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构教师专业学习思维与实践
——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理论视角

祝　刚　 徐国兴　 林　琦　 史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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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教师专业学习受“过程—结果”线性论、理论应用型等“树状思维”的宰制，集中表现

为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困境。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理论提出的聚集、块茎思维与线喻理论为重构教

师专业学习思维与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利于打破教师专业学习的二元对立、静止、割裂的思维模式，

寻求思维活动的连续性、多元化、异质性。教师专业学习因此面临三方面的视角转变：在本体论层面，教师专

业学习被视为一种涉及多种要素的、高度中介的 “人类共存主义”活动；教师专业学习活动不仅是一种存在，

更是一种生成，具有政治性和情境性特征；规避克分子线的束缚，运用分子线和逃逸线进行教学活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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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目前，学术界主流的教师专业学习范式为“理

论应用型”，即荷兰教育学者杜韦•贝加德（Dowue
Beijaard）提出的“教师专业学习 1.0模式”。该模

式认为职前教师需掌握由教育学、心理学和不同

学科专家所生产的大写的“T理论”，将普适、抽

象、客观的学术知识运用到具体教学情境，以理论

“指引”实践为目标，把学术性知识转化为情境化

实践（祝刚等，2021）。其背后暗含了教师专业学习

的“思维”与“实践”实际上仍受以主客二分法

为内核的实证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宰制。

这些理论基础构成了法国后现代结构主义哲

学家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所诟病的“树状

思维”。该思维追求复杂流动表象下的静止“本

质”，缺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复杂性、流动性、

异质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考量（Strom & Viesca，
2021）。因此，德勒兹与伽塔利以“精神分裂分析”

（ Schizoanalysis）  为理论工具，对“树状思维”进

行 了 深 刻 批 判 ， 创 造 性 提 出 了“ 块 茎 思 维 ”

（rhizomatics）概念，以超越树状思维在层级、秩序、

同一性等方面的机械限制（德勒兹等，2012：284）。
然而，国内学者尚未充分运用德勒兹后批判人

文主义审视主流教师专业学习思想、实践及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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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缺乏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检视教师专业学习

实践的困境及未来出路。德勒兹提出的富有创造

力的非线性、生成性（becoming）理论体系，致力于

打破二元对立、静止、割裂的思维模式，寻求连续

性、多元化、异质性，为重构教师专业学习思维与

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从德勒兹后批判人文

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聚集（assemblage）、块茎

思维及线喻理论 [主要包括：克分子线（molar line）、
分子线（molecular line）、逃逸线（line of flight） ]重
构教师专业学习思想与实践路径。

 二、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理论

后批判人文主义对启蒙时代以来人文主义形

成的理性思维、二分法等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实

现了哲学上的本体论转向。这种思维模式以对立、

价值等级化的二元论为特征，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

作为构成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模板与参考系

（祝刚等，2022）。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文主义已成

为一种等同于“常识”的意识形态框架，成为主导

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基础，包括对教育和

教学实践的理解（Strom & Martin，2017: 1-19）。人

文主义理念虽然在历史上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开展

活动提供了进步视角，但忽略了人类社会经验的复

杂性，剥夺了源于多元文化的种族人性的全面性及

其相关权利和特权，并使源自西方的知识霸权和帝

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合理化（Wynter，2003）。
后批判人文主义思想包括广泛的理论取向、

概念分析和哲学批判路向。尽管作为异质的思想

体系包含不同程度的思想差异，但后批判人文主义

致力于批判以等级、二元、线性、因果关系和理性

主义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弥补了传统人文

主义视角的不足，将权力分析的批判视角与关系、

多元、流动、过程的世界观融合在一起，因此超越

了教育的其他复杂理论视角。例如，系统理论和活

动理论等常无法引入权力分析，将能动性归因于人

类行动者，或将要素理解为单独而不是共同生成的

（Kayumova & Buxton，2021）。此外，后批判人文主

义提供了许多与认识论相关的转向。这些视角的

转变充分解释了教学的复杂性、情境性和动态性。

德勒兹创造性提出的聚集、线喻、块茎思维等理论，

在政治学、哲学、文学、传媒学等学科得到了广泛

讨论与持久的关注。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理论

视角也因此构成了本文重构教师专业学习思维和

路径的着力点①。

 （一）聚集

后批判人文主义意味着对目前“人类世”社

会活动关键参照物的超越。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中，社会活动的关键参照物是离散的、个体化的

“人”。而后批判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关键参照物

变为“聚集”，即一种解释现实的复杂的、关系性

的、糅合的、临时性的、动态性的、连通性的要素

集合。聚集由各种元素（如社会、话语、文化、心

理、近距离、历史、情感、物质等）组成，这些元素

暂时聚集在一起并产生某种效果（Strom & Martin，
2022）。从聚集视角出发，课堂集合包括人的因素

（如教师、学生）、物理空间和物体（如课堂空间、

黑板、课桌）、话语因素（如学校规范、教学内容），

以及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如学校传统、考

试评价政策、教学资源、父母参与等）。同时，聚集

还指一种特殊的多重性发挥作用的方式（如教和学

的种类）。后批判人文主义视角下教师是一种集合

性存在，同时是自身背景、职前学习经验和教学实

践经验的集合，也是课堂系统的一部分，即学生、

物理空间、教学内容和语境条件的聚集（Strom etal.，
2018）。将教师视为具有嵌入功能的集合和多样性

连接，有助于克服线性思维教育研究和评估方案存

在的问题（Strom，2015）。例如，国内外众多学校通

过基于学生成绩的增值性评价评估教师的教学效

果（或质量），没有充分考虑教师的教学效果受到物

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话语等多重因素的共

同调节作用。

聚集概念也强调差异性和杂糅性，超越了人文

主义。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差异可以促使群体的

元素更加多元，形成新的空间、领地、观念和存在

方式。因为多样性是差异的混合体，这些不同元素

进入聚集中产生新的东西，是异质连接产生的前提

条件。在特定情况下，结果总是多种聚集的混合产

物。在教学领域，教师在落实国家政策时，因缺乏

弹性工作制度与自主发挥空间，在课堂情境中为了

适应变革而修改课程目标或课程内容的行为常不

被鼓励。 “聚集”概念为教育系统存在的“一刀

切”的课程、标准化、统一化的教师评价和教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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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等现象提供了“解药”。

与“聚集”概念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是分布式能动性（aistributive agency）。这一概念表

明，人不是自主、自我调节、有意识的行动者，而是

与集合中所有人和非人元素共享能动性。分布式

能动性分散了集合中的人类行动者（或参与者），并

突出了人类之间的关系性，强调非人类的作用和影

响及物质本身的生命力（Strom & Martin，2022）。
在教学领域，分布式能动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驳

论点，驳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即教学

是教师对学生所“做”的单向交易。相反，教学是

一种集体活动，由“教师—学生—空间—内容—情

境” 聚集体协同活动共同产生（Strom，2015）。然

而，“后人类”（posthuman）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类

的参与。教师构建教学确实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

性。从后批判人文主义视野看，分布式能动性是一

个“人类与”（human and）的视角，即教学是由教

师和物质因素（如可用的物理空间和资源）、隐形

因素（如学校常规和社会历史条件）共同调节的。

后批判人文主义视角下，世界、现实和现象不

是先验存在的，相反是由元素通过交互作用或共同

创造的方式在“聚集”中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在

德勒兹看来，“事物”不仅代表自身，是通过聚集

的作用而存在的，特别是其内部的要素或集合之间

的相互作用。交互作用为超越客观主义和建构主

义两个认识极端的不足提供了可能，即世界和知识

一方面是固定的、可知的，另一方面是完全建构的。

相反，社会和自然界、现实的物质和话语要素都由

多元素共同构成。因此，内部行动从根本上来说是

合作的创造过程（Strom & Martin，2022），教师主体

性和教学实践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过程，也不是师范

生完成教师职前培养、获得教师资格证和在学校

实践的最终结果。相反，成为一名教师是交互作用

的过程：教师培养项目、学校和政策的聚集共同促

进了教师主体性的生成。

 （二）线喻理论

线喻理论是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理论的重

要特色与贡献，也是解读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理

论的钥匙。德勒兹和伽塔利对不同的线喻理论作

了多角度的探讨与分析。“我们自身只是一条抽

象的线，就像是一支穿越空间的箭。……我们像所

有人……那样进入到生成——动物之中，进入到生

成——分子之中，最终进入到生成——难以知觉之

中。”（德勒兹等，2012：279）逃逸线与生成始终贯

穿于德勒兹的精神分析法，这些不同的线生动描绘

了块茎思维如何工作。“线”因此构成了德勒兹

非理性认识论的“中枢”。线喻理论也体现了德

勒兹善于运用隐喻等术语建构其哲学理论。

德勒兹和伽塔利的思想聚焦在事物如何彼此

联系，而不是单纯讨论事物静止的存在状态；关注

的是创新变异的演化倾向，而不是所谓的“真实性”

“存在性”与“同一性”。他们倾向于通过揭示

各种“力”来理解事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

群体，人们都被线所穿透”“我们由线构成”

“更准确地说，我们由线簇构成，因为每种线都具

有多样性”（朱立元等，2012）。线是生成的轨迹，

生成是线要达到的效果。“精神分裂分析既不依

赖于要素或整体，也不依赖于主体、关系和结构。

它只着眼于线，后者既贯穿着群体，也贯穿着个体”

（陈食霖等，2018）。由此观之，“线”这个概念变

成了用来观察、阐释人和事情的最佳工具。德勒

兹和伽塔利提出“线”存在的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线是克分子线，也被称为“分层”

（stratification），是相对于分子线的一个概念。该概

念原本指的是“对意识进行辖域化或者殖民的力

量”  所形成的线。经过他们的哲学化阐释，克分

子线实际意指一种固化的、严格切分的节段线。

这种线“通过二元对立的符码对社会关系加以划

分、编序、分等和调整，造成性别、种族和阶级的

对立，把现实分成了主体和客体”  （曾静，2017），
从而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机制中构成某种稳定

的、规范化的心理结构。克分子线代表了不断强

化现存社会规则、等级秩序与机制的宏观社会力

量，自启蒙时代以降就在人类社会思维中占据根深

蒂固的支配地位。克分子线可具体表征为教育体

制结构、现有公约或教育规章规范性文件。任何

有助于维持当前权力平衡的“纠正功能”都可以

被视为克分子线（Strom，2014）。僵硬的克分子线

形成了分层的空间，或一种包含许多阻碍创造性或

不一致性的因素。学校空间存在多克分子线，如自

上而下的教育政策、上课时间表和考试重点。这

些克分子线形成条状空间，限制教师实施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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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创新的教学方法（Strom & Martin，2013）。
第二种线是分子线，这是与克分子线相对应的

概念。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分子线是一种柔韧

但仍不失节段性的线，它总是冲撞和干扰克分子线

的结构和规范化图式。“两条线不停地相互干扰、

相互作用，彼此将一股柔顺之流或一个僵化之点引

入到对方之中。”  （德勒兹等，2012：274）分子线

是参与克分子线“规范化”工作的力量，发挥维持

现状的、实际微观政治的作用。这条线的主体在

“固守”和“逃逸”之间犹疑不定，不愿再受第一

种线的支配，但没有完全决定逃离。克分子线是刚

性的，分子线是柔韧的，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

展。分子线可能会强化克分子线的功能，复制正常

的行为模式，现实运作常指向强化现状。然而，分

子线的灵活性意味着它可以挣脱束缚，形成一条逃

逸线（Strom & Martin，2013）。教师的日常教学实

践由分子线构成，许多克分子线创设了分层空间来

规制教师实践，但教师的能动性可以帮助其与学生

形成暂时的逃逸线，以应对学校的官僚组织、课程

规范和话语体系。

第三种线是逃逸线 ，是三种线的最高形式，即

欲望冲击社会编码的“解辖域运动轨迹线”“这

条线根本不能容忍节段，更像是两个节段性的系列

的爆裂”  （德勒兹等，2012：275）。逃逸线不是逃

避世俗事务，而是破除二元对立、被欲望占据的思

想轨迹，是一条积极、创造性的线，“更具游牧性

质，能越过特定的界限而达到未知的目的地，构成

逃逸路线：突变，甚至量的飞跃”（德勒兹等，2012：
120）。逃逸线指打破由克分子线和分子线形成的

绵密的社会规则和编码，目的在于创造有颠覆作用

的新的生命形式与轨迹。这些生命流不是沿着既

定的路径流动，而是与之交错、碰撞，从而生产新

的、差异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逃逸线是颠覆性

的，像破除惯例一样打破规则，允许生命朝不同方

向流动，从而让生命逃脱社会的压制性约束，实现

“解辖域”（曾静，2017）。与“辖域化”把欲望抑

制或禁闭于一定范畴内以达到规训欲望的破坏力

和创造力的目的和过程不同，逃逸线描述的是突破

欲望和挣脱上述管控与制约的过程（曾静，2017）。
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这三种线并存，克分子线

通过固化、分割、编码等，形成稳定、规范化的主

客体二元结构；分子线在“固守”和“超越”之间

保持灵活性；逃逸线通过“解辖域”实现积极的质

变和飞跃。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线相互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成块茎思维的运作机制。人类的思想与活

动总是被各种社会公理、法律、规范和习俗等编码，

编码后的生命流被束缚在严密的网络世界里，将之

导向特定的活动路线和方向（曾静，2017）。
 （三）块茎思维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镜喻”理论，即真

理是主体对客体的准确表征（罗蒂，2009：1-29）。德

勒兹以隐喻的方式，运用“块茎”对“镜喻”理论

进行解构与抨击，并提出“树喻”理论。“块茎”

是德勒兹后现代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在生物学意

义上，“块茎”指在土壤浅表层呈匍匐状蔓延生长

的平卧茎，如日常生活见到的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

植物块茎和鳞茎。在哲学层面，“块茎”指一切去

除了中心、结构、整体、统一、组织、层级的后现代

意义的实体。这一术语在德勒兹的著作中成为不同

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思维模式的思想文化隐

喻（韩桂玲，2009）。如果说“树状”思维模式代表

的是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等特征，“块茎”思维

则象征了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白海瑞，

2011）。简言之，“块茎”意指“一切事物变动不居

的复杂互联性”（邰蓓，2014）。
“块茎”思维具有接续和异质性相混合、繁

殖性等特征（韩桂玲，2009）。接续和异质性相混合

的原则指“根茎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

与其他任何一个点相联系”。块茎思维与教育有

很强的适配性，意味着教师的学习实践具有超文本

与超时空的性质，不同学习要素之间互相连接。繁

殖性原则指通过线的接续形成的多样性，即多种元

素通过不同联系形成新的组合样态。针对教师专

业学习领域，繁殖性原则指教师可以通过多种路径

实现专业发展，在知识、技能与品质方面不断进步。

无意指断裂原则指任意的切断和曲折都是可能的，

且断裂之后可以重新随意连接。针对教师专业学

习，无意指断裂原则指教师的不同专业发展活动之

间具有不连续性。教师受不同教育理念的影响，可

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块茎对任何结构或生

成模式没有明确的原因。教师专业学习实践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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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有众多的入口和出口，有自己的逃逸线，可以

随意与其他块茎建立连接。

 三、重构教师专业学习的思维与路径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中，以

追求竞争、绩效与数字化督导为主要政策杠杆的

教育政策，往往采取“结果导向”发展策略。按照

德勒兹后批判人文主义的理论逻辑，国际主流教师

专业学习模式主要受“过程—结果”思维驱动，忽

略了多重政策情境对教师专业学习与实践的影响，

导致很多大学教师培训项目仍将教师视为向学习

者传授知识的专家，将学习视为“银行储蓄式”的

被动参与过程，在根本上认为学校教育、课程和教

学本身是非政治化的（Freire，2018：71-87）。线性的、

简单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思维，错误地认为教师有充

分的能动性开展专业学习，并将其所秉承的教学理

念完整地付诸于课堂教学，没有考虑多重情境因素

的调节作用（Simmie，2021；Strom & Martin，2017: 1-
19）。旨在追求普遍规律的“情境无涉”（context-
irrelevant）和“起作用”（what works）的理论框架，

难以解释为什么新手教师日常教学实践中无法实

施职前教育所习得的“探究式教学模式”。这种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造成了费曼•奈姆瑟

（Feiman-Nemser）  和布赫曼（ Buchmann）  所描述的

“两个世界的陷阱”（Two-world Pitfall）  ，即理论

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野形成了情境、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三层皮现象（祝刚等，2022）。
为了解决教师教育“情境—理论—实践”之

间存在的割裂与线性思维问题，近二十年来国际教

师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复杂性转向”（complex
turn）。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戴维斯（Davis）和苏马拉

（Sumara）提出的以“嵌套性” （embeddedness） 、

“自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发展的行动

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保罗 •克鲁岑

（Paul Crutzen）发展的人类世（Anthropocene）等理论

不断被用来阐释教师专业学习思想、实践与情境

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深化对教师专业学习与发展

的认识（Strom & Viesca，2021）。
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也预示着教师专业学习

与发展的多元性与动态性。德勒兹的后批判人文

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块茎”为核心概念的生

成论、以变化为过程的集合论、以“逃逸”为主线

的线喻理论（陈永国，2004）。这些理论思想有助于

促使理论视角的转向，即从教师学习实践的“过

程—结果”线性论、二元论、同一论转换为复杂论、

生成论与差异论（见表 1），为重构教师专业学习思

维与实践带来新的突破口。
 
 

表 1    教师专业学习实践视角转换及启示

视角转换 启示

从二元论到内在性

（immanence）

1）教师学习和教学实践是紧密联系的过程。

2）这些过程通过与多个其他人类、非人类和无形

元素的连接和互动而发生。

从个体性到多元化

1）教学活动不是由个人完成的，而是一种高度中

介的活动，它与更多的多重因素积极协商。

2）教师本身是多样性的一部分，教师学习也是多

样性的一部分。

从自主性到集体

（collective）和分布式

能动性

1）整个集体要素促使教学活动的发生。

2）能动性是集体实施的，并在多样性中分配，尽管

不一定是均等的。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

人类共存主义

教学不仅由人类行动者塑造，还由非人类/物质和

话语体系塑造。

从价值中立和普遍

性到政治性和情境

性（situated）

塑造教学的因素不是中性的，而是与特定情境的

政治、文化、历史和物质条件以及权力流动相联

系的，特别需要关注微观政治互动。

从存在（being）到生

成（becoming）

1） 教学和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持续过程。随着教

学集合中不同元素进入聚集，并相对于集合中其

他元素进行不断转换。

2） 教学是一种突现的现象或生成，是教学集合的

联合、暂时的产物。

3）教师发展是一种非线性活动，不以稳定的轨迹

发生，而是作为一系列“生成”——教师自我的

时间实现、学习实例和/或实践事件，在持续“差

异化”过程中作为“阈值”发生。

从同一性到差异性

1）教学是由异质要素共同活动产生的集体成果，

因此学习实践的实例必然是混合、异质的。

2） 教师学习实践的显著特征是差异性。

 

第一，按照德勒兹理论，我们需要扩展并升级

教师专业学习观：在本体论层面，需要认识到教师

专业学习不是一项“人类中心主义”活动，而是一

种高度中介的 “人类共存主义 (human and)”活动，

它涉及众多人类、物质与情境要素。与社会生态

学观点类似，教师专业学习受教育政策、社会文化、

学校环境、人际关系、学生背景、教学设备等多重

因素影响。教师专业学习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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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也受上述因素的调节。运用“聚集”概念来分

析，教师专业学习是一种具有嵌入功能和多样性连

接的集合性存在，具有差异性和杂糅性。国际众多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教师专业学习具有如下

特征：教师专业学习是积极的、参与性的、以对话

为基础的，聚焦于对学生重要的发展议题，并以包

容和赋能的态度，承认和利用学生的多元经验与才

智（Guskey，2003）。因此，无论是“国培计划”还

是校本研修中的教师专业学习，需要打破标准化教

师教育课程的束缚，规避统一化教师评价，关照教

师专业学习的独特性、差异性、情境性和变化性。

第二，教师专业学习不仅是一种存在，更是一

种生成，具有政治性和情境性特征。根据德勒兹的

块茎思维，教师专业学习是一种非线性、非本质的

活动，没有预设的轨迹，是教师在不同时空中的一

系列“生成”。进一步说，教师专业学习实践活动

是不断涌现和生成的暂时“现象”，是教师集合的

联合、暂时的产物。随着不同元素进入教学集合，

教师的专业学习实践也在不断发生转换。因此，我

国教师在进行专业学习实践活动时，需要充分考虑

其持续性、异质性、融合性的特征。以琳达•达林-
哈蒙德等（Darling-Hammond，et al. 2017）为领导的

学习政策研究所发现，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具

备如下特征：1）以内容为中心；2） 将成人学习理论

融入主动学习；3）在嵌入工作的环境中支持协作；

4） 使用有效实践的模型和模拟；5） 提供指导和支

持以及反馈和反思的机会 ；6） 持续的时间。据此，

无论职前还是在职教师的专业学习，都需要注意学

习的多维度、多层次与生成性。有效的教师专业

学习需要从教师的心理、情感与社会需求出发，注

意正式与非正式专业学习活动的互动，以教师的专

业需求、隐喻、情绪、关键事件、反思等为切入口，

引导教师主动生成新的想法与模式。

第三，规避克分子线的束缚，运用分子线和逃

逸线指导教学活动创新。克分子线表征为固化的、

严格的编码与对立。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教师教育

者需要引导教师突破教育体制结构、教育规章制

度与政策所形成的稳定的、因循守旧的、规范化的

心理结构，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分子线通过在

“固守”和“逃逸”之间的摇摆不定，发挥维持现

状的作用。因此，教师教育者可以通过教学反思、

行动研究、自我叙事研究等方式，使教师专业学习

的思维与实践向“创新性”方向发展。逃逸线绝

不是提倡消极逃避社会，而是思想的绝对解辖域，

即敢于质疑、批判社会主流思想的局限性，摆脱社

会的负面决定条件，强调主体的潜在革命心理。它

可以勾勒出主体挣脱社会压抑性限制、获得精神

解放的运动轨迹（钟雨晴，2021）。在我国“核心素

养”导向的教师专业学习活动中，教师应利用逃逸

线努力走向他者，与他者合力，生成他者，善于从常

规教学束缚中超脱出来，通过“顿悟”“反思”

“交流”“抵抗”等进行变革与突破，为创新教师

专业学习样态带来新的可能。

[ 注释 ] 

① 美国教育学者凯瑟琳•斯特罗姆（Kathryn•Strom）认为

教师专业学习可称为“学习实践”（learning-practice）。由于

教师学习与实践紧密联系，且“学习”与“实践”互相影响。

因此，教师专业学习应全面表征为教师“专业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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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inking and
Practice: Deleuze’s Post-critical Humanistic

Theory Perspective

ZHU Gang， XU Guoxing， LIN Qi & SHI Key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the  world  is  dominated  by  the “ tree
thinking”  such as “process-result”  linearity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which is  concentrated on
the  thinking  dilemma  of  anthropocentrism.  Deleuze’s  post  critical  humanism  theo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xamining the current pligh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practic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assemblage, rhizomatic  thinking, and  line  metaphor  proposed  by
Deleuz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treasure trove for reconstruc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its
practical  paths, which  is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stillness, and  fragmentation  of
thinking  pattern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seeking  the  continuity,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thinking  activities.  Therefor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will  achieve  three
perspectives: At the ontological level,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will be seen as a highly mediating
“human coexistence” activity involving multiple elements;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a  form  of  existence, but  also  a  form  of  genera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voiding the constraints of molar lines and utilizing molecular lines and lines of flight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become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Key  words:  Post-critical  humanism；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ssemblage； rhizomatic
thinking；line metaph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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