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就业竞

争愈演愈烈，而教师作为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

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逐渐受到广泛的青睐。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师范生资助政策共有三个

历史时期，依次为1949—1997年的免费加助学金政

策时期；1997—2007年的收费加混合资助政策时

期；2007年至今的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时期。2007

年，国务院颁布《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

教育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指

出该政策的实施是为了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

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

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

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该政策

的出台，进一步扩大了师范生的就业渠道，增加了

师范生任教的福利，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让大学

生们对教师职业产生更多的向往。2018年，广东省

率先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新师范”教师培养目标，出

台了《广东“新师范”建设实施方案》，目标是加大力

度推进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步伐，明确提出形成

有特色的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在全国形成具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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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教师教育广东新模式，在这之中支持广东第

二师范学院、岭南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肇庆学

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等院校主要面向本区域培

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实行单

独志愿、单独划线招生。鼓励学校采取校内二次选

拔方式遴选优秀学生就读师范专业，吸引优秀生源

报读师范。同时在已经就读的本科院校中采取自

愿报名二次选择可以就读师范专业，毕业后为广东

省基础教育师资重要来源。这一新举措既体现教

师的需求量大，也让我们看到了师范生的重要性，

而教师城村分布不均则驱动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师

范生任教意愿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师范生

选择做教师？从学术回顾来看出现少量研究，但从

父母职业背景视角还没有看到专文论及，本研究基

于上述缘由做出尝试研究。

一、师范生任教意愿研究现状回顾

通过查阅文献，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影响师范

生任教意愿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较新的研究成果呈

现较为单一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2007年《办法》颁

发后，我国对于师范生的培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

《办法》直接对应的免费师范生，一类是非免费师范

生。而日益突显的教师城乡分配严重不均问题，引

发了学者们对于免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意愿的思

考，进而进行探讨，其研究核心内容如下：

张登山在《广东高等师范生任教意愿调查研

究》的研究表明：师范生的任教意愿与教师的社会、

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评价有关；从

社会心理气质学的角度分析，多为抑郁质和黏液质

的女生认为教师职业工作稳定，符合女性的择业标

准；多为多血质和胆汁质的男生多数则认为，教师

职业与自己的择业标准不符，在其他职业中，同样

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学制上师范教育对四年和二

年的学生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师范教育对高师生

的任教意愿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当前师范生对教

师职业的态度不会因所学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1]。王庭照等人的《免费师范生从教信念及农村任

教意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免费师范生“长期从

教、终身从教”的信念不强；免费师范生“工作十年

后是否转行”的态度模糊；免费师范生对农村教育

现状缺乏了解，并对其改变现状的作用持较为谨慎

的态度；免费师范生对农村任教尚有顾虑，但认可

农村任教对“教学经验”积累、“教育思想”形成的积

极作用[2]。刘佳等人的《我国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

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利用调查问卷发现：师范

生去农村学校从教的积极性与意愿偏低，免费师范

生的农村从教意愿低于非免费师范生，本科师范生

的农村从教意愿低于专科师范生；个人未来发展因

素、生活条件因素、教学条件因素、婚姻问题因素对

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个人未来发

展是影响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的最主要因素[3]。同

时，刘佳在《定向就业师范生面临问题与有关政策

探讨》调查了某师范大学师范生近三年的从教意

愿，2012年该校70.2%的师范生非常愿意或比较愿

意毕业之后从事教师职业，2013年该比例为79.1%，

2014年为84.8%，其结论显示，愿意毕业后从事教师

职业的师范生越来越多[4]。

此外，学者吴小林，魏金金对师范生是否意愿

参与乡村教育；柯文进等人以西部师范院校为例，

对农村籍师范生在农村任教意愿进行分析；陈祥梅

着重分析西部院校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影响因素；

周立芳对免费师范生从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蔺佩

洋对西部农村小学教师从教动机与长期从教意愿

进行研究；马原，赵小云分析了师范生的任教意愿

及其对学习满意度的影响；陈松超以特岗为对象，

对特岗教师组织支持感与任教意愿进行分析；付卫

东，付义朝则基于全国多所地方院校的调查，对地

方师范生享受免费教育及农村从教意愿的影响因

素进行探讨；崔莎莎主要关注艺体类免费师范生从

教意愿，研究情况均大同小异。

归纳起来发现，学界对于师范生任教意愿研究

对象多为免费师范生，而研究主要从行为意向、工

作报酬、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升迁以及师范教

育等与师范生自身发展有关的角度进行分析。而

日本全国性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显示，在分

析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本人学历、本人初职、本人

现职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父亲的职业和学

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

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

而异”[5]。可见，父母的职业对于子女的职业选择也

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妨从父母的职业背景这个较

为新颖的角度来研究师范生的任教意愿问题，这也

是从另一个层面推进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的需要。

二、父母职业背景对师范生任教意愿的调查
与分析

（一）职业背景与任教意愿

目前，学界没有给“职业背景”一个严格的定义

或相关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定义“职业”主要有

名词和形容词两种属性。作为名词，是指“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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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作为

形容词，则可解释为“专业的；非业余的”，如“职业

剧团”“职业运动员”等[6]。《现代汉语词典》定义“背

景”只有名词属性，但却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分别

是：（1）“舞台上或影视剧里的布景。放在后面，衬

托前景”。（2）“图画，摄影里衬托主体事物的景

物”。（3）“对人物、事件起作用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

境”，如“历史背景”“政治背景”。（4）“指背后倚仗的

力量”[6]。而《辞海》将“背景”概括为两个方面并做

出以下解释：（1）“原为绘画术语，指绘画作品中衬

托主体的背后景物。借用于文学，指叙事性作品中

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和总的条

件，如：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环境。它构成了叙

事性作品的基调。在戏剧艺术中，又兼指舞台上的

布景（幕景）。在摄影中，则指衬托主体的背后景

物”。（2）“指对事态的发生、发展、存在和变化起重

要作用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如：政治背景；社

会背景；时代背景”[7]。综上，可尝试对“职业背景”

做出以下解释：个人根据自身的发展和能力，选择

某工作以丰富个人精神需求的同时获得基本生活

来源，而基本生活来源的多少除了受到政治、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的学历、工作能

力和专业程度等社会能力和发展程度的影响。简

单来说，就是个人的社会能力和发展程度影响个人

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反过来不同的工作对从事者也

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现代汉语词典》[7]中，“任教”是“教书、担任教

学任务”的意思。而“意愿”在《现代汉语词典》[7]中

作为名词，是“愿望、心愿”的意思。意，由“音”字和

“心”字组成，是“内心的声音”，可组成“心意”；愿，

由“原”字和“心”字组成，是“原本的心意”，可组成

“愿望”。由此可见，“意愿”是一个非常强调内心、

忠于内心的词语。概言之，任教意愿即指任教者本

人主观上喜欢教师或从事教育活动的预想。

（二）调查设计情况

本次研究面向正在师范院校就读的师范生，研

究他们父母的职业对于他们任教意愿的影响，因

此，研究中会涉及在读师范生父母的职业背景一般

调查分析以及父母的职业与教师的比较等方面来

分析父母职业背景对师范生任教意愿影响。本次

研究选择了广东省Z市某师范院校150名在校师范

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分布在不同的师范专

业，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网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利用人

际网络师范院校的各个班级群中发放问卷，以便提高

样本的代表性。本次研究共发放有效调查问卷150

份，实际回收140份。经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认真审

核，最后得到140份为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高，回收

情况良好。

（三）调查结果

1. 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男女比例。参与

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女占 85.71%，男生只占

14.29%，符合一般师范院校女生多，男生少的实际

情况。

2. 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父母的学历分

析。 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父亲的学历为“高中

及以下程度”的占62%，“专科程度”占27%，“大学程

度”占11%，“研究生程度”的为0；而参与本次研究

的师范生的母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程度”的占

63.2%，“专科程度”占26.8%，“大学程度”占10%，

“研究生程度”为0。从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次研究的

师范生的父亲和母亲的学历程度差异不大。

3. 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父母的职业分

析。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父亲的职业主要以

个体户（占35.7%）、普通员工（占35.7%）以及农民

（占21.43%）为主。而参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母

亲职业主要以普通员工（占 35.2%）、个体户（占

34%）以及农民（占20.86%）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参

与本次研究的师范生的父亲和母亲所从事的职业

差异不大（表1）。

4. 父母的职业对师范生职业选择的影响。被

问及父母职业对自己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时，10.72%

的师范生选择“影响很大”，57.14%的师范生选择

“比较有影响”，32.14%的师范生选择“没有影响”。

其中，92.86%的师范生都希望自己将来的职业与父

母的职业无关，当中“与自己的兴趣不符”“收入不

高”“父母的期望”以及“社会地位低”等都是构成主

要原因。而仅有7.14%的师范生希望自己将来的职

业与父母的职业相似或相同，“父母期望”“收入可

观”以及“社会地位”构成主要原因（表2）。

5. 父母的职业与教师职业比较的统计。被问

及父母是否对自己的职业有期望时，78.57%的师范

表1 师范生父母的职业调查统计情况

农民

21.43

0.86

父亲

母亲

公司高管

1.25

2.50

个体户

35.70

34.00

公务员

0

0

医护工作者

1.86

2.63

律师

2.22

0.16

教师

1.84

0.65

普通员工

35.70

35.20

表2 师范生职业选择与父母职业关联度情况

父母相同或相似的职业师范生

与父母职业无关的职业师范生

父母期望

3.00

10.00

自己兴趣

0.20

21.00

非常辛苦

1.00

7.50

收入可观

2.00

20.36

社会地位

1.12

3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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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择“有”，14.29%的师范生认为一般，仅有7.14%

的师范生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没有期望；被问及

教师是否符合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期望时，67.86%的

师范生表示肯定，认为父母希望自己任教；32.14%

的师范生选择“一般”；在比较教师与父母职业时，

85.72%的师范生认为教师比父母的职业好，认为教

师与父母的职业差不多以及认为教师比父母的职

业差的各占7.14%；在比较教师与父母职业的社会

地位时，67.86%的师范生都认为教师的社会地位比

父母的社会地位高；32.14%的师范生认为没什么差

别；认为父母的职业比教师地位低的为0；被问及认

为教师职业是否能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环境时，

39.28%的师范生认为能，因为教师的工资福利比父

母的职业好；46.43%的师范生认为一般，觉得教师

能维持父母所给的生活环境；仅有14.29%的师范生

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很好，不需要靠教师这份职业

来改善；在为“教师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会地位优越”

“教师符合个人兴趣爱好”以及“教师有较好的未来

发展空间”三项选择作排序时，大部分师范生把“教

师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会地位优越”放在第一位，“教

师符合个人兴趣爱好”放在第二位，“教师有较好的

未来发展空间”放在第三位。

（四）调查结果分析

1. 师范生的父母背景大多学历较低、收入不

高。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师范生父母的学历以

“高中及以下程度”占多数，相应的，职业以个体户、

普通员工以及农民为主。究其原因，参与本次调查

的师范生以“90后”为主，而父母大多以“60后”或

“70后”为主并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庭经济不富

裕，教育环境不理想是构成大多数“60后”或“70后”

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因而父

母期望子女选择师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择教

师是向上层身份转变的通道之一，同时也证明了家

庭背景对教师产生影响所在[8]。

2. 父母的职业背景对师范生的职业选择有重

要影响。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师范生普遍认为

父母的职业背景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有影响。基于个

人兴趣、社会地位、收入以及父母的期望等原因，大

部分师范生都不希望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同或相似的

职业。学历低、收入不高都是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

女所继承的，而教师作为一门阳光的职业，历来受到

人们的称赞，可见教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高尚。

加之近年来就业竞争之大，市场之需，教师工作稳

定、福利工资高等优点就更为突出，继而鼓励师范生

任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师范生的任教意愿。

3. 教师符合师范生对父母职业背景“保优去

劣”期望。拥有不同家庭职业背景的师范生虽然对

专业的期望有差异，但是目的却呈现出“保优去劣”

的一致性。从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师范生认为教

师这一职业符合父母对自己的职业期望，并且比父

母职业好，其具体表现在教师的社会地位较父母的

职业高，工资福利好并能够改善或维持父母所给的

生活环境，也反馈出当前职业选择中，普通的父母

仍然选择比较稳定和保守的职业取向，让子女做一

名教师则不失为父母眼中的好职业之一，因而调查

中多数家庭经济普通的父母倾向子女选择任教。

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我国师范生任教意愿的

因素，缓解我国教师城村分布不均的问题，本文以

父母的职业背景对师范生任教意愿进行研究，是一

次新尝试，难免有不足之处，但为师范生任教意愿

的研究提供了新取向，这是今后教师教育需要思考

的课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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