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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是教师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重要的手段。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已开展了教师培训，但

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教师进修”或“在职学习”。1977 年 12 月，教育

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教师

培训”名称的文件。1990 年，国务院颁布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计

划》提出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1999 年 9 月 13 日，教育部

制定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正式发布施行，标志着我国中小学

教师培训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随后，关于教师信息化和教师网络联盟

化等文件的颁布，使我国教师培训实现了全员化、多元化。  

为教师培训而独立设置的教师研修机构——教师进修学校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专门从事中小学教学研究、管理和指导的业务部

门；复兴于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时代洪流中，承担着新教师培养和教

师学历达标培训、学历补偿培训等工作。60多年来，教师研修机构始

终围绕了解和研究、服务和推动基础教育开展工作，成为我国基础教育

发展的一股不可缺少的专业支持力量。  

宜宾市翠屏区教师培训与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1997 年

因行政区域调整更名为宜宾市翠屏区教师进修学校）是由宜宾市翠屏区教

师进修学校、宜宾市翠屏区教研室、宜宾市翠屏区电教馆合并而来，是宜

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领导、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局主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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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学实体，属于师范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的成人中等职业学校。“中心”

是四川省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和全国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一直

致力探索作为研训机构该如何创新教师培训理念、变革培训方式、优化培

训课程等，致力引领教师在常态的教育教学环境中成为教育思想的激荡

者、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教育实践的领跑者、教育理念的落实者、教师专

业成长的合作者。“中心”在成立之初就率先提出了以“做教育思想的激

荡者”为校训，以“提高教师素质，服务基础教育”为办学宗旨，明确了

“以培训为主线，以科研为引领，以教研为载体，以技术为平台，构建翠

屏特色的教师研训模式”的办学思路。 

近年来，作为全国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中心”与北京师范

大学、西南大学以及上海、深圳、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的相关机构进行

了广泛合作，先后承担近二十项“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以下简称

“国培”）工作。为了让“国培”学员既有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又有

精湛的学科教学技能，更有独到的学科教育思想，“中心”通过区域教

师培训和“国培”的不懈探索，进一步提出了“对话式研训”的新理

念。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培训不再是新鲜

话题。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为了加快教育发展，都在加快推进教师培训

工作。尽管教师培训工作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教师自我提升的需求也越

来越强烈，但现实的教师培训工作并不能满足广大中小学教师日益增长

的专业发展需求。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宜宾市翠屏区聚焦校本研

修，以“对话式研训”培育区域教师研修文化、培育新时代“四有”好

教师，为建设“开放、智慧、活力”的翠屏教育新体系奠定牢固的根

基。 

从 2003 年起，翠屏区全面推进校本研修。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翠屏

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整合线上线下“区—片区—学校”三级联动的混合式

教师研训体系，在全区推进对话式研修，将教师发展的阵地前置于学校，

将教师发展的重心下移到学科教研组，将教师发展的方式从外铄转为内



 

 

生。 

本书的出版就是为了介绍“对话式研训”教师培训模式，给教师培

训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小学教师“对话式研训”的理念、操作的过程、

实施的方法及相关技能，并附有培训实录，使读者能更深入地认识“对

话式研训”。本书是教师培训管理者、培训师、一线教师共同研究和实

践后的成果。几年来，培训团队走向了大江南北，受到了教育专家和一

线教师的肯定和欢迎。纵观全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创新性。长期来，“一人讲，多人听”的教师培训模式是一种接

受式的培训，受训者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不

高，培训的实际效果不佳。而“对话式研训”却动员了所有参训教师

“下水”，变接受式培训为参与式培训，参训教师既是受训者也是培训

者。这一创新的培训模式改变了教师对目前在职培训的认识，也使得教

师积极、踊跃地参与到培训工作中，且颇有收获。  

2. 实效性。“对话式研训”是综合多年来我国教师培训模式中广

受教师欢迎的方法，形成的创新培训模式。各个阶段相互串联，一线教

师在参加培训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在培训中充分感受

思想的碰撞与冲击，形成自身的教育理念，并实现教育理念到教育行为

的转换和内化，培训的实际效果明显。“对话式研训”更是一种参与式

的开放培训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的参与探索学习，倡导将培训与教学有

效结合，搭建教育思想与教育行为融合、互通的平台；注重教师的参

与，避免教师在培训结束后产生事不关己的困惑。很多教师在参与“对

话式研训”培训后直呼这样的培训“真有效”“真过瘾”“真解渴”。  

3. 操作性。在操作上，“对话式研训”有系统与互动两个关键。

“实践问题—研训话题—思维碰撞—视域融合—策略生成—行为改善”

这六个阶段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着重在培训过程中让全部参训者

“动起来”，在多个环节上增加专家与教师、教师与教师间不同形式的

互动讨论。其基本思路大致可表述为：思想引领—实践研修—形成教师

个人教育信念和行为。本书详细介绍了“对话式研训”培训模式，并附



 
 

 

有培训的优秀实录，提供详细的借鉴范例，同时还有各地的教育专家、

一线教师对“对话式研训”培训的评价与建议。一线教师可以在研读本

书之后，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进行校本培训和自我提升。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对话式研训”不仅对教师在培训模

式上予以示范，更在教师的一些基本素养和技能上做了详细的指导。本

书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阐述，第一，介绍“对话式研训”的概

念、要素、特征、价值、原则等；第二，详细介绍了“对话式研训”的

操作模式、行动策略、实用工具、运作机制中优秀教师需要具备的相关

素养；第三，对区级研训、校本研训进行介绍；第四，从评价要素、评

价运用、研训效果方面展现了“对话式研训”的部分实录，并汇集了全

国部分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对“对话式研训”的评价与建议。本书编排

详略得当，方便读者在书中寻得自我提升的重要信息和一些技能的方法

指导。 

最后，感谢《四川教育》副主编王建强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

谢宜宾市翠屏区师培中心培训团队和 18 个子课题学校主研人员对本书

的编写和培训推广倾心的付出；在此，一并致谢。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所所长王真东、宜宾学院原党委副

书记刘维鸿、宜宾学院教授何奎莲和刘伟、宜宾市教科所教改室主任黄

绪富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提供了积极支持，特此表示谢忱之意。  

宜宾市人民政府总督学黄耀学，宜宾市教科所所长黄滨，宜宾市教

育局师训科科长谢清，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向庆明、副局长

黄清华和聂林丘，宜宾市翠屏区政府总督学鲍媛媛等领导长期关心与支

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书即付梓，倍感欣慰。衷心期待来自读者的声音——无论是批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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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理论寻踪：对话式研训的发展溯源  

 

 

【导语】  

对话，已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的生存状态，成为当代社会的关键词、时代的主旋律。 

在这个对话的时代，对话的潮流已经波及学校教育、教学领域，已成为新课程教学的要求与使命。同时，教育对话也回应了时代的精神，并或多或少地以各种形态体现在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之中。 

对话式研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有源可溯。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先哲推崇和主张通过“对话”来探究真理和知识，如孔子、苏格拉底都采用对话的形式来教学，彰显出了非凡的时代意义。 

对话理论源远流长，有其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和教育学基础：米哈伊尔·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戴维·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马丁·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保罗·弗莱雷强调对话的批判性，促使教育重新肩负起造就人、造就世界的责任……这些对话理论和对话精神，为对话式研训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对话的发展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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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的哲学基础  

 

 

 

三、对话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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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话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1878 1965 20

20

 

 

21



 
 

 

 

（二）社会学基础  

 

 

（三）心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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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学基础  

 

 

 

 

二、对话教学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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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话教学的基本特征  

（一）以民主平等为前提  

 



 
 

 

 

（二）以沟通参与为基准  

 

（三）以互动对话为核心  

 

 



 
 

 

（四）以共生同长为目的  

 

 

 

四、对话教学的表现形式  

 

（一）师生对话  

 



 
 

 

 

（二）生生对话  

 

 

（三）师本对话  



 
 

 

 

 

 

（四）生本对话  

 

 



 
 

 

   

一、对话式培训发展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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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式培训理论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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