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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和智能领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势头。循证教学作为

数字化背景下区域教研转型的一种新样态，能够帮助教育领域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通过数据驱动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帮助教师有效开展课堂观察与诊断，提升教师的教学实践能

力和专业素养。教育科研成果以“研–教–学”为核心，科研成果的转化可以为教育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和指导，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把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就成为

如今至关重要的研究议题。对共生理论关系进行分析建构，系统梳理循证教学的发展与实践逻辑，分析

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价值与路径，剖析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共生关系与现实问题，给出

改进建议。研究表明，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共同作用于课堂教学改进与学校教育质量提升，从

二者价值指向的契合与逻辑展开的一致性，可以判断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具有共生关系。追求二者

一体化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从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孤岛”，优化主体协作机制、促进协同共

进，强化目标协同引导、凝聚发展合力等视角推动教育科研成果落地教学实践、循证教学刺激科研成果

转化，推动二者互惠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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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educatio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fields are flourishing.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s a new form of regional teaching re-
search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background, can help the education sector break through the con-
straint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promote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dri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data-driven practices. It also helps teachers effectively 
conduct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diagnosis, and enhance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abilities and pro-
fessional qual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ducation are centered on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prac-
tice,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and thereb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How 
to transform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into teaching practice has become a crucial research topic 
nowadays. Based on the symbiotic theory, a relationship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sys-
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logic of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alyze the value 
and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and dissect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problems between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re-
search results, and provid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evidence-based teach-
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quality. From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and logical develop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d ed-
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have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o pursue the integrated and mutually ben-
eficial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evidence-
base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ilding a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to break the “resource 
island”, optimiz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progress, and 
strengthening the goal-oriented guidance to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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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领域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如何提升教学实践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推动教育

科研成果切实服务于教学一线，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我国教育科研产出规模持续扩大，但

成果向教学实践的转化率不足 30% [1]。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科研与实践的二元割裂，大量研究脱离真

实教育场景，不能真正地用于教学实践。为营造科学成果落地教学实践，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

环境，2016 年，《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

校要引导、激励科研人员教书育人，注重知识扩散和转移，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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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资源。”关于怎样转化、以何种方式转化成为进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循证医学的成功实践为

教育走向循证提供了坚定的信念和推动力，2025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教育信息化标准化工作管理

办法》，在实施过程中以数据为依托，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标准研制、实施与评估机制，加强技术赋能

与安全保障，并推动国际协同，以此实现向循证的过渡，从而更有力地支撑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
共生理论作为一种强调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依存、协同进化，通过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实现共同发展的理

论，为重新审视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将共生理论引入教育研究，有

助于揭示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在互动过程中的共生机制，在共生理论视野下构建对象间关系的

分析框架，对循证教学发展和实践逻辑进行系统梳理，对照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价值与路径，剖析两者

间的共生关系和现实困境，探寻二者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生态正发生深刻变革，更需要以共生理念为指导，构建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

果转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以适应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2. 基于共生理论关系的分析建构 

“共生”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提出，当时运用于生物学种间关系的研究[3]，
是一种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关系的理论。随着理论的发展，其应用领域不

断拓展至社会科学。在教育领域，共生理论强调不同教育主体、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资源共享，实

现共同发展与价值创造。共生理论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三个核心要素[4]。分析特定共

生关系时，首要步骤是评估共生单元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吸引与合作的可能性，其关键在于识别双方是否

具备共同的价值指向，以此确认共生现象的实际存在。其次，需要依据共生单元间的互动形式以及能量

或信息的传递方式等关键要素，对共生类型进行界定。例如，在共生单元中，当一方获利，另一方无显

著损益时，此时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被视为偏利共生；两者相结合情况下，双方在这种关系中均获利，但

收益分配不均衡，可以得出这种共生关系对共生系统发展的作用类型是非对称互惠共生；而双方长期平

等互惠，形成稳定共赢关系的被视为对称互惠共生。最后，综合考虑共生环境，判断共生关系的发展方

向，探索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改进方略。共生理论以“关系”为核心，揭示世界普遍联系的本质，其分析逻

辑致力于通过识别共生现象、界定互动形式、判定关系状态等步骤，构建对称互惠的共生系统。将这一

理论视角投射于教育领域，循证教学与科研成果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单元”，其互动关系蕴含

典型的共生研究价值。二者既非孤立的学术活动，亦非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在教育生态中形成具有动

态关联的系统整体。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从循证教学与科研成果的现象识别入手，逐步剖析其

共生形式、实践逻辑及价值指向，为揭示二者深层互动逻辑奠定理论基础[5]。 

3. 循证教学的概念界定与实践逻辑 

3.1. 循证教学的概念界定与发展 

“循证”(Evidence-Based)概念最早源于临床医学领域[6]。随着该理念向多学科渗透，教育领域兴起

了关于“循证教学”的理论探讨，不同学者从多元视角对循证教学进行了界定：部分学者立足证据转化

视角，强调将“最佳可得研究证据”系统性地融入教育决策与实践。其核心在于教育者主动检索、批判

性评估科学研究，并将有效结论转化为具体教学策略，超越仅凭经验或个人直觉的教学模式[7]。另有研

究者聚焦专业实践整合视角，突出在复杂教育情境中，循证是“专业智慧”与“最佳证据”在具体情境中

的审慎结合。教师需运用专业知识解读证据，考量学生个体差异、学校资源、社区文化等独特因素，将

普适性证据情境化、个性化，而非机械套用[8]。已有对循证教学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普遍认同证据的

科学运用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作用[9]，这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所遵循的“研究–产出–应用”的系统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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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过程存在着科学性发展的内在需求高度契合[10]。 
循证教学的发展深受医学领域“循证实践”革命及教育内部科学化需求的双重推动。其脉络可概括

为三阶段：20 世纪中后期属于思想萌芽与借鉴时期，受医学 EBP 成功模式启发，教育效能研究为有效

教学策略提供实证基础，同时反思传统经验主义风险；1990 年代末~21 世纪初，循证概念开始确立并

初步发展，1996 年 David Hargreaves 明确提出教育需走向“循证专业”，英美等国通过政策和机构建

设推动研究严谨化与证据转化，如美国 NCLB 法案强调“基于科学的研究”；21 世纪初到至今，走向

蓬勃发展并进行体系构建，表现为高质量教育研究激增，技术革命赋能实时个性化证据生成，专业机

构和校内机制加速证据传播与应用，教师“证据素养”培养成为职前职后教育重点，且“循证”日益纳

入全球教育政策框架。当前，循证教学正带动着我国教育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备受学界关注。但是，

我国循证教学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11]，如教研与一线教学需求脱节，证据可转化性低；教师科研素养

薄弱，缺乏检索、评估及转化应用学术证据的能力；科研与教学场景存在鸿沟，缺乏连接科研与课堂的

协作平台与转化机制。本研究基于我国素质教育体系对循证教学的内涵进行解读，针对二者间的现状

建构其实践逻辑。 

3.2. 循证教学的实践逻辑 

循证教学在教育领域的实践逻辑以证据为核心[12]，构建起从问题发现到持续改进的完整闭环，

推动教育教学活动的科学化与精准化，其逻辑框架主要涵盖需求导向的证据采集、专业判断的证据处

理、情境适配的证据应用以及反馈驱动的迭代优化四个关键层面[13]。一是需求导向的证据采集。锚

定教学实践问题，教育实践中各类问题的出现是循证教学启动的首要信号，教师通过日常教学观察、

学生学习数据监测、教育管理者的政策导向分析等途径，精准定位教学痛点。二是专业判断的证据处

理。面对收集到的海量证据，教师需运用教育专业知识与批判性思维进行筛选和转化，将其转化为科

学依据，为后续教学决策提供依据。三是情境适配的证据应用。证据应用并非机械照搬，而是要依据

具体教学情境灵活调整，动态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策略贴合学生实际，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四是反馈驱动的迭代优化。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收集反馈信息，如学生的学习成

果展示、课堂行为观察记录、问卷调查结果等，形成教学改进闭环。循证教学在教育领域的实践逻辑

通过以上环节的紧密衔接与协同运作[14]，将科学证据深度融入教学实践，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坚实

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4. 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价值与路径 

4.1. 科研成果转化的价值旨归 

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是“教育研究–成果产出–实践应用”的系统循环过程[15]。教育科研成果的生命

力源于向教学知识、教育决策等实践形态的有效转化，作用于教学质量提升，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实

现成果转化并产生实际效益，既是科研工作的价值指向，也是科研工作者的内生动力，教育科研成果转

化以促进教育实践革新、提升育人质量为核心价值。在实践层面，其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方

法、课程体系和管理策略，例如“项目式学习”“分层教学”等研究成果落地课堂，切实优化教学模式，

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在教育公平维度，优质成果的推广打破区域、校际壁垒[16]，如信息化教学成果的共

享让偏远地区学生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从教育生态来看，成果转化推动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双向互动，促使教师从经验型向研究型转变[17]，助力教育管理者制定科学决策；一线教师要在教

学中精准把握内容、实现知识体系重构、优化教学方法并有效诊断学情，亟需教育科研工作及其成果提

供的坚实学理依据。这些研究产出最终服务于课堂实践，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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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研成果转化的基本路径 

高等院校作为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其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转化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价值

实现，更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教育现象问题

提出。教育现象问题的提出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逻辑起点，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需深入教育教学一线，敏

锐捕捉实际场景中的痛点与难点[18]。只有精准定位问题，后续的科研活动才能有的放矢，确保科研成果

能够切实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为成果转化奠定需求基础。二是教育研究生成成果。基于提出的

教育问题，开展科学规范的教育研究是生成可用成果的关键。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重理论层面的创新，

也要确保研究成果具备实践可操作性，形成具体的教学策略、课程方案或评价工具。高质量的教育研究

成果应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性，成为连接科研与教学实践的桥梁，为成果转化提供核心内容支撑。

三是成果表达获取转换。科研成果完成后，有效的成果表达是获取社会认可、推动成果转换的重要环节。

研究者需采用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易于理解和传播的内容，当成果被教育市场认可，

如将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引入学校课程体系，才算真正迈出了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19]。四是教师发展教学

改进。教师是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的直接执行者，其专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成果转化效果，教师通

过持续的教学反思与实践改进，使科研成果真正融入日常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实现从科研成果到教学

实践的有效转化。五是学生发展匹配，对学生在知识掌握、能力提升、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全面

评估，确保科研成果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科研与教育实践的良性互动。 

5. 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关系的现实审思与发展路径 

5.1. 两者内在关系的现实审思 

循证教学倡导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调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证据来

指导教学决策，通常涉及教育科研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20]；教育科研成果转化通常强调理论探索和

实证研究，旨在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壁垒，使前沿教育科研成果真正落地生根。从二者价值指向的契合与

逻辑展开的一致性可以判断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教育科研成果为循证教学提

供科学依据和方法论支持，而循证教学则通过实践验证和推广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应

用和转化，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二者共同作用于课堂教学改进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循证

教学通过科学的教学决策和实践优化教学过程，而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则提供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21]。对照共生关系分析框架，把学校场域视为共生系统，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教学

质量。在此框架下，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共同构成了关键的共生单元。从教育发展的历时性视

角观察，相比在共生关系作用下的情形，早期的成果转化效率相对较低，这一点在不同时期教育教学水

平的对比中得以直接显现。因此，循证教学的兴起，一方面旨在更有效地优化教学以达成质量提升目标，

另一方面则显著驱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进程。这一过程不仅切实提升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也使得教

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得以更充分地释放。然而，在共生能量生成与积累的过程中，循证教学占据相对主导

地位，据此可判定二者之间呈现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 

5.2. 两者内在关系存在的问题 

在共生理论的视域下，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本应是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二者

共同服务于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生态优化。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共生关系尚未充分建立，存在诸

多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常陷入“各自为政”的困境，存在着教育理论

与教学实践脱节、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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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生的资源共享机制来看，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在资源流通上存在严重梗阻。循证教学

依赖教育科研产出的实证研究成果、科学研究方法，用以支撑教学决策；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则需要教学

实践反馈的案例、数据，为成果的优化与推广提供依据。但当前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资源对接与整合平

台，科研成果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策略；一线教学产生的宝贵实践数据也未能系统收集、

分析，无法为科研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形成“资源孤岛”，严重阻碍了二者的共生发展[22]。在共

生主体互动层面，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参与主体——教师与科研人员，存在明显的协作断裂。

教师虽身处教学实践一线，对教学问题有着敏锐感知，但因科研能力不足、工作负担过重等原因，难以

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科研人员擅长理论探索与研究设计，却往往对教学实际场景了解有限，导

致科研成果与教学需求脱节。双方缺乏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与合作平台，难以实现优势互补，无法形成共

生系统中主体协同共进的良性互动模式。在共生目标协同方面，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在目标达

成上存在偏差。循证教学旨在以科学证据驱动教学改进，实现教学的科学化与精准化[23]；教育科研成果

转化追求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践，推动教育创新发展。但现实中，部分科研成果过于追求学术价值，忽

视实践应用价值；部分学校开展循证教学仅为响应政策号召，未深入挖掘科研成果的价值，二者目标难

以协同，无法形成共生系统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导向，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6. 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关系的发展路径 

6.1. 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孤岛” 

建立跨区域、跨学科的教育资源整合平台，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科研成果与循证教

学实践数据进行分类、整理与存储。一方面，平台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微课视频、教学指南

等直观易懂的教学资源，方便教师检索与应用；另一方面，鼓励一线教师通过平台上传循证教学过程中

产生的课堂观察数据、学生学习反馈等实践成果，科研人员可据此挖掘新的研究课题，实现资源的双向

流通与增值。同时，设立资源审核与评价机制，确保资源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促进资源在循证教学与教

育科研成果转化间的高效共享。 

6.2. 优化主体协作机制，促进协同共进 

要解决当前问题，需要二者协同发展，互惠共生。首先，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定期组织教师与科

研人员参与研讨会、学习小组，围绕具体教学问题展开联合攻关。例如，针对“如何提升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这一教学难题，教师分享课堂实践困境，科研人员提供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共同制定解决

方案，并在实践中检验与完善。其次，完善合作激励制度，学校与教育管理部门将教师参与科研成果转

化、科研人员深入教学一线指导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合作成效显著的团队与个人

给予表彰与奖励。鉴于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力均源于教师追求卓越教学、不断学习

新知的内在需求[24]，因此，还应为教师提供科研能力培训课程，提升其科研素养；鼓励科研人员担任学

校教学顾问，增进对教学实际的了解，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 

6.3. 强化目标协同引导，凝聚发展合力 

首先，明确政策导向，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要求教育科研立项需紧密结合教学实

践需求，鼓励以解决循证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同时，在学校循证教学评估指标中，增加

对教育科研成果应用效果的考核，引导学校深入挖掘科研成果价值。其次，开展联合项目攻关，设立循

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联合研究项目，围绕教育改革核心议题，如“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优化、

新课标实施路径等，组织教师与科研人员共同申报项目[25]，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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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确保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目标一致、协同推进，共同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科研成果转

化成教学内容，课堂情况反馈科研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凝心聚力发展教育。 

7. 结语 

共生理论视角下，循证教学与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有机整

体。循证教学为成果转化提供实践验证的“试验场”，通过课堂场景的真实反馈优化科研成果的适用性；

教育科研成果则为循证教学注入理论动能，以实证研究支撑教学决策的科学性。二者的良性共生，不仅

能提升教学实践的质量与效率，更有助于构建“研究–实践–再研究”的教育生态闭环。然而，当前二

者关系仍面临证据供需失衡、转化机制不畅等挑战。未来发展需要从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孤

岛”；优化主体协作机制、促进协同共进；强化目标协同引导、凝聚发展合力。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循证

教学与成果转化的深度融合，推动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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