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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论与方法

依循证据的教学是可行的吗
———对 “循证教学热”的冷思考

朱文辉，鞠龙芳

摘要：当前有关循证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逐渐演化为教学领域的热门话题。

服务于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政策论证依据，循证的旨趣得以形成；追捧实证研究范

式、强调证据链条，循证的路径得以奠定；追随实验教育学、营造理想的运作环

境，循证的根基得以夯实。以价值为准绳对循证教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证据只是

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循证教学存在价值上的知识缺失；证据搭建的因果

关系链随时可能断裂，循证教学存在价值方面的功效缺口；证据产生于有针对性的

具体运作环境，循证教学存在价值领域的应用缺位。对 “循证教学热”进行冷思

考，需要以价值为红线划定循证教学的合理限度：教学决策要认清唯证据论的缺

陷，基于价值进行全方位的考量；教学实践要转变唯证据论的观念，重视主体层面

的非理性价值；教学运作要打破唯证据论的常规，聚焦教学环境的生成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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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从证据中获取信息”这种科学化教学理

念的影响，国外率先对循证教学进行了探索，以

此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缩短教学理论和教育

实践之间的差距。在科学化教学理念的支配下，

我们很难用一种论证来推翻证据存在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因此，循证教学的理路似乎变得无懈可

击。然而，要想推动教学走向专业化和更人性

化，仅仅依靠证据是难以达成的。因为证据并不

是教学中唯一重要的要素，也不是在教学中扮演

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此，以比斯塔 （Ｂｉｅｓｔａ）

为代表的教学专家另辟蹊径，提出了基于价值的

教学观点，并从知识论、存在论和实践观三个维

度为我们透视循证教学所存在的知识缺失、功效

缺口、应用缺位等短板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阐明

了价值在教学走向规范性的过程中所起的方向指

引的重要作用。

一、以证据为圭臬：对 “循证教学热”的追

本溯源

近年来，随着提高教学实证性的呼声不断高

涨，以及教学应当从证据中获得信息的理念不断

盛行，循证教学应运而生，并以其基于证据、遵

循证据、立足证据的核心理念迅速蔓延于教学领

域，备受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因此，循证

教学的理念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并逐渐成为教

育工作者竞相追逐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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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证的旨趣：服务于教育政策研究，

提供政策论证的支撑依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证据在公共领域的政策制

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基于证据来制定政

策的这种科学化理念在各行各业都风靡一时。基

于证据制定政策要求把证据置于核心地位并对当

前所有相关证据作出充分、合理权衡，在此基础

上制定出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最优化政策。在这

种科学化理念的影响下，教育研究者试图以证据

为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向标，来摆脱以往教育政策

制定的随意性。“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基于证据，

明确议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整政策全过

程的理论、工具、方法和技术。”［１］由此可知，基

于证据来进行教育政策的制定，其目的是证明某

个政策问题或某项政策主张，它强调证据的真实

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

强教育政策的预测性和评估力。

例如，为了应对２１世纪的各种新挑战，克

服以往政策制定时出现的主观性较强的问题，美

国联邦政府在２００２年推出了 《不让一个孩子落

后》（ＮｏＣｈｉｌｄ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法案。该法案明确

提出基于证据制定政策要遵循以下四步：第一

步，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政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提

出主体，要善于发掘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传递

出解决该问题的强烈诉求；第二步，政策制定者

和相关研究者在前人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严格

的程序获取证据，再通过政策平台双向交流相关

证据；第三步，政策研究者将从各个途径获得的

证据进行对比，选出最具有科学性的证据并与现

存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最终达成制定出创造性

方案的共识；第四步，政策制定者依据最佳证据

并结合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台适合社会发展的合

理政策，以便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干预。［２］ 《不

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出台跨越了教育政策与

理论之间的鸿沟，运用证据指导和优化政策的同

时，更推动着证据成为教育政策制定的关键要

素。在该法案的推波助澜下，欧美国家越来越重

视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程序，不断加大对证据

的研究和利用力度，以实现教育政策的优化

整合。

由此可见，基于证据进行政策制定时要遵循

两个原则：一是用于规范社会行为的证据必须是

通过严格、系统的程序获取的，或者是来源于随

机实验中多次被验证的结果；二是制定政策时需

要将多方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比较，确保其能够

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情况，以此来对所要解决的

问题进行干预。追求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证

据的理念不仅能帮助决策者制定出高质量的教育

政策，还能为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科学的评判提供

依据。在 “基于证据的政策”的影响下，循证教

学主张基于证据、立足证据进行教学决策，要求

教师基于严格的、科学的证据将专业智慧与最佳

的经验证据整合起来进行教学实践。

（二）循证的路径：追捧实证研究范式，强

调沿着证据链条铺开

自１９世纪孔德 （Ｃｏｍｔｅ）提出 “实证”这

个概念以后，“实证”一词就被广泛地用来描述

使用定量测评和统计分析的社会科学方法。孔德

对实证一词有三层关键意义的阐释：首先，实证

的知识来源于各类可以观察到的自然事物和现

象，强调获取知识及其途径的可经验性；其次，

实证的任务是考察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方法，

解释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和现象，强调任务延展

的链条具有强因果联系性；最后，实证的目的是

以实证知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知识，强调获得

的知识要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实证主义”是

在 “实证”一词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是

一种以任何知识、现实、事实和一般事物为基础

的哲学体系”［３］。在本体论上，实证主义认为现

实世界中的事物是以一种固定的客观形式存在；

在认识论上，实证主义认为客观的、准确的、有

依据的理论可以精准地描述这个世界；在方法论

上，实证主义的目的是通过预测和控制来发现世

界上的客观存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搭建起的证

据链条为科学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将科学

化、真实性纳入研究者的考量范围，赢得了科学

研究者的广泛支持和青睐。实证主义认定自己才

是科学地描绘世界的方式，它驱使诸多研究者在

进行研究时迷恋测验、统计、实验等多种方法。

在 “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教育研究范式

的实证主义转向”也日益受到众多相关研究者的

热捧。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范式在研究问题、研究

方法和研究过程上都秉持着鲜明的立场。在研究

问题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倾向于从心理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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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等视角审视教育领域的问题，注重从科学层

面探析社会与人类的发展问题；在研究方法上，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

倡采用量化统计或数学模型来处理教育经验和材

料；在研究过程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看重研究

设计和研究过程，注重考虑研究过程中严密的逻

辑推导。在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教

育研究者强调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将证据驱动、

决策的科学性放在优先位置，以推动教学走向

“实证主义”的发展轨道。

循证教学所强调的教学有效性、证据最佳

性、多方参与性等特征源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

注重寻求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强调理论的一般化、

普适性。在实证主义的作用下，循证教学形成了

相对固定的实施步骤。第一步：基于证据来明确

研究问题。清晰界定出有研究价值的科学问题，

并将研究问题与教学情境相结合，为开展证据分

析作好前提准备。第二步：检索证据以选取教学

方法。收集以往教学实践中的所有证据，包括研

究观点、案例经验、调查数据等，并基于量化统

计和数学模型的方法对之进行评析。第三步：评

估证据以确定教学手段。通过因果推断来分析教

学事实和教学规律，对证据的适用性、科学性进

行评估，并结合具体教学情境确定可操作性的教

学手段。第四步：应用证据来指导教学实践。尊

重证据所具有的真实、有用和精确的内涵，利用

证据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来解决实践问题。

循证教学依据实证主义搭建的证据链条，铺就了

教学通往科学化的道路，开拓了教学沿着证据链

条往前推进的实施路径。

（三）循证的根基：追随实验教育学，营造

理想的运作环境

自２０世纪奥尔波特 （Ａｌｐｏｒｔ）首次将社会

变量系统引入实验室中以后，以实验法作为基本

研究手段的观点成为整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

实验法作为一个系统概念，强调在实验室这个特

殊的环境中通过使用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方

法，经历理想化的准备阶段、科学化的验证阶段

和归纳为主的总结阶段以后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

结果。实验法 “成为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流行于

欧洲社会，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

论，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４］。实验法打着科学主义的大旗，其倡导

的科学化理念在教育领域迅速勃兴，最终成为一

场声势浩大的实验教育学运动。实验教育学将实

验法惯用的一整套包括精密观察、系统调查、测

量统计和个案研究在内的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

通过模仿自然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教育中

的问题。正如拉伊 （Ｌａｙ）所说： “只有当一项

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教学、教育问题时，这项

实验才是教育学实验。”［５］甚至有些教师将从实验

中得出的证据视为行动的标杆，要找到最精确的

证据才能开展教育活动。

实验教育学一经引入，便激起了巨大反响，

甚至在一些教育研究者头脑中形成了只有运用实

验法才能寻求到科学答案的刻板印象。正如有研

究者在对 “科学化”一厢情愿的迷恋、崇拜进行

批判的基础上所指出的那样：“实验法使社会心

理学研究摆脱了空谈与臆想并在使社会心理学由

形而上学向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６］教师运用尽量科学的教学方法精心设计教

学方案，力图在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教学条件下运

用证据来组织教学活动，以求营造出理想的教学

环境。这种为营造理想的环境而在教学实践中刻

意寻求证据支撑的理念，在教师的思维模式上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进一步推动了循证教学理念的

兴起和发酵。

循证教学吸纳了实验教育学中反对思辨、主

张将心理学的研究数据应用于教育研究的观点，

强调要将科学数据作为教学方法改革的依据，按

照科学的步骤展开教学实践。在此基础上，循证

教学期望通过为学生营造理想的教学环境，依照

预设的程序展开教学，主张将最佳证据用于教学

决策和教学实践，既强调在教学决策和教学行为

之前实施测量与评估，又突出基于证据对教学进

行积极干预和改进，还看重科学化、可验证化的

教学评估，以提升教学决策的科学合理性。

二、以价值为准绳：对循证教学的三维审视

和剖析

作为一种专业实践，教学应当基于证据的理

念令许多教育研究者神往。但以比斯塔为代表的

教学专家以价值为准绳，从知识论、认识论、实

践观三个维度对基于证据的教学理念提出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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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教学形式，教

师对证据的作用抱有过高的期望会导致教学方向

性的迷失。

（一）证据只是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

系，循证教学存在价值上的知识缺失

我们虽然赋予证据是进行政策制定的依据的

意义，但也通常视证据为科学知识之间形成的因

果链条，是产生于现实世界的科学知识。正是对

科学知识的信服，也让我们对证据深信不疑，确

信依循证据实施教学是具有科学性的。受这种思

维的影响，尽管人们在讨论 “基于证据教学”时

对其知识论维度关注甚少，但往往会认为 “基于

证据教学”是以科学知识特别是比斯塔所批判的

代表性知识论为支撑依据的。这种知识论认为知

识是用来描述 “事物”在 “世界”中的存在方

式，是通过已有经验描述事物之间关系、揭示事

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概念。因此，当理解了知识是

什么并且清楚如何获取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主

张代表性知识论。而不支持代表性知识论的人则

主张 “知识是来源于生活实践、来源于操作技能

得出的对现实世界的反馈”的知识论，这种知识

论被比斯塔称为 “经互动知识论”［７］。经互动知

识论认为，代表性知识论中没有关注知识的本体

性质，也没有揭示出知识具有的内涵意义，因而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不能

由我们的意志所决定，它是伴随现实世界运行时

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知识。

代表性知识论和经互动知识论对从已有经验

中获得的证据的解读是大相径庭的。代表性知识

论认为证据起源于上代传递下来的经验，具有一

成不变性和确定性；经互动知识论认为，证据是

由于在不同的情境中实践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具

有不可预测性和无限可能性。外界的介入会打乱

现实世界的发展，会造成我们获取的知识具有随

机性、不可预测性。这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教学过

程。从已有经验中获取的证据只能证明适应当时

的教学情境，教师教学时会面对各种外界介入导

致发生改变的教学情境，因而过去的证据不能为

变化的教学情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于此，经

互动知识论的观点才是获取知识的可取路径，能

够指导教师在教学时选取恰当的教学依据。教学

情境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决定了教学不能只依靠

获取的证据，教学主体的主观性也决定了不能单

纯依赖证据来指导教学实践。“这种倾向在某些

观点下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即一些观点认为专业

人员应当仅仅被允许做那些具有确凿研究证据的

事情。”［７］显而易见，证据并不是专业实践中唯一

的要素，证据只能提供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可能性

联系。所以，基于证据的教学理念是存疑的。

经互动知识论认为，由于获取的知识具有多

种可能性，过去的证据和经验无法预测未来的教

学，更不可能给我们的行动提供指引，所以基于

经验获取的证据是无法给我们提供行动准则的。

比斯塔将获取的知识和这种知识能否被应用于具

体教学情境中的缺口，称为基于证据的实践的知

识缺失。［７］ “知识只能为我们提供可能性，而不

能为我们提供确定性，这就是知识永远不会给我

们行动规则的原因，它只能为我们在处理当前问

题时更加周到和明智。”［８］所以，政策的构建不能

仅仅依据先前的证据，更要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

联系。因而，将 “基于证据的教学”转向 “基于

价值的教学”迫在眉睫。由于 “教学理性不只是

一味地 ‘讲理’，也不只是逻辑、抽象、技术和

规范，还要重视感性、直观、本能的创造性价

值”［９］，所以要想完善相关政策，就应该达成价

值上的共识，辩证看待证据的优劣，这对教学走

向人性化是至关重要的。以价值为准绳，将价值

作为教师教学的指向标才是教学行稳致远的重要

保障。

（二）证据搭建的因果关系链随时可能断裂，

循证教学存在价值方面的功效缺口

在基于证据的教学讨论中，会存在关于外界

环境的介入与教学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目前

而言，我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仅仅局限于表层，

想当然地认为外界环境的介入是起因，介入的参

与会导致相应的教学结果，因此就把它们看作是

一种因果关系链。在系统理论的观点中，这种状

态被看作是以封闭的、与环境之间没有互动的形

式存在，比斯塔将其称为以决定论的方式运

行［７］。与决定论不同，符号系统理论认为社会中

的各要素并不是简单机械地进行物质交换，而是

彼此之间存在某种意义连接，系统中的各要素组

成部分既是相互关联也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证

据搭建的链条随时可能断裂，外界环境的介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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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相应的教学结果这种设想，也只能在非常理

想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

教学实际上也是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在

教学中师生之间不是机械的教与学关系，而是存

在理智、情感等层面上具有意义联系的交往互

动。显然，教学系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不像

决定论所强调的那样证据是绝对的、封闭的，所

以不能将因果关系链拿来就用。这就意味着，外

界的介入并与环境互动并不是以机械式的方式进

行，而是以开放性、互动性的方式产生教学结

果。介入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存在无限可能性而

非单线决定的，比斯塔将其称为基于证据实践的

功效缺口。［７］功效缺口恰恰证明了教师在教学中

与学生建立的是意义性的联系，论证了教师在传

播知识的同时也释放出全方位的育人价值。

“民主教育的问题不是关于如何创造或生产

民主公民，而是关于如何创造行动的机会，作为

一个主体，民主教育所涉及的学习同样不是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主体，而是在主体中学习。”［１０］虽

然人们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确信证据在专业领域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实证主义最明显

的漏洞是其过分强调技术、程序、证据，而忽视

其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科学基础和人文基础。一

方面，教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证据层面的探

究，而要深入了解教学主体，密切关注教学环境

的随时变化；另一方面，因果关系链随时断裂也

预示着外界环境的介入和教学结果之间关系的开

放性。因此，我们要在认识论层面辩证看待证据

的优与劣，同时将价值嵌入证据的因果关系链

中，这是教师值得迈出的一步。

（三）证据产生于具体特定性的运作环境，

循证教学存在价值领域的应用缺位

“实践判断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现实；实

践判断真假只能在实践判断所控制的行动过程的

结果中才能确定。这就是实验主义价值论对实践

判断的理解。”［１１］在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和获取

的资料能应用于实验室之外的世界，这通常被认

为是证据、科学、现代技术的作用。但是，实验

室中得出的资料和证据往往只能在非常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环境中才能生效。因此，医学工作者

进行手术操作时，必须创造医院这样类似实验室

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医院其实是排除了无关变

量而存在的理想化的运作环境，其存在是独立于

现实世界的另外的实验室。而与医学领域不同，

教学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干扰因素和无关变量，其

环境的独特性和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者

在收集、应用、推广证据时要更加慎重。我们可

以将每个学校都看作一个特定的实验室，在特定

的学校中得出的证据不具有广泛应用性和普适

性，不能随心所欲地将其迁移到其他教学情境。

教学的复杂性意味着教师在筛选证据的同时

应该反思教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系统。对于这个

问题，比斯塔提出用复杂性之简单化的理论来进

行解释［７］。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复杂性之简单

化。在处理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时，人们往往倾

向于先分析事情的原委，并将其细化成一件件简

单的事情去完成。学校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

性之简单化的例子。学校作为一个独立的场所与

社会隔离开，通过为学生提供便于学习的特别场

所、专门环境、日常活动等方式来把学习活动的

复杂性简单化。而班级又作为学校这个大环境中

相对独立的小环境，是把年龄相似、知识水平相

当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安排专门的教师来根据课

表进行教学的独立场所。将复杂的教学系统简单

化，意味着每一小部分的教学情境都是各自独立

的，因而不能将从实验室中得出的证据不假思索

地应用于具有差异性的教学情境中。

基于实践观，从科学知识的角度来判断基于

证据的教学是否可行时，不仅要关注证据在具体

实验室中的达成度，还要考虑其能否应用于实验

室之外的现实世界。比斯塔将无法投射到现实世

界的情况称为 “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应用缺位”［７］。

“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应用缺位”表明了教学证据

不具有普适性，因而教学实践不能完全依赖实验

室里产生的证据，而更应该考虑具体的教学情

境，细究每个教学情境的独特性和学生的差异

性，并根据得出的信息理性筛选教学证据、思索

教学价值。“深入思考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教学价

值，是高效开展教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准确制

订教学目标与恰当选择教学策略的重要前

提。”［１２］以价值为准绳，在实践层面辩证看待证

据的优与劣，将价值视为教师开展教学的风向

标，这对于教学走向规范性和人性化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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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热的冷思考：以价值为红线划定循证

教学的合理限度

既然证据只是提供教学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非

确定关系，教学介入和结果之间存在无限可能

性，加之证据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应用而不具有

普适性，那么基于证据的教学理念便是存疑的。

如果把证据作为唯一的指向标，就会导致教学方

向的迷失和实施的无序。因此，我们应该以价值

为红线，对循证教学的限度进行合理划定。

（一）教学决策要认清唯证据论的缺陷，基

于价值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尽管利用有效证据来提高教学决策的科学性

是一个颇具诱惑性的想法，但总结起来，基于证

据的教学决策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教学证据的来源纷繁复杂、界定含混不清、收集

起来困难重重。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是一种直线

式的思维模式，决策的科学性程度受证据质量高

低及其数量多少的影响。遗憾的是，实际教学工

作中高质量的证据数量少之又少，界定起来难之

又难，收集的时候费时费力。其次，教学决策受

到教师对证据偏好的影响，导致教学决策缺乏全

面而又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撑。教学决策的作出与

教师对证据的定义、收集方法等密切相关，而教

师往往会依循自己的偏好收集证据，这容易导致

作出的教学决策过于零碎化、片面化和个体化。

最后，教学问题的不断演化可能会造成后续的教

学情况难以预估，基于证据的教学决策难以经久

持续。这表明参与教学过程的各要素并不是简单

地以因果关系链条的形式存在，而是彼此联系、

相互作用从而共同搭建的复杂共同体。因此，过

分追捧基于证据的教学决策，可能会导致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过度关注证据因素，这不仅会使教学

走向偏狭，还有可能会使教学沦为 “基于证据”

理念的附庸。

要想使证据成为教学决策的依据以此提高教

学的确定性，就必须首先要尊重教学的价值理

性。“基于证据的教育决策理念将教育决策过程

仅仅理解为单纯由技术专家就可以完成的一个线

性过程，试图以一种普遍适用的烹饪指南从外部

机械地指导教育决策，这无疑会削弱教育决策主

体和教师团体专业知识和自治的重要性。”［１３］鉴

于此，教学决策要基于 “最可取的行动”。站在

“最可取的行动”的立场上审视就不难发现，基

于证据的教学决策可能会催生出对教学程序性和

有效性的狂热。为了依据证据作出科学的教学决

策，教师研读教材、研究学生的时间有可能被无

限压缩，导致教学由于缺少精雕细琢的精致和静

待花开的耐心而出现品质的直线下滑。教学要追

求效率，“但是更要关注教学价值的实现，且对

效率的追求应该以育人为前提”［１４］。所以，教师

要认识到证据在教学决策中作用的有限性，不能

将证据作为唯一的教学准绳，避免陷入唯证据论

的陷阱之中。

面对纷繁复杂的教学问题，教师个体户式的

收集证据早已不能为教学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因此努力构建超越证据的、将价值纳入其中

的研究共同体是打破个体知识局限，促使教学决

策走向科学化、全面化的重要保障。教学决策不

仅要基于教师个体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还要将受

众的个人意愿和价值取向作为依据纳入证据体

系，统筹分析各方的证据，理性对待证据存在的

不足。教学作为一种德性实践而非单纯的技术实

践，强调价值负载与价值优先。因此，教师在面

对繁杂的证据时，需要首先对证据的可行性和相

关性进行价值判断，作出教学决策时需要有切实

可行的、具有价值意义的证据作为先行保障。

（二）教学实践要转变唯证据论的观念，重

视主体层面的非理性价值

自循证教学兴起以来，有关其争论便重床叠

屋、此起彼伏。比斯塔认为：“我已力图论证关

于证据和证据所具有的能力会为实践充当信息基

础和信息来源的论断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有

问题的。”［７］ “作为人文学科的范畴，教学不同于

医学，更不同于自然科学，对循证教学价值的审

视和澄清，不仅要结合循证实践的精神，同时更

要依据教学活动的本己属性。”［１５］教学是由理性

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协同作用的过程，证据只能为

教学提供理性因素那部分的支撑，对于非理性因

素来说，证据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基于

此，教师在进行教学实践时除了要考虑证据发挥

的理性作用，更要考虑非理性因素涉及的价值维

度，实现证据与价值的辩证统一。证据与价值的

辩证统一需要鼓励教师转变教学唯证据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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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将价值纳入教学轨道，改变那些没有正当理

由的证据在教学中的任意介入。

教学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品格要求教师在实践

中跳脱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协调处理好理性

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关系。非理性因素既是指导

教师评判教学结果的一个关键标准，也是促使学

生个体在认知活动中逐渐形成内在价值尺度的重

要标杆，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起着紧要的调节

和控制作用。如果教师对理性因素过分执着、对

证据过分推崇，就会导致轻视学生的潜能、知觉

和创造性，淡化教师的情感、机智和教学艺术，

背离教学人性化的初衷。由于理性因素和非理性

因素在教学中互为支架、相互补充，所以教师在

教学中仅仅依循证据、重视理性因素是不够的，

还要转变唯证据论的意识，切实提升教学的人文

性和价值性。

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教学具有一

定程度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需要教师从整体上进

行把握。学习也不单是学生的 “理性冒险”，还

是情感、激情、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全部投入。

重视非理性的教学其精神实质在于改变传统抽象

化、符号化和形式化的教学形式，从根本上唤醒

学生对世界的整体感知和全新体验，使学生获得

身心统一、感性与理性俱存的发展。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除了采用演绎、推理等教学方法，还应

采用情境营造、实践活动等直观性的教学方法，

重视对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丰

富的情境和多样的实践中体味教学的科学价值和

审美意蕴。

（三）教学运作要打破唯证据论的常规，聚

焦教学环境的生成契机

教育实验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为理论基

础，以精确的数据和客观的事实为目标的研究活

动，旨在验证和探究不同的方法、策略等在实验

中的效果。教育实验认为实验的价值在于获得科

学性和客观性的证据，并且在实验过程中获得的

证据是独立于主体的情感、意志而对教育现象作

出的价值无涉的解释。这种判断带有明显的科学

主义价值标准，因为实验室中得出的证据只能帮

助教师在教学活动展开之前制定计划，指导其在

研究教材、研读学生的基础上进行理想化的教学

设计。然而，教学是在复杂的教学环境中运作的

生成性、变化性活动，若把证据作为教学运作的

唯一抓手，就会导致教学的盲目性。同时，教学

也是一个随时会出现各种意料之外事件的复杂活

动，涉及学生、教师、环境等多变因素，若教学

把证据作为唯一的参考要素，则会导致教学过程

的僵化呆板。因此，基于理想化实验得出的证据

不适用于动态生成的教学，基于证据的理念是存

疑的和狭隘的。

虽然教师在教学前会进行全面的教学预设，

但由于环境的多变性以及教学对象的复杂性，教

学运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可预测的生成现象。

相对于基于证据的预设性教学，生成性教学更强

调课堂自然延展性，认为教学是教师 “生成性的

教”与学生 “生成性的学”共同构建的双边活

动。课堂中的意外生成性问题是一种可资利用的

教学资源，学生所谓的 “离经叛道 ”和 “旁逸

斜出 ”负载着难以预知的附加值，可能是课堂

教学得以升华的脚手架。课堂的动态生成性意味

着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个性化的发展与创造力

的激发，真正体现了教学是师生的精神相遇、对

话交流和意义创生的过程。教师要及时捕捉教学

环境中的生成契机、营造积极和谐的课堂气氛、

努力构建动态生成的课堂，冷静应对学生提出的

各种意外生成性问题，让学生的智慧在动态发展

的课堂中自然形成。

“教育计划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如果超越了

这些界限，那接踵而来的或者是训练，或者是杂

乱无章的知识堆集，而这些恰好与人受教育的初

衷背道而驰。”［１６］身处一系列频繁切换的课堂情

境之中，教师要主动挣脱墨守成规的教学刚性设

计和线性安排，摒弃教学无限度追求有轨可循和

齿轮转动般的紧凑衔接，注重对学生观念生成的

及时感知与敏锐把握。“对话教学是创造生成的，

它不再囿于固定的预设路径，而是教师随着学生

思维的变换、心态的逆转和情绪的波动，敏锐地

把持各种教育契机，重组教学资源，以达成主体

间的心灵碰撞和视阈融合。”［１７］构建动态化的生

成性教学，需要教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教学环境

中的生成契机，善于从各种生成契机中提炼富有

启发意义的问题，恰逢其时地鼓励学生进行 “存

异”思维，让教学过程真正成为促进学生生命成

长的过程。

·６６·



参考文献：

［１］薛二勇，李健，田士旭．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一个

应然命题的实然问题 ［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１２）：

１４１１５０．

［２］邓敏杰．理解循证教学：缘起内涵、主要特征与实

施策略 ［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７）：１５５１６０．

［３］于庆奎，邓涛．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历

史局限与当代价值 ［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３）：

２８４８．

［４］蒋承勇．自然科学与 “现代现实主义”：１９世纪现

实主义再阐释 ［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２ （２）：

１６９１８１．

［５］瞿葆奎．拉伊与 “实验教育学”［Ｊ］．教育评论，

１９９５（６）：４８５１．

［６］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实证主义、实验

主义和个体主义批判 ［Ｊ］．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３（３）：

９４１０４．

［７］比斯塔，赵康．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证据和价

值 ［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１（１）：１２３１３５．

［８］ＢＩＥＳＴＡＧ．Ｋｕｎｓｋａｐａｎｄｅｓｏｍｅｔｔｓｔｔａｔｔｈａｎｄｌａ：

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ｓｔｒａｎｓａｋｔｉｏｎｅｌｌａｔｅｏｒｉｏｍｋｕｎｓｋａｐａｎｄｅ

［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４（１）：４１６４．

［９］陈歆．教学理性视域下非理性向度的遮蔽、浮现和

彰显：兼论教学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Ｊ］．

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２０（１）：２４２９．

［１０］ＢＩＥＳＴＡＧ．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ｔ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ｒｕｔｂｉｌｄｎｉｎｇ

ｅｌｌｅｒｅｔｔｕｔｂｉｌｄｎｉｎｇ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３（１）：５９８０．

［１１］冯平．价值判断是一种实践判断：杜威实验主义价

值论的核心命题 ［Ｊ］．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６）：７４８４．

［１２］张福彦，于歌唱婉．价值导向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

策略制订 ［Ｊ］．中学地理教学参考，２０２３ （１９）：

２８３１．

［１３］孙元涛，高雅．基于证据的教育决策：理念、标准与

潜在风险 ［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９（６）：２３２７．

［１４］金剑琳．走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通的差异化教

学 ［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２２）：４９５３．

［１５］崔友兴．循证教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Ｊ］．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１）：

８２９０．

［１６］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Ｍ］．邹进，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２４．

［１７］朱文辉．预设与生成：有效教学范式之嬗变 ［Ｊ］．

教育探索，２０１０（１０）：１６１７．

（责任编辑：孟宪云）

犐狊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犅犪狊犲犱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犉犲犪狊犻犫犾犲：犆狅犾犱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狀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犅犪狊犲犱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犈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

ＺｈｕＷｅｎｈｕｉ，ＪｕＬｏｎｇｆａｎｇ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ａ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ｉｍｏｆ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ｙ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ａｔｈｏｆ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ｎｄ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ｈａｉ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ｄｅ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ｉｔ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ｊｕｓｔ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ａ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ｃａｕｓａｌｃｈａｉｎｂｕｉｌｔｂ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ｙｂｒｅａｋ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ａｓａｇａｐｉｎｖａｌｕ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ｏｂｅｉｎｇ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ａｓａｌａｃｋ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ｃｏｌ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ｄｒａｗ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ｌｉｍｉｔ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ｌ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ｌｕ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ｌ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ｌ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ｌ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７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