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学习与思维理论 推进教师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成 果 总 结 

 

一、成果背景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 年）

提出要“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

学习活动，也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源性、基础性要素。以

专业化培训提升教师队伍质量、助力高质量教育发展，在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

新征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温寒江教授持续开展了学习与思维理论在中小学教

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继《学习学》（2016 年）出版后，2017 年 6 月，时任北

京市委常委、市教育工委书记的王宁同志针对“学习与思维”系列研究成果做

出重要批示：“温寒江同志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研究，为构建和完善教育

基础理论，做出了特殊贡献。目前研究成果已全部出齐，应予以积极推广，并

给予大力支持。”2017 年 7 月 9 日，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同志参加了北京教育

学院组织召开的“温寒江学习与思维课题研究 25 年成果发布会暨学习学系列丛

书出版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更好地落实各级领导的指示和期望，使学习与思维教育系列成果在新时

代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北京教育学院于 2019 年成立

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坚持“传承、发展、创新、应用”的理念，积

极推进新时代教师培训的实践创新。 

本成果团队以温寒江教授为带头人，基于学习与思维研究 30 余年的成果积

淀，主动适应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高水平现代化发展对教师队伍提出的新要

求，遵循教师学习规律，结合国际学习科学的前沿进展持续深化理论与实践探

究，着力推进首都教师培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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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内容 

教学团队立足新发展阶段，积极回应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在教师培训领域深化学习与思维理论研究及转化应用，通过多年教育教学实

践，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教学成果。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方法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教学团队基于学习与思维的实践探索，旨在解决在教师培训领域存在的如

下问题： 

第一， 积极回应新发展阶段的新理念，优化培训课程与内容，助力教师迎

接教育教学改革带来的挑战，解决了教师培训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第二， 聚焦思维能力提升与实践改进，通过基于情境的实践探究与教师自

主学习，解决了教师培训实效性不高的问题； 

第三， 在教学实验基地校践行学习与思维教育理论，解决了理论转化为教

育教学实践行动路径缺乏的问题。 

2．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本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概括为“研理论—深实践—搭平台—创课程—转

方式—建机制”六环节模式。 

（1）研理论：深化学习与思维教育理论研究，为新时代教师培训传承与创

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学团队基于学习学理论基础，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学生的思维是教育教

学的根本性问题，并聚焦学习与思维理论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创

新，形成《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共五卷），为促进教师培训提质增效提

供了丰厚的理论积淀与学术支撑。其中，第一卷《学习与思维：学习学原理》

是对《学习学》核心思想的阐释；第二卷《学习与思维：温寒江的探索》对学

习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第三卷《学习与思维：基础理论》结合

学习科学的前沿进展和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精选了教师可运用的学习与

思维的理论；第四卷《学习与思维：教学策略》将学习与思维理论转化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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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教学实施的策略；第五卷《学习与思维：实践案例》提供了以学习与思

维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案例。《学习学》（上、下卷）和《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

书》（共五卷）为促进教师培训提质增效、助力一线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丰厚的

理论积淀与学术支撑。 

（2）深实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北京市中小学校开展长期

的教育教学实践 

教学团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北京市中小学校开展长期的教

育教学实践。在对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深入指导过程中，围绕学习与思

维教育，开展系列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基于中小学校的实验和实践活动使学习

理论得到验证、充实、完善和升华，而且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和科研

人才。 

（3）搭平台：成立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为成果传承和深化研究提供

制度保障 

自 2016 年开始，学习学理论在北京市得到进一步普及、转化和推广。为了

使“学习与思维”系列成果在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北京教育学院于 2019 年成立“学习与思维教育研究中心”，组建了专业

研究团队，结合新时代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致力于通过高研班与专题培训等

方式推进学习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为成果传承和深化研究提供制度保障和组

织支持。 

（4）创课程：优化学习与思维培训课程与内容，为成果转化与应用提供专

业资源支持 

研究团队构建了基于“理解—生成—应用”三层次培训课程体系，优化了

培训内容。课程内容分为“学习理解—创新生成”和“理论类—实践类”两个

维度，力求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理解到生成、从生成到应用”，引领教师对

学习与思维的相关理论、教学策略与优秀案例进行系统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创新性研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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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基于“理解—生成—应用”的学习与思维教师培训课程体系 

 

 

图 2： 学习与思维教师培训课程模块 

 

（5）转方式：创新教师培训方式，基于情境的实践学习为提升培训质量提

供了有效的内在动力机制 

积极回应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育人方式转变、新课程改革等时代要求，项

目团队积极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师培训项目。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从理论

到课堂的全过程指导及具体教学案例的示范与解析，在实践情境中激发教师学

习意识与自主学习动力，在理论与实践转化的过程中，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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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机制：建设“学习与思维”实验学校，构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市区

校三级联动的协同创新发展机制 

遴选 28 所中小幼学校作为实验基地校，建立“教师的学—教师的教—学习

的学”三维度质量管理体系，对培训过程中教师的学习以及之后的教学实践进

行全过程的跟进与评估。建立市、区、校三级联动机制，在实践中持续转化应

用学习与思维相关理论，为构建高质量教师培训与发展体系持续探索。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1. “1+5”型学习与思维教育理论成果 

2016 年，温寒江教授出版了《学习学》（上、下卷），并组织编写或修订了

20 本学科学习学理论与实践专著，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学理论体系。立

足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师培训与发展体系，研究团

队深化学习学研究，积极借鉴国际学习科学的前沿理论，于 2019 年出版了《学

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共五卷）。新时代形成的学习与思维研究成果，为教

师培训及教师教育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撑。 

2. “333”型学习与思维教育教师培养机制 

以 “333”教师培养创新机制推进学习与思维教育理论在培训领域应用实

践，主要包括：（1）“三层次”课程结构体系。以学习理论理解、教学策略生成

和实践应用为思路形成“理解—生成—应用”三层次培训课程体系；（2）“三自

主”教师研修模式。通过组建自主研究共同体、引领自主运用理论于教学实践

和激发教师自主学习的动力，探索了基于问题情境和任务驱动的“自主阅读、

自主研究、自主运用”的三自主教师研修模式；（3）“三维度”教师培训质量管

理体系。基于学习与思维理论，从“教师的学—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方面

进行教师培训质量管理，建构了“学—教—学”三维度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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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创新与应用 

（一）主要创新点 

1．基础理论创新。30 余年来，温寒江教授坚持“用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

教育”，以思维为核心，学习与思维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学

理论体系，出版了《学习学》（上、下卷）。  

2．理论应用创新。为了让教师能够切实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项目团队本

着“传承、发展、创新、应用”的理念，深化了学习与思维的研究，出版了

《学习与思维教学指导丛书》（共五卷），为培训者和一线教师提供易于理解、

便于运用的理论、教学策略和实践案例，助力中小幼教师将学习与思维的理论

应用于教学实践。 

3．培训课程创新。基于教育改革和人才发展的需要，研发了学习与思维的

理论类课程、实践类课程、学习理解类、创新生成类等 25 个模块的课程及与之

配套的案例，优化了培训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为后续的教师培训和教师有效

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4．培训模式创新。改变传统的教师培训的被动模式，基于学习理论，形成

了“自主阅读、自主研究、自主运用”的三自主教师研修模式。在培训项目中

注重激发教师学习动力，积极探索基于实践情境的教师自主学习、自主研讨、

自主管理的学习机制。 

5．质量管理创新。积极回应教师培训的有效性问题和一线教师教学问题，

研制了“学—教—学”三维度质量管理体系。首先，从三个层面构建了基于学

习与思维的教师指导体系：学习与思维的基础理论（宏观层面）、学习与思维的

教学策略（中观层面）、学习与思维的教学案例（微观层面），实现了从理论到

课堂的全过程指导，保证教师学得有效；其次，在项目中为教师提供课程开

发、有效教学，以及促进学生高效学习的原理、工具、方法与策略，改进了教

学实践，为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与实践指导，保证教师教得有效；第三，

做好教师培训之后进入课堂实践的教学跟进、指导与评估，切实提高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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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二）教学成果应用 

1．学习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6 年，出版了以温寒江撰写的《学习学（上、下卷）》为代表的《脑科

学•思维•教育丛书》，其中理论卷 7 本，中学卷 5 本，小学卷 8 本，幼教卷 2

本。丛书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多所学校及相关学科教师

直接参与学习学的理论应用与实验，其中近百人已成长为特级教师或骨干教

师，为提升北京市教师专业素养与教育教学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2．成果直接应用于北京教育学院常规培训项目 

成果直接应用于北京教育学院“基于学习心理的课堂实效提高培训”、“学

习的心理规律与教学运用”、“指向高阶思维能力的初中数学题目命制研究”等

多个专题培训项目，以及面向农村教师、新任教师、优秀青年教师、骨干教师

及特级教师的培训项目公共课程，直接受益教师达 1000 余人。 

3．种子教师队伍研修成果辐射到北京基础教育领域 

在教学培训中形成的一支由高校教师、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组成的 30 人的

“种子教师”队伍，将成果广泛应用于中小幼学校，为教师提供了易于理解的

理论与策略和便于运用的教育教学工具，切实改进了教育教学实践。 

4．成果在其它课题研究中的深化与拓展 

成果直接应用于北京教育学院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学习现状与策

略研究”及“指向高阶思维能力的初中数学题目命制研究”等课题，深化了新

时代中小学教师学习研究。成果在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研讨会等学术会议进行

交流，拓展了成果的影响力。 

5．各界对成果的评价与肯定 

《学习学》（2016 年）出版后，2017 年 6 月 26 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市

教育工委书记的王宁同志针对“学习与思维”系列研究成果做出重要批示，要

求积极推广。2017 年 7 月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成果

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2021 年 5 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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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习与思维教育系列成果发布会，“学习强国”、《光明日报》、《中国教师报》、

《现代教育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概言之，教学与研究团队将持续深化学习与思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研发

了学习与思维系列教师培训课程，探索了教师培训的创新方式及转化路径，通

过强化教学实验学校建设，在干部教师培训领域深化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为推进教师培训提质增效、建构高质量教师培训与发展体系、助力首都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