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４月

第３３卷　第２期
教　育　科　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ｒ，２０１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小学教师情绪表达规则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形

成机制研究”（ＤＢＡ１６０２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４
〔作者简介〕吴支奎（１９７４－ ），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课程

与教学论；丁春梅（１９９０－ ），女，安徽天长人，安徽亳州学院附属小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设策略探究＊

———基于知识管理的视角

吴支奎１，丁春梅２

（１．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２．亳州学院附属小学，安徽 亳州 ２３６８００）

〔摘　　　要〕　名师工作室建设旨在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辐射和指导作用，实现资源共享、

全员提升的目的。知识管理以其对知识的关注，与名师工作室建 设 有 着 较 高 的 内 在 契 合 性。

知识管理视角下的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设可通过有效实施名师工作室知识管理活动，完善名

师工作室组织与管理，建设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名师工作室交流平台，构建名师工作室的知识共

享文化等策略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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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名 师 工 作 室 在 各 地 中 小 学 纷 纷 建 立 和

推行，注重发挥名师这一宝贵的社会资源，旨在进一

步提升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而目前有关名师

工作室的相关研究多囿于经验的介绍、总结，媒体的

宣传抑或常规管理制度、机制建设等层面，专题深入

式的探讨相对较少。本文拟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来专

题探讨中小学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建 设 策 略，拟 为 名 师 工

作室建设打开一扇新的视窗。
一、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问题的研究意义

中小学名师 工 作 室 建 设 是 应 教 育 政 策 的 诉 求、
教育管理实 践 的 召 唤 等 因 素 而 生。一 方 面，中 小 学

名师工作室是应教育政策的诉求而生。基础教育改

革和课 程 改 革 重 视 加 强 教 师 队 伍 建 设，教 育 部 于

２０１０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提出“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专

业化教师队伍。”主张“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等方

式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中小学名师

工作室集聚区 域 名 师 资 源，推 动 了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从

“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 转 变，为 引 领 区 域 内 教 师

专业成长提 供 了 现 实 的 平 台。另 一 方 面，中 小 学 名

师工作室是基于教育管理实践的召唤而生。名师工

作室的建立与 运 行 对 于 教 师 专 业 发 展、教 学 质 量 提

升、学科建 设 以 及 课 程 改 革 具 有 较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然而在现实运行中的“名师工作室”还面临着诸多挑

战和困惑，如工作室目标定位不明、教育行政部门收

放力度不够、领衔人权职比重不尽合理、成员发展意

识不强等实践性问题。［１］因此，加强名师工作室建设

的实践探索，及 时 发 现 和 解 决 名 师 工 作 室 建 设 中 的

问题，对健康、可持续地发挥名师的引领、辐射 作 用

具有重要意义。
而要切实推 进 名 师 工 作 室 建 设，充 分 发 挥 名 师

资源的引领和 辐 射 作 用，仅 仅 停 留 于 一 般 经 验 性 总

结，或舆论的宣传报道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突

破原有的思维 方 式，另 辟 蹊 径 来 重 新 审 视 和 推 动 中

小学名师工 作 室 建 设 迫 在 眉 睫。一 般 而 言，名 师 普

遍具有坚实的 本 体 性 知 识 和 条 件 性 知 识，尤 其 具 有

丰富的实践性知识，如何搭建平台，实现这些知识的

有效流通、整合 与 共 享 是 当 前 中 小 学 名 师 工 作 室 建

设的“深层次”问 题，也 是 进 一 步 引 领 和 促 进 区 域 内

教师专业发展 的 重 要 课 题，而 知 识 管 理 理 论 恰 恰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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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此平台搭建的“角色”。透过知识管理视角来审

视中小学名师 工 作 室 建 设，就 是 将 这 一 专 业 学 习 共

同体置于知识 管 理 的 整 体 框 架 内，强 化 其 在 教 师 专

业知识的挖掘、整合、共享、创新等过程中的作用，通

过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知识管理引入名师工作室建设的适切性

知识管理是“为了实现组织特定目标，对组织知

识及知识创造 过 程 进 行 有 效 管 理 的 过 程，同 时 也 是

对与此相关的知识资产、知识设施、知识人员及知识

活动进 行 全 方 位 系 统 管 理，以 增 强 组 织 绩 效 的 过

程”［２］。知识管理所关注的对象是知识，其引入名师

工作室建设有着较强的切合性。
（



责任，因此重视 利 用 相 关 技 术 和 网 络 促 进 知 识 交 流

和共享，以达到成果辐射的目的。

４．名师 工 作 室 活 动：知 识 管 理 的 实 践 性 要 素。
名师工作室定 期 开 展 教 育 教 学 研 讨 活 动，有 助 于 实

现知识的共 享、开 发、运 用 和 创 新



同时，制定名 师 工 作 室 知 识 管 理 制 度 也 是 完 善

组织管理的 重 要 内 容。一 方 面，制 度 的 规 范 作 用 提

高了知识积累、共享和交流的效率，在规范信息和知

识积累的基础上，规范实现知识的共享；另一方 面，
制度激励促 进 了 知 识 流 动。工 作 室 运 行 中，作 为 主

持人（负责人）的名师要多方激励和调动团队成员的

积极性，并从制度上明确工作室活动的次数、内 容、
结果呈现方 式 等，并 给 与 一 定 的 时 间 保 证。知 识 共

享是名师工作 室 发 展 的 主 要 途 径，而 建 立 完 善 的 考

核方式及激励机制成为知识共享的有利条件。
（三）建设 信 息 技 术 支 持 下 的 名 师 工 作 室 交 流

平台

技术与网络 平 台 是 知 识 管 理 的 基 础，名 师 工 作

室建设在实践 过 程 中 非 常 注 重 网 络 平 台 的 利 用，提

高教师应用信息科技的能力，对于教师知识的获得、
储存、运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知识管理技术主要体现在知识管理工具的使用

上。从工具的复杂度，需要的协同度来分析，知识管

理的工具分为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和协同知识管理系

统。［５］常见的个 人 知 识 管 理 工 具 有 个 人 知 识 管 理 小

软件（如国产软件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②）知识地图、知识门

户、知识仓库、Ｂｌｏｇ、数据挖掘。对于个人来说，这些

工具有的是单机使用，有的是基于网络使用，但是它

们都不是强制 性 的 需 要 多 人 协 同 才 能 够 使 用，操 作

相对简便，所以 这 些 工 具 比 较 适 于 小 范 围 的 知 识 管

理。常 见 的 协 同 知 识 管 理 系 统 往 往 是 基 于 Ｃ／Ｓ 模

式、ｗｅｂ、数据 库 的 数 据 管 理 系 统，具 有 海 量 的 数 据

存储能力和先进的数据检索算法。这类知识管理工

具一方面使存在于教师大脑的经验和专业技能等隐

性知识脱离个人而具备专家性、综合性、完备性和系

统性，易于将 转 化 为 可 被 他 人 获 取 的 显 性 知 识。另

一方面利于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反思、归纳总结，促进

教师的显性知识系统化和内化。比较适用于名师工

作室建设的知识管理工具应集中在知识获取和知识

共享两个方面的功能。
名师工作室 可 建 立 网 络 研 修 社 区，促 成 成 员 间

个体学习与网 络 研 讨 相 结 合，从 而 实 现 课 上 课 下 相

辅相成。同时 也 需 制 定 网 络 教 研 实 施 计 划，并 将 网

络教研纳入教师日常的教研工作中。［６］

表２　名师工作室网络教研实施计划

网上 网下

活动前 将工作室活动计划与安排放在上网 教师明确计划，为活动做准备

活动开展

将活动录像上传，仔细分析

教师写评课报告递交到网内相应栏目

主持人根据组内成员意见，提炼主题引导进行深入探讨
及时配合各项活动的开展

活动后 教师把教学反思发布到教研网站 教师互相交流

　　如表２，名师工作室应根据知识管理的理论，制

定出科学的、全面的网络教研实施计划，同时利用论

坛、博客等知识 管 理 工 具 将 网 上 活 动 开 展 与 网 下 教

研有机结合，使教师从网络教研中获得知识的提升，

提高教师教研的质量和水平。
（四）构建名师工作室的知识共享文化

名师工作室知识管理活动的组织开展与人际因

素相关，文化 是 支 撑 知 识 管 理 的 核 心 因 素。文 化 是

知识共享的拉动力，在文化指引下，每一位教师都乐

于参与知识共享，把其作为提升专业成长，



着举足轻重 的 作 用。一 方 面，在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知 识

活动开展中，可通过群体的自愿平等参与（成员以氛

围与情感 为 维 系 纽 带）营 造 良 好 的 合 作 文 化 氛 围。
另一方面，通过工作室成员间的协作互动，允许并提

倡各种见解、模式、风格共存，营造和谐、宽容的文化

氛围，以此 实 现 成 员 之 间 的 信 息 交 流，达 到 知 识 建

构、知识共享的目的。

〔注　释〕

① 知识管理不仅仅关注内部，对知识本身的 获 取、储 存、传 播 和 运 用

这一 知 识 流 动 过 程 进 行 管 理，也 是 对 知 识 设 施、知 识 人 员 和 知 识

活动等全方位的 管 理。因 而 知 识、知 识 人 员、知 识 设 施 和 知 识 活

动就构成了知识 管 理 的 功 能 要 素。这 里 的 知 识 要 素 代 表 知 识 本

身，也包含组织文化、管理策略等。

② Ｎｏ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是北京爱琴海软件公司开发的一款专业的文献检索

与管理系统，其核心功能涵盖知识采 集，共 享，应 用 等 知 识 管 理 的

所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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