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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 ２.０ 的意见»中提出ꎬ要全面开展师德养

成教育ꎬ切实培养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责任

感[１]ꎮ ２０２１ 年«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

标准(试行)» [２]要求涵养师范生教育情怀、培养师德

践行能力、提升教师职业认同ꎮ 公费师范生的教师职

业认同水平对其从教意愿、学习能力均有显著影响ꎮ
研究这一群体的教师职业认同及其培养策略对高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４ 卷

院校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有积极实践意义ꎮ

一、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理论基础

２００６ 年张敏综述了国外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

现状ꎬ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ꎬ
迄今为止ꎬ该研究从认同内涵、量表开展、影响因

素、不同群体等各个层面展开[３]ꎮ
(一)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内涵

认同是一个受生活环境、自我观念建构、社会

定位、价值体系等方面影响和作用的体系[４]ꎬ魏淑

华[５]认为教师职业认同包括了教师对自己所从事

职业的认识、情感、期望、意志、价值观以及对自己

职业技能的感知等ꎮ 还有的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是

教师关于教师身份和理想教师形象的认知ꎬ包含了

对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等观念的理解ꎬ这种认知

具有动态性和生成性ꎬ受文化和环境影响[６]ꎮ «中
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从三

个方面描述了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其一了解中学教

师工作的特点并认同教师职业价值ꎻ其二是乐于从

教、热爱教育事业的心性ꎻ其三树立育人新理念ꎮ
综上所述ꎬ“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特指公

费师范生在完成了师范生教师专业课程后ꎬ在充分

了解乡镇教师职业特点基础上ꎬ认同乡镇中小学教

师勇于奉献的职业价值观ꎬ认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理念ꎬ在行为上完成对乡镇中小学教师职业的同

化ꎮ 本研究后续的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量表将充分

融合这一内涵ꎮ
(二)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量表

李笑樱[７]等编制的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量表包

含教师职业价值观、教师职业归属感、职业效能感

等三因子ꎬ由于职前教师没有足够的教学经验ꎬ因
此将在职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移植过来不合

适ꎮ 赵宏玉[８]设计了免费师范生量表项目因子荷载

表ꎬ认为免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包括内在价值

认同、外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三个维度ꎮ 王鑫

强[９]设计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包含职业意愿

与期望、职业意志、职业价值和职业效能四个维度ꎮ
教师职业认同是动态发展的ꎬ不仅受到个体影

响ꎬ也与外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有关ꎬ是个体与环

境互动的结果ꎮ 结合研究对象特点ꎬ在参照赵红玉

和王鑫强的师范生职业认同感量表基础上ꎬ本研究

从教师职业认知、教师职业情感、教师职业意志、教
师职业能力、教师职业价值观五个维度出发设计调

查量表ꎮ

二、职前教师职业认同现状特点

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现状研究从量化研究

和质性研究两个方面开展ꎮ 量化研究是指通过设

计的“职前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量表”ꎬ分析职前教师

职业认同特点ꎻ质性研究是针对调查数据中得分较

低的维度ꎬ设计访谈提纲ꎬ分析分数较低原因ꎬ找出

影响职前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影响因素ꎬ并提

出培养和提升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策略ꎮ
(一)职前教师职业认同现状调查量表设计

１.量表设计ꎮ 以四川师范大学大四实习后即将

毕业的公费师范生(以下简称“职前教师”)为研究

对象ꎬ表 １ 所示“职前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问卷”ꎬ每
个维度 ３ ~ ４ 个题目ꎬ整个问卷共 ２３ 个问题ꎬ采取

ｌｉｋｅｒｔ 四级计分法ꎬ每个题目的答案按照 １ ~ ４ 分从

低到高记录ꎮ
表 １　 职前教师职业认同维度及其内涵

职业认同维度 内　 涵

教师职业认知
对乡镇教师职业特点认知ꎬ评估自己是
否适合乡村教师职业

教师职业情感
经过实习体验后产生的对乡镇教师职业
的稳定而持久的态度

教师职业意志
强烈的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ꎬ对将要走
上教师职业上的坚持性

教师职业能力

能够顺利完成教学活动基本能力ꎬ是教
师职业生涯成功发展的基础ꎬ包括学科
教学、语言表达、教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

教师职业价值观
根据自身的需求对乡村教师职业价值的
理解

　 　 ２.信效度ꎮ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并回收有

效问卷 ２１４ 份ꎬ调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４ 进行

处理和统计分析ꎮ 对整个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α
值为 ０.９０２ꎬ效度相关性显著ꎻＫＭＯ 与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

定值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４２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检验的 Ｐ 值

小于 ０.０１ꎬ说明各因素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 职前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特点

１.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布

类别 ｎ /人 有效百分比 / ％

专业
文科 ６５ ３０.４
理科 １４９ ６９.６

性别
男 ６９ ３２.２
女 １４５ ６７.８

生源所在地
农村 １８４ ８６.０
城镇 ３０ １４.０

注:此处的农村是指县级、乡村地区ꎻ城镇则是指市、镇地区ꎮ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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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可以看出:调查对象文、理科均有ꎬ包括

汉语言文学、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及历史六个专

业的学生ꎬ理科生偏多一些ꎻ男女生比例约为 １ ∶２ꎬ
女生占较大比例ꎬ这符合当前师范院校的男女比例

现状ꎻ生源地方面ꎬ来自农村地区的公费师范生所

在占比例高达 ８６％ꎬ只有少数公费师范生来自市、
镇地区ꎮ
２.职前教师职业认同整体水平中等偏上

职前教师职业认同整体水平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ꎬ在最高分 ４ 分的计分标准下ꎬ公
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总分为 ２.７４４０ 分ꎬ可见其教

师职业认同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ꎮ 在各维度中ꎬ

得分最高的是教师职业情感ꎬ教师职业价值观其

次ꎬ余下为职业意志、职业认知和职业能力ꎮ
表 ３　 职前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总体水平

职业
认知

职业
情感

职业
意志

职业
能力

职业
价值观

职业
认同

ｎ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４
ｘ ２.６３４ ０ ２.９８９ １ ２.６５８ ９ ２.５８４ １ ２.８５４ ０ ２.７４４ ０
ｓ ０.５８０ ０ ０.５７５ ４ ０.７０４ １ ０.６２１ ３ ０.５８１ ４ ０.６１２ ４

３.职前教师职业认同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

从专业、性别以及生源地三个方面对教师职业

认同的五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测ꎬ不同的专业、
性别、生源地ꎬ教师职业认同存在差异(表 ４)ꎮ

表 ４　 职前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调查数据

类别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意志 职业能力 职业价值观 职业认同

ｎ

文科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理科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男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女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农村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城镇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ｘ

文科 ２.６７１ ８ ３.０１０ ３ ２.７１５０ ２.６２５ ６ ２.９９２ ３ ２.８０３ ０
理科 ２.６１７ ４ ２.９７９ ９ ２.６３４０ ２.５６６ ０ ２.７９３ ６ ２.７１８ ２
男 ２.５５５ ６ ２.９１７ ９ ２.４５７０ ２.５７４ ９ ２.７５７ ２ ２.６５２ ５
女 ２.６７１ ３ ３.０２３ ０ ２.７５５０ ２.５８８ ５ ２.９００ ０ ２.７８７ ６

农村 ２.６５５ ８ ２.９８０ １ ２.６８２０ ２.５９６ ０ ２.８６５ ５ ２.７５５ ９
城镇 ２.５００ ０ ３.０４４ ４ ２.５１７０ ２.５１１ １ ２.７８３ ３ ２.６７１ ２

ｓ

文科 ０.５９６ ６ ０.５８６ ２ ０.６３１ ０ ０.６６０ １ ０.５５３ ７ ０.６０５ ５
理科 ０.５７３ ９ ０.５７２ ４ ０.７３４ ４ ０.６０４ ９ ０.５８４ ７ ０.６１４ １
男 ０.６２８ ０ ０.６１４ １ ０.７７５ ３ ０.６５４ ０ ０.６１０ ８ ０.６５６ ４
女 ０.５５４ １ ０.５５５１ ０.６４８ ５ ０.６０７ ３ ０.５６３ ２ ０.５８５ ６

农村 ０.５６５ ０ ０.５７９ １ ０.６８２ １ ０.６０６ ９ ０.５６４ １ ０.５９９ ５
城镇 ０.６５９ ４ ０.５５８ ７ ０.８２５ １ ０.７０９ ７ ０.６８４ ６ ０.６８７ ５

Ｐ
文理科 ０.５３０ ０ ０.７２３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５２０ ０ ０.０２１∗∗ ０.２７２ ０
男女 ０.１７３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００４∗∗ ０.８８１ 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４∗

生源地 ０.１７３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４８９ ０ ０.４７４ ０ ０.３８９ ０
注:∗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ꎬ∗∗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ꎬ∗∗∗表示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ꎮ　
　 　 从表 ４ 可以发现ꎬ公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

在专业、性别及生源地均有较明显差异:
(１)专业方面:①文科学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在

各个维度上均高于理科学生ꎻ②教师职业情感呈现

最高水平ꎬ职业价值观次之ꎻ③文理科学生在教师

职业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ꎬ而职业认知、职业

情感、职业意志以及职业能力无明显差异ꎮ
(２)性别方面:①女生的教师职业认同程度在

各个维度上均高于男生ꎻ②教师职业情感水平最

高ꎬ显示职前教师对教师职业充满感情ꎻ③职业意

志以及职业价值观在不同群体职前教师中存在显

著差异ꎬ而职业认知、职业情感以及职业能力无明

显差异ꎻ④男生的职业意志水平低于ꎬ女生的职业

能力水平最低ꎮ
(３)生源地方面:①除职业情感以外ꎬ农村学生

的教师职业认同均高于城镇学生ꎻ②职业情感呈现

最高水平ꎬ职业价值观次之ꎻ③职业认知存在显著

差异ꎬ而职业情感、职业能力、职业意志以及职业价

值观无明显差异ꎻ④农村学生的教师职业能力水平

最低ꎬ而城镇学生的职业认知水平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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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论

通过分析表 ３ 和表 ４ 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

调查数据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教师职业认同处整体于中等偏上水平ꎬ但

各维度不均衡ꎮ 其中教师职业情感认同度较高ꎬ教
师职业能力认同度最低ꎮ

(２)性别对职前教师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ꎬ女
生更喜欢教师职业ꎬ也更有从教意愿ꎮ

(３)文理科、生源对职前教师职业认同有一定影

响ꎮ 例如城镇生源学生虽然喜欢教师职业ꎬ但是从教

意愿不强ꎬ对职业认知度明显低于农村生源学生ꎮ

三、职前教师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职前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反映了这一群体对

教师职业的态度ꎬ个体特征、学习实习经历等对职

前教师的职业认同有着显著影响ꎮ
(一)个体因素

１.性别

女生的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比男生的高ꎬ与专业

无关ꎮ 这个与男女社会角色、职业成就期望息息相

关ꎮ 教师职业相对稳定且假期较长ꎬ通常被认为是

最适合女性的职业之一[１０]ꎮ
２.生源

生源不同ꎬ教师职业认同存在差异:(１)农村学

生对乡镇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可度高ꎬ对回到生源地

从教接受度高ꎻ(２)部分学生或由于家庭经济状况

或由于高考分数限制ꎬ选择就读公费师范生ꎬ这部

分学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度不高ꎮ
(二)顶岗实习对职前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

前期的调查数据显示ꎬ职前教师“职业情感”水
平较高ꎬ而“职业能力、职业意志、职业认知”水平较

低ꎮ 根据研究结论ꎬ以 ２０２０ 年秋季在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普格县顶岗实习的化学专业公费师范生

为研究对象ꎬ结合“职业情感、职业能力、职业意志、
职业认知”内涵开展进一步调查ꎬ顶岗实习对职前

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水平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对教师职业能力的影响ꎮ

实习过程承担多学科教学任务、独立承担教学

任务等是影响职前教师职业能力认同的主要因素ꎮ
从访谈中发现ꎬ由于当地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ꎬ顶
岗实习学生需要承担与其大学专业不同的学科教

学ꎬ例如化学专业学生有教数学、英语专业的ꎬ由于

教授学科与所学专业不符ꎬ有 ６６.６７％的顶岗实习生

会请教学科知识教学相关问题ꎬ导致职前教师忧虑

以后在实际工作中的教学能力ꎬ进而导致教师职业

能力认同水平降低ꎮ
２.对教师职业意志的影响ꎮ

实习前师范生缺乏真实的教学体验ꎬ教育理

论、心理学知识与教学实践脱节ꎬ缺乏教育教学管

理经验导致职业意志、职业认知偏低ꎮ 调查中

１００％学生都认为自己在课堂组织与管理方面存在

不足ꎬ８３.３３％的学生认为顶岗实习期间遇到的最大

困难或问题是课堂调控、学生管理ꎬ特别是部分班

级的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导致这部分学生认为自己

不适合教师职业ꎮ
３.良好的师生情感提升教师职业情感ꎮ

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全面参与班级管理教学

工作ꎬ熟悉乡镇中小学教师工作特点ꎬ特别是通过

和部分学困生沟通交流ꎬ职前教师更能理解教师是

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与学生成长的引路人ꎬ对教师职

业特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图 １)ꎮ

图 １　 顶岗实习对职前教师职业情感的影响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在增进对乡镇中小学教学现

状了解的同时ꎬ职前教师认为通过教学工作能给

“落后地区孩子带来知识和希望”ꎬ教师工作能体现

出奉献社会、个体存在价值ꎮ

四、建议

公费师范生政策为农村基础教育提供良好的

师资力量促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基础教育水平

提供了根本保证ꎬ职前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对其入

职后能否尽快融入任教学校、承担教学任务、实现

个体专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ꎮ 根据调查结果ꎬ针对

性采取以下措施:
１.开展以“体验＋项目”为主的研修活动ꎬ提升职业

认知水平

　 　 教师职业认知水平受社会文化背景、国家政

策、所处环境文化氛围的影响ꎮ 职前教师职业认知

首先是职前教师经过教育实践后对自己毕业后即

将从事教师职业的工作性质、职业价值、工作模式

等的基本体验和认知ꎬ其次是对能否适应或胜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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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中小学教师工作的基本判断ꎬ以及对自己所具备

的教师职业素养水平的基本评价ꎮ 职前教师的职

业认同不是一成不断的ꎬ近年来有很多通过干预师

范生实习来达到提升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ꎬ例如

Ｄｉｎａ 在研究中发现ꎬ实习中通过运用小组项目学习

活动ꎬ给予实习生学科教学法指导和同伴分项等措

施ꎬ提升了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１１]ꎮ 再如给公费

师范生开展的“大学＋中学”双导师实践项目ꎬ从大

一开始转变身份走进中学和中学课堂ꎬ在真实的情

境中开展学习和教育实践ꎬ以目标导向设计体验内

容ꎬ提升职业认知水平ꎮ
２.多学科协同筑牢授业底蕴ꎬ提升教师职业能力

调查显示ꎬ职前教师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对自身

的教师职业能力(集中反应在跨学科教学能力、教
学管理能力)不自信ꎬ教师职业能力是指教师通过

专业教育和教学实践ꎬ将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相结合的能够顺利完成教学活动所必需的一切能

力ꎬ它的形成是教师职业生涯成功发展的基础[１２]ꎮ
特殊的教师职业能力包括学科教学、语言表达、教
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ꎮ 针对职前教师通过实

习或顶岗实习后对教师职业能力认同度不高ꎬ可通

过开设活动课程、研究性学习弥补其不足:一方面ꎬ
通过“实习＋研习~实践＋反思”模式ꎬ加大公费师范

生实践课程课时ꎬ例如四川师范大学近年来加大了

各学科微格教学力度ꎬ将原有的 ３２ 课时提高到 ６４
课时ꎬ同时邀请部分优秀的中学一线教师参与微格

课程的课堂教学ꎻ另一方面ꎬ积极开展实践课程的

评价改革ꎬ提升过程性评价在实践课程中成绩占

比ꎬ通过表现性评价ꎬ开展微课教学、案例评价、口
试等实践活动来评价教师职业能力ꎻ第三ꎬ针对职

前教师以后可能的跨学科教学需求ꎬ可在不加重学

生学习负担的前提下ꎬ可组织校内不同专业学科教

学论教师开设综合性学科教学公选课ꎬ开阔学生视

野ꎬ实现学科交叉融合ꎬ筑牢职前教师的授业底蕴ꎮ
３.教师职业文化氛围显性化ꎬ提升职业情感

职业情感是教师从事教师职业的核心ꎬ教师职

业情感是教师对教育职业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而

具有稳定的态度体验ꎬ是教师对教育职业这一客观

事物的独特体验[１３]ꎮ
(１)隐性的社会文化氛围显性化ꎮ 虽然教师职

业一直受人尊重ꎬ但随着自媒体的出现ꎬ一些负面

新闻会对教师职业认可产生不好影响ꎬ学校在培育

公费师范生的过程中ꎬ对社会反响比较大的社会教

师职业的公共事件(或正面或方面)积极开展讨论、
辩论等活动ꎬ通过重视教师职业认知、师德养成提

高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水平ꎮ
(２)教师特征文化氛围显性化ꎮ 显性的文化氛

围ꎬ最明显的是高师院校中师生的风貌、各种标语、
建筑等与教师职业相关度高ꎻ隐性的文化氛围ꎬ可
通过开设各种教师教育类讲座等凸显ꎮ 这些或显

性或隐性的因素对教师职业的认知和行为产生相

对持久而稳定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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