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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教育中，变革一直伴随着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变革”或者“改革”成为教育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词汇之一。
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主体和关键因素，在教育变革研究中，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注。
虽然近年来对教师参与变革的研究有所增加，但大都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观感层面，缺乏深入的学理探
讨，更缺乏在较宽的时空维度上对变革中教师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性研究。
　　本书《理解教育变革中的教师》选择一个具体的教育变革项目，将宏大话语放到微观的项目情境
中去理解和解读，对处于不同变革层次和空间中教师的表现进行了“深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
究。
本书的一个特色是采用了质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深度访谈、共同参与实践等各种方法来收集资料
，并对资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质性研究强调的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心灵沟通，从而获得一种深层的、内在的理解，这和作
者试图理解变革中教师的初衷是十分契合的。
教师是具有丰富思想、情感、信念、行为习惯的生动复杂的“人”，而“人”才是教育的核心，即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教育要从研究人的存在、发展和变化开始。
而“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有着本质的不同，一切基于科学理性把人作为对象物而进行的“研究
”都会显得苍白而失去意义。
“人”需要“理解”，而且应该去“理解”。
所以，通过质的研究来达成对教育变革中的教师的理解，符合教育研究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解教育变革中的教师>>

内容概要

　　《理解教育变革中的教师》是一本研究教育变革中教师行为及心理的专著，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又处在复杂与动态的环境中的人，教师在变革中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这些表现背后，蕴涵着什么丰富的意义？
它反映出变革中教师身处哪些影响因素之中？
这些影响因素形成什么样的动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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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ewin描述心理个体所用的数学概念同描述环境所用的数学概念是一样的。
他还将个体的结构进一步地分为内部一个体区域和运动－知觉区域。
运动一知觉区域是位于内部一个体区域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
内部一个体区域的需要或其他状态表现为身体表现或身体动作，即运动－知觉区域的一个区域影响环
境。
反之，环境变化也需要运动－知觉区域从而引起内部一个体区域的心理变化。
在内部一个体区域之内，又可以区分中心层和边缘层。
中心层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要强于边缘层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而且中心区域可能由一种特定的
功能墙所围绕。
边缘区域容易与处于较近的运动区域发生联系。
例如：当只是个体的边缘层受到影响，愤怒的表现较易发生，那是因为愤怒的爆发较为表面；如果中
心层受到影响，情感的公开爆发则较少发生。
　　运用其心理场论，Lewin从社会稳定与变革、个体、团体等方面对变革进行了动力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作用于个体、团体或其他位置之上的是不同的、相互对抗的力。
它们中的一部分是驱动事物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动力，另一部分则是驱动事物朝反方向发展的抗力。
在稳定阶段，这些动力与抗力在某个特定的水平L1上达到了平衡，即场中的力达到了“准静态平衡
（quasistationaryequilibria）”，这就是个体、团体或事物处于稳定状态的原因。
Lewin认为，应该将变革看作“从当前平衡水平到理想水平”的移动（move）。
因此，一个变革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使个体或团体向着理想水平移动；其次，还需要一个在理想水
平L2上保持平衡的力场来代替在当前水平L1上保持平衡的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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