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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
媒介形象分析

刘 建 银1,李 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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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中央媒体对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的“国

家教师”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进行分析。外在形

象包括教师性别、年龄、教龄、外表、场景以及任教的学校类别、区域、学科专业等方面,内在形象包括职业精

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对“国家教师”形象的刻画和宣传符合社会公众认知教

师职业的基本逻辑,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但也存在城乡教师形象

传播刻板化以及教师普通人形象展现不充分等问题,可在后续的传播中对“国家教师”形象的价值倾向进行适

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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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媒介传播的社会,大众传播随时随地出现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大众

传播关于社会群体形象的描述,无论是真实客观还是有所偏差,都会影响受众的认知,有的甚至令

公众形成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我国高达1600万的教师群体常常是大众传播的焦点。而那些经

过层层遴选、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的杰出教师,不仅受到广大同行的推崇和效仿,同时也被当作“国
家教师”群体的形象代言人而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么,这些“国家教师”群体在大众传播中体现出什

么样的形象特征呢? 如何引导大众传播对“国家教师”群体形象进行合理形塑?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

题加以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称“国家教师”主要是指获得过国家级荣誉的教师。在我国,针对教师的国家级荣誉称

号主要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
“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的人数多但集中报道较

少,“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是新设立的教师荣誉称号,2010-2016年教育部已经连续

评选出70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1个“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特别奖团体”。2015-2016年,在教育

部支持下,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评选了20名“最美教师”。获得这两项荣誉的教师均由中央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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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了集中报道,本文将以这两类教师的报道作为分析样本。
根据媒介形象研究的通行方法[1],本文采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开展研究[2]。从媒介类型上看,

本文选择了报纸、期刊、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形式。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的教师,《中
国教育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进行过报道,但是只有《中国教育报》的报道是连续的,因此

本文选取了2010-2015年《中国教育报》的59篇有关“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所有报道。此外,又
从《人民教育》杂志选取了3篇关于“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报道。对获得“最美教师”称号的教师,
CCTV-1在2015年9月10日和2016年9月10日举行的颁奖晚会上予以了报道。该颁奖晚会的

视频包括短片展播、现场采访及颁奖词宣读等内容,总时长3小时18分24秒。经整理,获得文字

资料26481字。由于有的教师缺乏报道、有的教师重复报道等原因,本文最终获得经过媒体报道

的教师有79名。
在类目建构和编码方面,本文主要采用量化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形象传播代码形

态,从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方面展开[3]。外在形象包括教师性别、学校类别、年龄、教龄、区域、
学科专业、外表和场景,内在形象主要结合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从职业精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

3个方面考察。

二、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外在形象分析

大众传播中“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是指由媒体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教师个体外表印象。这些

外表印象是大众通过媒介首先接触的第一印象,具有感性、生动性的特征。
(一)性别和学校类别

整体来看,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称号的教师,其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性和

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51.90%和48.10%。但是,学前教育的男性教师仅有1人,职业教育的女性教

师有4人。从学校类别看,这些教师主要集中于基础教育学校,高等院校次之,职业学校和特殊教

育学校较少。如果把基础教育进一步细分,则发现中学教师最多,共有19人,占24.05%(表1)。
表1 性别和学校类别分布

学校类别 男(人) 百分比(%) 女(人) 百分比(%)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1 1.27 7 8.86
小学教育 8 10.13 6 7.59
中学教育 11 13.92 8 10.13

高等教育 11 13.92 7 8.86
职业教育 7 8.86 4 5.06
特殊教育 3 3.80 6 7.59
总计 41 51.90 38 48.10

  (二)年龄和教龄

这些教师获得国家级荣誉时的平均年龄为54岁,其中58人(占样本数的75.32%)处于中年期

(表2),平均教龄为31年。教龄为21~30年的教师占比最大(占样本数的38.96%),其次是31~
40年教龄的教师(占样本数的22.08%)(表3)。大众传播报道的“国家教师”年龄和教龄特征,与教

师专业成长规律是吻合的。尤其是教师任教学段越高,往往所需的专业知识越深,职业积累的时间

也越长。
表2 年龄分布

划分阶段 年龄阶段 数量(人) 百分比(%)

青年期 22~35岁 4 5.19
中年期 36~60岁 58 75.32
老年期 61岁及以上 15 19.48
总计 77① 100

① 样本总量为79人,2015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谭兰霞和2016年度“最美教师”获得者范徽丽2人在新闻报道中并

未提及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因此此处总计为77人。



表3 教龄分布

教龄(年)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以上 总计

数量(人) 3 13 30 17 3 11 77①
百分比(%) 3.90 16.88 38.96 22.08 3.90 14.29 100

  (三)区域和学科专业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国家教师”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数量明显高于西部

和中部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46.83%、35.44%和17.72%)。从学科分布看,普通中小学中“国家教

师”任教语文学科的教师较多,其次为数学学科,任教其他学科的教师较少(表4)。这个比例与对

“卓越教师”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高等教育中,“国家教师”中工学类教师最多,占高校教师样本

的27.78%。职业教育中,“国家教师”任教专业的占比,按高低顺序依次为化学专业、计算机专业、
机电专业、畜牧兽医专业、焊接专业、多媒体专业和数控技术应用专业②。特殊教育领域中舞蹈教

师有2人,音乐和体育教师各1人③。学前教育中,“国家教师”仅有1人为普通教师,其余7人均为

幼儿园园长。
表4 普通中小学“国家教师”任教学科分布

科目 语文 数学 化学 历史 科学 总计

数量(人) 16 6 3 2 1 28④
百分比(%) 57.14 21.43 10.71 7.14 3.57 100

  (四)外表和场景

大众传播关于教师外表和场景的呈现,是社会公众感知教师形象的直接渠道,传递着个体的思

想、情感等“非言语信息”[5]。本文以《中国教育报》关于“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报道的图片(共59张,
剔除证件照后共39张)和中央电视台“最美教师”节目视频为研究素材,分析了这些“国家教师”的
外表和所处的场景。

首先,从穿着打扮看,这些教师普遍简朴、大方、规范。男性教师着装较为正式,以衬衣、西装、
夹克和西裤为主,着装颜色较为单一,以白色和黑色为主。女性教师着装更活泼和鲜艳,款式、颜色

更丰富,但都体现出舒适、自然、大方的特点,而且普遍没有配戴耳环、项链、手镯等饰品。此外,也
有穿着工作服的教师。其次,从精神面貌看,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41张图片中,22位教师表情为

微笑或大笑,呈现出轻松、愉悦的精神状态;19位教师较为严肃,其中以男性教师居多,并且展示的

多是教学场景,体现出工作专注的神态。在“最美教师”视频展播和现场采访中,20位教师始终保

持着投入、专注、活泼、热情、愉悦的精神状态。再次,从表现场景看,展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工作

场景的图片有36张(其中展示教学、师生交流的工作场景图片有16张),展示生活场景的图片有3
张。从其他分类看,非单人照31张。在20位“最美教师”展播视频中,多角度地呈现了这些教师在

授课、指导学生、教研教改等方面的工作场景,充分展现了教师的职业形象。

三、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内在形象分析

内在形象是教师展现给公众的独特的职业形象。本文借助扎根理论多级编码方式,并结合《教
师专业标准》进行类目建构,分析了大众传播所描绘的“国家教师”内在形象。总体来看,大众传播

①

②

③

④

样本总量为79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11年度获得者张金波和2013年度获得者谢小双2人在新闻报道中未提及教龄或

者从教开始时间,无法获得其相关信息,因此此处总计为77人。

张金波和汪秀丽分别是辽宁省建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和河北省张家口市职教中心的校长,在样本中未提到所教专业或者学科。

黄金莲、刘佳芬、谢小双和葛华钦以及李银环教师,在样本中未提到任教学科。

在样本中,普通中小学教师总计33人,由于吕映红、仲威平、熊照才、谭兰霞和加措教师担任多门学科教学,在此处未纳入统

计,因此此处统计普通中小学教师总数为28人。



对“国家教师”职业精神展现最多,对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展现较少。
(一)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在《教师专业标准》中表述为“专业理念与师德”,主要包括职业理解与认识、对学生的

态度与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和个人修养与行为等4个方面。大众传播主要展现了教师职

业理解与认识、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人修养与行为3个方面的职业精神。

1.职业理解与认识

从大众传播内容看,“国家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理解与认识远远超出普通教师,他们拥有强烈的

职业认同感。这种职业认同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教师”将自身的教育工作与国家需

要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有更为崇高的教育理想。例如:于漪认为“教育责任重大,关系着祖国的发

展和学生的现在”;仲威平提出“成就一个学生等同于为整个社会作贡献”;周小燕强调“中国歌唱家

必须牢记中国人的身份,演绎好中国歌曲是最基本的责任”。二是从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和职业体

验出发,“国家教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沉浸于教育之中的获得感、荣誉感、成就感和幸福感。例如:
李庾南认为“能够将教师职业做成一辈子的事业,并享受事业追求中的艺术感受,是今生最大的幸

福”;刘占良坦言“就喜欢上课、喜欢教书、喜欢学生”;钱易“把教师作为非常享受的职业”;王培坚

“非常享受帮助学生成才的过程”。此外,还有熊照才、吕杰、李银环、杨小玲、王生英和刘开吉等教

师都表达了与学生在一起的幸福感、自豪感。总的来看,“庆幸”“幸运”“幸福”“享受”“欣慰”是出现

较多的关键词,让人感受到“国家教师”充满认同、放松、愉快和知足的积极情绪。
另外,“国家教师”对职业的理解也很有独特性。例如:成都七中“80后”教师叶德元认为“最好

的教育是不留痕迹的,教育是一个很慢的艺术”;孟祥彬认为“成长比分数更重要,对高中而言,高考

绝对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高中绝对不能因为高考变成灰色”;高歌今提出“好的学前教

育是,教师利用个人良好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让孩子学会为人处世和待人

接物,使孩子获得身心和谐发展,并为未来的学习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石”;王伟平认为“班上没有差

生,要积极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这些独特的认识,反映了“国家教师”不惧社会压力和突破传

统桎梏的勇气。正是他们坚持教育的本真,大胆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才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2.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

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是媒体展现最多的内容。表5充分反映了学生在这些“国家教师”心目中

的地位以及这些教师独特的学生观。总的来看,“国家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普遍一致,尤其是

在关爱学生方面。这种关爱源自教师的内心,不讲条件、不求名利、不要回报。在这种爱心的指引

下,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努力为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和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
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学生的进步为荣为傲。

表5 媒体报道的“国家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姓名 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王培坚 当好一名教师,这是分内之事,也是令人快乐之事,我非常享受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

刘占良 我就喜欢上课、喜欢教书、喜欢学生,教会学生思考、解题,能给人一种成就感

吕杰 等你看到你的学生都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时,你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这是自己人生价值的

最大体现,也是对自己的这个职业最大、最高的褒奖

杨小玲 回望走过的路,我离不开这些聋哑孩子,看到他们登上梦想的舞台,或是自信踏实地迈入社会,一切

的付出都值得

刘佳芬 残疾的花朵需要雨露的浇灌,残疾的孩子更需要爱的滋润。致力于为残疾孩子赢得公平和尊严,帮
助有残碍的学生与社会接轨,尽快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实现自力更生、提升生活品质的教育目标

刘占良 心中要有学生,不能只关心知识点

张丽莉 危急时刻拯救学生,导致自己终身残疾

吕映红 自学理发,坚持十年为学生理发



   续表:

姓名 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梁琰 想让孩子有一个多彩的人生,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亮

金展鹏 最大的心愿即是学生都超过自己

陈先达 最得意的事情是弟子才高压倒师

谭兰霞 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收集整理特困学生的资料,有时是个人出资助学,有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筹款资

助学生,还有时将贫困学生接到自己家里照顾,最多时家里住了14个学生

汪金权 从家乡最好的中学自愿申请到办学条件落后的蕲春四中任教,二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十多万元的积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学生

  3.个人修养与行为

在报道中,凸显个人修养与行为最多的是教师的奉献精神。归纳起来有几点。(1)安于清贫、
乐于师道。一些教师放弃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职业发展机会,自愿在条件艰苦的学校任教,如普琼

教师自愿留在有“生命禁区”之称的西藏仲巴县仁多乡任教;汪金权教师从当地最好的中学申请去

办学条件较差的蕲春四中任教;葛华钦教师放弃做副校长的机会自愿到新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任教。
另外,一些“国家教师”也用筹款或工资资助有困难的学生。如何桂琴、莫振高和谭兰霞等教师致力

于筹集善款资助贫困学生;熊照才和王桂琴教师用自己的微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王生英教师和丈

夫在家里搭建家庭学校以改善学生学习条件。(2)专注工作,较少顾家。这些“国家教师”投入教育

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常人。例如:加措教师和范妹锁教师,除了承担教学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学

生日常生活,尤其是范妹锁“父母生病不能在身边照顾,妻子理家靠不上他。儿子从上小学到高中,
都没有尽过心”。报道中也提到,张拉、毛东智、轩云湘、仲威平和熊照才等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几乎

都投入在学校上,为家庭分担较少。(3)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通过自身学历的提升,通过向同事、
名师不断求教,通过借助教学录像、专业期刊等学习工具,通过经验反思、总结或外出培训等方式,
“国家教师”在专业上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例如:熊照才、杨再明、陆繁伟、李银环、王其

平、胡遂、左相平、汪金权、吴邵萍等教师在业余时间提升了学历;吕映红、韩亚兰、俞国平、桂贤娣、
徐英杰等教师花了大量时间用来学习和反思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有的教师为了求学求教甚至不

惜忍饥挨饿、长途跋涉。
(二)职业知识

教师职业知识包括教育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通识知识四大类。在关于“国家教师”
的报道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师偏重于学科知识的报道,基础教育教师则偏重于学科教学知

识或教育知识的报道。总体上,都体现了“国家教师”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例如:在报道

北京大学姜伯驹院士时,专门提到他在数学专业上的卓越成就,他27岁就在尼尔森数的计算上取

得重要进展,41岁则全面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人能破解的“尼尔森不动点猜测”;湖南大学文

学院胡遂教授受家庭影响,在年幼之时就已通读《唐诗三百首》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在求学期间,
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另外,对职业教育教师的报道中,主要提

及教师的职业技能。例如:吕杰教师专业技能突出,在各种专业竞赛中名列前茅,荣获各种荣誉称

号;王其平教师注重理论与技能并重,练就了“目测配钥匙”的神技。
在教育教学知识创新方面,“国家教师”大多取得了丰硕成果。报道提及了21位教师在科学研

究、教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吕映红教师写成书稿三部,五十多篇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

上发表并获奖;李庾南教师撰写了《初中数学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自学·议论·引导教学

论》等十部专著;黄希庭专著有五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此外,媒体还报道了“国家教师”
在开展研究时是如何坚持和努力的。例如:浙江大学苏德矿教师在矫正视力只有0.15的情况下,
用电脑完成论文二十余篇、教材七本和教学辅导书六本的科研成果,多达三百万字。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马晶教师从零开始,一个人带起了一支近百人的科研队伍,开辟了我国卫星光通讯研究的新领

域;韩亚兰教师为方便研究自费购买大批实验仪器在自己家里打造了一个工作室。



  (三)职业能力

教师的职业能力最能体现教师的职业水平,尤其在教育教学和学生指导方面。媒体主要报道

了这些“国家教师”的创新能力,如在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提

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斐然的教育教学成就。
报道基本都谈到“国家教师”的独特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如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法、

徐菊萍的区域自主游戏法、王其平的“三检六勤”教学法、丑武江的“工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刘
佳芬的“以生活为中心”的分层教学法等。在对王祖德教师的报道中,提及他教育理论功底扎实,擅
长从独特的视角选取和组织课堂内容、安排教学流程,并且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在对徐英杰和刘志

教师的报道中,描述了他们充分尊重儿童、针对不同学生设计不同教学方法的事例,体现了因材施

教的教育理念。
此外,报道还突出了“国家教师”的教学成就。例如:陆繁伟教师到学校刚一年,就实现了教学

质量从排名末位到名列前茅的大转变;浙江工业大学程惠芳教师采用提问式教学,打造趣味性课

堂,深受学生欢迎,征服了“90后”学生;西北大学张国伟教授备课充分,教学和讲座深受学生欢迎,
研究生培养工作成绩斐然;西安交通大学何雅玲教授注重采用启发式教学,运用案例使学生轻松学

习专业知识,并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其中部分作品被企业转换为产品;陈予恕教授从教

60年先后培养了一百多名研究生,很多人已成为我国高铁、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骨干;宁夏吴忠市

利通区马连渠乡汉渠学校的杨再明教师利用微视频等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改善教学质量;浙江大学

苏德矿教授将很多幽默的比喻用在平时课堂上,使高深的数学问题变得容易理解,他还开通微博在

网上为学生答疑解惑,拥有粉丝四万多人;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叶德元教师将学生带到现场开展历

史教学,利用博客记录和分享班级活动,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对“国家教师”的报道为例,从外在

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形象。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性别和学校类别、年龄和教龄、区域和学科专业、外表和场景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大众

传播中“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研究发现:“国家教师”中,男性多于女性,中小学教师多于幼儿园

教师、职业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教师,东、中部地区的教师多于西部地区的教师,语文、数学学科的

教师多于其他学科的教师,中老年教师(教龄普遍超过十年以上)多于青年教师。总的来看,大众传

播所反映的“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符合教师职业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总体分布与其他

研究较为一致[6-7],体现出“国家教师”的遴选机制是有效的。从外表和场景看,大众传播中的“国家

教师”着装打扮男性比较正式,女性虽然多样化但突出“自然、大方、舒适”的特点,且几乎没有配戴

饰品;精神风貌表现出幸福满足、专注投入、积极健康的状态,场景绝大多数是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工

作画面。
大众传播展现的“国家教师”内在形象,符合社会大众从职业精神、职业知识、职业能力、职业成

就等角度认知教师职业的基本逻辑,体现了要成为教师职业的佼佼者应当具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
职业精神方面,主要展现了“国家教师”对职业的理解和认识、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个人修养和

行为,突出表现了“国家教师”从内心热爱教师职业、无私关爱学生以及放弃优越条件、顾学校舍小

家的高贵品质。职业知识主要展现了“国家教师”丰富的学科知识和创造能力。职业能力主要展现

了“国家教师”在实施教学、指导学生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而且从学校发展、学生成长和教科研成果

三个方面展示了他们的职业成就。应当说,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

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



  (二)主要政策建议

1.适当平衡国家级教师荣誉称号获得者的分布比例

尽管两类国家级教师荣誉均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教师代表,但总体结构还是相对有些失衡。首

先,年龄和教龄偏大,主要以中老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较少。虽然这与教师职业需要长期的经验

积累有关,但也显示出对青年教师群体关注不够。其次,地域分布上东部和西部所占比例偏大,中
部比例偏小。再次,城乡差异明显,来自城市的有56位教师,来自乡村的只有23位教师,二者比例与

我国城乡教师比例不相称。最后,在学校类别方面,虽然两类称号都覆盖了各级各类教育,但这些教

师主要来自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小学的语文和数学学科,而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的教师数量较少。
每种学校教育、每类教师对国家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未来“国家教师”

的遴选,要在坚持宁缺毋滥和国家水准的基础上,适当平衡人员结构,兼顾不同年龄、教龄、教育类

型、任教学段和城乡分布的差异;另一方面,必要时,也可单设特教教师、青年教师、乡村教师、幼儿

教师、职教教师的国家荣誉奖项,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到薄弱地区、薄弱学校、薄弱学科中长期从教、
终身从教。

2.适当改变城乡教师形象传播的刻板化倾向

美国传播学家奥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到,人们在接触媒介过程中,往往意识不到媒

介所传播的信息并非世界本来样貌,会在不自觉中受到媒介的影响而形成一些“刻板印象”,并在不

断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强化这种“刻板印象”[8]。研究发现,对来自乡村的“国家教师”,其报道倾向于

职业精神,尤其是安贫乐道方面;而对来自城市的“国家教师”,其报道倾向于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

方面。城市“国家教师”中,倾向于职业知识的报道占5.36%,倾向于职业能力的报道占71.93%,倾
向于职业精神的报道占22.81%;乡村“国家教师”中,倾向于职业精神的报道占86.36%。德弗勒和

罗基奇提出的社会期待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中关于各类社会群体的形象描述,无论是真实还是有所

偏差,都会在受众的头脑中打上深刻的烙印,以形成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期待[9]。大众传

播中的城乡教师形象差异,会使社会大众对城乡教师形象产生片面认识或刻板印象,甚至可能会影

响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因此,大众传播在进行“国家教师”形象报道和宣传时,应适当弥合城乡形

象差异,在职业精神、职业能力和职业成就报道上取得平衡。

3.更多注重“国家教师”普通人形象的传播和塑造

研究发现,大众传播更强调“国家教师”的职业精神,尤其是长期吃苦耐劳、一心为公、不顾身

体、不顾家人的献身精神。例如:轩云湘教师在36年的从教生涯里,每周6天的时间都在学校里度

过,深感对家庭的亏欠,希望退休后能弥补家人;仲威平教师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缺席了儿子的成

长,为了不耽误上课,母亲离世时无法陪伴左右;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第二中学教师孔庆菊母亲离

世前,由于学生正处于中考冲刺的关键时期,无法侍奉在左右;王生英教师常常忽略家庭和孩子;石
雪晖教师常年在外奔波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无法兼顾家庭,女儿长期寄放在亲戚家里;汪金权教

师长期资助学生,对家庭满怀愧疚,母亲年迈仍在田间劳作以贴补家用,妻子精神分裂,小儿子因病

痴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加措教师作为教学点唯一的教师,除承担所有教学任务外,还要为学生做

饭、照顾学生日常生活;刘占良教师时常给学生补课,却从没有时间为自己孩子辅导功课;27岁的

孟祥彬与同为教师的妻子施惠娜为了当时正要中考和高考的学生,放弃了要孩子的机会,身体较差

的妻子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四度怀孕,却都没有成功。大众传媒报道的这些“国家教师”舍小家顾

大家的事迹,展现了教师无私、高尚的人格,的确值得尊重,令人敬佩。
但是,“国家教师”形象传播的目的,除让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外,更重要的是吸引更

多的青年终身从教、长期从教,从而收获作为教师这一职业的尊严和幸福。现代教师形象是内在精

神与外在特征的高度结合。除了关注教师形体美、情态美等外在特征外,还要更加关注教师职业幸

福感所需的主体精神和身心健康[10]。一些教师舍己为学生的高尚人格值得敬佩,但难免让公众感

觉到,教师是一种充满牺牲精神的悲壮职业。这种媒介形象,虽然会将教师作为“圣人”的一面展现



得较为鲜明,但教师作为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普通人”一面表现得不够。带病继续工作、因工作

忽略家庭和亲人的感情需要、自己生活困顿也要资助学生等做法毕竟很难持续。有调查显示,

73.9%的教师不认可“因工作忽略家庭”,67.1%的教师不认可“带病工作”[11]。一个人更关爱自己

身体,对家庭更有责任心,更有温度,才可能对工作更有热情,工作才更可持续①。我们希望能有更

多类似“最美教师”陈予恕、石利颖教师事迹的报道。在展播短片中,第一个场景就是陈予恕教授跑

步的场景。虽然已85岁高龄,但他每天6点起床跑步,9点准时在机械工程学院上课,60年风雨无

阻坚持锻炼。在报道石利颖时,记者问她:“工作这么忙,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吧?”石利颖却表示,自
己也会抽时间陪伴女儿、接女儿上下学,言语间流露出做母亲的幸福。这种“普通人”形象的展现丝

毫不会减损他们的形象。因此,大众传播在宣传报道时,应避免过度塑造崇高型和奉献型的“神圣化”
教师形象,而更应该塑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有获得感、有成就感、有幸福感的“普通人”教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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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methodofcontentanalysisfromcommunicationstudies,thispapertakesreports
ontheNationalTeachersbythecentralmediaasthedatatoanalyzethemediaimageoftheNational
Teachersinthemasscommunicationintermsofexternalimageandinternalimage,takingthe
relevant.TheNationalTeachersarerepresentedbytheNationalTeachingandEducatingModels
andTheMostBeautifulTeachers.Theexternalimageincludestheteachersgender,age,seniority,
appearancescene,andtypeofaffiliation,region,subjectfield,etc.Theinternalimageincludes
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knowledgeandprofessionalability.Thestudyfindsthattheframework
ofmasscommunicationforNationalTeachersconformswiththebasiclogicofsocialcognitionofthe
teachers,anditsuccessfullyachievethefunctionofconveyingtheteachersspirit,shapingthe
teacherspositiveimage,andarousingpublicrespectoftheteachers.However,italsohassome
problems,suchasanimbalanceinthedistributionofNationalteachers,thestereotypeoftheimage
communicationofurbanandruralteachers,andtheinsufficientdisplayoftheimageofordinary
teachers.Thoseproblemscanbeappropriatelyaddressedinthesubsequentselectionandcommunica-
tiontendency.
Keywords:masscommunication;NationalTeachers;mediaimage;Conten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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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在《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中提到:“在父母生病临终时、在妻子生子临产时、在孩子升

学临考时,只要没有打仗任务和确实离不开的特殊任务,都必须及时请假回家。对于父母生病不回家、妻子生产不照顾、家庭有难不帮

助的个别官兵,不但不表扬、不宣扬,而且还要对他的真实品德进行考察。”这种把军人还原到家庭之中的温暖要求,丝毫不会减损军人

刚毅、果敢、奉献的形象。参见韩卫国《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发表于2018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