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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
课程改革的实践转向

刘 远 碧
(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 公共教育学是高师院校非教育学专业师范生必修的基础课，在我国职前教师教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

位。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实践转向存在于现实与网络两重世界，表现为现实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三种

课程实践形态。必须坚持课程实践的时空观、文化观、审美观与价值观，通过实施“四年一贯制”，从“做中学”，解

决公共教育学课程实施的起点问题; 通过以校为本，拓展途径、创新机制，解决课程资源的整合问题; 通过实施课程

团队共建制度和改革课程评价，解决教育公平与课程民主的落实问题。这些改革举措彰显了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

课程改革实践转向的以学习者为本、倡导学习化课程、实现课程团队共建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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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的

缘起

( 一)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面临的现实困

境

公共教育学课程是高师院校非教育学专业师范

生必修的基础课，它以形成学生正确的教育观念和

相应的教育教学技能为基本目的。然而长期以来，

公共教育学课程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说起

来重要，用 起 来 次 要”。这 门 必 修 课 几 乎 变 成 了

“逼”修课，并已演化为公共教育学课程命运不佳的

不争事实。究其缘由，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

明。
1．公共教育学课程地位“边缘化”。尽管公共教

育学课程作为教师教育的必修课程，是培养教师素

质的重要途径，但公共教育学课程隶属教育学课程，

教育学课程面临的非难与不公，也使公共教育学课

程蒙受了同样的“待遇”。同时，作为公共课程，公

共教育学课程与其他公共课程一样难以在学生心目

中与专业课程的地位相匹配。
2．公共教育学课程知识“悬置”。综观公共教育

学教材，尽管由单一走向了多元，至今已有 200 多

种，但其课程知识的展示多表现为较强的客观性、理
论色彩与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这与教师知识的经

验品性相去甚远。由于教师从事教育是要独自面对

变动不居的教育现场，任何客观性的理论说明，都必

须转化或接受有条件有情境的现实挑战，因而教师

的教育知识必须基于个体生命体验，把宏大的普遍

叙事转换为教师的个体叙事，纳入其内在的教育信

念，转化为实践智慧。“知识并不仅仅‘在大脑中’
( in the mind) ，它也‘在身体中’( in the body) ，‘在

我们的实践中’”［1］26。所以，教师知识是一种“个人

知识”，是情境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公共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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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知识情境的“空壳化”与教师个体知识的诉求

导致公共教育学课程知识的“悬置”，难以扎根学生

心灵，引发共鸣与生命冲动。
3．公共教育学课程实施“单一”。这主要体现在

课程实施途径与课程资源两方面。公共教育学课程

一直以来主要依靠课堂教学，采用单一的教材文本，

课程资源贫乏，教与学“无味”。从课程的主体取向

上讲，主要体现了便于教师教的“教程”观。因为课

程实施单一，教师面对枯燥的教育说理和机械地自

圆自说，难免厌教。而“成人的材料是学生的材料

的可能性，而不是学生的材料的现状。成人的材料

直接成为专家和教师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成为初学

者和学生的活动的一部分”［2］194。学生在教师话语

霸权下，难以形成民主“对话”和建立有效的生命联

系，难免厌学。
( 二)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实践需

求

“近代以降，教育学始建基于科学范式的理论

假设及其实验操作之上，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教育

学的科学含量，提升了教育学的技术品质，促进了作

为独立学科的教育学的科学化建设，但同时也使教

育学知识逐渐地远离了人( 主要是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 的复杂、多变、实然的生活状态，造成了教育学

知识逐渐地与实际经验( 尤其是实践智慧) 相脱节，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去生活化’倾向”［3］。事实上，

“教育学是以教育问题的发现、表达和解决为己任，

教育科学是从实践中来、为实践所检验的知识，是在

描述事实、发现规律的同时去建立实践原则的知识。
……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就是以这样的教育实践作为

自己的内核性问题，以实践作为问题之源，教育问题

的最终求解也在于以行动去解决问题”［4］。而那种

游离于教育实践之外，单纯注重体系建构和简单移

植的研究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倘若这样建构的教育

知识体系不从教育实践出发，并接受教育实践的检

验，其知识体系所包含的概念、范畴与命题对教育实

践没有或匮乏解释、预测能力的话，那么，这种知识

体系不管其形式上多么完美、逻辑上多么自恰，都会

显得苍白无力。
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在于培养适

应基础教育师资要求的师范生，因此高师院校公共

教育学课程主要从适应基础教育教师的立场去关注

其教育问题，并以培养这些教师认识、解决基础教育

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根本任务。因为一般教育问题大

致包含教育事实问题与教育价值问题两个层面。教

育事实问题直接联系教育实际，就是教育实践中客

观存在的问题; 教育价值问题涉及对教育实践问题

的思考与解决方法的选择与判定，它是与实践关联

的问题。所以，从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来看，“教育学

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学科，无论是一般原理的探讨，

还是直接以改进实践为目的的研究，最终的指向都

是面向实践的”［5］。公共教育学更是如此。
公共教育学课程的实践，是指“个体生存活动

的展现方式，是个体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活动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由、
和谐关系的实现”［6］。我们在此强调公共教育学课

程的实践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将教育理论的地位和

作用予以抹杀，更多地则在于强调教育理论与教育

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关注教育学理论在实践中的

应用以及个体在教育生活中的价值生成。这一转

向，一方面要求教育理论回归教育实践，接受教育实

践的检验与完善; 另一方面，要求学习者通过教育实

践、教育体验，生成一定的教育经验，再接受专家引

领，在对话、探讨、反思中获得有鲜活生命力的个性

化的教育学知识。
概言之，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需要确

立实践立场，增强实践关怀，要直面本土的教育实践

所存在的问题，从分析、解决这些现实教育问题中提

炼出符合本土教育实践的学科概念与理论范式，以

增强公共教育学研究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

力。
二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的

理论构想

( 一) 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层次与形态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方式、手段、领域等的不断

变革与拓展，人们对实践的认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在农业社会，主要实践活动是农业生产，主要实

践能力是从事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的能力; 在工业

社会，主要实践活动是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生产，主

要实践能力是与使用机器相关的操作、动手能力; 在

信息社会，主要实践活动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主要

实践能力体现了手与脑并用的特点。因此，对实践

活动和实践能力的认识，我们要立足于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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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世
界

现实世界

综合实践能力( 生存能力、交往能力、组织能力等)
社会实践能力( 适应社会生活、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专业实践能力( 实习、见习、毕业论文设计与创作等)
特长类实践能力( 适应个性、兴趣发展的能力)

{
网络世界网络虚拟实践能力( 运用计算机网络处理信息的能力)

{
图 1．现实与网络世界中师范生的五种实践能力结构图

知识经济时代，与时俱进地加以把握。在信息社会，

实践能力是以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融农业

社会、工业社会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于其中的综合

能力素质。信息时代产生了新的实践能力要求，教

师的网络虚拟实践能力是教师素质的新要求。如图

1 所示，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存在于现实与网络两

重世界。在现实与网络世界中，师范生“五种实践

能力”的整合是当前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高师院校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这就要

求作为教师教育基础课程的公共教育学必须满足教

师实践能力素质的需要，培养师范生解决教育实践

问题的能力。
在这两大课程实践层次中，体现了公共教育学

课程实践的三种基本形态。
1．“现实形态”的课程实践活动。这一课程实践

形态具体是指教师的课堂示范、课堂执教行为训练

和课程见习等活动。“教师即课程”。教师的教学

行为对学生来说就是一门“活教材”，教师的示范性

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通过无意识学习

的方式体悟教师所展示的技能，包括课堂设计、言语

表达( 包括肢体语言) 、组织教学、课堂管理、板书

等。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发挥专业自主权，根

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学习水平，通过自愿参

与和小组讨论后推荐等方式，让一些学生就有关教

学内容在课堂上组织其他学生学习，从而锻炼学生

的课堂执教行为能力，从中增强教育体验。课程见

习活动具体包括学生在假期的教育实践锻炼、在课

程学习期间深入中小学课堂的教育体验等活动。
2．“想象形态”的课程实践活动。“想象形态”

的课程实践活动，可以通过说课，用语言表述想象的

教学过程; 通过阅读教育名著，在想象中逐渐促进教

育智慧的生成。
3．“虚拟形态”的课程实践活动。利用现代高科

技手段，充分运用“虚拟形态”的学习平台，增强学

生的教育实践素质，这是对“现实形态”和“想象形

态”的课程实践的有益补充。“虚拟形态”与“现实

形态”课程实践的区别在于它存在的“数字化”、
“人—机”界面的表现性，它依托一定的技术条件，

在虚拟空间进行教育实践。其特点有两个方面: 一

是可控性，教学场景的选择、处理依据个体的决策;

二是可重复性，操作演练可以在同一情景下反复进

行。“虚拟形态”的教育实践活动与“想象形态”教

育实践活动相比，其优点在于它能够把想象快捷地

转化为虚拟现实，并具有趣味性、生动性等特征。
( 二) 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基本观点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实践转向秉持

对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基本认识，包括课程实践

的时空观、文化观、审美观和价值观。这些观点奠定

了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的认识基

础。
1．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时空观。这一观点认

为，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在时间维度上坚持“四年

一贯制”，即从师范生入校即开始该课程的实践，充

分利用暑假、寒假、课堂教学时间及课外见习时间

等。在空间维度上，该课程实践沟通课堂内外、学校

内外等空间场所。它体现的是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

时空的开放性。
2．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文化观。这一观点认

为，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既贯穿历史的教育经验、思
想与理论等集体的教育智慧，也积极地分享与吸纳

个体有益的教育实践案例、经验与思想。它体现的

是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文化的包容性。
3．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审美观。这一观点认

为，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通过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采取适宜的教学方式并形成良好的教学反响，使学

生逐渐丰富与完善教育学知识结构、提升教育教学

能力、激发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教师职业的向往。
它体现的是师美、生美、教学美、教育美等多种课程

实践审美属性。
4．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价值观。这一观点认

为，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一方面奠定学生的职业意

向，达成对教师职业的认同，增强对教育工作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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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民主和公平

意识，能够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
三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的

问题及应对

( 一)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

须应对的基本问题

1．公共教育学课程实施的起点问题。公共教育

学课程实施是仅从封闭的课程体系入手，还是走向

开放，拓展课程边界，从师范生角色培养开始? 或者

说，该课程实施是仅从学习教材开始，还是从做开

始，即通过教育体验，生成教育感性认识与问题意识

开始? 这是本课程实施的前提条件。
2．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统整问题。课程资源

是保障教学效果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公共教育学是

恪守传统教学的单一性，还是通过资源统整，实现师

资队伍、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等资源优势整合? 这

是本课程实施的核心内容。
3．公共教育学课程实施中落实教育公平、课程

民主的问题。教育公平和课程民主是现代教育的基

本价值追求，如何通过该课程的实施，实现教育公平

与课程民主? 这是本课程实施的重要价值取向。
( 二) 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转向

的主要措施

1．实施“四年一贯制”，从“做中学”，解决公共

教育学课程实施的起点问题。结合高师院校学生多

数来自农村并将服务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我们认

为，为了增强师范生对教育的理性认知，需要从教育

感性培养做起。为此，我们将本课程进行拓展与延

伸，在课时上实施“四年一贯制”，即从被录取告知

作为师范生开始，就由其所在学院辅导员要求学生

利用假期进行教育见习与教育实践锻炼，形成教育

感性认识。通过辅导员与学生商议，拟定弹性作业

方案，在该方案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至少三

项活动，认真完成，每期开学初检查，并举行交流报

告会。如: 读教育类相关书籍 1—2 本，作好读书笔

记和读后感; 看教育类影视 1 部，作好观后感; 写教

育类小论文 1 篇; 与中小学教师主题交流 1 次，作好

交流记录; 去中小学听课( 次数不限) ，作好听课记

录; 给中小学学生上课( 次数不限) ，作好教学日志;

参与社会实践，了解社会发展现状，撰写社会实践调

查报告。
2．以校为本，拓展途径、创新机制，解决课程资

源的统整问题。一是创立多模块化的教学内容体

系。如“专题”教学内容模块，包括现代公共教育学

基本原理、公共教育学主体与公共教育学主要方法

等; 实践教学内容模块，包括课堂教学观摩、教育教

学实践体验、顶岗教育实习等; 自主与合作学习模

块，包括教育著作、教育故事的阅读，教育教学问题

的探究学习等。二是更新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

法。如对“专题”模块的教学，主要运用“案例—讨

论—结论”的教学方法，实行集体授课，并在注重理

论精讲的同时，结合文本、影视、师生个人叙事等不

同形式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在思考中达到对教育

理念、理论的认识和内化。对实践模块的教学，采取

的是组织学生到中小学进行课程见习，促使学生运

用所学理论去观察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 要求学生

利用寒暑假，到自己家庭所在的社区给中小学生做

家教，到社会进行基础教育的现状调查等。对自主

与合作学习模块，可要求学生阅读不同教育文献包

括教育名著、经典教育故事等，写出读书笔记; 在课

堂学习之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针对基础教

育现状的课题进行合作探究等。
3．实施课程团队共建制度和改革课程评价，解

决教育公平与课程民主的落实问题。在课程实施团

队的组成上，必须突破传统教学主体样式，组建包括

教育学专业教师、学科教学论教师、辅导员、中小学

学科教学指导教师以及学生代表在内的多方人员组

成的课程团队。教育学专业教师主要负责教育学理

论部分教授; 学科教学论教师和中小学学科教学指

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深入中小学进行课程见习; 辅

导员负责学生课程学习、见习的组织、督促、检查; 学

生代表参与教学改革方案研讨与制定，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评价方法的改革提出意见与建议，并收集

学生对课程实施的反馈信息。课程实施主体的多元

化既整合了多方智力资源，也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

教学理念。
同时，通过变革课程评价，落实教育公平与课程

民主问题。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改以往“结果性评

价为主”为“形成性评价为主”，调整课程的平时成

绩与期末成 绩 的 构 成 比 例 ( 平 时 占 50%，期 末 占

50%) 。二是变革课程评价主体，形成包括教育学专

业教师、学科教学论教师、辅导员、中小学学科教学

指导教师以及学生代表在内的各方人员组成的课程

评价团队。教育学专业教师及学生代表评价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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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成效，学科教学论教师及中小学学科教学指

导教师评价学生课程见习效果; 辅导员及学生代表

评价学生寒暑假实践活动效果。三是多元化评价内

容。主要指课程学分结构的调整，即课程 4 个总学

分由 3 个理论学分和 1 个实践学分构成，其中 3 个

理论学分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构成，1 个实

践学分由学生在校学习的实践成绩及寒暑假校外实

践活动的成绩构成。
四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面临地位“边缘

化”、知识“悬置”和实施“单一”的现实困境，这就需

要我们确立课程改革的实践立场，增强其实践关怀。

2．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存在于现实与

网络两重世界，表现为现实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三种

课程实践形态。
3．公共教育学课程实践的时空观、文化观、审美

观和价值观，奠定了高师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

实践转向的认识基础。
4．实施“四年一贯制”，从教育感性培养做起，增

强师范生对教育的理性认知，以解决公共教育学课

程实施的起点问题。
5．创立多模块化的教学内容体系，更新教学组

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以解决课程资源的整合问题。
6．实施课程团队共建制度和改革课程评价，以

解决教育公平与课程民主的落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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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ctice Turn of Curriculum Ｒefor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Normal Universities

LIU Yuan-bi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Abstract: Public education is the basic course for normal university non-profess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and weighs a lot in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The practice turn of curriculum refor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normal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oth in daily teaching and internet，in other
words，be in the 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imaginary and virtual teaching;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in view of space-time，culture，aesthetics and values;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should last for the whole four years of undergraduate period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in doing;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schools as the bas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its evalua-
tion system should be reformed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 equality and democracy． All those measures dem-
onstrat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rner-oriented，advocate learing curriculum and realization of
curriculun team building．

Key words: normal university; publ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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