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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生态文化是教师教育专业存在与发展的过程文化 ,是教师生命存在及其活

动的环境状态 ,它由生态因子和文化生态两大系统构成。当前 ,教师教育专业生存的体制文

化 、专业发展的创生文化 、专业价值的社会文化以及专业生成的心态文化影响了教师生态文化

的发展。用后现代主义和主体间性哲学反思 、观照教师生态文化 ,具有意义建构的文化内涵 。

教师生态文化要体现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关怀 ,要凸显体制文化的边缘效应与去中心

化 ,要形成交往创生与主体间性的人文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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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西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文化概念 ,又称为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从产生起 , 就将矛头直接

指向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文化研究中的种种弊端 , 从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层面思考人的存在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对现代

主义的现实和价值观进行了抨击 ,对二元对立 、理性至上 、科学主义和权威话语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消解 、批

判 、弱化与颠覆。为建构人的生成基础 , 强化人的文化哲学意蕴 , 使人的存在具有本真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生态文化的研

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生态文化的主旨是启示生态问题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内涵着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与

人关系的价值关怀[ 1](第 48 页)。生态问题关系人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 ,是人与自然关系新的价值取向[ 2](第 335 页)。

过程哲学认为 ,每一种活的存在 , 不只是每一个人 ,而且是每一个动物 ,都是由于一种生存的诱惑以及周围的境况相关的

满足而充满了生机[ 3](第 5 页)。用后现代哲学研究教师生态文化 , 就是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探讨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中的

人文关怀和教师职业存在的生命本真意义 ,为教师教育专业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一

生态文化是人类为解决生存危机所进行的后现代反思 , 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意识 、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的文

化整合。它以世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 ,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达到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目的。生态文化是人类

主体意识对人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认识 、感觉 、移情和共在的演绎与回归。生态文化反映的是人与环境在物质代谢 、能

量转换 、信息反馈过程中形成的和谐关系与氛围。生态文化的产生以生产精神文化为先导 , 引导人们认识生态规律 , 启

迪生态觉悟 ,树立生态价值观 , 并逐渐形成共同认可的生态行为文化和共同遵守的生态制度文化[ 4](第 118 页)。生态文

化具有文化生成的生态性 、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生态性 、文化存在的生态性。它的形成具有历史传承性 、全球普适性 、地域

民族性和当代性 ,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生命本真意义的建构过程 ,体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价值与存在意义。

教师生态文化是教师教育专业存在与发展的过程文化 , 是教师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环境状态 , 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生

命价值和本真意义。它受历史文化 、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 体现在人与自然 、社会以及自身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之

中。教师生态文化是教师教育专业在生存与发展中的一种文化创造 , 它是生存状态的文化超越与价值显现过程。文化

创造的是一个意义世界 ,这个意义世界的创造 , 扬弃了现实世界中许多世俗的矛盾和冲突 , 达到生命的平衡[ 5] (第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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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教师生态文化的意义创造 , 是教师教育专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 是教师职业生命得以延伸的条件。其创造模式主

要体现在生态系统的相异相依的互动平衡之中 , 生态文化所示的系统具有生命的存在性 ,内在的关联性和活动整体的共

融共生性。

教师生态文化由生态因子和文化生态两大系统组成。前者是教师教育专业生存发展的状态因素 , 后者是教师生态

发展的文化影响方式 ,两者构成了教师生态文化的有机体系和过程。教师教育专业的生态因子是指教师职业在生存与

发展中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与保障系统 ,它主要包括教师的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流 , 以及三者之间协调运作的相互关系。

教师的物质流主要指教师职业生存的物质保障 , 以及维持职业生存 、发展的物质总量;能量流是指教师职业在生存与发

展中所需要的能量补充 ,如工资 、福利 、医疗保健和衣食住行等人的生存保障总量;信息流是指教师教育专业所需的文化

知识 、教育智慧 、学术水平的更新与提高所需的信息总量。物质 、能量 、信息是教师教育专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因子 , 这

三者在协调运作中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生态因子链 ,以动态方式保障教师职业的生存与发展。当物质流减少

或流速受到限制时 ,教师的基本生存状况就会受到威胁 ,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会出现负效应 ,教师为生存担忧的情绪就会

产生;当能量流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 , 教师职业就趋于稳定 ,否则就会出现职业断裂;当信息流处于衰减状态时 ,

教师对职业追求的信心就会不足 ,或停留在平庸层面。因此 ,教师生态因子必须处于正向发展或不断强化的增量状态 ,

才能保证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

教师文化生态由制约教师教育专业生存与发展的体制文化 、认知文化 、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构成[ 6](第 10 页)。文化

是人的存在方式, 是人的生命及其活动的全部内涵。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 , 同时人也被文化所模塑[ 7](第 20 页)。教师

文化生态对教师教育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创造与模塑的作用。教师文化生态中的体制文化是指与教师教育专业相关的

管理制度 、政策 、法规 ,以及机构 、组织和人事关系中显现的文化 , 是教师生态文化中具有文化殖民与霸权的契约文化, 它制

约教师教育专业的存在与发展, 掌握着教师生存的命脉;认知文化是指教师 、学生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期望与裂变,

它受多元文化的影响 ,具有科学 、人文 、理性 、功利和审美的认识特征 , 是影响教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氛围。在教师教

育专业发展中 ,认知文化具有职业行为导向的功能 , 它既能引导教师创造 、传承优秀的人类文化 , 又能弱化或降低文化的功

能, 甚至于形成文化的反动;物态文化是教师在专业生存与发展中 , 对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享用 、消费 ,以及生活中所显

现的行为方式 ,它包括生存物质的消费 、精神文化的欣赏 、高档物质的享受等。教师物态文化对教师教育专业的存在和发

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它是教师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当教师物态文化降到生态线以下时 ,教师职业发展受到限制 , 生存

受到威胁 ,教师职业群体就会发生大量流转;心态文化是指教师行为中的精神生活规范 ,以及职业生存与发展中的“五理” ,

即心理 、法理 、伦理 、艺理和哲理的表现形式[ 8](第12页)。教师心态文化是教师人文素质的集中体现, 它是教师教育专业

生存与发展的个性特征与基础, 是个人适应职业环境的情感体验 , 是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 、实现人生价值的文化反映。

二

教师生态文化是教师教育专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存状态及其活动方式。它来自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 , 同时也影

响着教师教育专业的行为。生态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刻的 ,它关系到人的存在与活动方式的调控 ,是人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关怀的生态基础 ,它既能激发人生存的意志与欲望 , 同时也能使人精神颓废与沮丧。教师生态文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发

展具有互相影响的特性 ,我们要在了解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现状的同时加强教师生态文化的建构。教师教育专业对教师

生态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生存的体制文化 、专业发展的创生文化 、专业价值的社会文化 , 以及专业生成的心态文

化等方面。

教师教育专业生存的体制文化。现行的教师体制文化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以前进步 , 但过于理性和中心化 ,其功利

性太强 ,以致从生态文化上影响了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 。教师职业的物质生存基础由社会保障机制决定 , 教师的物质文

化环境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严重影响了教师职业生存与发

展的物质条件和认知水平 ,教师受价值规律双重效应的影响 ,出现了多元性的职业流动。如中小学优秀教师向经济发达

地区和条件较为优越的大中城市的流动;公办教师向条件较好 , 待遇较高的私立学校的流动;中学教师通过学历提升向

高校的流动 ,以及放弃教师职业向其他行业的流动等 ,已形成了教师流动的文化态势。教师流动 , 是教师职业的进步 , 是

教师生存发展的文化诉求 ,是对社会体制文化中不公平现象的反击。在危及教师职业生存的体制文化中 , 教师的流动能

促进和恢复职业生态平衡 ,促进行业的发展。

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的创生文化。教师教育专业是富有创造性的技术专业 , 它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唯实

的科学精神 ,在专业素养方面不仅具有文化品位 、文化人格 , 还应具有文化特色。当今的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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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应拔高。在教育过程中 , 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 突出教师的创生性人品 ,以影响

学生的人格 ,还要求教师具有缄默知识的实践性或反思性的传递与判别能力 , 以形成学生的研究 、反思性人品。专业发

展的创生性文化 ,需要教师不断学习 、充实 、累积与提高 , 需要教师与文本 、与他人 、与自己不断进行反思性对话。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 ,教师一方面要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 , 一方面还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学习创新 , 青年教师对学历的追求 ,

中年教师对专业技术职称的追求 ,都是教师生态文化的重要表现。工作与学习的冲突需要新的平衡点 ,生态文化是教师

教育专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专业发展中 ,学习 、研究是促进专业发展的生长点 , 教师只有通过个性化的学习 、合作式

的对话 、实践中的交往 , 才能逐步成长为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教育能手或专家。然而 , 体制文化影响或制约着创生文化的

发展 ,导致了教师身心的疲惫。教师教育专业发展是一个创造 、生成的过程 , 是教师生态文化的关系性联结 , 是个性差异

在学术和教学风格上的反映 ,是一种非预定性的假设与创生 ,是教师追求灵魂与情感 、职业与道德 、精神与生命成长的过

程 ,是永远面向未来的 、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师体制文化应具有相应的举措 , 以确保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的创生性。

教师教育专业价值的社会文化。教师教育专业价值是教师个人的价值认同与升华感受 , 它受教师个体对专业的情

感 、态度与认知水平的制约 , 具有理性 、非理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同时 , 它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当社会对教师职业予以

重视 ,提高其职业地位时 , 教师教育专业的价值就高。教师教育专业价值是教师生态文化中生存因子的锁定因素 ,对教

师教育专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教师认为专业价值偏高 , 其生存感 、自豪感 、生命意义感就强。另外 , 教师教育专业

发展中的价值成就感 ,受社会评价尺度的影响 。教师个体价值的认可 ,随着教师成就感的增强而加剧。由于教育的复杂

性 、多变性和滞后性 , 教师的个人价值在专业发展中很难一目了然 , 于是应试教育成了教师体现个人价值的最直接 、最短

期的奋斗目标。社会文化中的不公正评价 ,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领域教师对专业发展的个性化 、全面性以及素质教育的

追求。受社会评价偏见的影响 ,高校教师中也出现了轻视基础学科 、重视应用学科 , 轻视教学 、重视科研的不正常现象。

教师教育专业价值的认同 ,既是社会文化折射的结果 ,又是社会文化积淀的时代反映;它集中体现为社会对教师职业的

认可程度。因此 ,教师生态文化的营造与建构 , 一方面要从社会整体文化的蕴含出发 , 形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师重

教的社会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从教师内在价值体系中挖掘职业生态因素 ,在教师职业的历史沿革 、生存 、发展与情感中

提炼价值文化 ,以确保教师教育专业价值的社会文化含量。

教师教育专业生成的心态文化。社会多元文化对教师职业的影响多反映在教师的心态文化上 , 热爱教育事业 ,喜爱

儿童 ,乐于奉献 , 这是当前教师心态文化的主流。尽管教师的心理 、法理 、伦理 、艺理 、哲理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发展的总

体水平不容乐观。教师心态受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 在地缘 、亲缘 、业缘文化的影响下 , 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潭 ,如世

俗偏见 ,一切向“钱”看 , 轻视教育过程 ,重视教育结果等 , 均反映了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中的生态文化局限。 教师教育专业

生成具有社会适应性的特征 ,即适者生存。但理想与超越的生成目标却不允许教师教育专业的生成落入世俗发展的偏

见氛围。于是教师中出现了两种生成发展观 ,一是理想主义的生成观 , 要求教师成为社会规范的代表 , 不允许教师有半

点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的语言与行为 , 即“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捧着一颗心来 , 不带半根草去” , 对教师的生成具有“神

化”的境界要求;二是现实主义的功利生成观 ,认为教师只是一种社会职业 , 在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这一社会阶段 ,高唱

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教师是人 ,教师也有生存的要求和权利 ,教师也有享受生活乐趣的自由 , 不应人为拔高教师的作

用 ,“教师只是一种场景性职业” , 离开教育情景教师就是普通人。两种专业生成观构成了教师教育专业生成的心态文

化。探讨教师生态文化就是要从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上生成教师教育专业 , 发展教师教育专业。

三

教师生态文化的意义建构应充满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关怀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 , 使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具有内在

关联性 、和谐共生性 、视界融合的多元渗透性。关注教师生态文化 ,就是关注教育的未来 ,关注民族的未来。教师是学校

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主体因素 ,是教育过程中人格力量的主导源泉。学生的未来情系教师的引导和关爱;学生的生命存

在和活动意义 ,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态度与价值体认都与教师的活动密不可分。教师职业是塑造人的伟业 , 是文化存在的

社会活动方式。教师是具有生命存在意义的社会类主体 , 他们需要社会的体认和关怀 ,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教师

生态文化的意义建构 ,就是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审视 ,从教师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去考察 ,从体制文化的霸权中心去反

思 ,从文化生态的交往创造和主体间性的生成过程中去观照。

教师生态文化要体现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关怀。生态文化 , 是生命存在的状态 ,是事物有机联系形成的主体

生命力的外在表现 ,凸显的是主体内部以及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的联系对于主体生命的意义。教师生态文化具有生存

及环境适应的特征 ,它是教师对校本文化的适应 、改造 、融和与创新。怀特海认为 , 存在是为了具有自我价值 , 然后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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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贡献其价值[ 9](第 10 页)。后现代主义生态学认为 , 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着 , 因而每个人都内在地由他与其他人的

关系以及他做出的反映所构成[10](第 92页)。教师生态文化的意义建构 , 首先要从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和活动环境中

去解读。人的生存具有本真的意义 ,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是要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意义 ,使生命展现出主体性。人类从内心

深处都需要寻求自我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 也都需要有意义的工作。教师教育专业的本真意义是教师作为生命存在

的主体所体现的职业 ,它需要物质 、精神 、知识 、才能和心理等生态文化提供保障 ,以促进主体生命意义的弘扬;其次 , 要

从相互联系的自然科学 、人文环境中去理解。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 , 一方面有自然力 、生命力 , 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

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 、作为欲望存在于人的身上;另一方面 ,人作为自然的 、肉体的 、感性的 、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动

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 (第 167 页)。由于人在环境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是相互联

系的 ,我们在生态文化的建构中就要使二者紧密联系 , 既强调主体的能动创造性 , 为人类自身的生存获取必要财富 ,同时

又不能忽视主体的受制约特性 ,要尊重自然 , 受动于自然 ,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人作为人的生命意义 , 主要不在于他

的第一生命 ,而在于第二生命的创造活动 , 人不会满足于仅仅活着———像动物那样生存 , 而总是要把第一生命引向第二

生命 ,通过第二生命的创造去实现第一生命的价值[ 12](第 77 页)。这是教师生命价值关怀的本真意义所在。

教师生态文化要凸显体制文化的边缘效应与去中心化。弱化中心 ,关注边缘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关于生命存在普遍

意义的主要内容。生态文化中的边缘效应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处于生态边缘的生物以强烈竞争开始 , 以和谐共生结

束的生态现象;二是指现实中存在的薄弱边缘和荒疏交汇区所需关注的生态现象[ 13](第 167 页)。在教师生态的体制文

化中 ,边缘的关注反映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 对边缘生命的尊重以及边缘生态竞争的和谐与共生。关注边缘 , 就要从体

制上去中心化 ,要反对以制度的形式强化城市中心 、文化霸权主义和对教师评价的话语霸权等 , 建立具有生态文化价值

取向的秩序 、公平 、民主与自由的体制文化。教师生态文化的现实表明 ,城市中心的强化同时也弱化了边缘贫困地区的

教育环境 ,边缘区域教师的物质 、能量 、信息流受体制的制约 ,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充 , 以致影响或威胁了教师教育专业的

生存与发展。文化霸权以学术资本为中心 ,漠视弱势群体的多元文化 , 忽视边缘区域的生态环境 , 以学术中心文化推行

霸权 ,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地影响着边缘区域教师教育专业的发展。另一严重影响教师生态文化的是评价话语所形成

的规训霸权。在教师评价中 ,以管理者为权势的评价话语处于社会性权力地位 ,以专家学者为规则的学术评价话语处于

逻辑权力地位 ,而教师自评发出的个人话语 , 则处于隐喻的权力地位。管理者和学者所形成的评价话语是规训权力[ 14]

(第 32页),这种评价忽视了教师生态文化的整体性 、多样性 、系统性 、动态平衡和生命的有机生成性 ,导致教师生态文化

的失衡。体制文化的边缘效应和去中心化要在秩序的建构上强调公平 、民主和自由。在公平上要体现生态文化的特性 ,

要具有平等生存的后现代哲学观 ,要关注生命 、关注边缘 、关注区域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民主上要体现平等话语权 ,实行

公平对话 ,和谐共融 , 允许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专业的自由发展;在自由上要体现生态文化的内在本真的心灵自由 , 因

为内在的本真心灵自由 ,是精神所处的无拘无束 、无挂无碍 、自由自在却与存在融为一体的状态 ,这种自由是完全由内心

决定的 ,其实现取决于个体心灵对孤独 、恐惧 、焦虑 、苦恼 、惶惑等内在因素的摆脱[ 15](第 16 页), 是克服异化 , 珍惜生命

本真意义的一种生存权力的自由。

教师生态文化要形成交往创生与主体间性的人文环境。教师生态文化的和谐建构 , 是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中主动性

与受动性的有机统一 ,既要强调教师的主体性发展 , 同时也要考虑现有环境的制约 , 使发展处于主体间性的视界融和中。

主体间性是个人主体价值的弘扬 ,是主体性的发展和超越。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阶段理论认为 ,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

是人的存在形态从以群体为本位到以个体为本位 , 再向以自觉的类主体为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实现过程[ 16](第 75

页)。在类主体 , 即主体间性的活动中 ,主体保留了个人主体性的特征。有学者对主体间性作了如下概括:(1)主体间性

意味着双方的共同了解 ,不仅了解自我 , 而且了解“他我” ;(2)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双方的彼此承认 ,承认“他我”与自我

有同等的地位 、权利;(3)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双方人格平等与机会平等 ,反对强制和压迫;(4)主体间性意味着默守共同

的规则 ,交往双方必须遵守共同认可的规范;(5)主体间性意味着主体与自然界的和谐。主体间性以交往为核心 , 把平

等 、理解 、沟通 、对话作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则 ,显示了多元文化渗透 ,尊重生命与自然存在的价值观。教师

生态文化的意义建构要根据物质 、能量 、信息等生态因子 , 以及制度 、认知 、物态 、心态文化的结构准确定位 ,要从多元结

构的文化渗透中掌握平衡 ,减少冲突。要使教师之间形成合作交往的创生文化 , 人生活在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之

中 ,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交往主体性 ,这是一种构成主体性普遍网络的交

往互主体性[ 17](第 27 页)。教师要学会通过对话 、沟通 、克服狭隘文化与价值偏见 ,形成对他人的尊重 、宽容 、关怀与理

解 ,不断扩大生态文化的整体利益。扩大整体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将他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眼前利益或甚至是长期

利益之前 ,因为一个人从来不是单独存在于世界当中 , 而是与其他人一起存在于世界中。个体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旁观

者 ,而是不断互动 、相互关联的共同创造者[ 18](第 15 页)。 教师生态文化的和谐创生 , 是一个多元合作与渗透的主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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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往过程 ,它需要体制文化的去中心化和物态文化 、心态文化 、认知文化的生命存在意识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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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er' s ecolo gical culture is the process culture in w hich the teache r specialty

e xists and develops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in w hich the teacher lives and exercises;i t i s

consisted of ecolo gical facto r sy stem and cultural ecolog y system.Now , the institutional cul ture of

teacher specialty existence , the creat ive culture of specialty development , the so cial cul ture of

special ty value and the psychological culture o f specialty forming has af 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s eco logical cul ture.To ponder and meditate the teacher' s ecolo gical cul ture w ith the

po stmodernism and inte r-subjective phi losophy has the cultural conno tat ion of signif icance

const ruction.The teache r' s ecolo gical culture should actu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solicitude of li fe

e xistence , embody the edge ef fect and counter-centralization o f institutional cul ture and form the

humanism ecolo gical environment of intercourse , crea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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