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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界定及其结构划分是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个体建立

职业自我与职业之我之间一致性关系的过程。教师职业认同是一个由教师职业认知（职业-物质之我、职业-

社会之我和职业-精神之我）、教师职业情感（职业获得感、职业归属感和职业使命感）与教师职业行为倾向（职

业 - 生存行为倾向、职业 - 生活行为倾向与职业 - 生命行为倾向）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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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认同影响教师个人的留职意向和职业发展，也关乎教师队伍的整体稳定和作用发挥，因而

一直是教育心理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对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虽然繁多，但是对于何为教师职业认同

仍没有形成共识；对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关于教师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探究

比较零散不系统。因此，我国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被认为还处在起步阶段［1］。本文旨在对当前教

师职业认同的概念界定、结构解析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由此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教师职业认同

的定义及其内部结构划分的做法，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拨开迷雾，打开思路，统一方向。

1  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

1.1  现有教师职业认同概念的分析

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界定是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逻辑起点。盘点当下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种种

研究，发现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理解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有着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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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因其而异，没有对教师职业认同的一个公认定义。

（1）不同阶段的教师职业认同

在教师职业认同领域，目前引用最多的是魏淑华的研究，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对其职业及

内化的职业角色的积极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它是教师个体的一种与职业有关的积极的态

度［2］。此后，有不少学者持有相似观点，即把教师职业认同看成教师个体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一种内

在的综合态度。也有学者主张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个体基于职业的价值、发展与环境等多方面的认知而

产生的对职业价值和意义的肯定［3］，是教师积极感知和正面评价教师职业并愿意长期从教师职业的主

观心理感受［4］。他们强调教师个体对教师职业的正面认知评价和积极的感受。

教师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分为教师职前阶段、入职阶段和成熟阶段［5］。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

处于职前阶段。他们是从学生的视角又带着明确的职业定向看待教师这一职业的，对于教师职业有一个

“依从 - 认同 - 内化”的态度变化过程。有人认为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就是师范生对未来将要从事的教师

职业的认可、接纳和承诺［6］。也有人将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界定为师范生对将要从事的教师职业和目

前自身师范生身份的感知与体验［7］。

（2）不同类型的教师职业认同

我国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此外还有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社区

教育等形式。基础教育又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教师职业认同，简单的理解就是教师个体

对其从事职业的认同，包括对职业行为与职业本身的认同［8］。谈到教师的职业认同，既涵盖所有的教

师群体，又最经常指的是基础教育教师。其他种类教师的职业认同的界定方式往往是在教师职业认同前

面加上特定的类型或学段，其做法基本遵循的逻辑路径是：认同→职业认同→教师职业认同→ ×× 教

师职业认同。例如，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就被定义为其主观上接纳认同自己的幼儿教师职业，进而主动投

身于所热爱的幼儿教育事业的一种精神状态［9］；高校教师职业认同就是高校教师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

基本性质、价值及主要规范的认识及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积极感知和肯定性评价［10］。尽管，当前对教

师职业认同的理解，没有因教育的种类和学段不同呈现太大区别，但是，因为各类教育的对象的特殊性，

以及对教师职业能力素质的要求和职业的目标内容等的差异性导致在确定教师职业认同的具体结构维度

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

（3）其他差异的教师职业认同

教师职业认同的水平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不同科目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尽相

同，且边缘学科教师的职业认同明显不同于主要学科的教师［11］。就教授科目而言，关于体育教师、英

语教师的职业认同研究相对较多。不同环境和地域的教师职业认同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城乡政治、

经济、文化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对城市和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及其比较研究也不少。

此外，在初等教育中教师男女性别比失衡，有少数研究调查和分析男教师的职业认同。对于这些教师职

业认同的研究基本都是调查实证研究，其中对于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都是沿用

教师职业认同的一般界定。只是因为使用的研究量表或编制的调查问卷结构和维度差异较大，以致于研

究的结果相去甚远。

通过对我国已有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分析，发现当前对于教师职业认同的定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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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呈现两个比较共性的方面：一是倾向于把教师职业认同看成是由认知、体验或者感受和行为倾向等方

面构成的综合体；二是倾向于把教师职业认同视为对教师职业的接纳、认可甚至承诺，即是一种正向积

极的评价和感受。通过理论思辨不难看出，这两种做法的不当之处：前者用心理学中界定人格这一概念

的方式来给教师职业认同下定义，是描述性定义而不是本质性定义［12］，没能很好地揭示教师职业认同

的实质；后者将教师职业认同这一概念直接定义为职业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或较高程度的职业认同感，

是从职业认同的结果角度下定义，凸显了研究者的主观意愿，不利于对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动态分析。

1.2  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界定

认同是理解教师职业认同的关键概念，是个体对自身内在同一性或一致性的意识或界定［13］。认同

必有作为对象的客体，也离不开主体自身［14］。作为一个名词，认同表征着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与

一致性关系。作为一个动词，它是主体维持自我同一性或一致性的过程。自我在职业认同中是基本的要

素［13］，它是认识的自我，即职业自我，也是被知觉、体验和思想到的自我，即职业之我。自我作为职

业认同主体，会基于职业实践和生活体认会形成职业自我，它是由一系列与职业活动相关的自我图式所

组成的［15］，并据此对所从事的职业及职业之我做出认知评价。作为职业认同客体的自我，身处之职业

之中成为职业之我，是自我与职业关系的具体反映，包括与环境条件、角色要求、价值规范等职业要素

相关联的物质我、社会我和精神我，它们共同成为主体职业自我感知与思维的对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个体建立职业自我与职业之我之间一致性关系的过程。

它是动态发展的，会通过人、事和经验而发生改变。教师职业自我是外部环境、先前经验、心理需要等

因素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会随着教师个体经历和环境改变不断地演化。教师职业之我，作为教师自我

与职业关系的交织产物，也会在职业活动实践中发生变化。在某一时段，教师职业认同又呈现为一种状

态，也可以理解为教师职业认同的静态结果，即职业认同感，体现了教师职业自我与教师职业之我、职

业期待与职业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一致性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教师个体形成的职业认同感越强。因此，

教师职业认同不一定是一种积极的评价和感受，可以表现为低的职业认同感。

2  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

2.1  现有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的分析

教师职业认同具有多维度的结构，这一点研究者普遍认同。但对教师职业认同的不同理解和定义会

形成对教师职业认同维度和结构的不同确认。对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界定即便相同也有可能产生对教师

职业认同内部结构的不同认识。

（1）不同阶段的教师职业认同结构

魏淑华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是由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行为倾向四个因子构

成的多维度结构［16］。有学者把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特征整合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价值三

个维度［17］。还有人得出教师职业认同是一个由职业价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效能感构成的二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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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一阶三因子结构［18］。

师范生与在职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大致相同，但师范生是对职业的感知与体验是基于未来。师范生

职业认同的结构差异也很大。有学者认为师范生职业认同为由职业价值观 （内在价值观、外在价值观）

和职业归属感（角色接纳、从教承诺）构成的二阶二因子一阶四因子模型［19］。也有得出师范生职业认

同包含职业价值认同、职业发展意愿、职业准备行为三个因子［20］和职业情感、职业动机、职业期望、

职业价值观、行为倾向、职业认知六个维度［21］。

（2）不同学段的教师职业认同结构

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的学段差异也很明显。例如，有人得出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由目标确信、情感归

属、投入意愿、胜任效能、持续承诺和人际支持等六个维度构成［22］，也有得出由职业目标、职业情感、

职业能力、职业投入这四个因子构成的［23］。有人把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构建为职业价值、职业情感和

职业信念共三个维度［24］。高校教师职业认同被认为由职业认知、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向三个因子［25］

组成。

（3）不同学科的教师职业认同结构

有少数研究对具体某个学科教师的职业认同结构进行了分析，例如，小学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包含能

力认同、投入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五个维度［26］；中学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由价值认同、

情感认同、能力认同、持续认同和投入认同五个因子构成［27］；大学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包含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环境认同、教育改革认同和科研投入认同四个因子［28］。

总之，现有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的结论相差甚远。首先，就其构成的维度数量而言，有二维说、

三维说、四维说、五维说、六维说、七维说和九维说等诸多说法；其次，具体的维度名称也差别各异。

这主要对与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不同理解有关，还有就是对教师职业认同内部结构的划分方式不同有关。

通过比对分析，当前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厘定无非是两种取向：一种是教师职业认同的心理建构，即根

据教师职业认同所包含的心理成分进行建构；另一种是教师职业认同的内容建构，即根据教师职业认同

所包含的内容维度进行建构。两者不在同一层面或频道，自然也无法兼容或合并。

2.2  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的划分

解决教师职业认同结构划分问题的关键自然是对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理解与界定。本文认为，教师

职业认同是教师个体建立职业自我与职业之我之间一致性关系的过程，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多维度、多

层次的立体结构，即各构成因素之间既分立、有特质又相互联系，既分层、有梯次又相互作用，从而形

成一个综合的系统。

作为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就像其他所有心理现象由认识过程、情绪情

感过程和意志过程构成一样，教师职业认同的内部结构也可以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三个过程加以考量，

即教师职业认同包括教师职业认知、教师职业情感与教师职业行为倾向三个维度。教师职业认同的初级

建构实际上就是根据教师职业认同所包含的心理成分进行的建构即心理建构。具体而言，教师职业认知

是指教师职业自我对职业之我的认知，包含职业 - 物质之我、职业 - 社会之我和职业 - 精神之我；教师

职业情感是指教师职业之我是否满足职业自我主观需要的态度体验，与教师职业认知相对应，主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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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获得感、职业归属感和职业使命感；教师职业行为倾向指的是教师个体主动建构职业之我使之与职

业自我趋同并见之于行动的倾向，与教师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相对应，主要表现为职业 - 生存行为倾向、

职业 - 生活行为倾向与职业 - 生命行为倾向。教师职业认知、教师职业情感与教师职业意志的内部结构

划分实际上就是对教师职业认同的次级建构。通过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初级和次级结构的建构，呈现出来

的教师职业认同的内部结构就是一个纵横交错、层级分明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它不仅合乎逻

辑推演，还解决了当前关于教师职业认同内部结构解析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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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Duan Bihua1,2

1.Wulingshan K-12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er at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divis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a process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teacher establishes a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gnitive subject of professional self and 
professional sel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structure 
composed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ofessional-material self, professional-social self and 
professional-spiritual self ), teachers’ professional emotion (sense of professional acquisition, sense 
of professional belonging and sense of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behavior 
tendency(professional-survival behavior tendency, professional-existence behavior tendency and 
professional-life behavior tendency).
Key wor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notation;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