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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界对中小学教师教 育 叙 事 研 究 的 性 质，即 事 理 性、指 向 性、基 础 性、
透视性、研究性和发掘性还认识不足，导致理论上可为而有为的中小学教师教育叙

事研究，在实践中出现虚假而少作为的现象。为了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
需要加强叙事研究类培训，深入推行个人自叙集研究、课题组叙事研究、集体叙事

厅研究、网络叙事馆研究和主题叙事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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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教育叙事研究被介绍

到国内以来，很快就受到了足够的肯定、追捧和

推崇。其中最为强势的声音之一就是，中小学教

师适合和喜欢教育叙事研究，且教育叙事研究对

其专业成长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学

界对此充满信心和期望。但时至今日却发现，中

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的开展依然水波不兴，让

人失望。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往学界的

认识有点理想主义与简单化，毕竟中小学教师的

教育叙事研究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具有自身的

特殊性，只有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才有利于扎

实和有效地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

一、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的问题———理

想与现实的反差

（一）理 想 中 的 中 小 学 教 师 教 育 叙 事 研 究：
可为而有为

对于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学界在两点

上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一是认为教育叙事研究

对中小学教师比较适用，他们适合开展教育叙事

研究；二是 教 育 叙 事 研 究 对 中 小 学 教 师 比 较 实

用，对其专业成长帮助很大。
之所以认为教育叙事研究对中小学教师比较

适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爱讲故事和

听故事是人的天性，中小学教师有许多教育故事

可讲，他们也对教育故事感兴趣，也愿意听。二

是喜欢追问原因和刨根问底也是人的天性，叙事

后通常都好追问 “为什么呢或后来呢”等，这就

是探究。三是专业特点要求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

者。四是当喜欢叙事、爱听故事、好深究和要成

为研究 者 几 者 相 遇 时，只 要 稍 加 努 力 和 适 当 引

导，往往就能烤热和助燃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

究。教育叙事研究对中小学教师比较适用，许多

学者对此都深信不疑。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更简

便易行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中小学教

师的首肯，并将会成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校本研究

的适切选择和首席研究方法。［１］ 严肃和正规的科

研是中小学教师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而教

育叙事和中小学教师则有耦合之处，长时间以来

专家的理论和一线教师的教学走平行线，教育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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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以解决此矛盾，虽然教育叙事也有自己的规

则和套路，但相对于其他种类的科研，还是易于

被中小学教师所把握的。［２］ 教育叙事研究是适合

和有利于中小学教师发展的方式。［３］

之所以认为教育叙事研究对中小学教师比较

实用，对其专业成长帮助很大，主要有如下几点

原因。一是教育叙事研究能够促进中小学教师深

入思考和反思，深刻认识和解剖自己，查找自己

的不足和寻求改进办法。二是教育叙事研究能促

进中小学教师全面梳理和清理，清理自己头脑中

的误解、假象和一知半解等，梳理某一类教育教

学事件的原因、解决办法和改善策略等。三是教

育叙事研究能促进中小学教师深入挖掘与探索，
挖掘故事中不为人知的插曲与碎片，探索复杂教

育教学事件背后的理与因。四是教育叙事研究能

促进中小学教师不时发现和拾起，发现自己曾经

的知而不识和视而不见，拾起在教育叙事研究中

觅得的思想碎片和散见偶得。上述几者，对中小

学教师专业发展无疑都非常有帮助，学界对此也

比较认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教师叙事研究

是挖掘与发展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有效途径，［４］ 有

利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与作为教育研究方法相

比，教育叙事研究更适合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方

式；［５］ 教师叙 事 研 究 是 改 造 教 育 经 验 的 有 效 途

径，［６］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实 践 中 的 中 小 学 教 师 教 育 叙 事 研 究：

虚假而少作为

可能和期望并不等于现实。教育叙事虽然被

理论界 高 度 重 视，在 实 践 中 也 热 热 闹 闹 地 开 展

着，但很多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的效果都不

理想。在现实中，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有如

下几个问题。

１．虎头叙 事 蛇 尾 研 究，或 者 干 脆 有 叙 事 无

研究

中小学教师擅长和喜欢叙事，也善于和喜欢

思考问 题。但 这 并 不 代 表 他 们 就 善 于 和 愿 意 研

究，研究需要痛苦的求索和艰苦的付出，中小学

教师往往缺乏那样的时间、意识、训练 和 坚 韧。
当倡导或要求他们开展叙事研究时，他们往往会

虎头蛇尾，大叙事小研究，或者干脆有叙事无研

究。较之于叙事，研究需要更加耗时和费力，叙

事研究 往 往 追 求 洞 幽 烛 微、见 显 识 隐 和 以 小 见

大，往往需要长时间和艰苦卓绝的挖掘、举证与

研判，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真相和真

理。但过去的许多叙事研究，在研究上做得都明

显不足。

２．肤浅散碎叙事，总结拔高套话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中的叙事有一定要求 和 追 求，
需要立体全面、条分缕析和深入彻底，需要尽力

能够服务和推进研究，但中小学教师对此并不擅

长。他们擅 长 的 是 家 常 拉 话 叙 事 和 自 我 裁 决 叙

事，前者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日常闲话，后者则是

自以为是的轻易下结论的叙事。这样的叙事通常

多比较肤浅、散碎和封闭，而且不利于研究。当

要求中小学教师在叙事后研究时，他们往往就不

知所措和一筹莫展了，会认为故事明摆在那里，
事实清楚和结论可靠，已经无须深究，最后不得

已只能假大空地总结、提炼和拔高一番，硬凑几

条泛泛的结论就宣告结题。

３．任务式 教 育 叙 事 研 究，煞 有 介 事 地 搞 形

式主义

教育叙事 研 究 对 中 小 学 教 师 比 较 适 用 和 实

用，当人们对此达成高度共识后，就会像反思一

样，中小学教师被硬性要求开展教育叙事研究，
被要求定期交教育叙事研究报告。于是，中小学

教师就开始了任务式教育叙事研究，认认真真地

编撰故事，极尽大胆地演绎故事，然后搜肠刮肚

和引经据典地查找宏大理论观点，生硬地拼接相

应的理 论 与 故 事，使 相 互 间 能 够 呼 应 和 印 证 一

番，随之就如获至宝和大功告成，完成任务和交

差了事，这 是 为 了 教 育 叙 事 研 究 的 教 育 叙 事 研

究，已经于不觉不知间滑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

４．缺乏基 础 和 招 法 的 教 育 叙 事 研 究，勉 强

应付和草草了事

当教育叙事研究刚被介绍到国内时，有研究

者倾向于认为 “教育叙事研究是不必进行特殊的

专门训练且具有易操作性的方法”，［７］ 仿佛 刚 刚

入职和几乎没什么基础的中小学教师天生就能够

开展教育叙事研究，仿佛中小学教师不费吹灰之

力就能掌握教育叙事研究，于是，教育叙事研究

在实践中就被大肆推行。殊不知，任何研究都是

高级和艰难的工作，都需要具备一定基础和掌握

必要的 方 法，中 小 学 教 师 教 育 叙 事 研 究 也 不 例

外。当他 们 缺 乏 基 础 和 方 法 时，必 然 会 不 得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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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难免会勉强应付，自然也就容易草草了事和

速战速决，最终沦为虚假研究和伪研究。

二、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的性质

（一）事理性

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现实与可能一味

地拔高。其实，加拿大学者克莱丁宁和康纳利主

要都在用叙事探究而非叙事研究在阐述 问 题，［８］

探究的严谨性、程序性和完整性通常比研究弱。
大家之所以在教育叙事研究适合中小学教师方面

达成了高度共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小学教

师的教育叙事研究与其他研究人员的教育叙事研

究不同，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严肃和严格意

义上的 纯 理 论 研 究，而 是 前 期 性 和 边 缘 性 的 研

究，其探究性更强。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属

于事理研究和实践性研究，强调以事析理和论从

事出，力求从故事铺陈或具体事件解剖中有所发

现。如果硬要否认这一点，那么就是自 欺 欺 人；
只有承认和接受了这一点，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

研究才可能大有作为。
（二）指向性

为了便于和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叙 事 研 究，
叙事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能信马由缰和漫无

目的地叙事。首先，叙事需要具有明确 的 主 题，
不能散碎无序和杂乱无章，要能聚焦呈现具有较

高研究价值的故事，以便于明确后续的研究指向

和研究目标。其次，叙事需要具有鲜明 的 意 图，
为研究做铺垫，叙述和展示具有较强研究价值的

故事，要有利于推进研究。再次，叙事需要具备

相应的限定，要明确限定为教育叙事，要在教育

范围内 叙 事。最 后，叙 事 需 要 具 有 较 强 的 开 放

性、挑战性和问题性，要有利于调动中小学教师

的探究兴趣和挖掘欲望，要有利于敦促和诱引中

小学教师劳心费力地对话、辨析、举证和钻研。
（三）基础性

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绝非是任何教师

在任何时候，只要想就能做的事情，持此种观点

就是盲目乐观甚至异想天开了，容易导致教育叙

事研究的泛化、误用和滥用。首先，不是任何叙

事都适合与宜于开展研究，叙事需要为研究做好

相应的铺 垫，为 此，叙 事 要 具 有 明 晰 性、详 尽

性、主题性和透视性，要能服务和推进研究。这

不是任意一个中小学教师都能够做到的。其次，
叙事后的研究，需要中小学教师具备一定的经验

积累、理论储备和研究基础，也不是轻松愉快地

就能够做到的事情。总之，教育叙事研究绝非无

条件地适合任何中小学教师，成功开展教育叙事

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期储备或基础。
（四）透视性

在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中，并非前半程

是叙事，后半程是研究，二者截然分开，其实教

育叙事本身就是研究，自叙事起，就已经开始研

究了。当教育叙事作为研究时，叙事就应该将旁

枝侧叶、前因后果和曲折转换等都详尽地交代清

楚，就应 该 追 求 全 面、立 体 和 多 角 度 地 透 视 故

事，就应该到位、精当、有力和发人深省，就应

该试图梳理、阐明、揭示、发掘和透视，力求在

叙事过程中，就能论从事出和以小见大，就能拨

云见日、洞幽烛微和见显识隐。
（五）研究性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常规教学，自然需要付出

艰辛，绝非轻松容易的事情。读书或叙事，可以

随意些，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说什么事就说什

么事。但研究就不一样了，研究必须始终不停地

保持关注，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要持之久远不

可懈怠，否则就必然会稀释研究性，导致虚假研

究或研究不足。教育叙事研究需要中小学教师不

断地在故事和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与较劲，要具

有钻牛角尖和啃硬骨头的精神，坚忍不拔地上下

求索。要大胆假设、全力搜集证据和审慎地下结

论，绝对不能浅尝辄止、人云亦云和草 草 了 事，
要不遗余力地望尽天涯路和追求彻底性。

（六）发掘性

巴赫金认为人们的语言一半是自己的，一半

是别人的，而且充斥着权威话语。个体是在逐渐

区分自己的声音与他人的声音、自己的思想与他

人的思想的过程中进化自我意识的。［９］ 在教育叙

事研究中，中小学教师要尽力剔除别人的声音和

思想，不断发掘新的意义和规范。有时 “在你兄

弟眼里的一跟小刺，你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在你

自己眼里的一根大木头，你却看不见”［１０］。中小

学教师在教育叙事研究中，要提高内省智能，深

入解剖和发掘自我，查找自己的软肋和沉寂点，
进而改善和激活，促进自身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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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的推进策略

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需要努力建

设学习 型 教 师 队 伍，加 强 研 究 型 教 师 培 养，全

面、持续和深入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研究能力与

研究素养，以敦促、辅助和支撑其开展教育叙事

研究。此外，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对叙事

研究加以规划、组织、指导和帮带，以持续加强

和深入推进教育叙事研究。
（一）叙事研究类培训

为了推进中小学教师开展叙事研究，首先需

要帮助他们学会叙事研究，为此则需要开展叙事

研究类培训。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叙事研究的相

关培训，使他们清楚应该如何叙事和如何研究，
使他们学会高效地讲述和呈现，使他们深入理解

和把握叙事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使他们领悟叙事

研究的要旨和操作要领。在培训中，要使所有中

小学教师都下水实践，切实学会叙事研究，同时

还要尽力使中小学教师感受到叙事研究的乐趣和

魅力，使他们都喜欢和迷恋上叙事研究，相互间

告知叙事研究的曼妙和对叙事研究上瘾。但是在

最初阶段，通常需要硬性要求中小学教师开展或

参加叙事研究。
（二）个人自叙集研究

中小学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故事和作

品等，系统梳理自己的过往，系统讲述教学故事

和关键事件，随后挑剔和苛刻地对之研究，以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和提炼思想。中小学教师可以

系统总结和呈现自己的某一类事件，将之集中堆

放，拿起放 大 镜 或 显 微 镜 等，深 入 地 考 察、归

纳、对比和鉴别，以识长别短、查找异同和洞悉

规律。中小学教师可以在详尽呈现发生在自己身

上的某一典型教育教学事件后，深入研究一番，
随后收起，等以后再遇见类似事件后，再做同样

的事情，力求每一次都有新发现，直到能够触类

旁通为止。个人自叙集研究的好处是，在事件或

故事集合中，更容易归纳、总结和发现，更容易

和有利于深化研究。
（三）课题组叙事研究

课题组叙事研究是指中小学教师可以确立一

个研究课题，并根据需要和意愿组成一个叙事研

究团队。然后，课题组成员一起确立一个当前比

较棘手、比较典型和具有共性的课题，围绕课题

叙事，集体解剖事件，集体找问题、查原因、下

结论和开方子，集体找出更具典型性和研究价值

的事件，集体对事件进行多个角度和全方位的研

究，以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和升华思想，开发单

凭个人力量难以发掘的宝藏。课题组叙事研究有

利于集聚众人的智慧，使主题或问题更突出和明

确，将叙事研究推向纵深和高远，也有利于避免

个人叙事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和不了了之。
（四）集体叙事厅研究

集体叙事厅研究，则需要确定的主题、确定

的地点、确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参加人员，需要有

负责任的记录员、分析员、召集人和主持人，这

样就提高了叙事研究的设计性、严肃性和硬度。
集体叙事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叙事研究

制度化了，克服了叙事研究自由和散漫的现象，
使其不至于随随便便和草草收场。集体叙事厅研

究有利于确立适合的话题或问题，选择和设计比

较适合叙事研究的厅室，能就特定人员进行相应

分工，还有利于提请大家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所

以更有益于在七嘴八舌中出真理，更有益于在众

人看法或想法的汇合处发现新知和逼近真相。集

体叙事厅研 究 的 优 势 是 更 有 利 于 深 入 “议 事”，
更有利于探索和发现。

（五）网络叙事馆研究

网络叙事馆研究，是指在网络中开辟一块空

间，选择几个中小学兼职负责经营，大家围绕相

应的问题或主题叙事，然后集体研究，在能够确

认实质参与的前提下，大家既可以实名参加，也

可以匿名参加。当然，中小学教师个人也可以将

自己的叙事研究作品或成果等，在馆内展示，以

求大家帮助斧正和共同完善。网络叙事馆既可以

是一个学校的，也可以是一个区域的，甚至还可

以是全国的。网络叙事馆研究有利于提高中小学

教师叙事研究中的倾诉性、展示性、收藏性和浏

览性，有利于众人拾柴以集聚和展示，更有利于

不断发掘和积累宝藏。如果是匿名的话，网络叙

事馆研究还有利于教师更真实地开展叙事研究。
（六）主题叙事年研究

主题叙事年研究，是指一个学校或地区根据

本校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年为周期确定一个

叙事主题，然后中小学教师在这一整年内都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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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叙事，然后进行研究。主题叙事年的优

势在于持久和聚焦，中小学教师在一年内都围绕

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叙事研究，有利于聚合大家的

精力，甚至能导致三句话不离本题，更有利于吃

透相应的主题和深入推进研究，有时还能解决辅

题或相关主题。开展主题叙事年研究，主题的确

定一定要 新 颖、急 需、重 要 和 诱 人，如 可 以 将

“校内绿色关系、学生出声成长、学以促教”确

定为叙事年主题。
综上可见，虽然学界认为教育叙事研究对中

小学教师比较适用和实用，中小学教师对此能够

大有可为和大有作为，但事实并非如此。教育叙

事研究应该是一种具有鲜明指向和高度透视性的

事理研究，作为研究就必须具有研究属性，必须

能够发掘出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结论。事理研究

也是研究，也需要掌握基本的研究思路、方法和

原则等，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研究素养和基础，不

是 “只要想就能”，不 是 所 有 中 小 学 教 师 都 能 胜

任教育叙事研究。中小学教师都能叙事，但如果

放任自流，而不加以组织、培训和帮带的话，叙

事后能够继续展开真正研究的就不多了。要想深

入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叙事研究，首先，要鼓励

和敦促中小学教师加强学习，加强培养研究型教

师，全面持续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素养和研

究能力，以辅助、支撑和推进 叙 事 研 究。其 次，
需要加强叙事研究类培训，使之知悉叙事研究的

属性、要旨和操作要领，掌握叙事研究的关键点

和基本原则。再次，要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对教

育叙事研究加以诱引、指导和组织，例如开展个

人自叙集研究、课题组叙事研究、集体叙事厅研

究、网络叙事馆研究和主题叙事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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