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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教师情绪研究文献对教师情绪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含义的探究尚不充足。Benesch 教授

的著作《情绪与英语教学：探究教师情绪劳动》梳理了情绪和情绪劳动概念、教师情绪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研

究局限，以一所美国高校英语教师情绪劳动质性研究为证据，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理论和批判视角剖析

了教师情绪劳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含义。本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国内的外语教育和教师发展研究具有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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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教师情绪劳动在课程、教学和教师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教师发展研究热点［1］。

情绪劳动是由 Arlie Hochschild 于 1983 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是与脑力和体力劳动并存的第三种劳动，

是具有交换价值的职场情绪管理，旨在产生公众能观察到的、符合机构规则的情绪表达［2］。然而，当

前情绪劳动实证研究存在“心理学偏向”，注重大样本量化研究情绪劳动的心理机制、调节策略、社会

应用，偏离了 Hochschild 的社会学研究取向［3］，即关注职场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公正工作条件对职员

情绪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Sarah Benesch 教授在其 2012 年出版的专著《批判性英语教学中的情绪：理论与实

践》中用一章篇幅专门论述了情绪社会学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教师情绪劳动实证研究［4］。然而，五年后，

她发现已有教师情绪研究文献对教师情绪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含义的挖掘和探究依然不

足，因此出版了本文评介的专著《情绪与英语教学：探究教师情绪劳动》。她用整本书的篇幅详尽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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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语教师情绪研究的历史脉络、研究局限，以一项英语作为二语（ESL）教师情绪劳动质性研究为依据，

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理论和批判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英语教师情绪劳动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近年

来教师情绪研究领域中的一部佳作。笔者认为有必要与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同行们分享其犀利而深刻

的观点，以便更好地理解教师情绪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为外语教育及教师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

思路。

2  内容概述

本书作者 Benesch 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师情绪劳动理论。该书共八章，前三章

为研究概述、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后四章是实证研究发现及其讨论，最后一章是研究结论。

在第一章“引言”中，作者首先指出她的研究目的不是预防、避免或消除情绪劳动，而是增强教师

的情绪劳动意识，鼓励教师承认和探究情绪劳动，以便作出更周全的教育决策、抵抗教育情境中不平等

的权力关系、改变不利的教学现状。接着，Benesch 教授介绍了其实证研究过程，即访谈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5 位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教师，探究英语教师谈话中如何呈现情绪、

如何以话语的方式建构情绪，从而剖析其情绪劳动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意义。她还回顾了自己的

情绪劳动体验，并简单介绍了全书的结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最后，Benesch 教授特别说明她用 Emotion 

Labor 而非 Emotional Labor 表示“情绪劳动”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因为 Emotional 一词具有情绪化、不当

表达等贬义，而情绪劳动是教师面对挑战性情境的健康反应，作者希望避免歧义；另一方面，作者用“情

绪”加“劳动”的表述方式，旨在暗示英语教学连接了情感与智慧、身体与工作、激情与理智，并受到

教师身处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

第二章“构建情绪理论”首先从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视角定义“情绪”，认为情绪具有情境性和

文化性，与权力相关。接着，作者综述了生物、认知和后结构主义 / 话语理论视角的情绪概念、典型实

证研究及其文献批评。在此基础上，Benesch 教授论述了以 Ahmed 的情绪文化政治理论［5，6］为理论框架

的合理性，强调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情绪黏着（Stickiness）”及其政治作用，即情绪遵循特定观念、活动、

政策时，后者就具有或能够唤起特定情绪；遵循则可获得黏着了情绪的社会目标，背离则会遭到嫌弃、

惩罚或嘲笑。Benesch 教授认为该理论框架为 ESL 教师情绪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有助于分析语言、情

绪、目标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因此，Benesch 教授从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教师情绪是“话

语建构”［7］的，“受权力关系的紧密而复杂的影响”［7］，应该更关注英语教师情绪“可以做什么”，

而非“是什么”［7］。

在第三章“构建情绪劳动理论”中，作者首先概述了 Hochschild 的经典情绪劳动理论及其理论初

衷：揭示职场中情绪和机构权力的作用。随后，作者通过评述文献研究，指出情绪劳动并非真实的私密

自我和虚假的工作自我之间的争斗，而是不同宏观权力话语之间相互矛盾的要求导致的挑战性管理过程，

是抵制、改革、合作行动的起点，是颠覆功能不良的规则、产生更有用规则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

她将英语教师情绪劳动视为“机构政策及其隐含的感受规则与英语教师职业培训及其他影响力之间的冲

突”，是“英语教师信念和机构政策之间的碰撞”，具有将碰撞转变为创造和可能性的“转化性”作用［7］，

反映了“机构政策与教师的职业培训、信念、经验之间的争斗”［7］。最后，作者强调她的研究关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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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构和 ESL 领域隐性但可协商的感受规则、教师为具备机构政策和职业准则引导的恰当情绪而进行的

自我监控、大学机构与 ESL 教师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影响，及教师的情绪劳动话语。

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实证研究发现与讨论部分。她通过描述英语教师谈话中呈现情绪、以话语建构情

绪的方式，通过分析访谈中的情绪话语，展示了机构权力与黏着情绪的话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第四章“选

拔性读写测试与情绪劳动”中，作者发现美国高校英语教师对选拔性测试的强烈矛盾心理是教师进行情

绪劳动的重要原因。英语教师的矛盾心理体现在相互交叠的五种话语［7］：必然性话语（实施必要性）、

不公正性话语（语言、修辞、测试条件等技术层面差异）、不公平性话语（对考生的求学和入职的社会

性后果）、感激话语（为备课和教学提供指南）和羞耻话语（应试教学有悖于专业理念）。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高校无视学生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背景和读写培训差异，要求 ESL 教师独自承担短期迅速

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责任、承担作为入学门槛的选拔性考试的高风险后果；同时，ESL 教师不满于

这种教师问责制的压力，但又缺乏足够改变现状的权力资本，因此产生情绪劳动，即一边用“感激话语”

和“必然性话语”屈从于机构权力，“自我监控”地负起应试教学责任；一边用“不公正性话语”和“不

公平性话语”抵制应试教学的感受规则，反抗机构权力，用“羞耻话语”为改变机构感受规则留下可能

空间。其次，筛选入学资格的选拔性英语考试作为“权力工具”，把教师从专业教育者降格为“考试代

理人”［7］和“备考教练”［7］，从而导致 ESL“课程狭隘化”（异化成备考训练课）和“师生互动狭隘

化”（异化成备考教练与寻求秘诀的应试者之间的博弈）［7］。这种教育异化现象导致教师认同和教育

理念的强烈冲突，导致“工作热情消退”［7］、“无权 / 无力感”“去职业化”和“去道德化”情绪［7］，

甚至对 ESL 教学前景的失望或绝望，是教师情绪劳动的重要原因。最后，作者建议取消独立的 ESL 课程，

在大学写作课里增加贯穿整个课程的 ESL 辅助教学和课外辅导。

第五章“学生写作反馈与情绪劳动”描述和分析了大学 ESL 教师评阅学生作文时的情绪劳动：（1）

新自由主义问责制背景下的教育测量要求教师为可测量的读写教学提供服务，这与教师专业身份和教学

理念之间产生冲突；（2）评阅作文耗费的时间与提高学生作文质量的效果之间没有明确相关性；（3）

评语反馈的语言与意义之争导致 ESL 教师角色模糊；（4）作文反馈与师生关系的相互影响。作者的结论是，

反馈类型之争反映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视角，作文评语不应将针对语言使用的反馈与针对作文观点的

反馈分割开；反馈的持续性比反馈类型更重要，因为这标志着教师关注师生关系建构和学生的共同体成

员身份；ESL 教师评阅学生作文时的情绪劳动涉及反馈类型、教师角色以及师生关系的协商。

在第六章“学术抄袭与情绪劳动”中，作者首先援引纽约城市大学的“学术诚信规定”条文，指出

机构话语将学术抄袭等同于“学术剽窃”“学术欺诈”［7］，惩罚手段严厉，对学生学业影响过甚；然

而 ESL 教师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机构话语，因为更体谅需要兼顾职业、家庭和学业的移民学生，常选择与

学生私下协商解决学术抄袭问题，并借机辅导学生掌握严谨的学术写作规范。机构政策隐含的严厉的感

受规则与教师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的张力导致 ESL 教师的情绪劳动。此外，ESL 教师的情绪劳动是话语建

构的，体现在他们分析学生抄袭原因的话语中［7］，包括过度扩展话语（欺诈和剽窃是对非母语者学术

抄袭的过度解读）、语言不安全感话语（移民学生英语书面语基础薄弱）、技术话语（互联网技术使学

生获得海量碎片信息）和文化差异话语（不同文化对学术抄袭的定义不尽相同）。这些解释性话语也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其情绪劳动。对此，作者建议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语论述，鼓励记忆与创新相结合，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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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跨语言写作。

第七章“考勤与情绪劳动”聚焦机构考勤规定及其实施情况对师生互动的影响。作者指出，迟到或

旷课学生身体在课堂中的缺席会影响 ESL 教师情绪，需要教师用情绪劳动来应对：协商“考勤政策、感

受规则、预期以及与缺席学生的师生关系”［7］之间的冲突，用失望、不满或担忧等情绪填补眼前的学

生身体的缺席，通过肢体动作（包括言语和表情）表达对迟到和旷课的不满，通过规范迟到学生进入教室、

就座等身体要求表达对迟到学生的期望。可见，教师应对学生考勤的情绪劳动格外突出情绪具象特点。

此外，Benesch 还分析了 ESL 教师应对学生考勤时情绪劳动的政治性。由于 ESL 教师同情在职蓝领移民

学生的难处，而机构考勤制度虽然严厉，制度实施却相当灵活，因此教师常常放弃执行学校政策的隐性

权力；但 ESL 教师又担心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放任纵容的老师形象，削弱自己在师生关系中树立起来的权

威。可见，机构考勤规则、教师实施以及学生需求之间存在持续冲突，导致 ESL 教师的情绪劳动。总之，

教师情绪劳动的根源其实仍然是权力：一方面，教师抵制机构管理权力，“不愿将教学时间用于监控出

勤和实施学校政策上”［7］；另一方面，“学校考勤政策只是一纸条文，而非铁律”［7］，而且教师执行

考勤制度的审核权归管理层，一旦学生投诉、上级干预，教师往往处于无权地位。因此，ESL 教师往往

不情愿严格执行考勤政策，以免自找麻烦。最后，作者建议师生应开诚布公地讨论身体所发出的情绪信号，

合作制定包括身体约束在内的课堂考勤制度，从而改变不利于师生的教学条件或状况。

在第八章“结论与教育启示”里，Benesch 教授重申 ESL 教师情绪劳动是英语教师职业理念与教育

机构政策规则相冲突的结果，是教师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张力所做出的健康反应，是教师应对教学情境

里不和谐和不平等、创造更有利教学条件的工具，因此具有转化功能和目的。当然，作者无意否认情绪

劳动导致的困惑和不适，但强调承认和直面这种冲突和张力，教师不必孤独挣扎、默默忍受，甚至质疑

自己的教育能力。最后，作者总结该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是：情绪劳动作为不和谐信号，可以成为师

生合作、同行合作的平台和工具，以便用群体力量影响和改革不如人意的教育条件；对情绪劳动的关注

凸显了师生身体在课堂中的重要性，后者通过师生具象操演的话语得以展现。

3  贡献与局限

本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贡献。在理论方面，Benesch 教授通过反思情绪劳动概念的经典诠释，

从批判理论视角指出情绪劳动不是教学空间里教师消极、被迫的情绪管理，而是英语教师面对机构规定

与自己专业教育理念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时的健康反应和主动抗争。由此，她深化了教师情绪劳动概念

的价值和意义：揭示社会文化和教育现象的深层含义，彰显可能的改革空间。她还从话语理论视角归纳

出后结构主义教师情绪劳动理论要点［7］：（1）大学机构和 ELT 领域中存在隐性但可协商的情绪规则；

（2）教师进行自我监控，以便感受机构政策和职业准则所要求的恰当情绪；（3）大学机构和 ELT 中不

平等权力对 ELT 教师有影响，包括他们对隐性规则的屈从和抵制；（4）重视 ELT 情绪劳动话语。在实

践方面，作者呼吁英语教师将情绪劳动视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实践常态，鼓励教师通过情绪劳动发现

教学情境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便把教师个人情绪挣扎转变成教师群体合作机会，从而抵制或改进英

语教学的不利条件，获得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创造更合理的教学条件，催化英语教学改革。

本书也存在一定局限。Benesch 教授将情绪视为身体、认知和社会文化多层面互动、通过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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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现象，因此分析单位不是访谈对象个体，而是英语教师群体；由于研究伦理和保密原因，她引用

访谈资料时使用的是文本排序格式，而非具体研究对象。虽然她承认这种数据呈现方式可能导致非具象、

非人化分析，并通过详细描述其亲身经历和身份认同予以弥补，但情绪劳动是非常个体化、独特而复杂

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丰富具体的数据，特别是访谈对象身份、个人历史、关键事件、重要他人等个体

化数据，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产生共鸣。此外，虽然 Benesch 教授详细说明了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

但若该研究采用历时研究设计，或者结合除访谈和调查问卷之外的其他类型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则其研

究结论会更具说服力。

4  结论

这本专著最大的亮点是，Benesch 教授反思了二语习得（SLA）和英语作为二语的教学（TESOL）研

究文献中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绪研究局限，指出教师情绪不是教学中消极、负面的因素，不应一味调控、

抑制。相反，应当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审视教师情绪，承认其在外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和合法价值，理解

和利用教师在所处的权力关系中利用情绪进行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Benesch 教授通过撰写

这部专著，与其他学者一起推动了英语教育的“情感转向”［8］。

本书对我国教师发展研究的启示是，一方面它呼吁承认情绪劳动是外语教师应对教学情境中的冲突

和张力的健康反应，具有抵制、改变、创造教育教学和教师职业发展条件的功能，这一后结构主义情绪

劳动理论可能拓宽教师发展研究思路，鼓励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寻教师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

面，它主张情绪是身体、认知和社会文化多层面互动、通过话语建构的复杂社会现象，与权力相关，这

一批判性视角可能启发国内更多研究者展开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跨学科教师情绪研究，鼓

励更多教师发展研究者结合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深入挖掘教师情绪及情绪劳动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

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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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on Emotion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xploring Teachers’ Emotion Labor

Ding Xiaow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Due to the inadequacy of the exploration into so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teachers’ emotion labor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f teacher emotions, this book, authored by Professor 
Benesch,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emotion and emotion labor, as well as the trends and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on teacher emotion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emotion labor of English teachers 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teachers’ emotion 
labor from the post-structuralist, discurs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This book offe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domestic research on English teac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Emotion labor; English teacher; Higher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Teacher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