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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连片特困地区教师职业信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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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业信念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至关重要,它是教师在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了一定认识的

基础上在教师劳动价值方面所产生的坚信不疑的态度,指引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本文采用“教师职业

信念问卷”对西北连片特困地区100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称、不同学

科、不同学校所在地的教师职业信念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

建议:发挥年龄优势,加强学校帮扶机制建设;正视学历问题,优化支教体系;正视教师职称现状,放宽晋升条

件;消除学科偏见,贯彻素质教育理念;推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师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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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师能否尽职尽责地完成教学任务,自觉关爱学生,为学

生的身心发展奉献自己的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这都取决于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态度尤其对学

生发展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从根本上说就是教师的职业信念。哲学家认为,信念“是价值意识的观

念形式之一,是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它常常是思想和行为中被恪守

的东西”[1]。心理学家则认为,信念“是人们赖以从事实践活动的精神支柱,是人们自觉行动的激励

力量。信念一旦确定之后,就会给主体心理活动以深远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行为的原则性与坚韧

性”[2]。尽管上述两种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基本内涵是比较一致的,即都承认信念是主体对

一定客体的反映,这种反映使主体对客体产生较强烈或深刻的信任,从而使主体对在从事与客体相

关的活动中有一种方向性、坚定性和原则性。据此,我们可以把教师职业信念界定为:教师在对自

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在教师劳动价值方面所产生的坚信不疑的态度[3]。
职业信念在教师素质要求中是第一位的,它指引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方式。20世纪90年代

以来,在西方国家,关于教师职业信念的研究普遍受到关注,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几

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十分关注教师的发展,而教师职业信念是影响教师发展的重要因素,教师职

业信念教育成为教师教育重要的内容[4]。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原因,导致西北连片特困地

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5]。受此影响,这一地区长期以来饱受教师流失之苦,给当地的教育带来了很

大的冲击。当然,也有很多老师默默地坚持着为当地教育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因

素很多,其中职业信念极有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有关教师职业信念的研究已逐渐增多,但
西北连片特困地区有其特殊性,还没有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教师职业信念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了

解、认识这一地区教师职业信念的特点,进而探讨有针对性的教师教育策略,为西北连片特困地区

的教育乃至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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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甘肃省兰州市的榆中县,定西市的会宁

县、漳县,庆阳市的宁县、环县、华池县、镇原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县、海源县及固原县,陕西省

宝鸡市的扶风县以及青海省的湟源县和湟中县等特困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整群抽样,在征

得被试同意的情况下,由校方组织教师在会议室进行测试。被试均被当面告知指导语并表示理解

问卷的评分方式。每位被试完成测验的时间为20~25分钟。共发放问卷1000份,剔除因错填、
漏填、录入错误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废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27份,问卷回收率为72.7%。具体样

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样本分布情况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20 44.0
女 407 56.0

班主任
是 424 58.3
否 303 41.7

年龄

30岁以下 261 35.9
31~40岁 282 38.8
41~50岁 147 20.2
51岁以上 37 5.1

教龄

5年以下 183 25.2
6~10年 245 33.7
11~20年 179 24.6
21年以上 120 16.5

学历

中专/高中 22 3.0
大专 169 23.3
本科 504 69.3

研究生 32 4.4

职称

初级 303 41.7
中级 271 37.3
高级 107 14.7
其他 46 6.3

所在地

市区 48 6.6

县城 215 29.6

乡镇 464 64.8

收入

1000~2000元 84 11.6
2000~3000元 468 64.4
3000~4000元 153 21.0
4000元以上 22 3.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何娟编制的“教师职业信念问卷”[6]。职业信念表示教师确信并愿意作为自身教

育行动指南的认识或看法,包括职业爱好和能力信念2个维度,由7道题构成。职业爱好表示自己

对教师职业的积极情感投入程度,如:我很热爱教师这一职业。能力信念表示教师对能否胜任教师

职业的自我评价,如:我坚信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问卷全部采用Likter五点计分法进行

计分,“非常不符合”计为1分,“较不符合”计为2分,“符合”计为3分,“较符合”计为4分,“非常符

合”计为5分。“教师职业信念问卷”各维度的α系数介于0.810至0.884之间,对问卷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为:χ2/df=5.34,RMSEA=0.077,TLI=0.967,NFI=0.975,CFI=0.980。
(三)数据收集

以学校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校长组织教师统一在会议室进行测试,主试由研究者本人和另

外3名心理学研究生担任,施测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

问卷并发放礼物。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此,根据相关研究的建

议[7],重点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由主试在施测时按照座位

顺序分发和收集问卷,施测完成后再进行编号,不需要被试填写姓名;(2)对不同问卷计分方式等进

行适当的变换;(3)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计分方式。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和AMOS21.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调查分析

(一)不同年龄教师职业信念的方差分析

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对职业的理解可能并不一样,因此对不同年龄段教师的职业信念进行了调

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年龄教师的职业信念(M±SD)

30岁以下 31~40岁 41~50岁 51岁以上 F p
职业信念 3.72±0.76 3.72±0.82 3.63±0.88 4.11±0.91 3.45 0.02*

职业爱好 3.66±0.83 3.61±0.97 3.60±1.00 4.14±0.93 3.80 0.01**

能力信念 3.79±0.79 3.88±0.84 3.67±0.89 4.07±0.92 3.30 0.0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F=3.45,p=0.02)。根据事后检验

的多重比较可以看出,51岁以上教师和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的教师之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年龄教师的职业爱好也存在显著差异(F=3.80,p=0.01),51以上教师和30岁以下、

31~40岁、41~50岁教师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教师的能力信念也存在显著差异(F=
3.30,p=0.02),根据事后检验的多重比较可以看出41~50岁、31~40岁及51岁以上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
(二)不同学历教师职业信念的方差分析

不同学历的教师对职业的理解可能也会不同,因此对不同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进行了调查,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M±SD)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F p
职业信念 3.69±1.13 3.90±0.78 3.66±0.82 3.78±0.80 3.37 0.01**

职业爱好 3.67±1.18 3.86±0.90 3.58±0.92 3.70±1.09 3.99 0.01**

能力信念 3.71±1.14 3.95±0.79 3.77±0.84 3.89±0.84 2.20 0.05*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F=3.37,p=0.01)。根据事后检验

的多重比较可以看出,大专学历教师和本科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学历教师职业

信念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大专学历教师和本科学历教师的职业爱好(F=3.99,p=0.01)和能

力信念(F=2.20,p=0.09)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三)不同职称教师职业信念的方差分析

职称是对职业能力的一种评价和认可,不同职称教师的职业信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不同

职称教师的职业信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职称教师的职业信念(M±SD)

初级 中级 高级 特级 F p
职业信念 3.40±0.78 3.78±0.85 3.86±0.75 3.86±0.95 4.44 0.00**

职业爱好 3.50±0.87 3.73±0.96 3.80±0.94 3.73±1.10 4.42 0.01**

能力信念 3.71±0.81 3.84±0.90 3.94±0.73 4.03±0.89 3.50 0.02*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职称教师的职业信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4.44,p=0.00)。根据多重

比较可以看出,初级与中级、高级及特级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称教师的职业爱好也存在显

著差异(F=4.24,p=0.01),主要表现为初级与中级、高级及特级教师之间的差异。不同职称教师

的能力信念也存在显著差异(F=3.50,p=0.02),主要表现为初级、高级和特级教师之间的差异。
(四)不同学科教师职业信念的方差分析

不同学科的教师对教育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其职业信念,因此对不同任教学

科教师的职业信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学科教师的职业信念(M±SD)

语文 数学 英语 理化 政史地 其他 F p
职业信念 3.86±0.83 3.73±0.79 3.77±0.74 3.45±0.87 3.22±0.81 3.45±0.82 7.58 0.00**

职业爱好 3.79±0.95 3.66±0.95 3.75±0.79 3.38±0.95 3.06±0.90 3.48±0.92 7.43 0.00**

能力信念 3.96±0.82 3.83±0.76 3.79±0.83 3.63±0.91 3.42±0.97 3.40±0.83 5.56 0.00**

  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任教学科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F=7.58,p=0.00),根据事后

检验的多重比较可以看出,语文老师和理化老师在职业信念上存在很大差异;语文老师和政史地老

师的职业信念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数学老师和政史地老师的职业信念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英
语老师和理化老师职业信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英语老师和政史地老师职业信念之间也存在着显

著差异。不同学科教师的职业爱好同样存在显著差异(F=7.43,p=0.00),语文教师和理化老师、
政史地老师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数学老师和政史地老师的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英语老师和理

化老师、政史地老师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科教师的能力信念也存在显著差异(F=5.60,

p=0.00),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理化老师、政史地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数
学老师和政史地老师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五)不同学校所在地教师职业信念的方差分析

不同的地域环境对教师个人的影响不同,对其职业信念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对不同地域教师的

职业信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学校所在地教师的职业信念(M±SD)

城市 县城 乡镇 F p
职业信念 4.00±0.92 3.75±0.80 3.68±0.82 3.60 0.03*

职业爱好 3.98±1.04 3.65±0.99 3.62±0.89 3.36 0.03*

能力信念 4.02±0.88 3.89±0.80 3.76±0.85 3.46 0.03*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学校所在地的教师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F=3.60,p=0.03)。根据多

重比较发现,城市和乡镇教师的职业信念有显著差异。不同学校所在地教师在职业爱好方面也存

在显著差异(F=3.36,p=0.03),城市与县城、乡镇之间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不同学校所在地教师

在能力信念方面也存在差异(F=3.46,p=0.03),主要表现为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差异。

三、讨 论

(一)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教师的职业信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41~50岁教师的职业信念最低,51岁

以上教师的职业信念最高,40岁以下教师职业信念居于中间位置。这可能是由于中年(41~50岁)
教师正处在工作与家庭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8],对其职业信念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40岁

以下的年轻教师职业信念相对比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年轻教师实践经验少,对班级的管理等各方面

还不够成熟,对教育本身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职业信念还在形成之中。51岁以上的老教师往往已

经从教几十年了,由新手逐渐转变为了专家型的教师,对教师这一职业逐渐形成了稳定而深刻的认

识。另外,51岁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大部分都毕业于原来的中等师范学校,在那个历史时期,教师职

业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中等师范学校通过非常高的选拔要求吸纳了社会上最优秀的生源,从小学

阶段男教师所占的比例就可见一斑。51岁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对职业的情感投入多,认同程度高,
把教师职业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有着坚定的职业信念。

(二)学历差异

不同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大专学历教师与本科学历教师之间的差

异。从职业信念平均数的分布来看,大专学历教师的职业信念明显高于其他学历教师,大专学历教

师是这一区域教师队伍的主体,相比高学历教师,他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工作机会,会全身心地投入

到当地的教育中去。与此同时,大专学历教师年龄往往比较大,教龄也比较长,学历和年龄效应存



在一定的重叠。对于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教师而言,他们大多是近年来新入职的教师,对职业的认

识和情感投入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职业发展方向还没有完全确立。他们也是这一区域教师流失

的主要群体。学历优势让他们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城市中私立学校的不断扩张,给他们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加上年轻人的思想比较开放,事业编制对他们而言并不具有以往的吸引力,这些因素

都会使他们难以扎根于当地的教育,往往会选择去其他更好的地方任教或者选择其他的职业,因此

其职业信念并不坚定。
(三)职称差异

不同职称的教师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从平均数的分布可以看出,随着职称的提高,教师的

职业信念也在不断增强。职称实际上是对教师教学能力和职业投入的一种评价,它和教师的知识

储备、教学经验和自我效能感等多种因素有关。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职称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

映出教师职业信念。初级职称教师大部分是刚入职不久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认知还比较模糊,短
时间内难以形成坚定的职业信念;另外一小部分是对教师职业不满意的教师,他们已经放弃了职称

的晋升,但目前的教师管理制度又没有一种很好的流出机制,导致这部分对教师职业完全没有兴趣

老师长期存在于教师队伍之中。中级职称教师在教学方面已经变得比较成熟,对教师职业的认识

也在不断地加深,努力使自己的教学能力不断地提升,其职业信念也在不断地得以巩固,他们是整

个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然而当下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困难,很多教师在获得了中级职称之后

就放弃了高级职称的晋升,这无形中也会影响他们职业信念的提升。高级职称教师对自己的职业

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教育教学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经验与智慧的积累决定了他们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优秀,职业上的成就感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地促进教师对职业的认同,这种双

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将会促使高级职称教师的职业信念越来越强。
(四)学科差异

不同学科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整体来看,主课教师的职业信念更强,非主课教师的

职业信念更弱。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引导下,学校更看重主课,会把业务能力比较强的教师安

排为主课教师,主课教师在学校的地位更高一些,他们因为学校的要求、家长的期望、学生的认可等

因素而更加在意自己的专业提升,其职业信念也更加坚定。相反,非主课教师因为得不到学校和社

会的认可,职业归属感、职业效能感都会受到影响,职业兴趣也会越来越淡,最终使教师的职业信念

越来越弱。另外,学校往往安排教学能力比较差的教师或非专业的教师担任非主课教学,这在否定

非主课重要性的同时也否定了教师的能力,从而影响担任非主课教学工作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职业

投入,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将会对非主课教师的职业信念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
(五)城乡差异

城市和乡镇教师的职业信念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明显优于乡镇。首先,城市学校的基础设施、
教学环境等“硬件”均优于乡镇,这些设施为教师施展自己的教学才华提供了条件,良好的教学环境

也容易让教师产生职业认同,更加投入教学工作。其次,城市学校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准入条件更

加严格,不仅要求教师要有更高的学历,而且要求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再

次,城市教师的培训机会更多,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教学思维更加开阔,职业信念更加坚定;相反,乡
镇教师的工作环境往往比较差,学校的基础条件不足,信息获取困难,职业培训机会不多,校本交流

内容有限,教师对专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专业发展动力不足,职业发展意识比较淡薄,最终使教

师的职业信念不断弱化。

四、建 议

(一)发挥年龄优势,加强校本帮扶机制建设

研究发现,年轻教师的职业信念比较低,年长教师的职业信念比较高。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

加强年轻教师和老年教师、新入职教师与专家型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校本专业帮扶机制,



发挥老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优势,工作上通过请老教师或专家型教师上示范课等方式引导年轻教

师提升专业水平,生活上通过老教师和年轻教师座谈,从情感上感染年轻教师,让他们逐渐热爱教

师职业,形成稳固的职业信念。也可以建立导师制,让专家型教师和新入职教师建立起一对一的专

业指导机制,在老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帮助与影响下,让新入职教师的职业技能快速得到提升,职
业信念得到进一步加强。另外,学校还可以建立常规化和灵活的听课机制,一方面,组织教师相互

听课,在听课中发现年轻教师的问题,让专家型教师及时对其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年轻教师也可以

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老教师的特长,选择性地听课,提升专业能力,树立专业自信,最终形成

坚定的职业信念。
(二)正视学历问题,优化支教体系

因为城乡、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相比已经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西北地区高校教师的严重流失

现象,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流失情况往往被人们忽视,这种教师资源的单向流动使本来就比较脆

弱的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高学历优质师源的匮乏使这一地区的基础教育从内在本质上难以得

到有效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城乡、地区间教师的双向流动,提供各种条件让有志于农村基础

教育的青年志愿者顺利、安心地服务于农村教育。近年来涌现出大批的青年志愿者,他们愿意提供

1~3年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但基本生活却往往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这种高尚行为也没有得到社

会的足够支持,这一方面挫伤了有志青年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他们也有失公允。因此,应完善各

种支教措施,积极倡导支教行为,提高支教待遇,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中去,使
农村教师队伍始终处在良性发展之中。

(三)正视教师职称现状,放宽晋升条件

职称晋升在促进教师职业信念中起着重要作用。职称是教师最为看重的,是教学能力在行业

内被认可的一种体现,它对教师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然而,中小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往往非常困难,
偏远农村地区教师职称晋升的名额更是稀缺,这无形中影响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难以

让他们形成良好的职业信念。因此,我们应该拓宽中小学教师的职称晋升之路,让大部分教师的工

作都能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这也有助于教师职业信念的巩固。对于西北连片特困地区的教师

而言,国家更应该给予职称晋升方面的政策倾斜,让坚持在贫困地区的教师能感受到国家的支持。
只有如此,教师的职业信念,尤其贫困地区教师的职业信念才能得以加强。

(四)弱化学科偏见,贯彻素质教育理念

不同任教学科教师的职业信念呈现显著差异,这是应试教育导致的“恶果”,因此急需贯彻素质

教育方针,以确保教师的育人思想得以端正,职业信念得以加强。在应试教育影响下,所有的教学

工作都以考试为中心,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长此以往,教师和学生都就会被异化

为考试的工具,这不利于学生成才,也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因此,急需改变这一现状,真正做到

以素质教育为导向,让所有学科教师都能得到发展,所有学科教师都能被社会认可和尊重,而不会

因为所教的课程不同而被“另眼相看”。专业上的认可会促使教师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

的职业,增强职业信念。
(五)推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师均衡发展

城市化进程是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学校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小,农
村优秀教师的流失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采取短期性的应对措施是非常必

要的。任何时候教育都不能落下一个孩子,他们永远都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应采取城乡教师

的轮岗制度,让城市中优秀的教师去农村支教1年左右,也让农村教师在城市里的学校工作1年左

右。城市学校教师进入农村学校,一定会带来最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让孩子们在接受优质教

师资源的同时,其他的本校老师也可以通过听课等教研活动获得专业上的提升。而农村教师进入

城市学校,可以开阔眼界,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新的教学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回
到本校后这种新鲜的“思想血液”也会通过教学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老师和学生。这种城乡教师轮



岗制度可能会给教师的生活带来暂时性的困难,但它却可以优化城乡教师专业发展格局,促进城乡

教师均衡发展,增强教师的职业信念,对农村地区学校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
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要让教师成

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这是总书记继2014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使教师成

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后,对教师职业新的诠释与定位,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9]。我们相

信,在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倡导“尊师重教”传统美德和社会风气的新时代,会有越来越

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在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特岗教师”“国培”等政策的支持下,在不断探索教师教育规律、不断完善

教师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教师职业信念将会从根本上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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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eachersProfessionalBeliefsinContiguousPoorAreasinNorthwestChina

DUJun
(SchoolofEducation,LongdongUniversity,GansuQingyang745000,China)

Abstract:Theprofessionalbeliefisthatteachershaveacertainbeliefinthevalueofteacherslaboron
thebasisofacertainunderstandingoftheprofessioninwhichtheyareengaged.Itisessentialtothe
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anddirectstheirideasandbehaviorpatterns.Thestudyadopts
the“TeacherProfessionBeliefQuestionnaire”toinvestigatethe1000primaryandmiddleschool
teachersinthecontiguouspoorareasinNorthwestChina.Itisfoundtha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
encesinteachersprofessionalbeliefsindifferentages,educationlevels,titles,disciplinesandschool
locations.Throughananalysisofthecausesofthesedifferences,somesuggestionsaregiventosolve
theseproblems,includinggivingfullplaytotheageadvantagesand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
school-basedassistancemechanism,facingtheacademicissuesandoptimizingtheeducationsupport
systems,facingthepresentsituationofteachersprofessionaltitlesandrelaxingtheconditionsfor
promotion,eliminatingthedisciplinebiasandimplementingtheconceptofqualityeducation,imple-
mentingthesystemofrotationofurbanandruralteachersandpromotingthebalanceddevelopmentof
urbanandrural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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