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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摘要页 基于非正式学习袁探究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本体回归和未来旨归是对其个体的关怀遥 当前袁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教

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注重英语语言教育袁忽视生命关怀曰关注英语单学科的发展袁忽视多学科生态共生教育曰关注英语教学实践行

为的培养袁忽视实践智慧的生成路径遥 因此袁基于非正式学习袁提出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在培育现有学生及未来人才的方式上袁实现

专业知识技能与人性教育融合的生命回归曰在教学过程及教学价值体现方面袁实现多学科学习与生态教育融合的生态回归曰在中医

药对外传播方面袁强调英语教师专业素养与内涵式教育融合的实践回归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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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menon returning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English teacher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informal learning

HU 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 exploration of noumenon returning and future direction on the basis of informal learning expresses the
individual concern for English teacher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nglish teacher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English education,
ignoring the concern for teachers' lives; people focus on English subject, neglecting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 people put
emphasis on teaching behavior, overlooking the generation path of practical wisdom.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bov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returning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human natur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 cultivation manner; ecological regress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procedure and embodiment of teaching value; practice returning of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connotativ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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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9 日袁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叶关于

印发野十四五冶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曳明确指出袁要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1]遥 为此袁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

药的传播载体袁迎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袁并对在

校的英语教师提出更高要求袁要求与国际接轨袁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发扬者袁英语教师

成为野推广中医文明的重要助力冶[2]遥 特殊的使命和

责任赋予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更多关注遥同时袁部分

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只关注英语语言教育袁忽视自

我身份的融合袁以此导致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固化陈

本文引用院胡 瑾. 基于非正式学习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本体回归与未来旨归[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2(11): 1953-1956.

1953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2 年第 42 卷

旧等问题的存在袁也致使人们尤为聚焦中医药院校

英语教师群体遥 因此袁探究符合中国特色的尧基于非

正式学习的英语教师的发展是对英语教师本体存在

方式的追问及专业英语人才培养的理性反思遥
1 基于非正式学习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

本体价值解析

1996 年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教育部长会

议重新界定了终身学习袁认为其包括正规教育尧非正

规教育及非正式学习[3]遥非正式学习是指在非正式

学习时间和场所发生的袁通过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

往来传递和渗透知识袁由学习者自我发起尧自我调

控尧自我负责的学习袁主要是指做中学尧玩中学尧游中

学袁如沙龙尧读书尧聚会等[4]遥 英语教师非正式学习就

是指英语教师基于自己与日常生活尧社会互动的基

础上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驱动袁进而追求个体发展的

有目的尧连续性的学习方式袁如与同事交流尧学习共

同体的共建尧观摩听课尧观看视频等遥 而中医药院校

的英语教师不仅需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袁还应

具有广博的医学知识遥 因此袁其非正式学习更强调

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尧交叉性及共融性遥
基于非正式学习袁探究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教

育的本体袁就是在对英语教师野人的关注冶的基础上袁
探究英语教师以学习为基础的生存活动与存在方式

的价值性建构遥 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袁人在认识客

观世界的同时袁与其客观世界构建价值关系遥 人按

照自身需要袁主动地尧合目的性地与客观世界构建价

值关系袁同时客观世界被人赋予意义地满足人的需

要袁实现一定的价值遥 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价值

是其历史使命和责任的体现袁是教师作为学习者尧文
化传播者身份的凸显遥 非正式学习是依赖学习者主

动学习的建构过程袁基于非正式学习袁探究教师教育

的本体价值袁就是探究人的需求及满足人的学习及

发展需求的价值内涵的凸显过程袁是一种意义赋予袁
合目的性的主动建构遥 因此袁基于非正式学习的中

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本体价值就是对英语教师的

野一种价值承诺尧价值理想和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目

的性价值冶[5]遥
野百年大计袁教育为本曰教育大计袁教师为本遥 冶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根本袁教师教育是国之根本袁其本

体价值承载于育人袁其育人最根本在于人性教育遥
教育的本质是人性教育袁野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

命的影响冶 [6]袁 教师的根本责任在于培养野善冶的人

性遥 因此袁教师教育应以野善冶为核心袁进行合目的性

的价值建构和蕴涵关怀生命尧承载品性塑造的价值

追求遥 LEONA[7]认为袁非正式学习可以为成人提供精

神上的扶持袁如增强自我意识尧增强对他人的关心

等遥 另外袁非正式学习促进了人的完整性及持续发

展袁它重视人在社会中与社会的互动袁并在互动中

野滋养个性尧润泽情感袁生长思想冶[8-9]遥 基于非正式学

习论教师教育的本体价值袁意味着教师对自我人性

的发现袁同时意味着教师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是以

野善冶为根本袁是关怀尧陪伴生命幸福成长的过程遥 作

为中医药院校的英语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及价值观袁培养学生的中医药传承创新精神及

跨文化传播的责任遥 可见袁基于非正式学习袁中医药

院校英语教师教育应是一种完善人性袁为社会培养

野善冶的人性的师资教育遥 同时袁野它是一种有意义的

教师学习方式袁是促进教师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冶[10]遥
是实现教师与学生共同进步袁实现师生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遥
总而言之袁基于非正式学习的英语教师教育的

本体价值是以关怀生命为本袁回归人性的教育遥野善冶
的教育是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教育的价值理想与承

载遥 同时袁英语教师教育还应实现基于本土文化袁英
语教师的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者与英语语言知识传授

者的身份整合袁以此意蕴其合目的性的尧有意义的价

值建构遥
2 匮缺非正式学习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

现实样态

马克思窑舍勒曾提出野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

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冶[11]遥 技术更新尧竞争压

力等让教育的工具性和功利性被片面夸大袁忽视对

人性的关怀与关注遥
首先袁当前的英语教师在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只注重英语语言教育袁忽视生命发展关怀遥 长期以

来袁我国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关注教师的学习袁同
时以教育部门统一规划的培训为主要途径遥 早在

1955 年 5 月袁教育部就发出了叶关于在北京师范大

学办理高等师范函授部的指示曳[12]132遥 教师的职后学

习开始受到重视遥 1993 年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曳规定院野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袁学校主管部

门和学校应当制定教师培训规划袁对教师进行各种

形式的思想政治尧业务培训遥 冶[12]142 教师培训以法律

条文的形式肯定了其在教师教育发展中的价值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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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袁当前的英语教师教育仍以语言尧教学技能培训为

主袁更关注信息的叠加与累计袁忽视新知识与教师个

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对比袁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

模式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受到了挑

战遥 因此袁当前的英语教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缺少

关注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态袁及主观能动性

对自我发展的推动作用遥 在知识接收层面袁野学校不

考虑教师的思维模式袁制造了一种脱节的语言遥 这

样一来袁教师的原初概念依然故我袁在学校学习之后

仍未改变冶[13]遥因此袁学校的培训如果不是在教师自

愿的情境下进行袁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最佳效果遥
同时袁培训的价值只能暂时满足教师的精神求知

欲望袁无法做到关怀教师人性野善冶的追求遥 在工业

化社会背景下袁工具理性不断肆虐袁以工具为导向

的培训忽视教师的个体性和主动性袁强调培训的

野统一性冶袁无法实现教师真正意义上的人性教育及

专业发展遥
其次袁当前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在一定程度

上只注重英语单学科的发展袁忽视与医药类学科的

生态共生教育遥 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是培养具有时

代精神的尧未来具有中医药翻译理论的研究者曰培养

具有中医药文化翻译能力的实践者曰培养能够整理

中医经典文献尧建立中医英语语料库尧开发医学专业

的双语教材尧推动中医文化走向世界的跨文化传播

人才遥 因此袁如果英语教师只关注英语语言教育袁则
会让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固化陈旧袁中医药专门用途

英语教学野虚设冶袁从而致使人才培养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缺乏全局化尧共融化和集成化遥 2019 年 4 月 29
日袁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召开野六卓越一拔尖冶计
划 2.0 启动大会袁为发展新文科等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布局遥 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袁文理相融袁反映人

才培养的新趋势遥这种新趋势也迫切呼唤中医药院

校英语教师培养进行战略性创新和重新定位袁实现

英语教师的多学科共生教育及校本化式的发展[14]遥
最后袁当前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在一定程度

上只关注英语教学实践行为本身袁忽视专业素养的

内在养成及实践智慧的生成路径遥 野教师实践智慧就

是指教师对教育合理性的追求袁对当下教育情境的

感知尧辨别与顿悟袁以及对教育道德品行的彰显遥 冶[15]

当今社会袁野效率取向冶野就业导向冶的人才培养模式

风行袁这就驱使英语教师过多关注自我教学行为适

切性的模仿遥 教师外显行为的关注消解了人在实践

活动中的主体性及创造性的作用袁从而抑制了教师的

实践智慧的生成遥 而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凸显教

师在实践行为中的主体性及创造性的体现过程遥 可

见袁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个体能力的体现袁是优秀

教师的基本实践能力袁也是考核合格教师的手段之一遥
3 基于非正式学习的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的

未来旨归

非正式学习形塑教师的生活常态袁它强调以人

性为本袁认为其学习过程是教师自我发展与自我实

现袁是野生命的活动冶袁而非仅是一种学习方式的选

择遥 在终身学习尧新文科等的大时代背景下袁中医药

院校英语教师教育本体回归的路向应实现生命回

归尧生态回归及实践回归的循环遥生命回归是生态回

归与实践回归的源泉及最终目标袁且三大回归在循

环中相互制约袁互相发展袁进化和升华遥
首先袁强调专业知识技能与人性教育融合的生

命回归遥 英语教师在培养现有学生及未来人才的方

式上袁应更多关注人性教育袁彰显生命价值遥 教师的

教育应是内在于心和外化于形的动态过程遥 教师教

育的内在于心是尊重教师及学生袁实现对人性野善冶
的追求曰外化于形则表现为教师不仅应拥有对知识

的深层次认知尧理解袁还应是其内心野善冶的外化袁如
培养自我的家国情怀袁师德师风的提升袁关爱学生及

热爱工作等遥 非正式学习是自我经验中探究未来的

可能袁是自我完善的手段袁其能满足教师精神上的学

习追求尧人格完善的内在诉求袁帮助英语教师通过日

常学习理解自我成长与进步的空间袁从而利用非正

式学习弥补自身发展的短板遥在非正式学习中袁明确

学习目的观的内在的发展方向袁做到时时反思袁才不

会让英语教师在成长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袁从而追求

野善冶的本性袁实现知识与生命的和谐发展遥
其次袁 强调多学科学习与生态教育融合的生态

回归遥教师的身份不再局限于野知识的传授者冶野教学

组织者冶野参与者冶及野讨论者冶袁最重要还应是野终身

学习者冶及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者冶遥对野终身学习者冶
及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者冶身份的认同袁是实现野教学

者冶的身份与自我价值实现相统一的前提遥身份认同

的核心为价值观问题遥 英语教师的自我价值及社会

价值的体现是基于多元身份的认同与统一遥 在新文

科尧混合式教学及思政教育背景下袁英语教师是学生

学习的野促进者冶野答疑者冶及野在线互动者冶噎噎所有

这些身份认同的统一都要求英语教师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袁用非正式学习提升自我袁满足其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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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需求遥 教师野终身学习者冶身份的认同是保证学

生实现个性化学习及可持续性学习的前提与榜样曰
教师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者冶的身份认同是培养学生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实现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与

保障遥 鉴于此袁英语教师个体要培养自我终身学习

意识袁在多学科中体会终身学习的意义并建构终身

学习的信念与信心遥 在此基础上袁鉴于非正式学习

的动态性及多样性的本质显现袁英语教师应实现生

态协同教育袁如构建终身学习尧育人及中医药传播实

践协同导向的管理体制曰实现校内外的联动教育及

实现个体尧学校尧家庭及社会等共同参与的生态化协

同育人遥
最后袁强调专业素养与内涵式教育融合的实践

回归遥 英语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加速中医药英语对外

传播的关键因素遥 在社会层面袁中医药院校英语教

师的素养决定着中医药传播人才的培养质量袁人才

培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中医药走向国际化进程

的速度曰在个体层面袁英语教师的发展是自我专业实

践技能的提升过程袁是专业能力诉求的满足过程遥
为了促进这种从社会到个体的整合式发展与教育袁
英语教师借助终身学习的理念与职责袁将专业发展

与生命的始终紧密结合遥 学习对英语教师发展的意

义重大袁但学习的方式却影响教师发展意义内涵的

延伸遥教师的学习与发展部分源于教师的正式学习袁
但同时袁非正式学习在教师的日常生活中袁对教师的

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因此袁英语教师应关注

自身的非正式学习袁在此基础上袁融合内涵式教育遥
内涵式教育是适应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袁是实现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遥 新时期内涵式教育是以

保证教学质量为前提袁实现课堂教学的内在合理

性遥 为了高品质的教学质量袁教师应在实践中探究

实践智慧的生成遥 教师的实践智慧的生成源于教师

与非正式学习互动的过程遥 野在动态的学习情境中袁
进入学习现场袁感受体验学习过程袁并在此过程中反

思问题尧解决问题袁将学习过程与教师实践智慧建构

生成的过程统一起来遥 冶[16]基于非正式学习袁生成实

践智慧袁提升专业素养袁创造有个性尧创造性的教学

行为袁以此达到内涵式教育遥 可见袁在实践层面袁基
于非正式学习的英语教师是强调教师的野英语+中
医药冶专业素养的需求与为教师发展提供优化支持

的整合,同时袁非正式学习也是中医药院校英语教师

转型的迫切需要[17]遥因此袁英语教师有必要洞察教师

实践智慧的生成路径袁使其教学实践行为与实践智

慧的生成得以融合统一袁实现英语技能与生命之维

的耦合袁以此在未来的课堂中迸发有生命力的野火
光冶袁照亮中医药文化传播之路遥
4 结语

综上所述袁基于非正式学习的中医药院校英语

教师教育本体回归是教育本体构建的新观念的意

蕴遥它体现英语教师的人性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袁同
时它是生命回归尧生态回归与实践回归的统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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