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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感及
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深圳市宝安区的调查

赖 允 珏,李 臣 之,陈 瑶,张 利 纯
(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摘 要: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主体,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改善区域教育质量。

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发现,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水平,教

师生存压力较大,工作具有复杂性,培训满意度较高。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学校性质、学段、

教龄和职称上的差异,并受教师地位、生存压力、工作复杂性和培训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为增强教师职业认

同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大经费投入,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强化制度保障,激发教师发展

动力;分层分类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构建人文校园,营造教师职业认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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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的

《重新思考教育:迈向全球共同利益》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将他们作为全面推动变革的力量。”[1]可见,教师是实现教育变革的关键,专业化的

教师队伍是教育变革顺利前行的有力推手。有研究表明:“教师职业认同感是教师发展的动力和内

在激励因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教师对职业的态度,从而促进教师自主专业的发展,提高教育质

量。”[2]教师职业认同感是教师从教的主观心理感受,是变化、发展的,受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个人

因素的影响。教师职业认同感与教师专业发展的质量密切相关,较强的职业认同感,能坚定教师的

职业信念,减少师资流失,推动教育发展。
本研究选取深圳市宝安区为个案。宝安区是中国一线城区发展的缩影,其教育发展存在的问

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目前,宝安区教育发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教育与城市协调发展的任务

更加艰巨;第二,人才培养方式与新时代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建设一支高质

量的教师队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对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教师职业认同感在性别、学校性质、教龄、学段、职称等各方面的差异,分析影

响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旨在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推动教育与城市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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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研究对象

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宝安区中小学教师数量为16713人,其中公办学校教师人数为8779人

(占52.5%),民办学校教师人数为7934(占47.5%)。本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向深圳市宝安区

中小学教师发放2000份问卷,其中公办学校发放1050份,占总问卷数的52.5%(小学568份,占

54.1%;初中347份,占33.0%;高中135份,占12.9%);民办学校发放950份,占问卷总数的47.5%
(小学514份,占54.1%;初中314份,占33.1%;高中122份,占12.8%)。问卷平均发放到宝安区直

属学校和6个学区的学校,每个学区选择两所学校进行集中发放和回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全面地了解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存在的问题。
问卷调查法。参考信效度较高的问卷及量表,结合深圳师情,经过多次考量与修正,形成最终

问卷,包括教师基本信息(16题)、教师职业发展认同感(23题,5个维度)两部分。发放2000份问

卷,实际回收1736份,有效问卷为1628份,有效回收率为81.4%。
访谈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挑选学校和教师进行初次、二次访谈。初次访谈分别

对新手教师、资深教师和骨干教师进行集体访谈,同时兼顾性别和学区。访谈内容涉及职业认同

感、教师地位、生存压力、工作复杂性和培训认同感等方面。二次访谈根据问卷及访谈数据分析中

发现的问题,重新修订访谈提纲,选择两所公办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和高中各1所)以及两所民办

学校(均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进行集体访谈。教师代表挑选方法与初次访谈方法一致。
(三)问卷信效度

信度分析。CronbachsAlpha系数是评定量表信度最常用的指标,通常高于0.8说明问卷整体

信度较好。本问卷量表型题目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09,表明问卷结果具有可靠性。
效度分析。一是内容效度,调查问卷在参考相关教师专业发展问卷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师情,

通过课题组成员多次讨论和分析编制而成。选取宝安区公办和民办学校各1所(均为十二年一贯

制学校)进行试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最终形成包含23个题项的教师专业发展

认同感量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二是结构效度。KMO检验值为0.910,取
值大于0.6,适合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量表各维度KMO值均大于0.6,因子贡献率均大于

0.4,表明各维度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职业认同感整体水平

本研究从教师职业认同感、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①和培训满意度5个维度,对不同

性别、学校性质、学段、教龄和职称的教师职业认同感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考察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

感现状,见表1。
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均值为17.99(>15),职业认同度处于中上水平。生存压力维度均值为

14.44(<15),说明宝安区教师对目前生活状态不满意;而培训满意度均值为18.36(>15),可见他

们对培训认可度较高;工作复杂性均值为14.06(>12),表明教师们普遍认为工作有难度;教师地位

均值13.55(>12),说明宝安区教师对职业地位较为认可。

① 生存压力维度设置反向问题,得分越低,说明生存压力越高,反之则越低。



表1 教师职业认同感整体水平

维度 题数 均值(M) 标准差(SD)

职业认同感总分 5 17.99 3.916
教师地位总分 4 13.55 3.129
工作复杂性总分 4 14.06 2.554
生存压力总分 5 14.44 3.179
培训满意度总分 5 18.36 4.513

  (二)不同性别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1.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对男女教师职业认同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整体上,男女教师在职业认

同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p<0.001),同时在“对教师职业满意”(p=0.001,p<0.01)、“再
次选择教师职业”(p=0.000,p<0.001)、“是一名教师而自豪”(p=0.000,p<0.001)和“教师工作

有趣”(p=0.000,p<0.001)4道题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乐意当班主任上的差异则不显著

(p=0.175,p>0.05)。
表2 教师职业认同感性别差异

男(M/SD) 女(M/SD) t p
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分 17.53/4.71 19.12/3.86 -5.569 0.000
T1对教师职业满意 3.69/0.89 3.78/0.82 -1.978 0.001
T2再次选择教师职业 3.28/1.25 3.80/1.042 -8.55 0.000
T3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3.55/1.15 3.88/0.98 -5.857 0.000
T4乐意当班主任 3.34/1.29 3.33/1.22 0.112 0.175
T14教师工作有趣 3.31/1.32 3.80/1.07 -6.063 0.000

  “刻板印象”、性别差异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女性教师职业认同感高于男性教师。向

来,男性被赋予更高的社会期望,承担更为繁重的社会责任,教师职业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男性的

期待。过去,女性扮演着保守、安分、顾家的角色,与教师职业稳定的特质不谋而合,故男女教师在

职业认同感上存在差异,尤其在认为教师工作有趣、会再次选择教师职业两题中。访谈中问道:“如
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当一名老师吗?”一位男教师的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

是学这个专业的,也比较爱这个专业。但在工作待遇和发展条件被限制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20170302MBXXCCZ-戊)①一位女教师的回答是:“应该会。最开始是我爸给我选择大学的

专业,感觉女孩子做教师比较稳定,我当时没有特别的想法。”(20170302MBCZZJ-戊)从二者回答可

以看出传统观念、工作性质和条件待遇对男女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2.各影响因素在性别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男女教师的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和培训满意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
果见表3。男女教师在教师地位(p=0.001,p<0.01)、工作复杂性(p=0.000,p<0.001)、生存压

力(p=0.001,p<0.01)和培训满意度(p=0.000,p<0.00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3 各影响因素在性别上的差异

维度/题数 男(M/SD) 女(M/SD) t p
教师地位总分/4 12.66/3.42 13.81/3.01 -6.802 0.001
工作复杂性总分/4 14.42/2.40 13.9/2.60 3.818 0.000
生存压力总分/5 13.96/3.15 14.67/3.18 -3.488 0.001
培训满意度总分/5 17.27/4.77 18.84/4.32 -6.509 0.000

① 访谈资料编码规则:数字表示访谈时间;GB表示公办学校,MB表示民办学校;XX表示小学,CZ表示初中,GZ表示高中;XX
(小学)、CZ(初中)、GZ(高中)之后的字母表示受访者姓名的拼音;甲、乙、丙、丁、戊表示学校,下同。



  教师地位由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法律地位和发展机会4项组成。在访谈中,让教师根据满意

程度由大到小对它们进行排队,见表4。教师普遍地把经济地位排在后面,但是女性教师比男性教

师对教师社会地位更乐观,可能是因为现代社会对男女的期望和要求不同。
表4 教师地位排序

排序 男A、C,女E 男B 女D

1 社会地位 法律地位 社会地位

2 法律地位 发展地位 发展地位

3 发展地位 经济地位 法律地位

4 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工作复杂性总分高于均分(12),说明教师整体认为教师工作有难度。女教师得分明显低于男

教师,特别在“学校会给我安排很多教学工作以外的任务”(男:3.23;女:2.85)和“现在学生越来越难

教”(男:4;女3.9)两题得分明显低于男教师。说明女性教师在应对教学任务和与学生相处上要优

于男教师。从一位新手男教师的访谈中可以发现教学困难:“我这个新老师可能经验不足,像我这

种按照老教师的经验做,但是在气场或者其他方面还是有所欠缺,导致教学及管理效果不佳。”
(20170105MBXXYGY-甲)他的话语中包含着些许无奈,新手教师请教了资深教师也没有用,不能

调动学生积极性。
男性教师的生存压力要高于女性,这与上文提及的传统观念和现代社会中的男女角色差异有

关。教师们最不满意的是“教师工作压力小,回报大”(男:1.85;女:2.1),其次是“相比其他职业,教
师收入高”(男:2.11;女:2.22)。说明经济压力、生活压力是影响教师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房

价是主要问题。一位男教师说:“现在高房价,很多年轻老师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1平

米,在 这 个 城 市 只 有 羡 慕 别 人 的 份,有 一 种 焦 虑 情 绪。没 有 房 子,甚 至 影 响 到 成 家。”
(20161229GBGZBA-甲)深圳房价给许多年轻教师,特别是年轻男性教师带来很大的压力。

培训满意度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教师对培训的满意程度高于男性。访谈中让教师对现有培训

打分 (总 分 5 分),一 位 女 教 师 打 4 分 (20170302MBCZZJ-戊),一 位 男 教 师 却 打 3 分

(20170302MBXXCCZ-戊),另一位男教师打3.5分(20170302MBGZWWB-戊)。从得分看,女性教

师对教师培训满意度更高。
(三)不同学校性质教师在各维度的差异

1.教师职业认同感在学校性质上的差异

本研究分别对公办和民办教师职业认同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5。总分上公办和

民办教师职业认同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6,p>0.05)。但在“对教师职业满意”(p=0.000,

p<0.001)、“再次选择教师职业”(p=0.000,p<0.001)和“是一名教师而自豪”(p=0.007,p<
0.01)3项上存在显著性差。

表5 教师职业认同感在学校性质上的差异

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t p

T1对教师职业满意 3.89/0.81 3.60/0.85 6.926 0.000
T2再次选择教师职业 3.78/1.10 3.49/1.19 5.165 0.000
T3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3.86/0.99 3.70/1.09 3.222 0.007
T4乐意当班主任 3.29/1.25 3.38/1.23 -1.436 0.406
T14教师工作有趣 3.68/1.16 3.64/1.17 0.629 0.975
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分 19.04/4.01 18.26/4.32 3.02 0.056

  宝安区民办学校占“半壁江山”,但其待遇和环境等远不及公办学校。数据显示,公办教师职业

认同感总分要高于民办教师。首先,民办教师没有编制,各方面待遇难以保障。其次,民办教师缺

乏评定职称的机会,教学工作得不到官方认可和激励。最后,民办教师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更为突



出,周课时量和工作压力明显高于公办教师,但收入待遇却远低于公办教师。以上导致民办教师职

业认同感较低,民办教师在访谈中提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考编”,“好多老师的目标就是考上公办,工
作稳定,变得更优秀”(20170302MBCZZJ-戊)。

2.各影响因素在学校性质上的差异

本研究分别对公办和民办学校教师的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和培训满意度进行独立

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6。公办和民办学校教师在教师地位(p=0.000,p<0.001)、生存压力(p=
0.000,p<0.001)和培训满意度(p=0.001,p<0.01)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工作复杂性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p=0.024,p<0.05)。
表6 各影响因素在学校性质上的差异

维度/题数 公办(M/SD) 民办(M/SD) t p
教师地位总分/4 14.09/2.92 12.93/3.25 7.473 0.000
工作复杂性总分/4 13.24/2.45 13.20/2.67 -3.463 0.024
生存压力总分/5 14.98/3.23 13.82/3.01 6.208 0.000
培训满意度总分/5 18.03/4.61 18.75/4.37 -3.224 0.001

  在教师地位上,公办教师得分明显高于民办教师,可能是由学校制度、待遇等因素所决定。民

办教师没有编制保障和职称评定机会,课时量多,工资待遇不如公办学校教师。访谈中民办教师提

到,“老师有落差感,毕竟在待遇、家长的尊敬上能体现出来,公办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我们民

办教师不是。”(20170302MBCZZJ-戊)这位教师的话反映了部分民办教师的心声,民办教师在经济

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不如公办教师。
在生存压力上,公办教师得分高于民办教师,说明公办教师对自己生存状况更不满意。差异最

明显的是教师经济收入(公办:2.42;民办:1.91),民办教师得分尤其低。说明经济收入是影响生活

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在培训满意度上,民办教师得分高于公办教师(公办:18.03;民办:18.75)。访谈发现,民办学校

培训机会少,教师珍惜培训机会,“我希望公办学校有的培训我们都有,不要说他们的培训就是先进

的,我们学校的培训都是差的。”(20170302MBCZLJH-戊)由于好的培训资源很难分配到民办学校,
且民办学校参训名额有限,加之民办教师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培训基本能满足其专业发展需求,
故民办教师培训满意度高于公办教师。

(四)不同学段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1.教师职业认同感在学段上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段教师在职业认同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00,

p<0.001),见表7。其中小学教师认同感得分最高,高中教师次之,初中教师最低。
表7 教师职业认同感在学段上的差异

小学(M/SD) 初中(M/SD) 高中(M/SD) f p

T1对教师职业满意 3.88/0.75 3.59/0.89 3.65/0.10 22.867 0.000
T2再次选择教师职业 3.83/1.04 3.37/1.22 3.54/1.17 30.026 0.000
T3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3.96/0.98 3.54/1.10 3.63/1.05 30.65 0.000
T4乐意当班主任 3.51/1.22 3.13/1.22 3.14/1.26 18.869 0.000
T14教师工作有趣 3.79/1.08 3.43/1.26 3.70/1.20 10.072 0.000
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分 19.57/3.73 17.35/4.50 18.20/4.19 33.248 0.000

  各学段的任务和学业压力不同,导致不同学段教师在职业认同感上存在差异。小学打基础,加
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及学区制度的推行,小升初压力不大。初中师生面临中考压力,课程类型和难

度不断增加,教师压力增加。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显然高中教

师压力小于初中教师。



2.各影响因素在学段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校教师的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和培训满意度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8。不同学段的教师群体在各影响因素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0,

p<0.001;p=0.001,p<0.01;p=0.003,p<0.01)。从得分上看,初中教师在教师地位得分方面低

于高中教师,其他维度均高于高中教师。
表8 各影响因素在学段上的差异

小学(M/SD) 初中(M/SD) 高中(M/SD) f p

教师地位总分 14.26/2.81 12.68/3.41 12.76/2.92 51.914 0.000

工作复杂性总分 14.11/2.60 14.19/2.52 13.47/2.42 5.904 0.003

生存压力总分 14.78/2.99 14.07/3.37 14.01/3.28 7.471 0.001

培训满意度总分 19.36/4.11 17.78/4.40 15.39/5.02 73.086 0.000

  在教师地位上,小学教师待遇与中学教师相差不大,并受家长和社会的尊重,故得分远高于中

学教师。初中教师得分稍低于高中教师,主要差距体现在经济地位上。原因可能是初中教师工作

压力高于高中教师,而工资待遇整体低于高中教师。
在工作复杂性上,初中教师在“学校会给我安排很多教学工作以外的任务”上得分最高(初中:

3.06;高中:3.02;小学:2.91),小学教师在“家长沟通交流”上得分最高(小学:3.36;初中:3.19;高中:

2.84)。在总分上,初中教师得分最高。可见,初中教师教学量最大。一位有小学和初中教学经历

的教师说:“从备课上来看,小学部在专业和知识深度上远不如初中。小学出3套试卷的精力可能

跟初中出1套试卷的精力差不多。再就是初中强调考试成绩。”(20170223GBCZCZQ-丙)另一位公

办小学教师提到:“我觉得老师跟家长沟通这方面真的经验缺乏,很多时候说话的方式导致家长对

学生和老师产生误解。”(20170105GBXXCJY-甲)还有一位民办教师提到“这些家长是打工的,对教

育特别不重视,沟通起来很困难。”(20170302MBCZZJ-戊)深圳存在两种家庭:一是“四二一”家庭,
两代人围绕一个“小太阳”转,不容许孩子在学校受半点委屈;二是外来务工家庭,其文化水平偏低,
顾不上教育。家长过多地把教育责任推给学校,导致家校沟通困难。

生存压力上,高年级教师高于低年级教师。低年级教师年龄结构年轻化,很多教师未组建家

庭;高段教师中,男性教师比例变大且年轻教师数量较少,大部分教师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

压力要比年轻教师大很多。同时随着年级的增加,工作压力也相应增加。
培训满意度随年段的提高而降低。从几位高中教师的话语中可以找到原因。首先,培训内容

不更新,对教学的帮助逐渐降低。“刚来那会儿,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刚接触一些东西都觉得还是挺

新的,挺 有 价 值 的。但 是 后 来 听 多 了,发 现 教 育 很 多 根 本 的 东 西 都 是 这 么 回 事。”
(20170222GBGZXF-乙)其次,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影响培训效果。“有的时候可能培训特别多,
非常盲目的感觉。”(20170222GBGZXXH-乙)最后,培训针对性弱。“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大家不

去学,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去学,我觉得这个太被动了,你把资料弄好了我自然而然会去学。现在

说句实话继续教育太浪费时间了,因为那个课讲的都是‘浓浓的鸡汤’,回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

作。”(20170222GBGZLXH-乙)
(五)不同教龄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1.教师职业认同感在教龄上的差异

本次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除“对教师职业满意”不存在教龄差异(p=0.093,p>
0.05),其余四道题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0,p<0.01),详见表9。



表9 教师职业认同感在教龄上的差异

1~3年
(M/SD)

4~5年
(M/SD)

6~10年
(M/SD)

11~15年
(M/SD)

16~20年
(M/SD)

21年以上
(M/SD) f p

T1对教师职业满意 3.74/0.83 3.73/0.82 3.73/0.80 3.69/0.95 3.93/0.78 3.79/0.85 1.888 0.093

T2再次选择教师职业 3.84/1.019 3.76/1.041 3.51/1.10 3.51/1.27 3.8/1.16 3.39/1.23 7.639 0.000

T3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3.99/0.94 3.85/1.01 3.62/1.04 3.72/1.12 3.95/0.95 3.54/1.17 8.589 0.000

T4乐意当班主任 3.46/1.10 3.4/1.21 3.19/1.24 3.25/1.30 3.65/1.26 3.17/1.33 4.997 0.000

T14教师工作有趣 3.95/0.97 3.84/1.05 3.67/1.13 3.53/1.32 3.71/1.09 3.09/1.30 12.514 0.000

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分 19.59/3.57 19.26/3.69 18.14/4.13 18.01/4.70 19.92/3.97 17.21/4.66 10.326 0.000

  教龄小于15年的教师出现教龄越长,职业认同感越低的现象,但16~20年教龄的教师得分出

现回升,并接近1~3年教龄的教师得分,21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得分下降。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

看,新手教师教学充满激情,对教师职业认同感高;适应教学工作后,进入舒适区,职业认同感开始

降低;“高原期”最容易发生在从教6~10年和11~15年期间,认同感持续下降;后来突破瓶颈,重
新发掘自我,职业认同感会大大提高;教书20年后就面临退休,将力不从心。访谈中有教师提到:
“她的职业倦怠是天天写在脸上的,她的教育教学几乎是为了工资。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做教研员

而要 到 学 校 来,我 说 我 要 找 到 我 的 价 值,我 想 跟 孩 子 在 一 起,我 能 找 到 一 些 新 的 东 西。”
(20170223GBXXCGF-丙)出现职业倦怠的教师与未出现职业倦怠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看法的不同,
从而影响教师职业认同感。

2.各影响因素在教龄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教龄教师的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和培训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10。
表10 各影响因素在教龄上的差异

1~3年
(M/SD)

4~5年
(M/SD)

6~10年
(M/SD)

11~15年
(M/SD)

16~20年
(M/SD)

21年以上
(M/SD) f p

教师地位总分 14.21/2.92 13.52/3.32 13.19/3.21 13.11/3.29 13.87/3.04 13.17/2.91 6.363 0.000

工作复杂性总分 13.45/2.50 13.9/2.42 14.18/2.58 14.52/2.45 14.1/2.42 14.69/2.69 9.609 0.000

生存压力总分 15.06/3.15 14.31/3.30 13.7/3.32 14.12/3.06 14.68/2.85 14.58/3.03 5.261 0.000

培训满意度总分 19.33/4.02 19.13/3.86 18.11/4.87 18.24/4.67 18.47/4.46 16.63/4.63 12.923 0.000

  在教师地位上,1~3年教龄教师得分最高,其次是16~20年教龄教师,得分最低的是21年以

上教龄教师。可能是新教师对教师职业内心满怀期待和敬仰,而16~20年教龄的教师经过“高原

期”又重新发现教育意义和自身价值;而21岁以上教龄教师逐渐退出教师职业生涯,教学激情逐渐

下降;4~10年教龄教师正处于职业上升期,会遇到很多瓶颈。
数据表明,工作复杂性随教龄的增加而增加,16~20年教龄除外。教龄越大,面对教改的适应

性更弱,且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会感到工作难度加大。但突破“高原期”后,教师前行的动力不

太受教龄的影响。
总体而言,生存压力随教龄的增加而下降,中青年教师生存压力最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教

学上易出现“高原期”,导致生存压力增加。年轻教师在工作和买房上要打拼,但这些压力到老年逐

渐化解,因此数据呈下降、回升再下降的趋势。
不同教龄的教师对培训的满意度不同,由数据可知,新教师认为培训帮助很大,有经验的教师

认为培训作用不太大,16至20年教龄的教师重拾教育激情后,认为培训的帮助更大。
(六)不同职称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1.教师职业认同感在职称上的差异

本次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职称的教师在教师职业认同感上存在显著差异,详见

表11。除对“教师职业满意”不存在职称上的显著差异(p=0.161,p>0.05)外,其余4项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00,p<0.01)。



表11 教师职业认同感在职称上的差异

新入职
(M/SD)

初级
(M/SD)

中级
(M/SD)

副高级
(M/SD)

正高级
(M/SD) f p

T1对教师职业满意 3.8/0.81 3.72/0.84 3.75/0.87 3.89/0.81 4.4/0.55 1.644 0.161
T2再次选择教师职业 3.82/1.01 3.64/1.14 3.55/1.17 3.41/1.22 4.6/0.89 5.022 0.001
T3是一名教师而自豪 3.99/0.93 3.78/1.05 3.64/1.11 3.62/0.99 4.6/0.89 7.703 0.000
T4乐意当班主任 3.48/1.14 3.38/1.24 3.15/1.28 3.18/1.31 4.6/0.89 5.916 0.000
T14教师工作有趣 3.94/1.02 3.76/1.09 3.36/1.26 3.2/1.35 3.5/2.12 12.037 0.000
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分 19.73/3.52 18.77/4.06 17.82/4.48 17.85/4.39 20/7.07 8.417 0.000

    注:正高级教师样本量少,不具有代表性,故不作分析

教师职业认同感各题得分均在3分以上,且随职称的升高而降低,职称评定压力可能会影响教

师职业认同感。正高级职称难评,导致副高级教师职业认同感最低。

2.各影响因素在职称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职称教师的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和培训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详见

表12。教师地位(p=0.001,p<0.01)、工作复杂性(p=0.000,p<0.001)和培训满意度(p=0.000,

p<0.01)在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12 各影响因素在职称上的差异

新入职
(M/SD)

初级
(M/SD)

中级
(M/SD)

副高级
(M/SD)

正高级
(M/SD) f p

教师地位总分 14.09/2.95 13.54/3.32 13.19/2.99 13.44/3.03 14/2.35 4.611 0.001
工作复杂性总分 13.59/2.49 13.92/2.55 14.59/2.58 14.23/2.39 13.4/2.70 9.227 0.000
培训满意度总分 19.39/4.05 18.89/4.42 17.18/4.66 16.15/4.89 20.8/4.38 21.069 0.000

  教师地位得分随职称的提高而降低,但中级教师得分最低。新入职教师满怀教育激情在一线

奋斗,对教师职业满怀憧憬,但随着职称的提高,经历不断增加,对教师地位的看法随之改变,得分

逐渐降低。但副高级职称教师得分回升,可能是因为职称对教师地位的认可有促进作用,使其得分

有所回升。
工作复杂性随职称的提高而增加,其中中级教师得分最高。这与教师专业发展规律不一致,可

能因为,新入职教师和初级教师教学经验还不丰富,遇到的教学困难和瓶颈不够多。而中级教师大

部分是中青年教师,容易出现“高原期”,同时高级职称评定难,故得分最低。
培训满意度随职称的提高而下降,这与不同阶段的教师需求有关。新入职教师要吸收很多新

知识、新技巧,大部分培训能够满足需求。随着职称的提高,所需知识越来越深入,大规模的培训反

而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培训满意度随之降低。
(七)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为了解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调查采用皮尔森相关检验进行操作,结果见表13。
表13 各维度相关分析

教师职业认同感 教师地位 工作复杂性 生存压力 培训满意度

教师职业认同感
皮尔森相关 1   0.670** -0.272** 0.529** 0.495**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教师地位
皮尔森相关 0.670** 1   -0.214** 0.640** 0.498**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工作复杂性
皮尔森相关 -0.272** -0.214** 1  -0.276** -0.134**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生存压力
皮尔森相关 0.529** 0.640** -0.276** 1   0.389**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培训满意度
皮尔森相关 0.495** 0.498** -0.134** 0.389** 1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示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由数据可知,教师职业认同感与教师地位、工作复杂性、生存压力和培训满意度密切相关(相关

性在0.01层上显著)。教师职业认同感与教师地位呈正相关,教师地位得分越高,教师职业认同感



得分越高;教师职业认同感与工作复杂性呈负相关,认为教师工作复杂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得分更

低;教师职业认同感与教师生存压力呈正相关,生存压力维度设置反向问题,得分越高,说明对目前

生活状态更满意的教师,其认同感更高;教师职业认同感与培训满意度呈正相关,对培训越满意的

教师,其认同感越高。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教师职业认同感处于中上水平,培训满意度较高,但面临极大的生存和教学压力,教师地位

处于中等水平。教师地位、生存压力、工作复杂性和培训满意度都会影响教师职业认同感,工作复

杂性与职业认同感呈负相关,其余均与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
(2)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女教师职业认同感更高,对教师培训更满意,

更为熟练地掌握教学工作;男教师职业认同感更低,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3)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学校性质差异,民办教师职业认同感、教师地位低于公

办教师,培训满意度高于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状况。
(4)宝安区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学段差异,在职业认同感和教师地位上,初中教

师认同感最低;在生存压力、工作复杂性和培训满意度上,高中教师认可度最低。
(5)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教龄差异,职业认同感随教龄的增加而降低,但会在

16~20年教龄期间突然回升。
(6)教师职业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职称差异,职业认同感随职称的升高而降低,未定级教

师职业认同感最高,副高级教师认同感有所回升。
为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经费投入,提升教师职业认同

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和实际待遇相对偏低,是造成教师社会地位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3]。而

职业地位会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认同。调查发现,教师的工资待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采取多元化措施,增加资金投入,保证资金的充足性和分配的合

理性。譬如为教师进修和教学研究补助费用,定期晋级加薪,资助研究成果出版、发表或推广,等
等。此外,切实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并为教

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逐步提高民办教师待遇,增加民办教师职业认同感。
(二)强化制度保障,激发教师发展动力

改革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激励考评制度和培训管理制度。第一,优化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实行

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合一”,统一中小学教师岗位管理和聘用制度,尝试建立与事业单位

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相衔接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考虑民办教师职业特殊性,设置

科学合理的民办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第二,健全教师激励考评机制。探索建立教师收入与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匹配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公办和民办学校教师待遇。第三,健全培训学分管理制度。建

立教师“学分银行”,变固定学习制为弹性学习制。根据学分学时转换标准,建立教师各项培训学分

学时转换制度,从而调动教师学习积极性,提高培训效率。
(三)分层分类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根据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设计教师培训课程,有效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其关键是,建立针对性

强且完善的培训体系。一方面,开发分层培训课程。新教师培训应该强调教师对环境与岗位的适

应性,落实“青蓝工程”,增进经验交流,增加同事之间的沟通。经验教师培训需更加注重教学反思,
鼓励教师写工作与反思日志,通过课例研究升华教学经验。另一方面,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内容,满
足教师多样化需求。相关部门需要加大课程资源库建设力度,切实应对教师具体的发展诉求。



  (四)构建人文校园,营造教师职业认同氛围

“学校文化会影响到教师的专业行为与工作士气,如果学校的人际关系不和谐,充满个人主义,
教师之间缺乏交流与激励,甚至相互攻击,都可能导致教师的职业倦怠。”[4]人文校园,是教师形成

归属感、增强认同感的土壤。首先,校长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关爱和信任教师,善于了

解教师的需求,征集教师的看法和意见;其次,下放管理权力,让教师有权参与学校事务的讨论与商

议,激发教师的主人翁意识;再次,教师之间要形成良好的沟通、合作、互利的人际关系,促进教师文

化认同;最后,学校中层管理者要善于营造和谐、开放的行政文化,促进教师合作学习,组织适当的

工会活动,促进教师间感情的升温。只有在这样一种温暖、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中,教师才能以高度

的热情和责任感去完成教学任务,以饱满的精力参与到学校建设与教育改革之中,不断增强教师职

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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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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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sserveasanimpetustoeducationreform,andimprovingteachersoccupationidentity
helpstopromot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Basedontheinvestigationsandanalysisof
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BaoanDistrictofShenzhen,teacherspro-
fessionalidentityisinthemiddlelevel,theteachersstatusisinthemiddlelevel,thepressureofsur-
vivalisgreater,theworkcomplexityisgreater,andthetrainingisofhighersatisfaction.Teachers
professionalidentit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aredifferentingender,typeofschool,academicsec-
tion,teachingageandprofessionaltitle,andareinfluencedbysuchfactorsasteacherstatus,survival
pressure,jobcomplexityandtrainingsatisfaction.Inordertoimproveteachersoccupationalidentity
andpromot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weshouldincreasetheinputoffundstoimprove
teachersoccupationidentity,strengthenthesystemsecuritytomotivateteachersdevelopment,exer-
cisehierarchicaltrainingtopromot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constructhumanistic
schoolstoformteachersidentityatmosphere.
Keywords:teacherprofessionalidentity;survivalpressure;workcomplexity;stratifiedtraining;hu-
manisticschool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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