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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这种理论划分及其社会实践，尽管 已 成 为 某

种研究“共识”，但在现实上却造成了文化传统与

文明样态的明显割裂。殊不知，



径。在谈及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 问 题 时，人

们会自然而然地把理论自觉的主体责任归咎于教

师教育研究者抑或教师。这样的认识固然有其合

理性，但基于对教师教育本身的思考，理论主体与

实践主体并不存在根本的分离。分离主要源于社

会分工所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

式。教师教育的鲜活性与丰富性就决定了其本身

的复杂性。面对如此复杂的场域，任何 理 论 主 体

对其的认知与把握终归是有局限的，都不可能“穷

尽”教师教育“场域”的 纵 深 与 全 景。面 对 纷 繁 复

杂的教师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