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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职业的核心#为教师构

建了理解其职业的概念框架#直接关涉教师对其

职业的反思性理解' 长期以来#教师职业认同及

其相关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

更是将教师职业认同作为研究教师身份角色认

知(角色行为(工作投入(心理资本(工作幸福感等

的核心概念' 正因为教师职业认同涉及教师职业

的各个方面#在教师的身份地位受到挑战的当今

社会#教师职业认同更成为教育学界关心的中心

议题' 笔者追溯教师职业认同的发展历史(研究

视角#分析其概念内涵(影响因素#比较了不同理

论模型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解

释#阐释了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方法(不足及未来

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的教师职业认同研究和师

范生职业认同教育提供可资裨益的指导和借鉴'

!4职业认同与教师职业认同

认同#常被译为同一性(统一性#是指%某一

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包括其自身统一

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 这一事物

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

*!+

' 认同及其相

关议题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并

形成以符号互动论学家 =AG% 为代表的认同理论

"'%A.O'OPOEA&HP$和欧洲社会心理学倡导的社会认

同理论"J&-'GB'%A.O'OPOEA&HP$

*!##+

' 前者主要阐释

自我如何随环境的变化而得以发展#认为自我只

有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在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

才得以产生并建构' 后者则认为认同是个人对其

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

' 个体认同的

一个重要方面为职业认同#职业认同是某一职业

中的成员对该职业共享的态度(价值(知识(信仰

和技能在认知上的接纳*"+

#是联接社会结构与个

体行为的核心概念#是一种%集体认同&#是个体

对所从事职业的认知(情感(价值理念的感知与评

价#并作用于其工作行为' 职业认同具有连续性

和持续变化性#受到社会结构及社会过程的影

响*2#)+

' 在工业化社会#发展职业认同是个体在

青少年期和成年期最重要的任务*0+

'

正如S&EA.

3

D-GB'所指出的#职业认同111开

始于童年#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经历漫长而复杂

*"!

4收稿日期##$#$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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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建构而成111源于个人工作的组织或他们

所属的工作群体*1#*+

' 从教师的角度看#这种类

型的认同意味着教师职业内外群体赋予教师职业

的一系列特有特征*:+

' 目前学界对于教师职业

认同并无一致而清晰的界定#但研究者一致同意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职业的核心#既是个体与教

师职业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受内外各种因素影

响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3

!#+

' 在特定的情境

中个体学习到教师职业特征#同时以特定的方式

内化这些特征#从而形成由多个相互关联的次级

认同构成的整体职业认同#职业认同为教师构建

了理解其职业的概念框架*!!+

' 总结来说#教师职

业认同是个体有关教育的理念(自我知觉(社会与

工作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包含着逐渐认识角色

自我并内化其角色的过程及对自己职业的接纳程

度*!"+

#是与教师目标相一致的对职业发展和学习

的积极追求*!!+

#具有多面性和动态性*##!$#!!+

' 职

业认同的两大核心过程为职业探索和职业承

诺*0+

#个体通过对自我和职业世界进行探索#继

而做出职业承诺' 因此#良好的职业认同通常意

味着对职业有充分而深入的探索并做出职业承

诺#这是一种自我和职业的良好匹配状态#能帮助

个体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并能够在遇到挫折时继

续坚持*0+

' 职业认同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

作绩效高度相关#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高的员

工对他们的工作群体和工作组织有很强烈的

认同*!2+

'

因此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职业的核心#具有

多面性和动态性#职业探索和职业承诺是教师职

业认同的两大核心过程' 教师职业认同关涉教师

对其职业的反思性理解#是理解教师工作状态和

工作结果的重要指标'

#4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与理论

解释

#(!4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

研究者认为#职业认同既是个体认同也是集

体认同*2+

#不仅受到个体内在特点和外在环境的

共同影响#还与社会比较有关*!)+

#是个体与环境

互动的结果' 8G. mcAOAH运用结构化理论和系统

理论分析专业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

群体(角色和个体认同交互关联*!0+

' 大量研究发

现#教师职业认同不仅受个体特性(学习历史(过

往经验(信念等的影响#也受到职业环境(同事(指

导教师或教师的知识(技能和教育态度的影

响*##!!#!##!1+

' 我国学者也发现#教师职业认同受

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及学校环境(学生

特点(任教学科(同事和学校管理者*!:+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

教师认同还受到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

\AHCAH和>onG.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认为在现

代西方社会存在知识和价值危机#曾被视为知识

和文化%大师&的教师#在当代社会其地位出现明

显的 下 降# 并 正 在 经 历 正 统 性 的 丧 失 " G

TH&CHAJJ'NAB&JJ&FBAC'O'KG-P$#这种变化破坏了教

师职业的核心认同*#$+

' #$!"年对全球 #!个国家

教师社会地位的调查发现世界很多国家教师社会

地位出现了下降#全球教师地位指数"OEA#$!"

5B&WGBQAG-EAHDOGOMJ?.%AI$显示#高达 #+" 的国

家视教师为社会工作者"其专业地位远低于律

师(医生等专门职业$

*#!+

' 相较而言#中国教师的

地位在 #!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美(英(法则

分别位于第九位(第十位(第十一位#中国社会更

加认同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教师职业与医生职

业的专业水平相当$' 在中国有 )$Z的父母积极

鼓励其子女从事教师职业#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

则较低#如以色列这一比例仅为 *Z

*#!+

'

因此#教师职业认同既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互

动影响的结果#又在个体内在特点(外在环境及社

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呈动态变化'

#(#4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模型

=GH-'G提出的认同状态模型 "OEA'%A.O'OP

JOGOMJK&%AB$#是解释认同过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模型' 该模型提出认同是通过两个行为指标而逐

步形成的#即探索和承诺*##+

' 通过探索和承诺的

高低 组 合# 认 同 状 态 被 分 为 四 类! 达 成

"G-E'ANAKA.O#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做出了承

诺$(提前终止"F&HA-B&JMHA#在没有探索其他选择

的情况下做出了承诺$(延期"K&HGO&H'MK#没有做

出承诺但仍在积极探索可能的选择$和扩散"%'FU

FMJ'&.#没有做出承诺且缺乏探索$' 之后#有研究

者对此模型提出修正和扩充*!)##"

3

#)+

#并应用于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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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同发展的研究中*0+

'

职业认同形成的双循环模型 " %MGB-P-BA

K&%AB&F'%A.O'OPF&HKGO'&.$则提出了认同形成和

维持循环"OEA-P-BA&F'%A.O'OPF&HKGO'&. G.% KG'.U

OA.G.-A$及认同修正循环"OEA'%A.O'OPHAN'J'&. -PU

-BA$#该模型旨在通过三个过程来解释认同的动

态变化过程!承诺"-&KK'OKA.O$(探索深度"'.

3

%ATOE AITB&HGO'&.$和承诺再审查"HA-&.J'%AHGO'&. &F

-&KK'OKA.O$

*#0##1+

'

社会建构理论"J&-'GB-&.JOHM-O'N'JK$认为与

他人的互动是学习的重要基础*#*+

' 教师的职业

认同同样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与职业环境中的

他人特别是重要他人的互动#如指导教师(学校管

理者等#可以改变或影响个体的教师职业认

同*#:+

' 因此#从社会建构理论来看#教师个体通

过学习1教学过程#在日常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

如与实践中的导师(同事的互动#逐渐构建教师职

业认同'

认同的后现代观点" T&JOK&%AH. TAHJTA-O'NA$

认为#认同是不稳定和持续变化的过程#具有动态

性(多维性和社会性' 教师职业认同受个体特性(

社会关系(期望和角色及社会背景和环境等影响'

从后现代观点来看#教师职业认同与个体特性及

一系列社会因素直接相关#并由这些因素来界

定*"$+

' 因此教师职业认同的发展是与社会和环

境密切相关的#家庭(教师的实习实践(学校的环

境(同事关系(指导教师的支持和反馈等均会影响

其职业认同发展*"!+

' 以上理论阐述了职业认同

的形成与发展变化#总体而言#教师职业认同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受个体内外因素和社会制度文化

因素的影响' 职业探索和承诺对职业认同的发展

起关键作用#是教师职业认同发展的两大核心

要素'

"4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方法

有关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

类#一为质性研究#通过故事叙述(访谈(档案或日

志(行动研究等方式收集数据*#+

#加以研究)二为

实证研究法#主要采用问卷法对教师职业认同进

行研究*!)#"#+

'

\A',GGH%(=A',AHmnAHB&&T对已有研究进行了

回顾#发现绝大多数有关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均

采用了质性研究法#包括通过故事叙述(访谈(档

案或日志等方式收集文本资料#然后对文本资料

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教师职业认同如何发展变

化(如何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等研究信息' 除此之

外#还有学者采用行动研究法 "G-O'&. HAJAGH-E#

6a$对教师职业认同进行研究*#+

' 9MG. m\MH.J

回顾了已有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行动研究#认为

通过6a教师可以将自己置于复杂的人际和专业

网络中的策略位置#以改变和提升日常实践的不

同侧面#建构作为行动性和反思性专业人员的职

业认同#并最终提升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 同

时#他们采用行动研究法考察了两位中国香港教

师的职业认同发展#结果发现行动研究对教师的

职业认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问卷研究法' 目前在教师

职业认同领域尚缺乏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的问

卷#各研究者所采用的问卷来源繁多#心理测量学

效度还待检验' 工具的多样性#源于对教师职业

认同构成维度的不同理解' 有研究者从课程专

家(教育学专家和教学专家三个维度界定教师的

职业认同#并开发出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教师职

业认同测量方式"三个维度各一道题#要求教师

将 !$$分分配给三个维度$

*"#+

' 另一些研究者则

认为教师职业认同不是一个单一结构的复合概

念#而是包含着教师职业满意度(教学自我效能(

职业承诺及动机水平四个指标#并开发出相应的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2+

' SG.H'KMJ等回顾已有文

献指出!工作满意度指%基于工作和工作环境的

评估而产生的态度&)工作承诺则指%个体因对其

职业的情感反应而产生的个体与职业的心理联

结&)教师自我效能感则指%教师所知觉到的完成

专业任务(教育和培育学生及执行组织任务(成为

组织及其政治和社会过程中的一员的能力知

觉&)动机则指%启动与工作有关的行为#并决定

其形式(方向(强度和持续时间的#教师个体所拥

有的内外在能量&

*"2+

'

=G.-'.'m Q&.GHABB'则基于认同状态模型

"OEA'%A.O'OPJOGOMJK&%AB$#开发出职业认同状态

问卷"c?Db

3

2% cH&FAJJ'&.GB?%A.O'OPDOGOMJbMAJU

O'&..G'HA$#后又提出了 c?Db

3

)%#包括 #$ 个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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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G.-'.'(SGH'-GO'等使用以上工具测量了

心理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发现个体的内在过程

及群体过程在大学生职业认同的构成中有重要作

用*!)+

' 在国内有魏淑华(宋广文和张大均编制的

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将教师职业认同划分

为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

为倾向四个维度*")+

' 赵宏玉(兰彦婷(张晓辉和

张燕编制了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将教

师职业认同划分为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

和意志行为认同三个维度*"0+

' 王鑫强(曾丽红(

张大均和李森(编制了包含职业意愿和期望(职业

意志(职业价值和职业效能四个维度的师范生职

业认同感量表*"1+

' 孙利和佐斌提出中小学教师

职业认同由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价值三个

维度构成#并编制了 !1个项目的中小学教师职业

认同量表*!$+

'

从以上测量教师职业认同的工具可以看出#

目前有关教师职业认同的界定在学界并未达成一

致#导致教师职业认同测量维度在不同的学者间

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当前大量有关教师职业认

同的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法#但量化研究也应成

为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有效补充' SHAJYABB提出

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可以有效结合#特别是当使

用其中的一个方法并不足够时#%两者结合使用

可以拓展对研究问题的理解&

*"*+

' 量化的数据可

以为教师职业认同的状态或发展变化提供基本趋

势或规律#而定性研究则可为这种趋势或规律提

供精细的解释' 因此#编制具有信效度的普遍适

用的教师职业认同测量工具便成为急迫的需求'

24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职业认同的两大核心过程为职业探索和职业

承诺#个体通过对自我和职业世界进行探索#继而

做出职业承诺*0+

' 因此#良好的职业认同通常意

味着对职业有充分而深入的探索并做出职业承

诺#这是一种自我和职业的良好匹配状态#能帮助

个体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并能够在遇到挫折时继

续坚持' 职业认同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

效高度相关#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高的员工对

他们的工作群体和工作组织有很强烈的认同*!2+

'

同时#员工的认同状态与他们对其工作组织和工

作群体的认同状态显著相关*":+

' 职业认同与职

业产出和组织认同均具有显著相关#对个体职业

发展和组织结果产出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立

足本土文化研究教师职业认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 然而#目前国内教师职业认同研究尚存不足'

首先#我国的职业认同研究起步晚#研究概念

不太清晰#特别是专业认同(职业认同(职业承诺

三者的关系' 许多研究将专业认同与职业认同相

互等同或相互包含#一些文章虽然名为专业认同#

但实际上探讨的是职业认同*2$#2!+

)有的研究将职

业承诺和职业认同分开探讨*2##2"+

#另一些则视职

业承诺为职业认同的一个维度*!:#22+

' 然而#从以

上研究回顾可知#职业承诺是职业认同的重要方

面#两者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因此#对职业

认同的概念和概念框架进行澄清#将有助于未来

有关职业认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其次#已有研究在测量职业认同时所使用的

量表或问卷繁杂多样#特别是有相当多研究采用

了自编量表' 由于缺乏统一理论指导#致使目前

在教师职业认同领域尚缺乏得到普遍认同(应用

足够广泛的测量工具#最终导致各研究者的研究

结果难以比对' 如在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中#有采用魏淑华编制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量

表*2)+

#也有部分采用孙利和佐斌的中小学教师职

业认同量表*22+

#还有采用张晓辉的职业认同问

卷*2#+

(赵宏玉等的职业认同问卷*!*#2"+及 SG.H'.MJ

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等#更多则采用自编的

问卷*20+

'

另外#职业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和有机连续

的社会心理现象#已有研究倾向于从静态而非动

态发展角度来研究职业认同#致使我们对影响教

师职业认同发展变化的因素知之甚少' 值得欣喜

的是#现有个别研究已经关注到职业认同的动态

性"&.C&'.CTH&-AJJ$及持续性"-&.O'.MMK$

*!:+

'

最后#从认同理论(具身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

来看#教师的职业认同受到角色认知(角色行为(

社会群体对教师职业的集体观念(职业场域中的

各种工作环境因素及个体与他人的互动等的影

响#即教师职业认同受包括人口因素(社会环境因

素与社会心理因素等变量的影响' 然而#个体主

动性特征与态度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研究仍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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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从纵向研究的角度(从师范生在校学习到实

习及入职前后的发展变化进行追踪的研究仍然

缺乏'

而对以上问题的探索#一方面将能更深入理

解个体主动性对职业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职

业认同的跨时间变化的趋势及引发其变化的影响

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职业认同

教育和培育的连续性#实现教师职业认同的职前

培养和职后发展有效对接*!"+

#有助于开展行之有

效的师范生职业认同教育#亦有助于中小学学校

及教育管理部门制订更有效的措施#出台更有效

的方案#以提高新入职教师职业认同教育质量#并

促进其职业认同的良性发展'

)4结语

教师职业认同虽未有一致而清晰的界定#但

研究者已达成共识#即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职业

的核心#受到教师个体的内在特征和外在各种社

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教师职业认同既是在外在和

内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而不断变化的对教师职业在

情感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也是教师在特定的时

间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教师的交

互作用的结果' 教师职业认同受到个体特性(学

习历史(过去经验(信念等个人内在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社会制度(职业环境(同事(指导教师(学生

特点(任教学科(学校管理者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即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个体教师

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认同状态模型(职业认

同形成的双循环模型(社会建构理论和认同的后

现代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教师职业认同的发

展和变化' 目前#教师职业认同主要采用质性研

究法#采用问卷方式的量化研究也在逐步发展#但

受限于概念上的分歧和工具本身存在的问题未能

得以广泛采用' 对教师职业认同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构建逻辑清晰架

构统一的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和概念框架)"#$

需要开发具有良好心理测量学效度的权威测量工

具)""$需要加强从动态的角度#特别是从纵向追

踪角度来研究教师职业认同的跨时间变化的趋势

及引发其变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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