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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同意，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这一论断应有三
方面含义：一是知识来源，即教育学知识源自实践，而不是哲
学思辨；二是目的，即它的目的是服务于实践，它的真理性在
于它改进实践的有效程度；三是情境性，即这些知识用于不同情境
（人和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不像物理学或化学知识那样，
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一认识对教育研究至少有三方面启示：

（一）要提高实践性知识的地位。人们习惯说，在 XXXX理
论的指导下。理论的任务似乎就是指导实践，实践也总是要被
理论指导的。因此，实践总有些低下，理论总觉得高大在上。
这样的上下高低之分，无形中把理论与实践隔离开来，产生所
谓的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现象。维克福什认为，知识可分理论知
识和实践知识。但这不是说，对同一个对象有两套知识：一套
理论知识，一套实践知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理论和实践研
究的对象其实只有一个——现实，得出的“真理”也只能一个；也
好像已经忘记，实践才是认识和理论的真正本源。提高实践性
知识地位，就是要解决“理论高、实践低”“重理论、轻实践”的风
气，让认识接近真理。

（二）要推进默会知识显性化。这些知识虽然是说不出来的，
却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交互（动作、语言、神态、
眼神等）、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重要媒介。它存在于师生的日
常交互中，存在于课堂教学中，有效地调节着师生的沟通交流，
理应成为教育学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这些默会知识显性化，
是充实和丰富教育学知识不可无缺的。

（三）倡导鼓励实践研究。这是老生常谈。然而，教育研究
的种种现实，又让人感到有时时提起的必要。教育研究的“文献
化”（剪刀+浆糊写作）、“技术化”（满足于收集在线数据）、“哲学
化”倾向，明显偏离了实践是认识源泉的根本点。在线数据当然
也是师生行为的印迹，但这种数据总归是浅显、缺乏深度、缺
乏温度的，有别于亲临教育实践一线得到的数据。这种实践论
是庸俗的，实质上是逃避教育现实，是教育研究应防止的。

强调重视实践，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而是说理论要来自

实践，贴近实践，而不是满足于“象牙塔”内的逻辑推演。逻辑推

演常常非常精彩，扣人心扉，但是这样的理论实践上能不能奏

效、管用，常常是个问号。实践获得知识可能不能像理论那样

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它有用，能解决问题。这才是重要的，

才是真理的。多米尼克·贾尼科说，理论和实践应紧密相连：没

有任何实践的理论，注定是抽象的，如同空中楼阁；没有清晰

理论指导的实践，就像一台不开灯走夜路的车。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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