识发生变化和重构
，

形

成新的专业知识结构
，

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能力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获得陈述性知识并不一

定就能够获得程序性知识
，

陈述性知识的获得是获

得程序性知识的基础
，

程序性知识则是陈述性知识

发展的高级阶段
，

二者相辅相成
，

共同构成了教师

专业成长的知识体系
，

青年教师只有通过不断的学
习和积累

，

把所学习的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
识

，

才可能对教学环节应对 自如
，

形成相应的教李
能力

，

实现其专业成长
。

二
、

从陈述性知识到程序性知识的转化 �教师

专业成长必由之路

教师的专业成长并非一毗而就
，

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和阶段性
，

需要有一个知识积累以及内化的过

程
，

即在新手与专家之间必然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环

节—知识转化
。

学者 �����������
�②在对教师专业

发展的研究基础上
，

曾提出教师专业成长的五阶段

理论
，

即新手阶段
、

优秀新手阶段
、

胜任阶段
、

熟练

阶段和专家阶段
。
他认为

，

所有教师都是由新手阶

段起步
，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
，

拥有了丰富的教学

知识和经验后
，

大都能在教学上取得明显的进步
，

基本实现对常规教学工作程序的熟练化和 自动化
。

从知识结构上说
，

即通过经验的积累获得良好的程

序性知识
，

具备熟手教师的特征
。

但许多新教师成

为熟手型教师后
，

就在这一阶段停滞下来
。

究其原

因
，

熟手型教师将获得的程序性知识内化为指导 自
己教学行为的思想

，

用 以解决复杂的教学问题这一

过程的发展
，

是影响熟手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转化

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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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述性知识到程序性知识的转换
，
是青年教

师加快专业成长进程
、

全面提升教学能力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
。

倘若教师获得的陈述性知识没有实现

程序化
，

那么它将是无用的知识
，

第一
，

知识的表意

功能使它具有认知性
，

意义的理解架构了不同类型

知识转化的桥梁
，

然而
，

知识的理解性不等同于知

识的操作性
，

它不能够解决教学实际中变化的新问

题 �第二
，

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知识必须依赖于

陈述性知识的表意功能
，

即表现为可以言语的陈述

性知识
，

因此
，

陈述性知识的学习是学习程序性知

识的前提条件
。

青年教师获得教学技巧和能力的过

程
，

实际上就是由其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迁移到程

序性知识的过程
。

青年教师的专业能力成长一般经

历以下变化过程
�

�新一轮�

陈述性知识 一—一�一争
陈述性知识之间

联系的形成

个

程序性知识 自动化
陈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性

知知识联系的形成成

教师专业知识转换过程

这一变化过程是阶段性的
、

螺旋式的发展过

程
。

我们知道
，

教师内在知识转化的进程不同决定

了其教学水平的差异程度
，

而转化的时间
、

速度对

每个教师来说都是早晚不一
、

长短不同的
。
那么

，

在

教师内在知识的转化过程中
，

其中影响其转化时间

和速度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英国学者 ��������认

为这些因素可分为三类
�

�
�

个人因素��������� ����
����

�

涉及个人认知思

维水平和个人经历�包括个人成长的背景
、

个人经

验的积累
、

领悟�
、

师德状况
、

人际关系等等
。

�
�

情景因素�����
����己 ��������

�
即教师学习工

作的环境
，

包括社会和社区
、

学校氛围
、

教学小组或

部门
。

�
�

系统组织过程 �
�������

��� ���������
�即特定

的
、

有目的的影响教师成长的方法和手段
。 ③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的存在
，

才出现了教师

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的层次和阶段之分
，

致使青年

教师的知识转化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反复性
，

无法迅速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

使得许多教师在其

专业成长之路上停滞不前
。

三
、

实现知识转化的有效途径
要实现教师专业成长能力的迅速发展

，

就要加

速教师知识转化过程
，

针对影响教师知识转化的因

素
，

找到有效的措施
。

�
�

正确认识个体差异
。

正是由于个人成长背景

的差异
，
个人经验的理解和领悟水平

、

个人认知思

维能力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师
。

而教师的

专业成长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
难免会有曲折

，

这就需要形成良好的心态
，

针对 自己的特点合理归

因
，

即分析影响因素
，

考虑这些因素是内部形成的

还是存在于外部环境的
，

是否能够变化
，

自己能否

一 �� 一

控制这些因素
。
只有客观地认识自己

，

明确专业发

展的优劣条件
，

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

及时调整发展手

段和方法
，

才能避免在专业成长道路上走弯路
。

�
�

培养良好的反思习惯
。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

������������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
�
经验�反

思 二
成长

，

也就是教师是通过对 自己所习得的知识

在实践的不断反思之中
，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

从而一

步步成长起来
。

反思积累的知识给教师提供了新的

或是更深的理解
，

并形成了一种教育智慧
，

使其成为

更有能力的实践者
，

能够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更好

地把握稍纵即逝的教育机会
。

没有反思
、

没有领悟
，

知识只能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有潜在意义
，

而不能推

动教师实际发展
。

��构建和谐的外部发展环境
。

教师职业是一项

社会性工作
，

教师的教学是一个国家教育政策
、

地

区人文环境
、

学校教学环境和教学 目的等因素的镜

影
。

呼笋校应为教师提供发展机会
、

关注教师的成长
。

引导教师挖掘个人经历中的积极因素
，

为教师配备

优秀指导老师
，

给新教师专业成长施以正确影响
，

对

其教学方法进行指导
，

建立其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

的和谐的外部发展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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