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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关于“名师工作室”的理论研究着重从究竟谁是“名师”、“名师工作室”为何而设立、有何功能

以及如何审视“名师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四个方面展开。回顾这些理论研究，凝炼其主要特

点，有助于我们对“名师工作室”的研究趋势进行接续探讨，从而推进“名师工作室”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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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

种新模式，“名师工作室”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学术

界的热切关注。反思“名师工作室”的价值筹划、创
建、运行等相关问题，成为探索我国基础教育地方

性经验的一种有益尝试，也对坚定教师专业发展的

教育信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期促进“名师工

作室”的内涵式发展。

一、“名师”的界定与内涵

没有“名师”，便没有“名师工作室”。而究竟

谁是“名 师”，我 们 以 何 种 方 式 来 界 定“名 师”，则

成为名师工作室开展的前提性问题。应该说，研

究者在对“名 师”的 界 定 与 表 述 上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并呈现出如下不同观点。
有研究认为，“名师”从表面意思上看理应是

那些有名的教师，是教师群体当中的优秀者。而

按照我国已启动的“名师工程”可以将其解释为：
在一定的地 域 范 围 内 有 影 响、有 名 气、有 声 望 的

著名教师。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教师群体，名师

也是教师们 教 育 的 专 家、师 德 的 表 率、育 人 的 模

范，并应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有着特殊的教

育教学方法，具 有 较 好 的 教 学 效 果，具 有 较 大 的

社会影响的教师。其实，这种界定方式类似于我

们日常生 活 中 对“名 师”的 称 谓。作 为 一 个 约 定

俗成的称谓，“名师”通常是指在某一区域范围内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教师，他们一般都具

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高超的实践能力，且拥

有特级教师、市 级 中 小 学 教 育 专 家、中 青 年 学 科

带头人、有突出贡献或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等相

关称号［１］。
另有 研 究 认 为，“名 师”的 意 思 顾 名 思 义 是

“著名的教 师”，在 学 校 里 具 有 较 大 的 凝 聚 力，在

教育教 学 的 实 践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示 范、领

衔、凝聚、激励和辐射等作用，不断引领着教学和

课改新潮流［２］１６。“名 师”必 须 是 课 讲 得 好、学 生

考得好、科 研 做 得 好 的 内 外 皆 有 名 的“三 好”教

师［３］８５。“名师”是相对本地区本学科的其他教师

而言，本 质 上 会 因 地 域 或 学 科 的 差 异 而 有 所 不

同；同时“名 师”也 是 一 个 动 态 的 概 念，在 不 同 时

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其评审的标准可以随时间而

发生变化。
不难看出，“名师”概念的理解表面上趋于一

致，没有什么 差 异，但 实 质 上 不 同 的 语 言 表 述 体

现了对“名 师”不 同 的 认 识 程 度 和 思 考 深 度。每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名师”，不同社会也有不同

社会的“名师”，“名师”就是这样在时空交错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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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逐渐 生 成。新 时 期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的 宏 观

背景需要产生有代表性的教师，需要涌现出一批

在德行修为、业 绩 品 质、社 会 实 践 等 方 面 具 有 示

范性的“名师”。

二、“名师工作室”的设立目标

“名师工 作 室”究 竟 是 为 了 达 成 什 么 样 的 目

标而设置 的？ 很 多 先 行 研 究 者 也 围 绕 这 一 问 题

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解答。
有的研究 者 侧 重 于“名 师 工 作 室”的 教 师 培

养目标。由 于“名 师 工 作 室”具 有 目 标 性、实 践

性、团队性和学术性等特点，在打造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富有 活 力、开 拓 创 新 的 高 素 质 教 师 队 伍

中理应 发 挥 一 定 的 引 领 作 用。因 此，有 研 究 认

为，“名师 工 作 室”应 实 现“让 普 通 教 师 或 年 轻 教

师成才、骨干教师成名、名教师更著名”的三重培

养目标［３］８５。
有的研究 者 侧 重 于“名 师 工 作 室”的 教 学 活

动目标，这突出表现在“名师工作室”诸多具体活

动中。山东 省 枣 庄 市 张 华 清 工 作 室 的 活 动 宗 旨

为“尊重 教 育 科 学，把 握 教 育 规 律；注 重 专 业 发

展，形 成 教 育 思 想；提 供 教 研 示 范，构 建 教 学 模

式；开发 校 本 课 程，打 造 教 育 品 牌”［４］。“名 师 工

作室”以相 应 的 教 学 活 动 为 依 托，很 多 研 究 也 将

其目标定位于活动的有效开展上。
有的研究 者 侧 重 于“名 师 工 作 室”的 教 育 整

体目标，从理论上认为名师工作室的目的在于创

设一种相互支持和相互协作的学习氛围，不断打

造一流的教师团队、不断创建学科教育的特色和

品牌［５］。正如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的 名 师 工 作 室 将 目

标确定为“培 养 学 科 领 军 人 物、管 理 专 家、教 育

家，能对本地区多科教学持续发挥引领和推动作

用，能对‘南 通 教 育 之 乡’的 高 位 走 强、对 全 省 乃

至全国学科建设作 出 重 要 贡 献”［６］。这 种 观 点 将

“名师工 作 室”作 为 推 进 学 校 整 体 改 革 和 发 展 的

重要举措来进行，无形中对“名师工作室”施加了

高度的期待甚至过度的影响。
其实，对于“名师工作室”目标定位的不同往

往折射出研 究 者 不 同 的 价 值 预 设，期 望 借 助“名

师工作室”的 深 入 研 究，达 成 相 应 的 实 践 效 果 和

改革目标。然而，“名师工作室”毕竟是个新鲜事

物，过度地施加影响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结

果，我们尚无法奢望这种新生事物能为基础教育

的改革 和 发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贡 献，而 只 能 在 探 索

“名师工作室”的 有 效 运 作 过 程 中 实 现 对“名 师”
的有效把握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断带动，从而

凸显基础教育“名师”的辐射功能，而这也恰恰是

很多既有研究没有意识到的重要方面。

三、“名师工作室”的价值取向

对于“名师工作室”的功能进行合理廓清，有

助于我们发现诸多文本的研究指向性问题。“名

师工作室”究 竟 能 够 发 挥 什 么 样 的 功 能，在 一 定

程度上是 一 种 实 然 性 的 回 应。而 反 思 先 行 研 究

者的这些回应，也有助于深化对“名师工作室”的

认识。从既有文本来看，研究者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对“名师工作室”的功能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是教 师 成 长 功 能。有 的 研 究 者 从 教 师 成

长角度阐 发“名 师 工 作 室”的 功 能 问 题，认 为“名

师工作室”的首要功能是建立促进教师成长的平

台、拓展名师 自 我 发 展 的 空 间、不 断 开 展 学 科 教

学示范、进而 支 撑 学 校 发 展、提 升 学 校 的 影 响 力

等［７］４。而在广东省，“名师工作室”曾被纳入到了

“三位一体”的骨干教师培训模式中，并作为承担

方之一的角色出现（另外两个分别为高校和区域

教师 培 训 机 构）［８］。也 有 学 者 认 为，“名 师 工 作

室”在教学 行 动 中 不 断 研 究 教 学，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激活了教师的教学实践知识；借助便捷的交流媒

介，使名 师 工 作 室 的 运 作 范 围 超 越 了 学 校 的 限

制，进而实现 了 教 师 之 间 的 教 学 信 息 共 享，形 成

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优势，这也为教师专业发

展开辟 了 广 阔 的 前 景［９］。总 之，这 种 观 点 将“名

师工作 室”的 功 能 集 中 于 促 进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方

面，侧重于“师”的角度进行研究。
二是教 学 活 动 功 能。有 研 究 者 从 教 学 活 动

的有效开 展 角 度 对“名 师 工 作 室”的 功 能 进 行 研

究。如武兴华认为，“名师工作室”应该以网络平

台为基本依 托，将 教 学 研 讨 作 为 主 要 内 容，以 课

题研究为基本方式，通过开展教学、教研、教改等

活动，充分挖掘和培育每位成员的名师潜质。而

有的研究 者 则 认 为“名 师 工 作 室”应 为 教 师 专 业

发展提供一定的学习资源，不断搭建教师交流平

台，进而促进 教 师 之 间 分 享 专 业 知 识 与 经 验，推

动教 师 反 思［２］１６。总 之，这 种 观 点 将“名 师 工 作

室”定位于 组 织 并 开 展 教 学 活 动 的 重 要 载 体，应

在营造学校教学活动方面提供平台。
三是系统性功能。有 的 研 究 者 强 调“名 师 工

作室”是一 个 具 有 系 统 性 功 能 的 平 台，应 具 有 多

方面效应：促 进 名 教 师 继 续 成 长，为 名 教 师 带 徒

授艺提供载体，为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操作样

本，为宣传 名 教 师 服 务，为 促 进 学 校（区 域）又 好

又快发 展 提 供 基 础 保 障，进 而 能 够 谏 言 教 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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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服务行政决策［１０］。例如无锡许昌良所主持的

语文名师工 作 室 就 具 有 这 种 功 能：高 度（名 师 的

主体凸显）、宽 度（名 师 的 团 队 力 量）、厚 度（工 作

室丰富的 教 研 活 动）［１１］。还 有 的 研 究 者 就“名 师

网上工作室”的 功 能 问 题 进 行 了 研 究，认 为 其 功

能主要包括：开 办 网 上 的 专 题 讲 座，整 理 并 提 供

有关教育专题研究的资料以及相关教学案例，与

成员教师的在线交流，定期深入课堂进行观课评

课、临床 诊 断 等 教 学 实 践 指 导 等。总 之，这 种 观

点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和教学两个侧面，而是更集

中于 从 宏 观 层 面 审 视“名 师 工 作 室”的 系 统 性

功能。
应该说，不 同 的 角 度 界 定 出 不 同 的“名 师 工

作室”功 能，为 我 们 呈 现 了 较 为 清 晰 的 脉 络。然

而，作为一 个 发 展 中 的 新 生 事 物，“名 师 工 作 室”
不仅具有叠 加 的 教 学、科 研 和 人 才 培 养 功 能，而

且具有更 多 的 生 成 性 功 能 值 得 我 们 去 认 真 关 注

和研究。既 有 研 究 仍 沿 袭 传 统 的 研 究 方 法 来 规

制“名师工作室”，而没有看到作为教师成长共同

体的“名师工作室”在学校、学生及社会教育网络

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四、“名师工作室”运行中的问题

虽然“名 师 工 作 室”在 很 多 地 区 已 经 成 为 一

种教师教研、教 学 提 升 的 有 益 尝 试，但 运 行 中 的

“名师工作室”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方面，有 关“名 师”的 问 题 仍 是“名 师 工 作

室”运行过程中的最大阻力。一是“名师”远离教

学一线的 现 象 较 为 严 重。虽 然 不 少 地 区 的 教 育

主管部门及学校成立了众多的“名师工作室”，在

打造学科骨干教师、促使新的名师不断涌现等方

面发挥了积 极 作 用，但 在 众 多 的 工 作 室 中，有 些

工作室 的 名 师 已 经 远 离 教 学 一 线，甚 至 已 经 退

休，在他们 名 下 的 工 作 室 实 际 上 并 未 真 正 运 作；
也有些工作 室 还 处 于 筹 备 阶 段，没 有 正 式 挂 牌；
有些挂牌名师收下若干“学徒”，却很少组织教研

活动，其工作室也形同虚设［１２］。二是“名师”的教

学过程呈现 出 鲜 明 的 个 性 来，无 法 形 成 辐 射 力。
南京的张 凯 老 师 在 别 人 纷 纷 涌 进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时候主动退出了名师工作室，成为这一时期的典

型个案，在他看来名师是不能复制的。虽然很多

名师德高望重，但有的名师的名声是驾驭在教学

成绩之上 的。虽 然 有 的 名 师 教 学 经 验 可 能 很 丰

富，教学成绩 也 可 能 很 高，但 他 的 教 学 创 新 意 识

和教学能力却未必名副其实。因此，当这些名师

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地会用自己

所固有的教学经验去指导其他教师，并尽最大可

能地把其他教师培养成第二个“他”。然而，不同

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气质和教学个性，每位教

师只有根 据 自 身 发 展 的 实 际 探 索 成 长 和 发 展 的

路径，才能不断形成自己独有的教学魅力和教学

风格，最 终 成 长 为 名 师。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名 师

工作室，需要 有 教 学 经 验 丰 富 的 名 师 来 主 持，但

更需要由 具 有 极 强 的 创 新 意 识 和 教 学 理 念 的 名

师来引领［１３］。三 是 很 多“名 师 工 作 室”无 法 合 理

确证“名师”的地位，致使“名师工作室”潜隐着巨

大的风险。大 多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成 立 是 为 了 发 挥

以名师为引领的资源效益，“名师”代表了团队的

最大发展 力，然 而 一 旦“名 师”停 止 了 发 展，团 队

也就停止了 发 展，这 仍 然 是 个 资 源 匮 乏 的 问 题，
没有考虑到新资源的生成；“名师”虽然是团队中

的核心人物，具 有 一 定 的 权 利 和 义 务，但“名 师”
要为学校、为 地 区 创 造 收 益，就 很 容 易 导 致 对 团

队中初任 教 师 的 忽 视，而 在 这 个 过 程 中，“名 师”
与团队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另一方面，“名师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也出

现了机制 性 的 障 碍。一 是“名 师 工 作 室”的 定 位

不明。当前“名 师 工 作 室”正 呈 现 出“非 官 非 民”
的定位和不尴不尬的处境，组织的松散性和发展

的自觉性，理 念 的 先 进 性 和 目 标 的 模 糊 性，区 域

的限定性 和 影 响 的 辐 射 性。造 成 这 种 现 象 的 原

因主要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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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而朱向明则认为，当前的名师

工作室，在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一 种 官 方 行 为，其 行 政

色彩较为浓厚：从名师工作室的活动计划到具体

落实，从工作室的名师确定到每个工作室成员的

组成，其实 都 是 在 官 方（或 当 地 教 育 人 事 部 门 或

教研部门）的安排和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带有较

强行政性、强 制 性 的 名 师 工 作 室，无 疑 会 为 其 真

正发挥作 用 埋 下 障 碍［１５］。二 是 工 作 室 集 体 活 动

与其成员 本 职 工 作 之 间 存 在 着 时 间 安 排 方 面 的

冲突。工作室目前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大多在追

求研究视角的实用性和基础性，这就在一定意义

上影响了研究内容的研究深度和学术含量，难以

有力地引导其成员步入研究的正确轨道，这也致

使工作室的研究品质不高；而工作室成员的科研

能力不强、理 论 素 养 不 一，也 已 经 成 为 自 身 专 业

发展的瓶颈；“网络教研”仍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和

发展潜力［７］６－７。三是诸多矛盾叠加在“名师工作

室”上。“名师工作室”作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尝试 和 探 索，存 在 着 诸 多 不 足，如“定 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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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方向不 明”、“个 体 性 强、团 队 力 量 弱”、“成 效

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评估手段”等［１６］，多重困难

叠加导致很多“名师工作室”发展困难重重，极易

出现发展中的“高原期”。
不难看出，“名师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所不

断出现的诸多问题，恰恰反映出“名师工作室”的

创建、发展仍 很 艰 难，而 这 种 艰 难 正 是 来 自 我 国

基础教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的 整 体 过 程。优 质 资 源 的

稀缺与对优质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大正是导致“名

师工作室”出现问题的关键原因，解决好“名师工

作室”运行 过 程 中 所 出 现 的 这 些 问 题，重 要 的 是

要继续抓好 师 资 队 伍 建 设，继 续 将 教 师 的 培 训、
继续教育等 放 在 重 要 位 置，实 实 在 在 地 发 挥“名

师工作室”的团队作用。

五、“名师工作室”研究的启示与省思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有效结合首先应表

现为实验的有序开展”。“名师工作室”正是这种

促进教育 理 论 与 教 育 实 践 结 合 的“实 验”。有 关

“名师工作 室”的 理 论 研 究 仍 将 伴 随“名 师 工 作

室”的实践探索而不断深入；反之，深入反思这些

研究的特点、积极探讨未来的研究趋势也必将有

力推动名师工作室的科学化建设和内涵式发展。
（一）当前“名师工作室”研究的主要特点
回顾有关“名师工作室”的理论研究，不难发

现这些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各地创建名师工作室做法多样，各具特

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样本。随着国家对教

师专业发展实践载体的高度重视，我国各地纷纷

创建了各种名师工作室，采用多种方法来提升名

师工作室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并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研究样 本。这 些 研 究 样 本 不 仅 有 理 论 性 较 强

的学术著作以及研究论文，而且有相关的工作材

料、调研笔记 以 及 阶 段 性 经 验 总 结；不 仅 有 理 论

性的文字材料，而且有一大批电子文本。很多名

师工作室均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博客，形成了很

多讨论区、贴吧、微信、ＱＱ群等信息交流工具，这

些也在一定 程 度 上 丰 富 了 研 究 文 本，为“名 师 工

作室”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是江苏 的“名 师 工 作 室”建 设 与 研 究 值 得

关注。江苏 历 来 是 我 国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和 创 新 的

前沿阵地。近些年来，江苏不断探索以名师工作

室为依托的教育改革平台，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

研究文本。在 国 内 基 础 教 育 教 师 专 业 成 长 的 探

索过程中，江 苏 不 断 推 进 名 师 工 作 室 的 建 设，在

南京、苏州等基础教育发达的城市中进行名师工

作室的 探 讨。同 时，南 京 师 范 大 学、江 苏 省 教 育

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研究部门不断地

对名师工作室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形成了

大量生动而鲜活的研究素材。
三是高等 院 校 和 职 业 院 校 的“名 师 工 作 室”

做出了很多新的探索。其实，不仅基础教育界正

在生成大量的“名师工作室”，很多高校和职业院

校也在不 断 进 行 着“名 师 工 作 室”的 新 探 索。如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沛然名师工作室”、苏州市

“技能名师工作室”等。这种以技能型、科研型为

主的名师工作室不同于基础教育名师工作室，正

是基于高 校 和 职 业 院 校 本 身 的 功 能 定 位 所 形 成

的。而这些 也 从 侧 面 让 我 们 反 思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和发展历程中“名师工作室”的特殊意义，并可以

不断从高 等 教 育 的 名 师 工 作 室 中 借 鉴 相 关 有 益

经验，从而丰富“名师工作室”的理论研究。
四是“名师工作室”的主体性研究相对匮乏。

当前的“名 师 工 作 室”研 究 大 多 由 教 育 科 研 主 管

部门以及 高 校 相 关 领 域 的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理 论 分

析，这些分 析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都 是 以“积 极 的 观 察

者”的身份进行研究。虽然其中也涉及许多具有

实证性的案 例 分 析 或 事 例 解 读，但 作 为“名 师 工

作室”的主持者和成员鲜有以主体性身份进行的

理论研究。这 种“在 场 性”研 究 的 缺 乏 使 得 当 前

的“名师工作室”研究难免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其实，我们更热切期盼“名师工作室”成员教师不

仅借助工作室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而且能够对

这种教师专业发展的形式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载体的良性生成。
（二）“名师工作室”研究的基本趋势
基于以 上 研 究 特 点，我 们 不 妨 对“名 师 工 作

室”的相关研究趋势进行探讨。
一是基 础 教 育 界、学 术 界 将 持 续 热 议“名 师

工作室”。其缘由主要有二：其一，“名师工作室”
的相关探 索 对 新 时 期 我 国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仍在延续

中；其二，“名 师 工 作 室”自 身 也 存 在 着 丰 富 而 深

刻的学 术 内 涵。纵 观 诸 多 研 究 文 献，不 难 看 出，
本土化、特色化的教育改革将越来越受到国家和

社会各界的重视，教育知识的地方性经验与生成

路径也将 不 断 受 到 行 政 扶 持 与 理 论 关 切。而 这

些原因也 必 然 形 成 关 于“名 师 工 作 室”的 大 量 理

论研究。
二是研究 范 式 与 研 究 方 法 论 的 更 新 会 在 一

定程度上 促 进“名 师 工 作 室”的 有 关 研 究。透 过

相关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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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大 多 采 取 个 案 研 究 法 进 行 实 践 总 结、反

思，高度相似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理论

探讨与观点争鸣。因此，如何在社会文化多元的

时代背景下，更 新 研 究 范 式 和 方 法 论，重 新 审 视

“名师工作 室”的 创 建、运 行 以 及 相 关 问 题，成 为

一种必然趋势。如对“名师”的叙事研究、对工作

室成员的跟踪观察、对区域性名师工作室兴起的

扎根研究 等 将 从 方 法 论 的 意 义 上 深 化 既 有 理 论

研究。
三是更加 关 注“名 师 工 作 室”生 成 的 社 会 和

文化场域。“名 师 工 作 室”诞 生 于 不 同 的 社 会 场

域，具有地方性的文化色彩。由于名师以及成员

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因此“名师工作室”的运

行暗含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交流现象，脱离这种社

会和文化 场 域，“名 师 工 作 室”便 失 去 了 生 命 力。
而这导致“名 师 工 作 室”难 以 在 另 一 个 社 会 和 文

化场域内复制。这种基于社会和文化场域所造成

的特殊性也正是很多研究文献各具特色的根源，然
而学术研究不仅仅是要找寻极为特殊的地方性经

验，而是更要关注这些个案背后所潜藏的共通性知

识，发现“名师工作室”何以生成的内部机制，从而为

“名师工作室”的接续发展提供有益尝试。
四是不断 增 强“名 师 工 作 室”所 承 载 的 教 育

价值研究。名 师 工 作 室 在 实 践 过 程 中 不 仅 对 于

作为工作 室 成 员 的 教 师 具 有 一 定 的 引 领 和 示 范

作用，而且对于“名师”本身也具有强烈的促进功

能。“名师”实质上也是一名教师，只是在这群教

师中具有 丰 富 教 学 经 验 和 独 特 教 学 理 念 等 优 势

的个体。然而，这 些 教 师 群 体 长 期 在“名 师 工 作

室”内开展教研活动，形成发展的内聚力，“名师”
所具有的 优 势 也 在 不 断 地 变 成 教 师 们 成 长 的 宝

贵资源，而“名师”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坚定教育

信念，反思工作室的运行模式以及自身的专业发

展问题。因此，关于“名师工作室”的学术研究将

不断增强对其所承载的教育价值方面的研究，以

期形成互相 促 进、互 助 发 展、互 动 提 升 的 教 师 实

践共同体。

［参 考 文 献］

［１］全力．名师工作室环境中的教师专业成长———一种专 业

共同体的视角［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０９（１３）：３１．
［２］包智强．铸 魂 固 本，团 队 打 造———无 锡 市“名 师 工 作 室”

团队建设的实践与思考［Ｊ］．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０）．
［３］李启云，王际兵．“三 好”教 师 才 是 真 正 的 名 师［Ｊ］．课 程

教学研究，２０１２（６）．
［４］程庆友．枣庄首家以教师命名的“名师工作室”挂牌［Ｊ］．

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８（６）：３９．
［５］胡继飞．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设的问题与建议［Ｊ］．基 础

教育，２０１２（２）．
［６］杨曙 明．如 歌 行 板 唱 登 攀———南 通 市 名 师 工 作 室 透 视

［Ｊ］．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１３．
［７］刘穿石．“名师工作室”的解读与理性反思［Ｊ］．江 苏 教 育

研究，２０１０（３０）．
［８］胡 继 飞，古 立 新．“四 主 四 环”骨 干 教 师 培 训 模 式 建 构

［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９］朱 伟，王 跃 平．生 态 取 向 的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四 种 路 径

［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２０）：２６．
［１０］沈贵鹏．“真实”的 名 师 工 作 室———评 许 良 昌 工 作 室 的

高度、宽度和厚度［Ｊ］．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６１．
［１１］马张留．对促 进 名 师 工 作 室 高 效 运 作 策 略 的 思 考［Ｊ］．

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８．
［１２］张凯．我 退 出 了 名 师 工 作 室［Ｊ］．江 苏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０

（３０）：６４．
［１３］鄂冠中．区域 性 名 师 工 作 室 运 行 策 略 摭 谈［Ｊ］．中 小 学

教师培训，２０１２（６）：２１．
［１４］朱向明．让名师 工 作 室“名”副 其 实［Ｊ］．中 小 学 教 师 培

训，２０１１（２）：１６．
［１５］沈雪春，姚敬华．智慧共享，合作共研，和谐 共 进［Ｊ］．江

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４９．
［１６］于伟．寻 找 把 教 育 学 托 上 天 空 的 彩 云———陈 元 晖 教 育

学学术思想探析［Ｊ］．东北师大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３（５）：１５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　Ｓｈｕａｎｇ，ＹＵ　Ｗｅｉ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　ｍａｄ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ｏ　ｗａ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ｈｙ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ｉｏ，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责任编辑：何宏俭］

·０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