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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经验总结，缺乏培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本文扼要梳理了后现代课程观与诺尔斯的成人教育学理

论的核心思想，以此为中心线索，从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建构的知识观、教学观、师生观三个维度，深入阐释了

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建构的核心观念，以为探查幼儿园园长培训有效开展的实践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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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国培计划的强劲东风，幼儿园园长培训

目前已经常态化且步入正轨。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幼

儿园园长培训中心的成立，意味着国家级园长培

训机构的诞生，也昭示着幼儿园园长培训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纵观多年来的关于幼儿园

园长培训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笔者曾综合

采用 文 献 计 量 法 和 内 容 分 析 法，以１９９９年 至

２０１４年园长培 训 研 究 的 论 文 作 为 数 据 来 源 进 行

研究，发现关于园长培训的研究主题主要侧重于

现状 与 问 题、培 训 需 求、培 训 模 式、思 考 与 建 议

等［１］１９７，即偏重现状调查与经验总结，缺乏培训的

基础理论研究。鉴于这一状况，本研究试图将园

长培训课 程 的 建 构 置 于 一 种 理 论 指 导 的 框 架 之

下，明晰园长培训课程建构的核心观念。没有理

论指导的培训实践是盲目的。毫无疑问，后现代

课程观是构建园长培训课程的重要理论依托，而

诺尔斯的 成 人 教 育 学 理 论 则 解 答 了 如 何 面 对 作

为成人的园长来实施培训的基本问题。

一、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建构的理论基础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课程观

后现代 是 对 现 代 的 批 判 与 超 越。后 现 代 主

义作为一种 思 潮，其 影 响 波 及 面 甚 广，后 现 代 主

义思想已化作为当代精神的重要元素，这是因为

后现代主 义 所 提 出 的 问 题 都 是 与 人 类 的 生 存 和

命运息息 相 关 的。后 现 代 主 义 的 理 论 特 征 概 括

起来，主 要 包 括 四 个 方 面：１．否 定 的 思 维 特 征。

后现代主义具有鲜明的否定性倾向，它质疑一切

合法性 的 前 提 预 设，摧 毁 人 们 对 元 话 语 的 信 仰

感。２．平 等 的 价 值 取 向。后 现 代 主 义 反 对 二 元

对立逻辑所制造的价值等级与判断，主张不同话

语拥 有 平 等 的 权 利，推 崇 平 等 的 对 话 与 交 流。

３．去中心 的 解 构 策 略。后 现 代 主 义 厌 弃 非 此 即

彼的确定性，重 视 差 异 性 与 流 变 性，并 以 之 代 替

对中心 的 迷 恋。４．多 元 的 方 法 论。后 现 代 主 义

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解释的无限性，认为一切方

法都有其自 身 的 局 限 性，倡 导 运 用 多 种 方 法，容

纳一切思想，追求多样性。

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末，一 些 学 者 基 于 后 现 代 立

场，对传统课 程 观 念 进 行 批 判，形 成 了 课 程 领 域

的“第 三 势 力———概 念 重 建 学 派”［２］５５。以 派 纳、

格林、范梅男等为代表的概念重建学派认为人是

意义的诠释者和创造者，在教育上需要尊重学生

的个体意识及其主体性，教学应当是师生通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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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共 同 完 成 价 值 创 造 的 过 程。派 纳 主 张 从

词源上去 把 握“课 程”（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将 其 理 解 为

“存在经验 课 程”（ｃｕｒｒｅｒｅ）。派 纳 认 为 传 统 课 程

研究存在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错 误 地 诠 释 了“课 程”的

意义，把课程简化成了名词的“跑道”本身，而“存

在经验课程”则是一种人对意义和价值主动追求

的“心路历程”，是个体内在经验与外在环境相互

作用的经 验 改 造 和 意 义 建 构。概 念 重 建 学 派 中

少有的女性学者格林也抨击了传统课程的弊端，
她指出在传统课程中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他们只是 旁 观 者，而 不 是 洞 察 者；只 是 旁 听 者，
而不是领悟 者”［２］７２。格 林 强 调 学 习 者 不 是 知 识

的被动接受 者，而 是 意 义 的 积 极 创 造 者，课 程 与

教学旨在使学生以活生生的知识来解释其世界。
概括起来，概 念 重 建 学 派 有 两 个 核 心 主 张：一 是

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二是重视知识的情境

性和诠释性。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建设性后现

代主义课 程 研 究 成 为 后 现 代 课 程 研 究 中 较 为 引

人注目的一种研究取向，其始作俑者是美国的威

廉姆Ｅ·多 尔 教 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ｏｌｌ，Ｊｒ．）。多 尔

在广泛汲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后现

代的课程模体，并 用 课 程 的４Ｒ标 准 取 代 了 传 统

的３Ｒ标准。所 谓４Ｒ是 指 丰 富 性（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回

归性 （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关 联 性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严 密 性

（ｒｉｇｏｒ）。１．丰富性。丰富性指课程的深度、意义

的层次、多 种 可 能 性 或 多 重 解 释。在 多 尔 看 来，
为了促使学生和教师产生转变和被转变，课程应

具有“适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平衡性、耗散

性等特征［３］２５０。课程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

上都必须足 够 丰 富，这 样 才 能 促 进 意 义 的 形 成。

２．回归 性。多 尔 认 为 回 归 旨 在 发 展 能 力———组

织、组合、探究、启发性地运用某物的能力。在回

归中，有必要 让 他 人 即 同 伴 与 教 师 考 察、批 评 并

对自己的 行 为 作 出 反 应。对 话 是 回 归 的 绝 对 必

要条件，没 有 反 思———由 对 话 引 起———回 归 就 会

变得肤浅而 没 有 转 变 性，那 将 不 是 反 思 的 回 归，
而只是重 复［３］２５４。回 归 性 的 课 程 重 视 对 话，它 的

发展是 开 放 型 的，依 赖 于 教 师、学 生、文 本、文 化

四要素 之 间 有 机 的 相 互 作 用。３．关 联 性。关 联

性有两层含 义：一 是 指 教 育 联 系；二 是 指 文 化 联

系。教育联 系 指 课 程 中 的 联 系———赋 予 课 程 以

丰富的模 体 或 网 络。文 化 联 系 指 课 程 之 外 的 文

化或宇宙观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

的大的模体。两种联系相互补充［３］２５５。多尔重视

联系与利用丰富的联系建构课程模体的尝试，显

然受到 了 怀 海 特 思 想 的 影 响。４．严 密 性。多 尔

所说的严 密 性 是 不 确 定 性 和 解 释 性 的 组 合。从

某种角 度 上 来 说，严 密 性 是 四 个 标 准 中 最 重 要

的，它防止转变性课程落入“蔓延的相对主义”或

感情用事的唯我论［３］２５８。多尔认为后现代课程最

明显的特征是其丰富性，而严密性则是使丰富性

成其为丰 富 的 关 键 之 所 在。多 尔 的 课 程 理 论 奠

定了建设 性 后 现 代 主 义 课 程 研 究 的 基 础。他 对

知识、课 程、教 学、师 生 关 系 等 问 题 的 深 刻 见 解，
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二）诺尔斯的成人教育学理论

马尔科姆·诺尔斯（Ｍａｌｃｏｌｍ　Ｓ．Ｋｎｏｗｌｅｓ）是

现代美国 乃 至 世 界 著 名 的 成 人 教 育 家。诺 尔 斯

深受进步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

１９７０年出版了 成 名 之 作《现 代 成 人 教 育 实 践：成

人教育学 和 儿 童 教 育 学 的 对 照》，在 世 界 上 产 生

了深远的影响［４］３９。诺尔斯创建了“成人教育学”
这一概念并将其理论化，主张把成人教育学作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儿童教育学并存，是首位试图

建构完整的 成 人 教 育 理 论 的 教 育 家，被 誉 为“美

国成人教育之父”。诺尔斯成人教育思想的核心

是成人学习 思 想，概 括 起 来，诺 尔 斯 成 人 学 习 思

想的基本观点如下［５］１７２－１７３：

１．已有 经 验 是 成 人 学 习 的 重 要 基 础。诺 尔

斯深受杜 威“教 育 即 经 验 的 不 断 重 组 改 造”思 想

的影响，十分重视经验在成人学习中的作用。诺

尔斯认为，儿 童 学 习 者 的 经 验 多 为 间 接 经 验，而

成人学习者的经验则多为直接经验，且具有丰富

性与多样性，成人和儿童之间经验上的差别在学

习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成人对他人

的学习可 以 贡 献 更 多 的 东 西。对 于 大 多 数 学 习

活动，他 们 自 己 就 是 丰 富 的 学 习 资 源。第 二，成

人有着更加丰富多彩的经验，可以与新经验联系

起来［６］５１。经验 不 仅 是 成 人 学 习 的 目 的（成 人 重

视经验的运用），也是成人学习的条件（若成人的

经验受到贬损，他们就会抵触学习）。

２．自我 指 导 是 成 人 学 习 的 基 本 特 征。诺 尔

斯认为个体成长的过程，也是自我概念转化的过

程，即从依赖型转变为自我指导型。成人教育不

能像儿童 教 育 那 样“我 教 你 学”，而 应 该 是“我 帮

助你学”，如 果 说 儿 童 教 育 学 是 教 儿 童 的 艺 术 和

科学，那么成人教育学则是帮助成人学习的艺术

和科学［６］４０。诺 尔 斯 受 到 人 本 主 义 的 影 响，十 分

重视成人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概念”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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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斯将自我指导学习视为成人教育的核心。

３．问题 解 决 是 成 人 学 习 的 目 标 指 向。对 于

儿童来说，教育基本上是一个积累知识和技能以

用于未 来 生 活 的 过 程。相 反，对 于 成 人 来 说，教

育是一个 提 高 能 力 以 应 付 生 活 中 面 临 的 问 题 的

过程［６］５７。成人的学习意愿是与其社会职责密切

相连的。儿 童 所 要 学 习 的 往 往 是 那 些 与 他 们 身

心发展相符合的“必须学习”的东西，而成人需要

学习的往 往 是 那 些 与 他 作 为 一 个 社 会 成 员 的 社

会任务相符合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因此，在成

人教育中，课程计划应该与成人的社会任务相适

应［４］４２。如果 说 儿 童 学 习 是 以 教 材 为 中 心 的 话，
那么，成人学习则是以问题为中心。

４．成人 教 师 是 成 人 学 习 的 合 作 伙 伴。成 人

学习的 自 我 指 导 性 并 不 排 斥 成 人 教 师 的 存 在。
诺尔 斯 认 为 成 人 教 师 的 职 能 主 要 包 括 六 个 方

面［６］１７：（１）诊 断 职 能，即 在 一 定 的 环 境 中 帮 助 学

习者诊断具体的学习需要；（２）计划职能，与学习

者一起制 订 理 想 的 系 统 的 学 习 计 划；（３）动 机 职

能，创造一种条件，以便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４）方法职能，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和技术，以开展

最有效的学习；（５）资源职能，提供必要的人力物

力资源，以 便 从 事 最 有 效 的 学 习；（６）评 价 职 能，
帮助学习 者 评 价 学 习 活 动 的 结 果。由 于 成 人 教

育的特定属性，成人教 师 “是 一 个 促 进 员 而 不 是

一个教 导 员，是 一 个 领 路 人 而 不 是 一 个 奇 才”。
“成人教育学认为，就‘使人学习’的意义而言，教

师不能 够‘教’。一 个 人 只 能 帮 助 另 一 个 人 学

习。”［６］４９成人教师与成人学习者构成一个学习共

同体，他 们 之 间 应 该 建 构 平 等 的 关 系。为 此，诺

尔斯提出了“学习契约”的概念，他主张成人教师

与成人学 习 者 按 照 既 有 的 约 定 合 理 有 序 地 推 进

学 习 活 动，保 证 彼 此 之 间 的 帮 助 促 进、和 谐

共处［７］７。

二、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建构的核心观念

知识观、教 学 观、师 生 观 是 一 切 课 程 架 构 必

须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后现代课程观与成

人教育学原理建构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也必须

明晰这三个核心观念。
（一）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的知识观

现代课程中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来自“外部”，
是独立于 学 习 者 的 外 在 的 信 息 复 合 体。知 识 可

以被发 现，但 不 能 被 创 造。而 在 后 现 代 课 程 中，
知识被视 为 具 有 文 化 性 和 情 境 性。文 化 性 即 知

识是文化介 入 的，任 何 一 种 认 识 活 动，都 不 是 纯

粹的外在的反映过程，而是包含着非常复杂内在

的理解过 程［２］２８１。情 境 性，即 知 识 总 是 存 在 于 一

定的时 间、空 间、理 论 范 式、价 值 体 系、语 言 符 号

等因素之 中。后 现 代 课 程 中 的 知 识 观 将 知 识 看

成是对人的 兴 趣、价 值 和 行 动 的 反 思，它 是 建 构

的而不是灌输的。正如多尔所指出的：世界的知

识不是固定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只有通过我们

的反 思 性 行 为 它 才 能 够 得 以 不 断 地 扩 展 和

生成［３］１４７。
幼儿园园 长 培 训 课 程 建 构 的 知 识 观 应 该 基

于后现 代 知 识 观 的 基 本 立 场，重 视 知 识 的 情 境

性、文化性以 及 动 态 的 建 构 性，破 除 传 统 幼 儿 园

园长培训过程中，选择确定性的静态的知识作为

课程内容，将课程知识置于幼儿园园长的已有经

验之外，忽视幼儿园园长个体的生活世界与已有

经验的认识与做法，重新构建开放的幼儿园园长

培训课程。具体说来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１．调整课程结构，注意多元化。将理论 课 程

与实践课程、通 识 课 程 与 专 业 课 程、基 础 课 程 与

特色课程、必 修 课 程 与 选 修 课 程 等 有 机 结 合，建

构模块化 课 程 群。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可 以 将 园 长 培

训课程内容 分 为 理 论 知 识 内 容、实 践 能 力 内 容、
经验分享 内 容 三 类。理 论 知 识 内 容 模 块 主 要 采

取专题讲授、案 例 教 学 等 方 式 进 行 教 学；实 践 能

力内容模块 主 要 通 过 园 所 诊 断、同 伴 互 助、影 子

培训、行动研究、名园观摩、挂职实习等方式开展

教学；经验 分 享 内 容 模 块 则 主 要 通 过 主 题 论 坛、
主题沙龙、经验交流、小组讨论、管理叙事研究等

方式开展 教 学。《幼 儿 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从 园 长

工作职责 的 六 个 侧 面 架 构 了 园 长 专 业 发 展 的 六

大维度，这也构成了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内容设

计的重要依据。

２．重组课程内容，突显实践性。幼儿园 园 长

作为学员 即 资 源。园 长 不 仅 掌 握 一 定 的 专 业 理

论知识，而 且 有 着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 与 实 践 智 慧。
陈向明将 教 师 的 知 识 分 为 理 论 性 知 识 与 实 践 性

知识，她 认 为 实 践 性 知 识 是 教 师 内 心 真 正 信 奉

的、在日常 工 作 中“实 际 使 用 的 理 论”，它 支 配 着

教师的思想和行为［８］５２。幼儿园管理是一个实践

性很强的领 域，需 要 园 长 的 实 践 性 知 识 来 支 持。
园长的实 践 性 知 识 构 成 了 园 长 专 业 发 展 的 主 要

知识基础，在园长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理论性知

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培训中要高度

重视园长的实践性知识，使其成为培训的重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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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另一 方 面，还 要 通 过 诸 多 的 路 径 来 实 现

园长实践性知识的有效传播。
（二）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的教学观

后现代 主 义 者 认 为 知 识 是 社 会 的 建 构，因

此，教育教学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学生的角色

从待加工 或 被 加 工 的 客 体 转 化 为 对 话 关 系 中 的

主体［９］５４。后现 代 课 程 的 教 学 观 非 常 重 视“自 组

织”。所谓 自 组 织 即“自 我 催 化 作 用”。多 尔 指

出：“教学—学 习 框 架 可 以 脱 离 学 习 是 教 学 的 直

接结果或 者 教 与 学 是 高 级—低 级 的 关 系 这 一 因

果框架，从而 转 向 另 一 种 方 式，即 教 学 附 属 于 学

习，学习因个体的自组织能力而占主导。而且教

学改变了做 法，从 教 导 性 转 向 对 话 性。”［３］１４６传 统

的教学方式在本质上是独白式的，后现代主义主

张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鼓励在课程教学中以师

生对话取代教师的独白与灌输，在这种教学过程

中，师生围绕 具 体 的 问 题 情 境，在 各 自 不 同 的 立

场上进行独立思考，通过沟通交流最终达成和解

（而非 一 致）［１０］２１４。后 现 代 主 义 者 反 对 预 先 设 定

的静态 课 程，倡 导 师 生 共 同 形 成 和 发 展 动 态 课

程［１１］７１。多尔立场鲜明地指出：“我将有意识地试

图从过程———发展、对 话、探 究、转 变 的 过 程———
的角度而 不 是 从 内 容 或 材 料（跑 道）的 角 度 来 界

定课程。”［３］１９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预先设定的静态

课程，提倡 通 过 参 与 者 的 理 解 与 对 话 形 成 课 程。
用隐喻来说，课 程 的 本 质 是“跑 的 过 程”，充 满 变

化、生 机 勃 勃、丰 富 多 彩，而 不 是 确 定 的、孤 零 零

的、没有生气的“跑道”。
幼儿园园 长 培 训 课 程 建 构 的 教 学 观 应 该 基

于后现代课程教学观的基本立场，将教学视为一

种“对话”的过程。培训者应该改变传统的“你教

我学”的依 赖 型 的 教 学 模 式，充 分 激 发 园 长 学 习

的主体性与自我指导性，采取“我帮你学、我助你

学、我促你 学”的 新 型 教 学 模 式。教 育 部 关 于 培

训工作 的 指 示 要 求，也 体 现 了 这 种 新 型 的 教 学

观。２０１３年８月，《教 育 部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中 小

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要更新

培训理念，坚 持 以 学 员 为 主 体、以 问 题 解 决 为 导

向、以 能 力 提 升 为 目 标，采 取 专 家 讲 授、案 例 教

学、学 校 诊 断、同 伴 互 助、影 子 培 训、行 动 研 究 等

多种方式，强 化 学 员 互 动 参 与”。后 现 代 主 义 者

对知识的社会建构特性的强调，意味着教学是一

个师生双方积极的互动过程。具体说来，基于新

型教学观的园长培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１．参与 式 的 教 学 活 动 设 计。参 与 式 的 教 学

活动设计，通过现场观摩、案例分析、小组研讨等

方式，使园长在反思—分享—行动的 过 程 中 构 建

新的实践 性 知 识。园 长 之 间 最 默 契 的 语 言 是 他

们的管理实践，是他们群体的实践性知识。园长

表达与反思自身管理经验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
与同伴交流分享，借助学习共同体的集体智慧检

视自身的管 理 实 践，这 是 协 商 意 义、创 生 新 知 的

过程。参与 式 教 学 设 计 中 的 现 场 观 摩 深 受 园 长

喜爱。来自江苏省的一项园长培训调查显示，园

长需求最大的是幼儿园现场观摩学习［１２］４９。我们

以在教育 部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 中 心 参 培 的 全 国 幼

儿园园长为调查对象，发放８００份调查问卷，回收

了６８４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园长认为对自

身专业水平帮助最多的前三项培训方式依次为：
现场观摩、专题讲座、经验分享；园长认为最能促

进自身工 作 效 能 提 升 的 培 训 方 式 排 在 前 三 项 的

依次为：专家引领下的幼儿园改进、现场观摩、经

验分享。正 如 诺 尔 斯 成 人 学 习 理 论 所 揭 示 的 那

样：成人学习基于经验，基于现场，追求实际问题

的解决。

２．行动 学 习 模 式 的 运 用。行 动 学 习 思 想 与

诺尔斯的 成 人 学 习 理 论 不 谋 而 合。行 动 学 习 符

合成人 学 习 的 特 点，将 学 习 置 于 真 实 的 教 育 现

场，发 现 真 问 题，解 决 真 问 题，同 时 真 的 解 决 问

题。行动学习突显了受训者的主体地位，激活了

受训者的实践性知识，提高了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与培训效果 的 实 效 性。英 国 管 理 学 家 雷 格·瑞

文斯（Ｒｅｇ　Ｒｅｖａｎｓ）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了“行

动学习”的思想，他将行动学习用方程式来表达：

Ｌ（学 习）＝Ｐ（程 序 性 知 识）＋Ｑ（洞 察 性 提 问）。
美 国 著 名 培 训 师、咨 询 师 迈 克 尔 · 马 奎 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又将此方程式改造为：Ｌ（学

习）＝Ｐ（程 序 性 知 识）＋Ｑ（洞 察 性 提 问）＋Ｒ（批

判性反思）［１３］７９。在实际培训过程中，行动学习一

般分为七个步骤：选择问题、构建行动学习小组、
召开行动学 习 启 发 会、澄 清 问 题 并 制 定 方 案、执

行方案、总结与评估、固化与分享［１４］１０。行动学习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行、思有机结合的理念。
中长期的园 长 培 训，可 以 融 入 行 动 学 习 的 方 式，
助推培训形式从个人学习到组织学习，培训效应

从个体成长到组织变革。

３．四段 式 培 训 模 式 的 构 建。园 长 培 训 的 教

学设计，既应 该 有 短 期 的 教 学 设 计，也 应 该 有 长

期的教学 设 计。四 段 式 培 训 模 式 是 一 种 长 期 的

教学设计，它由“集中培训、影子学习、返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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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提 升”四 个 阶 段 组 成。集 中 培 训———围 绕

《幼儿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规 定 的 六 项 工 作 职 责 以

及幼儿园园长办学治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通过专题讲 座、案 例 教 学 等 方 式，帮 助 园 长 提 高

理论水平与 发 现 问 题、分 析 问 题、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影子学习———进入教育现场（实践教学 基 地

园所），通 过 采 取“观 察、访 谈、交 流、研 讨”等 方

法，深度学习基地园所的先进经验，同时，剖析存

在的问题，明晰自身园所的发展与改进思路。返

岗实践———在理论学习与影子学习的基础 上，回

归自身岗 位 之 后 将 所 学 的 知 识 运 用 到 幼 儿 园 的

管理实践中去，切实改进幼儿园的工作。总结提

升———在培训专家的指导下，对返岗实践过 程 中

积累的新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升，对遇到的新

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寻找解决的对策，从而形

成新的改 进 方 案。四 段 式 培 训 模 式 是 对 短 期 的

集中式培训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一个较长的周

期内持续拉动园长的专业化发展。
（三）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的师生观

在教育史 上，曾 出 现 两 种 极 端 的 师 生 关 系：
一种是 以 教 师 为 中 心，另 一 种 则 是 以 学 生 为 中

心。这两种 对 立 的 师 生 观 均 建 立 在“主 体—客

体”二元对立的思维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的师

生观主张去“中 心 化”，消 解 教 师 的“中 心”与“权

威”地位。一 方 面，倡 导 构 建 民 主 与 平 等 的 师 生

关系；另 一 方 面，倡 导 师 生 对 话 与 合 作。通 过 对

话，教师与学 生 之 间 的 关 系 由 绝 对 走 向 相 对，即

二者之间的角色将在不同的时空点会发生逆转，
教师与学生都同 时 具 有“教”者 与“学”者 的 双 重

身份。“‘平等者中的首席’界定了转变性后现代

课程中教师的作用。作为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

的作用没有 被 抛 弃；而 是 得 以 重 新 构 建，从 外 在

于学生情 境 转 化 为 与 这 一 情 境 共 存。权 威 也 转

入情境之中。……在情境性框架之中，施瓦布的

‘地方性事务状态’里，教师是内在于情境的领导

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３］２３８

在传统 的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 中，作 为 培 训 者

（培训专家）其 角 色 主 要 为：信 息 发 布 者、独 白 式

的灌输 者；作 为 受 训 者（参 训 园 长）其 角 色 主 要

为：信息 接 收 者、被 动 的 接 受 者。后 现 代 主 义 颠

覆了理性的 霸 权，今 天，基 于 后 现 代 课 程 师 生 观

的基本立场，培训者与受训者之间应该建立起民

主平等的对 话 关 系，培 训 者 转 变 为“学 习 的 促 进

者”，受训 者 成 为“学 习 的 建 构 者”。培 训 者 不 再

是真理的代言人和权威者，培训者与受训者之间

的关系由“奴化”走向了“对话”。这样，培训者与

受训者之间消除了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

的关系，所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反思性关系。在

这种关系 中，“教 师 并 不 要 求 学 生 接 受 教 师 的 权

威；他要求 学 生 对 这 种 权 威 保 持 一 种 怀 疑 态 度，
以促使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探索，探索学生正在

体验的一切。教师乐于面对学生的质疑，并与学

生一起共同反思彼此所获得的理解。”［２］１５８具体说

来，基于新型 师 生 观 的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应 该 注

意以下两点：

１．使园长 的 经 验 真 正 发 挥 其 作 为 培 训 资 源

的价值

诺尔斯明 确 指 出 了 成 人 学 习 与 儿 童 学 习 不

同：“第一，他们的自我概念从依赖型人格转变为

独立的人；第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

验日益成为他们丰富的学习资源。”［６］４２园长个性

化的经验成为他接受培训的背景知识，构成其学

习的丰 富 的 内 在 资 源。长 期 以 来，在 培 训 过 程

中，园长 拥 有 的 实 践 性 知 识 没 有 受 到 应 有 的 重

视，更没有得到充分的激活与挖掘。激活与挖掘

园长的实 践 性 知 识 最 直 接 的 途 径 就 是 开 展 诸 如

“主题沙龙（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管理案例现

场教研”“影 子 学 习”“工 作 坊”“园 所 诊 断”“幼 儿

园管理叙 事 研 究”等 教 学 活 动。园 长 作 为 受 训

者，其已有的实践性知识本身就是宝贵的培训课

程资源，这种资源具有反哺培训教学的价值［１５］２２。
反哺价值 不 仅 体 现 在 参 训 园 长 的 实 践 性 知 识 构

成了园长培训课程的一部分内容，也体现在园长

的实践性知识通过口头与书面的表达，丰富了培

训者（主 要 指 理 论 型 专 家）对 幼 儿 园 管 理 实 践 的

认识，这有助于提升培训者的专业素养并促进其

理性反思，从而改进培训工作。

２．构建学习共同体

怀海特的内在关系有机论、普利高津的自组

织、皮亚杰的生物学世界观都抛弃了外在的控制

观，均假设权威存在于情境之中。根据这些理论

假设，多尔主 张 教 师 的 作 用 并 没 有 被 抛 弃，其 权

威依然存在，只 不 过 权 威 已 不 是 外 在 于 情 境，而

是转入情境之中，教师成为“平等中的首席”。在

这一框架中，教 师 不 再 是 解 释 者、他 人 价 值 的 强

加者、外 在 的 专 制 者，而 是 对 话 者、转 化 者、内 在

于情境的 领 导 者。该 情 境 的 形 成 需 要 构 建 良 好

的学习共同体，展开带有批判性的对话，把“思想

抛入每 种 可 能 性 的 集 合”，成 为“没 有 人 拥 有 真

理，但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

·７５１·



王国。”［２］１４８学习共同体的打造充分体现了后现代

主义的师 生 观———平 等 与 对 话。学 习 共 同 体 是

由具有共 同 学 习 目 标 的 学 习 者 与 助 学 者（教 师、
专家、辅导者等）所组成的团体，团体成员平等交

流、经验 共 享、同 伴 支 持、相 互 依 赖、合 作 探 究。
学习共同 体 的 构 建 有 利 于 促 进 个 体 知 识 的 构 建

与群体智慧 的 共 生 与 共 享。２０１３年８月，《教 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探索建设校长网络研修社区，积极开

展区域内、区 域 间 校 长 网 上 协 同 研 修，推 动 校 际

间、城乡间校长网上帮扶，形成校长发展共同体，
实现校长 培 训 常 态 化。鼓 励 各 地 设 立 优 秀 校 长

网上工作 室，发 挥 辐 射 带 动 作 用”。学 习 共 同 体

需要确立共同的学习目标与任务，团队成员要分

工协作，在平 等、尊 重 的 前 提 下 实 现 共 同 成 长 与

进步。
总之，知 识 观 的 改 变 带 来 了 教 学 观 的 改 变，

教学观的 改 变 又 引 发 了 师 生 观 的 改 变。在 后 现

代课程观与诺尔斯的成人教育学理论的观照下，
我们尝试 建 构 起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 课 程 的 新 的 知

识观、教学观与师生观，在新型三观的指引下，有

效地提升幼儿园园长培训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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