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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18年10月17日下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

学院一间大型会议室里召开了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五十周

年庆典。该项目的在读学生、毕业生、对该项目感兴趣

的地理教育研究者们齐聚在这间会议室，与学院师生、

英国的地理教育从业者们一起回顾过去、讨论现在、展

望未来。

专题讨论会分三个部分：大卫·兰伯特（David 

Lambert）教授与受邀嘉宾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地理

教育硕士项目的关键节点，克莱尔·布鲁克斯（Clare 

Brooks）博士与毕业生们一起分享了学生们做过的研

究及其对地理教育研究的贡献，玛丽·法杰（Mary 

Fargher）博士与在读学生、任课教师一起探讨了未来

的多种可能性。笔者将结合发言者的学术经历、文章、

观点等，首先对人物作简要评述，随后总结其在研讨会

上的核心观点，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几位学者的学

术背景、研究旨趣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避免由于语言

转换带来的望文生义，并且能够在一定的情境中去理

解这些英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从而引发读者的讨论与

思考。

二、主要发言

1. 兰伯特：不止于教，教师需要给未来的孩子

制作地理

专题研讨会以兰伯特对于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回

顾开始，他选择的切入视角是以史为鉴，选取的时间

节点和关键事项也与他个人的经历与研究不无关系。

1986年，兰伯特以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身份

加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之前，已经在英国一所综合中学

做了十二年的地理教师，并且担任着副校长的职责。

他在教育学院曾经分管职前教师教育研究，并且在学

院引介、推动了教学硕士（Master of Teaching, MT）的

发展。2002年起他辞去在IOE的教职，成为了英国地理

协会（Geographical Association）的执行长，帮助这个

机构转型成为提供教师专业发展（conti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开发相关地理课程的行业标杆机构。他

本人在2007年9月又回到教育学院，受聘成为地理教

育方向的教授，研究领域为地理课程开发（curriculum 

development- Geography）。[1]2010年，他与约翰·摩

根（John Morgan）合著的《地理11-19：一种概念视

角》（Geography 11-19: a conceptual approach）[2]，其

摘要：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五十周年专题讨论会从过去、现状、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回顾、

探讨、展望在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上所做和将做的创新与发展。借镜这所教育研究领域标杆性学校的地理教育硕士项

目，为读者理解过去半个世纪里英国地理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侧写英国地理教育界顶尖学者、新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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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理教育五十载沉浮*

——侧写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
专题讨论会

编者按：英国地理教育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悠久的历史，虽然几经沉浮，但在地理教育研究者、实践者与地理学

界人士的通力协作中，日益在英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引领着许多研究领域的变革。英国

地理教育研究的高地正是本文提到的这所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自2013年来它在世界大学QS排行榜上蝉联教育领

域第一的位置。其中大卫·兰伯特教授是地理教育研究的学术泰斗，克莱尔·布鲁克斯博士是教育学院课程、教学与评

估系主任，也是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现任联合主席之一（2016-2020）。因此，《地理教学》编辑部邀

请我刊原助理编辑、现该学院博士生缪鑫从多角度更全面深入地为《地理教学》的读者呈现英国地理教育研究的前

沿动态与发展趋势。

*本文系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08060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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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课程制作（curriculum making）模型在欧美地

理教育研究界引起热议。布鲁克斯曾撰文专门总结课

程制作模型对国际学界的影响。[3]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研

究团队中负责中学教师培训项目的大卫·米切尔博士

就以该模型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探讨了当今这

个变化的时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地理教师，以期更多

人理解地理教师制作地理课程（how geography teachers 

make the curriculum）的重要性。[4]2013年至2017年

间，兰伯特也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麦克·索勒姆

（Michael Solemn）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西帕·

塔尼（Sirpa Tani）教授共同主持地理可行能力项目，

与其它学科的理论对话、与各国的研究伙伴合作，从多

个角度发展完善课程制作模型。[5]笔者曾作为研究助理

参与项目，见证了该项目通过欧盟委员会的资助，将这

一课程制作模型与福利经济学的可行能力视角、教育社

会学的强有力的知识一起成为教师培训模块中的核心内

容，对各国思考未来地理教育中地理教师的角色提供了

新的视角。[6]这一模型也日益得到学界认可，被认为是

立足地理学科本体，结合其它学科理论优势的前沿研究

成果。[7]

兰伯特以史为鉴的主题是那些培育、引领地理教

育硕士项目的关键人物和时代背景。他请到了在1968年

开创这一项目的诺曼·格瑞夫斯（Norman Graves）教

授分享了创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正是因为当时教育学

院已经有了心理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的硕士项目，但是

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科目（subject）为研究主题的硕士

项目，于是就有了这个敢为人先的项目。随后是没有办

法到达现场的约翰·摩根表达了他自己先作为学生、

后作为教师参与这个项目的感受，并且向所有人提出

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研究教育中的地理还是

地理和教育？（Geography in education or geography and 

education）

兰伯特将五十年划为五个时间点：1968、1978、

1988、2008、2018，逐步呈现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当时地理教育界的著作以及学院里负责该项目的同事，

揭示了六十年代末的人类登月、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

八十年代末的英国首次确立国家课程、九十年代家用电

脑普及和过去十年的伊拉克战争、社交媒体兴起、英国

教师教育去制度化、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国际社会重大

事件也对英国地理教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并且许

多影响将在未来继续左右地理教育的走向。在我们被这

些丰富多样的信息包围的时候，他提到了大卫·沃德利

（David Wadley）如何论述地理对于当代人的意义[8]，

笔者结合兰伯特在自己文章中对沃德利的引用[9]转译如

下：我们生活在永不停息的全球城市里，新自由主义的

生活方式在不断削弱我们对自己和周遭事物的思考能

力。而在地理教育领域，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教育的目

的，那么我们就能追索到能让我们找回智慧的“和平花

园”（garden of peace）。

在兰伯特眼中，像地理这样的学科（disciplines 

like geography）就是和平花园的象征。而在这个比喻

中，课堂就成了能够持久抵御外界压力和噪音的场所，

是一个高度重视逻辑思维的空间，在这里学习的节奏是

可以慢下来的。这并不是要否定数字时代、全球化发

展、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兰伯特看来是课堂在教与学

之外，需要再加一个课程制作（curriculum making）。

只有将教师也看作课程的来源，让教师作为根据教育目

的解读课程内容的专业人士，教育才可能迎来深刻的改

变。而使得教室成为专业人士的“和平花园”，虽然它

无可避免仍然是永不停息的城市中的一部分，但它又有

一个特征，那就是理性的绿洲（an oasis of reason）。

而高等教育就是保护和培育独立智识（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的场所，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能够

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深刻、理性的认知[10]。

因此，在他分享的最后，他将自己对于地理教育价值及

研究的理解与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意义融合在一

起，指出对未来的地理教师的期待是教师能够想得比传

授、实施更远一些，意识到地理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

题，拥抱自己“课程制作人（curriculum maker）”的

身份。

2. 布鲁克斯：不止于写，研究与实践之间要有

更多对话

布鲁克斯关注的焦点则是几十年来硕士毕业生

的研究及其对地理教育的贡献。作为课程、教学与评

估系的系主任，教育学院职前教师教育的负责人，

她对毕业生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这个视角也与她主要的研究兴趣相契合。她多年都在

关注教师发展以及教师如何运用自己的科目知识来参

与课程。她不仅关注教师如何参与到地理教育中，而

且也关注教师发展的过程、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增

长。[11]科目知识如何影响教师参与到地理课程中是她博

士论文的主题。[12] 2016年，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与近

年来追踪研究的结果结合，整理出版了专著《专业实践

中的教师科目认同感：教学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南针》

（Teacher subject identity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with a professional compass）。[13]她的学术成就与沟通

能力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2016年她当选了国

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她不仅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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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理教育研究中的循证为本[14]，也关注叙事研究的价

值[15]。同时她也积极在学界组织国际性的专题会议、主

编出版文集[16]，为2016年更新的地理教育国际宪章的推

广应用做出贡献[17]。布鲁克斯近年来的研究正是她宏观

视野与出色沟通能力的体现，也是她理性思考、辩证看

待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落脚点。

布鲁克斯就“地理教育硕士项目学生的研究及其

对地理教育的贡献”进行分享时，选取的切入角度主要

是以文识人，而她对于这些硕士论文的回顾也于早前发

表。她从2013年开始，整理阅读了四百多篇硕士论文

的文题、摘要、作者与日期，对其主题进行了分类、按

照年份进行了排列，并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她坦言

这些论文的质量良莠不齐，有些读一遍就能理解作者的

意图，而有些即使读了几遍也无法理解。而她做这一回

顾的目标旨在理解地理教育领域的实践者们如何理解、

如何试图去解决地理教育中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没有

全部出版，大多数也没有得到广泛引用，但确实反映了

“当时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些论文成为了地理教育研

究重点变化的标志，值得研究者去思考一线教学的老师

们经历过什么、当时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18]她

在汇报中将这些论文研究的主题归纳成三种趋势：1.研

究方法：逐渐从历史性回顾、做问卷调查转向实践者主

导的行动研究（她强调尽管有些从概念上来说并不能严

格算作行动研究，但至少是实践者做的研究）；2.研究

尺度：逐渐缩小，从大的全国性的尺度逐渐变成个人

的、课堂的尺度；3.研究内容：主要的三个问题是我们

应该教什么？（课程）我们应该怎么教？（教学）我们

如何知道我们教得成功了？（评估），呈现出明显的教

学论转向。

布鲁克斯尤其指出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研究内容

正是课程、教学与评估系的系名所关注的三个重点。她

在邀请毕业生分享自己的经历之前，还将她眼中地理教

育硕士项目存在的意义总结为两点：重新创造车轮，但

已经不再是一开始的车轮；持续为学者与实践者做的研

究创造对话的机会。

两位受邀分享的毕业生都谈到曾经的求学经历现

在对自己的影响。先做分享的男士拿出了一件短袖，上

面的文字是“No place like home”，第二位做分享的女

士拿出了自己上学时用的课本以及在教育学院求学期间

得到的作者寄语。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历出发分享

了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求学时期的经历是如何鼓舞并且

支撑他们继续在地理教育领域里前行直至今天。笔者尤

其印象深刻的是两位毕业生都提到来读硕士的时候，能

够和这些自己上学时所学教材的编写者们在一个场所里

对话，得到耐心指导的同时，也感受到学者们愿意与自

己平等对话、探讨地理教育议题的真诚与尊重。

布鲁克斯随后指出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一直都拥有

非常国际化的高质量生源，不只是对英国地理教育有深

远影响，也一直有来自欧美其他国家、亚非大洋洲的国

际学生不断参与。她认为不是我们拥有这个教育硕士

（we don’t own this MA），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地理

教育硕士的卫士（we are custodians），我们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个硕士项目的存在，我们得以花更多时间在一

起精研地理教育。她认为教育学院在并入伦敦大学学院

之后，会有更多的国际学生参与到地理教育项目中来。

在这样更大的“和平花园”情境中，未来地理教育研究

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开放对话氛围也会变得更加包容、多

元，不同项目与课程之间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有

更多合作可能性。她认为会有更多人想要先成为一个硕

士，再去做一个教师。她最后回到了约翰·摩根之前提

出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研究教育中的地理还是地理和

教育。布鲁克斯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这些在

大学中致力于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放在当今这个新的时

代下，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拓展地理与教育的关系。

3. 法杰：不止于此，地理教育研究有更多样化

的未来

专题讨论会的第三部分由目前负责地理教育硕士

项目的玛丽·法杰主持。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如

何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与学校地理课程中的地域知识联系起来[19]。近

年来她在兰伯特主编的《激辩地理教育》（Debat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文集中发表了地理信息相关的

章节[20-21]，并且在《地理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geographical thinking）文集中论述了地理思维与GIS之

间的关系[22]。2018年她也跨出了地理教育研究领域，在

地理信息领域的核心期刊发表了将地理可行能力视角与

网络地理信息相结合的文章[23]。作为学术领域的新秀以

及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现任负责人，法杰虽然发表

的文章不多，但她将学术工作与教学工作都处理得有条

不紊。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研究团队每月一次的内部研

讨会、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的伦敦分会也

都是由法杰通知、召开。同时法杰也是活跃在推特上

的Geography UCL IOE （@IOE_mageoged）账号的维

护者。

这次分享她主要讲述的是作为地理教育研究者的

我们如何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成长为地理课程

的引领者。她认为这正是现在地理教育硕士项目所希望

尽到的责任。她希望这是一个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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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的时候想到自己并非来这里寻找答案，而是由此

能够问出更多、更触及本质的问题。她同样认为“和平

花园”是非常重要的空间，地理教育硕士项目应当是一

个让学生能够自由参与讨论、进行学术辩论、探讨的空

间。相比在职教师的专业拓展，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不止

于详细审视教师所教的地理科目，更是提供了一个通过

接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地

理与教育关系的机会。她援引约翰·摩根提到的观点，

进一步提出她的设想：地理教育硕士项目不止要思考在

教育中的地理，更要思考在教育与地理的关系，还要去

设想在教育之外的地理（geography outside education）

会是怎样的图景。她认为学生在修习地理教育硕士项目

的过程中，也在与这个真实的世界有着密切的互动。在

这样的情境下，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应当只看到学校所教

的地理科目和学生，更要看到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下在学

校这个“地理教育盒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教育，地理

人也在和这个充满着复杂性的世界进行着深刻的互动。

法 杰 分 享 了 2 0 1 8 年 硕 士 班 学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题

目，有人研究地理是否有清晰的定位问题，有人关

心教师能够在新的初中地理（GCSE）课程中“找

到”多少“强有力的学科知识（powerful disciplinary 

knowledge）”，也有人探索如何把地理放回到高中地

理（A Level）课堂中去，有在思考年轻人到底是如何

看待他们所接受的地理教育的，还有学生把强有力的地

理和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课程与

自己的实践经历结合起来。从这些论文的标题中可以看

到地理、强有力的知识、强有力的学科知识与地理教育

的价值，是近年学生研究的主题。其中强有力的学科知

识正是兰伯特在地理可行能力项目中结合教育社会学家

麦克·扬（Michael Young）近年来提出的强有力的知

识[24-25]拓展而来[26]。这些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正应证着

兰伯特和布鲁克斯的期待，即有志于多思考自己在课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地理教师们正在积极地通过论文的形

式与学者们进行对话。

法杰还邀请了目前在读的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

在伦敦一所学校联盟中担任咨询顾问（geography 

consultant）的学生认为正是来到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

院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不是来向专家寻求答案，

而是接触到更多触及本质的问题。这也让他意识到读

硕士的本质是开始成为一个能够更善于与人沟通交流

彼此想法的合作者，同时也能够独立做出专业理性的

判断。此外，法杰还邀请了自己的两位同事介绍与项

目相关的研究，分别是：负责学院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PGCE）教师培

训项目的阿历克斯·斯坦迪什（Alex Standish）博士、

参与中学PGCE和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课程导师大卫·

米切尔（David Mitchell）博士。他们介绍了各自在做

的研究和未来的计划。斯坦迪什是教育学院与地理系之

间的联系人，他提出目前教育学院正在积极与地理系合

作，运用福赛特奖学金（Fawcett Fellowship）为更多的

教师安排一些讲座和工作坊。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能

够让高等教育的课程和学校里的课程之间有一个重新

的连接。这也是根据他前两年所做的“伦敦地理联盟

（The London Geography Alliance”研究项目[27]中的成

功经验拓展而来。米切尔未来几年将主要负责欧盟委员

会资助的地理可行能力项目第三期的研究，他将把社会

公正与地理教育结合起来，把教育放在社会的背景下去

看。他认为通过地理教育与可行能力的结合，研究者应

致力于帮助地理教师更好地把握自己“课程制作人”

（curriculum maker），从而让教师能够在教育学生的

过程中真正实现地理教育的价值，让学生能够超出自己

日常生活的边界，想所未想，在未来的社会中有充分实

现自己潜能的机会。他们所提到的这些研究与讲座都是

未来会与教育学院地理教育硕士项目课程互相补足的内

容，能够给予想要更进一步的老师一些可以支撑的脚

手架。

三、讨论与思考

2018年底退休的兰伯特教授在这次活动的总结陈

词中说到自己认为不能做一个愤世嫉俗的抱怨者，而是

要积极尝试谋求改变（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布

鲁克斯也强调我们没有任何人是这个地理教育硕士项目

的主人，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形成敞亮的理性对话，是

为了让地理教育能够继续成为我们的“和平花园”。法

杰、斯坦迪什、米切尔这三位目前正守卫着地理教育硕

士项目的青年研究者们，在分享中坦陈自己对未来的研

究计划与设想，正体现着他们希望地理教育硕士项目的

未来是能够不拘泥于“地理教育”这个小盒子，让学生

和自己都能够与更广阔的世界对话。

注：作者所在学院英文名为Institute of Education

（IOE)。它自1902年建立至2014年12月并入伦敦大学学

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之前，是属于伦敦

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UoL）的独立学校，曾译为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伦敦大学是伦敦十几所高校和研究

机构组成的大学联邦。IOE与UCL曾经是平级的，但自

2014年12月IOE并入UCL之后，即成为UCL下属的教育

学院，改译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因地理教育硕士

项目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时期开创发展，本文仍沿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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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大学教育学院这一译本，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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