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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师专业发展成为挖掘教师潜能、提升教师质量的重

要因素，如何更好地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则成为进一步思考的问

题。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 1881 年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

次提出共同体，以此强调共同体中人际间的紧密关系和共同的

精神意识，由此共同体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探索教师专业发

展的新路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旨归，通过

建立共同愿景和平等对话，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实现思想共享、生
成群体智慧。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孕育并产

生自身特有的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文化又对其进行反哺，这样

的良性循环对于教师价值观的引领、良好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有

效行为的指导等具有重要价值，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很强的

促进作用。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而

在实践中却偏于形式，实质上并未真正形成，深刻制约着共同体

的构建，因而探寻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的桎梏并予以消释

成为本文的旨趣。

一、桎梏：当前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存

在的困境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伴随共同体的建设而不断孕育生

成，文化又通过对教师、课程和学校环境等多个教育要素的渗透

来影响共同体。然而，在实践中，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却面临诸

多困境，在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深刻制约着教师专业发

展。因而，厘清教师共同体自身文化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十分必

要。

（一）学校愿景与个人愿景不相一致
共同愿景是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运行的重要驱动力，能够

激发和调动教师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共同体价值观的高度

结晶，集中体现了共同体文化。具体而言，共同愿景是教师对未来

期望的共同假设和期待〔1〕，实践中即为教师共同体的目标体系，

其中包括学校愿景和个人愿景。学校和个人是否存在愿景和两

者的愿景是否达成一致成为共同愿景形成的重要指向。然而，在

实践中却呈现出二者不相一致的状况，主要表现为：首先，在愿

景的内容层面上不相一致。学校愿景注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实现良好的学校课程和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尤其偏重学生的

发展，多以提升学生成绩为目标和考核准绳。个人愿景主要立足

于个人价值观，包括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期盼和关注。
而教师个人愿景虽然也关注教育教学的技能提升和学生的成

绩，但在愿景的数量和范围上不及学校愿景。个人愿景更侧重自

身教学能力的提升和职业境遇的改善，落脚点在于提升自身的

综合竞争力和生存状态。其次，在愿景的制定层面上不相一致。
教师共同体作为学校的构成部分之一，受到传统层级管理的影

响，其共同愿景在制定中多受制于学校意志，给予教师个人的选

择和参与权利有限，教师只是作为一个听命于领导的被动执行

者，缺乏教师群体的参与和讨论，很难体现教师的个人愿景。这

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共同愿景不利于深入教师共同体内

部，而教师持有的自我防卫的心态也很难真正接受和理解这样

的共同愿景。再次，在愿景发展层面上不相一致。教师在处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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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愿景和学校愿景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分歧，从而导致共同愿景

发展不顺畅。应然状况下，个人愿景是学校愿景建立的基础，学

校愿景能够引领个人愿景的发展。由于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是

一个多元主体，众多丰富多样的个人愿景同时存在着异质性，而

这与学校愿景的统一性相矛盾和冲突，影响学校愿景的顺畅引

导。而学校愿景又以行政命令式加以施行，缺少对教师个人愿景

和需求的合理考虑和观点采择，从而产生不同意见的简单相加，

导致共同愿景难以成形。

（二）学校领导与教师缺乏平等对话
对话是共同体的重要互动方式，平等的对话是教师专业发

展共同体优越于其他组织的重要特征，而实践中这种优质特征

却遭到破坏，影响到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良性互动的形成。
具体表现为：首先，学校领导和教师角色的固着。教师专业发展

共同体强调平等的主体间关系，共同体内部是平等的成员，每个

个体都享有同等权利。然而教师群体中一些人以领导者自居，领

导者的绝对权威角色十分明确，具有明显的话语霸权；多数教师

则扮演着被动接受者的角色，习惯被领导、被安排，教师的表达

机会少之又少，共同体实现平等对话更是无从谈起。其次，学校

领导在共同体行动中的武断决策也是阻碍平等对话的表现之

一。教师共同体需要解决诸多教育教学问题，在众多解决方案的

决策过程中会面临诸多分歧，这些分歧应共同协商、民主抉择，

然而实践中领导者的武断决策较多，领导者会强化自己的意见，

缺乏对教师意见的合理吸纳，导致共同体专业认同度较低，教师

群体习惯于一味顺从，缺乏思想的碰撞和争鸣。

（三）教师群体缺少思想共享
思想共享是教师群体经验的总结升华，是形成群体智慧的

必要条件，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促进教师共同体建设。
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教师群体缺少这种思想共享，主要表现为：

首先，教师思想共享的意愿不强。教师共同体探讨的内容多为学

校指定的内容，探讨的方式也多是讲座和讨论等固定模式，对实

际教学问题缺乏了解和调研，难以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教师的参与意愿不强，也就无法实现顺畅的思想共享。其

次，教师思想共享的路径缺乏灵活性。教师共同体的思想共享，

内容上包括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实际教学经验、教育教学

技术等；方式上包括对过程的信息提取以及对结果的总结评价

等。实践中，教师在思想共享内容上偏向分享实际教学经验，缺

少专业知识的探讨；在方式上偏向简单结果的分享，缺少深入思

考信息的提取。再次，教师思想共享经验不足。教师共同体多是

上层领导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而设立，众多教师并没有较多的接

触和合作的机会。他们是鲜明的个体，对于如何与其他教师和谐

共处，如何处理争议问题，如何在一个群体环境中恰当表达自己

的意见，如何在自己和他人发言之后做一个评价反思等实践智

慧并没有相关的指导和培训，而实践中这样的锻炼机会又很少，

导致教师的合作共享经验不足。

二、追问：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困境产

生的原因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共融、共生、共进的文化，在共同体发展中得以涵养。然

而，在现实中，教师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的桎梏，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一）文化层面：传统教师文化惯性的制约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在教师文化中孕育发展，必然受

到传统教师文化的影响，在继承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传统教

师文化惯性的制约。传统教师文化惯性主要是指传统教师文化

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主要包括教师个体的习惯性防卫、被切割的

局限思考和单一的接受心向，这些惯性带给共同体文化的桎梏

是深刻而隐性的。具体而言，首先，教师个体的习惯性防卫导致

教师思想共享成为空谈。习惯性防卫是指个体在环境中的固定

思维模式以及在其指导下的自我封闭的心理状况。在共同体中，

教师因顾忌自己失去优势，固守知识的阵地，教师之间就是独立

的马赛克，有自己的菱角和边线，教师之间缺少交集，群体智慧

难以生成。其次，教师被切割的局限思考导致个人愿景与学校愿

景不相一致，不利于实现思想共享。被切割的局限思考主要是指

思考过程中考虑不全面，缺乏长远的思考。真正的具有前瞻性的

积极行动，必须以整体思考的方法和工具进行深思熟虑和细密

量化〔2〕。教师缺少整体思考的局限思维会影响共同体达成共同

愿景，从而影响思想共享。再次，教师单一的接受心向妨碍了良

性互动，使教师只想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主动、富有创造性地

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实践中，教师在单一接受心向的影响下，用

单一向度去倾听和接受他人意见，用缄默的方式对抗对话合作，

缺乏交流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思想共享，也不利于共同

体的运行。

（二）学校层面：差序格局下的学校管理失衡
差序格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制度安排和权利运作的一种

模式，如石头投向水中的层层波纹向外逐渐扩展，影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一层层波纹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相互牵连，却又围

绕同一个中心，影响力逐渐变化。这种差序格局也波及到教师专

业发展共同体，呈现出学校在共同体文化建设上的管理失衡，主

要体现在关系营造的失衡。具体而言，首先，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不利于形成和谐关系、生成群体智慧。这种

关系是对个体价值、人文氛围的忽视，教师置身于这种被管理情

境中，认为专业发展只是完成工作和任务，而不是进行人文关怀

的创造性事业，更不是谋求知识的进步和智慧的生成。在这种背

景下，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制约，共同体建设容易发展成

程序化、制度化的要求，直接导致平等对话和思想共享的匮乏。
其次，教师崇尚权威和攀附人情不利于深入的合作交流和思想

共享。教师共同体是共同合作的平台，教师置身于人情关系中较

易用溢美之词和示好行为去维持这一关系，取得他人的信任和

支持，减少对自己的不利影响，缺少针对问题的探究和敢于言说

的行为，这影响到教师愿景的形成，对于互助合作的共同体文化

形成产生较大阻碍。再次，教师之间在这种差序格局下由于缺乏

心理支持而使得共同愿景流于表面形式。教师共同体在理论上

是一个高度合作的组织，教师之间是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相互

依赖性强。然而由于教师的个体差异以及等级关系等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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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有限，尤其是教师受到的肯定和鼓励有限，从而影响到

教师亲密和谐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三）教师层面：教师合作知识和能力素养的缺乏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合作、合作互动，因而需

要教师具有相应的合作素养，包括教师的合作知识和能力。当前

教师合作知识和能力素养对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愿景的达成、
互动对话的质量和群体智慧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教师缺乏必

要的合作知识和合作能力是直接导致共同体发展不顺畅的原

因。教师合作是教师共同体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教师掌握的合作

知识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其合作行为。教师合作知识主要是指关

于合作内容的知识以及反思和评价等相关知识，然而教师对合

作知识的选择和掌握情况并不理想，尤其对合作内容了解不深

入直接影响到共同愿景的建立；反思和评价等相关知识对于对

话的质量和思想的共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合作能力作为合作

知识的行为指向，它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教师合作素养。教师在合

作中的沟通对话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反思评价能力能够决定

共同体的对话质量和思想共享水平。教师缺乏合作知识和能力

素养，必然会制约共同体愿景的形成和互动合作的实际效果。

三、消释：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的构建
策略

史谟勒（Small）认为：“文化是机械的、心灵的和道德的技术

之全部整备，人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他们的目标”〔3〕。这说

明文化不仅会存在发展的困境，也会以一种新姿态去改善目标、
达到改造的目的。实现并优化共同体文化需要从问题着手，结合

原因，探索消释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文化桎梏的策略。
（一）树立明确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愿景
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愿景是教师个人愿景和学校愿景相

协调的产物，能够将个人动机、内在兴趣和学校发展目标相结

合，从而有利于教师积极的持续性学习，在进行实践的同时也

能够促进教师创新能力的提升〔4〕。然而，现实中却存在个人愿

景和学校愿景不相一致的状况，因而树立明确的教师专业发展

共同体愿景势在必行。首先，激励教师个人愿景的形成。教师个

人愿景的形成是教师共同愿景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因而鼓励教

师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将学习和工作、工作与

生活关系处理好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制定适宜的个人

愿景十分重要。其次，平衡学校和教师的发展需求。学校和教师

发展的目标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因而需要在丰富多样的教师

个人愿景和学校发展愿景中寻找平衡点，多给予教师参与的机

会，创造教师参与的条件，充分了解教师的需求。再次，民主协商

和积极引导共同愿景的制定。共同愿景是引领共同体发展的重

要内驱力，能够实现教师个体愿景和学校愿景的统一。能够实现

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即民主协商，共同参与制定，而非实践中自

上而下的命令式安排。因此，在实践中多一些深入讨论交流，有

步骤、有层次地推进制定过程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构建和谐的教师群体关系
和谐的教师群体关系既是促进共同体建设的凝聚力，又是

形成共同体文化的必然条件。实践中共同体文化中教师间角色

固着、等级关系明显以及思想共享困难等问题均凸显了构建和

谐教师群体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尊重教师个体的参与、表达以

及学习的权利。教师自身有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愿望，希望通过共

同体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在参与过程中，他们有发言表达自己

想法的需要，在学习的方式上有自己的选择，当共同体的互动、
合作核心理念不一致时，仍然需要予以尊重，并提供宽松的氛围

去引导，让教师内心感受到尊重。其次，积极构建教师之间对话

的平台。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构建教师之间对话的

平台，使教师在民主、和谐的对话氛围中去共生、融合和创造。
通过合理安排合作的时间和事宜的内容，积极探索多种合作方

式，争取多种合作的机会，构建对话平台能够促进教师之间相

互启发、相互补充，从而完善教师原有的知识体系并不断更新

观念。再次，协调学校领导和教师之间的角色关系。学校领导和

教师之间合作性的工作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学校整体发展。当前

教师共同体中存在言语上的霸权主义、行动上的武断决策等问

题，重要原因在于教师权利意识的淡薄和角色地位的低微，教师

无力解除这一桎梏，而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平衡个人

需要和群体的需要〔5〕。因而将权威性、高控制性的领导角色褪

去，充分尊重并肯定教师本身的生命价值，兼顾群体和个人的需

要，在共同体建设之初形成和谐、平等的成员关系，方能让合作

成为可能。

（三）重视教师合作观念和能力的提升
教师合作观念和能力支配着实践行为，其提升能有效化解

教师共同体文化中学校愿景和个人愿景的不相一致以及思想难

以共享的局面，有利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首先，教师应根据自

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共同学习的观念。教师应转变已有的被

动和封闭观念，认识到开放、互助学习对个人素质提升意义重

大，努力做到不因循守旧，不盲目自大，不固步自封，敢于走出去

和他人共同分享。其次，教师应不仅局限于问题解决，还需多进

行总结反思。共同体是进行多种信息交流的平台，亟需自我反思

和换位思考作为对话的基础。实践中，教师思想共享在内容上偏

向分享实际教学经验，缺少专业知识的探讨；在方式上偏向分享

简单的结果，缺少在过程中加入自己思考的信息提取，即缺少在

后期的经验分享中，碰撞产生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的典

型表现。而教学反思的着眼点在于审视教学亮点，捕捉教学智慧，

结构教学设计，诊断教学问题〔6〕。教师养成自己内省、自我对话

的习惯，不仅是对自身教育教学的深刻反馈，更是换位思考的前

提条件。再次，教师应不断学习，提升钻研求真的创造能力。时代

发展迅速，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来充实自己，以适应新的教育环

境，在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不断更新合

作、互动等观念，还要具备甄别问题、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

只有不断用知识和能力武装自己，才能更好地建设共同体，促使

个体和群体智慧的提升。

（四）提供适宜的支持条件
学校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既受到社会文化的

影响，又具有自身文化特征，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学校文化作为

相对稳定的内在环境应该主动接受和适应时代的发展〔7〕。学校

文化中的制度则是共同体最有利的保障，适宜的教学制度、激励

制度能够保障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有效消释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保障教师享

有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时空条件。教师共同体在时间上受制于课

堂时间的固定安排，教师只能寻找课余时间共同学习、研讨；在

空间上，教师所需的思考空间和情境受到密闭固定空间和物件

的局限，因而学校应提供专门的场所，合理安排时间，让教师能

够充分交流互动，实现教师积极表达和思想共享等。其次，建立

配套的评价和激励制度。当前评价和激励制度相对独立，各自为

战，没有形成合力去检验和驱动教师共同体的运行，亟需建立多

元化的评价机制，尤其需要注重过程性评价；通过适当引入竞争

机制来激活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尤其需要注重以群体奖励代

替个人奖励来激发教师共同体的积极性，加强教师共同体内部

的情感联结。再次，实现学校直线组织的扁平化。学校在管理方

面多为直线管理，上下级关系明确，且各条直线关系下交叉少、
联系松散，这对于教师共同体群体智慧的交流、凝练有重要影

响。各年级组、备课组相对独立、封闭，对于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要求的开放、合作相距甚远。尤其是因此引发的教师心理空间上

的封闭，也直接影响到共同体学习中的经验分享和问题解决。因

而构建扁平化的组织关系，营造相对民主、平等的氛围，采用分

布式、支持性和群组领导等方式〔8〕，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共同

体的文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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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ckles，Questioning and Digestion：The Analysi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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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culture is harmony，symbiotic and common progres-

sive.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culture，it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exist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chool visions aren’t consistent with personal visions，the leaders lack equal di-

alogue with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lack idea sharing. These problems are affected mutually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strengthen the condi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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