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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中小学教师的
时代记忆与社会性格

于 翠 翠,车 丽 娜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开启了我国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的时代篇章。教育事

业步入沉寂之后的恢复与发展阶段,教师的地位和声誉也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而得以正名。教师群体的

荣光记忆形成于“两个尊重”的时代背景,在现实境遇扭转、社会风尚助推和正向身份体验的交互建构中逐步

符号化。荣光与理想的社会记忆凝结着一代师者的主人翁精神,最终沉淀为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性格,其中的

价值导向和建构思路对我们当下的教师队伍建设具有参照价值与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教师队伍建设的

成功可以概括为:在宏观上立足系统的政策导向和社会支撑,培育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加强整个社会的爱国主

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于细微处改善教师的生活境遇,强化“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

当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就要优化顶层设计,考虑教师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在完善显性的培养

与管理工作的同时,重视各个环节隐性支持系统及配套措施,体现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的文化与人文价值,以

合力形成教师正向的心态与体验,进而促进教师社会性格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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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主题

改革开放前后的教育与人才政策导向是教师荣光记忆与主人翁性格得以形成的时代背景。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接管了教育和科技工作,主持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恢复高考

的基础上,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指导方针,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依靠科技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

设的战略思想。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教育事业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大前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

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帷幕,奏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文章一经刊出,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关注并转

载,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热烈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及时

地制止了思想路线中的个人崇拜倾向。虽说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开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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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思想解放的认识却还处于模糊状态,于内心深处萌生了更多的困惑:结束了

“个人崇拜”之后,如何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灵魂何处安放? 为了深化、巩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

果,更好地应对过渡时期整个社会的新旧价值观更替,促进民众进一步认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生

观、价值观问题,树立符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偶像成为思想解放工作落实的抓手。张海迪作为“八十

年代的新雷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走进了人们的生活。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

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在五四青年节为张海迪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1980年代,在整个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中,在学习张海迪等一系列道德

实践活动中,人们达成共识———“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一价值取向迅速凝聚成为向上、向善的

时代精神力量,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个尊重”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扭转轻视知识、歧视人才趋向,恢复教育、促进发展的关键举措。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

名誉;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恢复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1]。作为回应,1977年9月,教育部

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1982年,邓小平在论述我国发展战略的重

点时又强调,要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没有人才和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

了人才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9根据这一指示,围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宗旨,中

共中央具体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照”

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根本上突破了旧有体制的束缚,卸下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包袱。随着改革的

逐步深化,国家在人才的培养、管理和激励等方面作了全面部署,切实把知识分子的定位从异己力

量发展为依靠力量和中坚力量。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从我国的国力和现状出

发,强调了知识分子及其创造性劳动在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决定作用,再次重申知识、人才和

教育的重要性,号召各级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2]120-121。

二、中小学教师荣光记忆的社会建构

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导向,尊师重教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很快成为时代的主旋

律。对于教师而言,时代记忆的形成实际上是现实境遇、社会风尚和身份体验的交互作用,荣光与

理想只是最终凝结的记忆符号,更多的珍贵体验则来自于诸多具体而真切的建构过程。

(一)教师现实境遇的切实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现实生活境遇的扭转主要是指创伤的抚慰和尊严的恢复,具体表现为通过

改善教师群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我国当代的“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政策是以“文革”结束为背景的,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恢复”文革前的人才培养与管

理方式,“批判”文革中的极端做法。改革开放后的高考恢复、职称改革等举措皆是一种深刻的政策

变迁,体现了我们国家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对于人才成长规律和知识创新的尊重。从“臭老九”

“牛鬼蛇神”发展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形象发生了根本转变。

教师地位与声望的提升,是教师荣耀记忆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基础。文革结束后的十年,是我国

教育的重塑期。拨乱反正的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教育发展的困境。为了提升教师职业的晋升空

间,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评选特级教师的设想。同

年年底,教育部根据这一讲话精神颁发《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特级教师评选的条

件和待遇等多个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截止到1982年1月底,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评选

特级教师1113名,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四。”[3]同时,通过加发教龄补贴、工资调

整、优秀教师表彰、成立奖励基金会、职称改革等措施切实提高了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



据广东省的相关统计,“1981年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低于其他系统人员平均工资,基于这一事实,

国家力主中小学教师全部升一级工资,部分骨干教师升两级,升级后全省教师月平均工资:中学

60.73元,小学60元;1985年全国进行工资制度改革,重新核定提高工资,任教人员增发教龄津贴,

改革后全省教师月平均工资:中学81元,小学75元;1988年国家给中小学教师评聘专业职务并提

高工资标准10%,中小学教师按专业职务和原工资套入相应职务标准及级别后,全省教师月平均

工资:中学105元,小学101元”[4]。

对于教师而言,调资、补贴和休假等待遇的意义远大于形式。教师是一个自尊心相对较强的群

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对声望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渴求。由于国家底子薄,1985年工资调

整的幅度并不算大,1978-1992年,教师行业平均工资相对偏低[5]。“1980年代,关于教育投资的

经济效益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为‘看得见’的经济项目投

资,并互相攀比;而教育投资被称为是‘剩余财政’,有剩余才投给教育。”[6]260-261尽管如此,教师薪资

待遇调整的意义却不容小觑。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工资调整的初衷并不在于工资的实际涨幅是

多少,而在于它给教师带来的慰藉和希望。特别是教龄补贴的具体规定中将特殊时期平反的教师、

在职带薪下放的教师也列入计算范围等做法,让曾经饱受磨难的教师顿感释然。

(二)社会风尚助推教师形象建构

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延续了建国初的济世爱国精神,把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心献力视为一

种责任和荣耀。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背景下,教师职业尤其如此。国家层面在政策上大力加强

对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引导。随着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走高,教师的社会声誉和形象也迅速向

好。1985年初,设立教师节议案的通过,切实地推进了知识分子相关政策的落实,也从根本上激发

了教师的主动性。教师节确立以后,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尊师重教”的号召,在春节和教师节

期间对教师开展了“规格高,声势大”的慰问活动。一位当时在教育局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对第一次

的教师春节慰问活动有着详细的日记记载,摘录如下:

1985年2月9日,星期六

我把组内工作计划完成,局里突然宣布要紧急动员,投入春节前慰问教师的活动。原来,局领

导给市委汇报春节慰问教师的安排,市委有意见,认为原定的规模小了,规格低了,要升级,市里四

大领导明日一齐出动,分作五个慰问团,到学校给老师们拜年……我只觉得党和政府如此看重教

师,心里暧和,脚下又烤着炭火,周身热乎得很。

1985年2月10日,星期日

一个上午,我们慰问了书院中学、城乡街小学、和平街小学和市教研室的教师。市领导和学校

老师热情握手,老师们笑颜逐开,这一个个场景,令我感动———我不愿去对比那并不遥远的过去,教

师当“臭老九”时的情形。[7]396-397

社会层面的环境支撑往往是通过显隐两个维度进行的。相对完善的培养和管理制度只是一方

面,而更多的是社会风气的积极变化,让教师群体从内心洋溢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力量。尊严

与发展需求的满足,才是教师愿意并继续从教的根本动力。1980年,几位民办教师在地方教师代

表会上的发言就很具有代表性,正如他们所说:

就我本人而言,我是有工作动力的,主要还是看到教师在从臭变香。

我觉得形势还是越来越好,领导对我们民办教师也是很关心的。“生意买卖眼前花”,只看眼前

利益不行。在这个变动时期,也要看到教师的地位在提高。[7]38

自1980年代开始,全国教育工会开展一系列“教师节”“庆教龄”“为人师表”等精神活动,大力

表彰与激励奋斗在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园丁。利用社会媒介的传播作用塑造教师时代形象,在报刊



中广泛报道教师的典型事迹,通过艺术创作与宣传称颂教师的奉献精神,礼赞教师的歌曲、电影、小

说大量涌现。这些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呼应,推动了“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形

成,成为中小学教师光荣感和责任感的主要来源。

(三)教师身份的认同体验

教师作为社会人,付出与奉献的同时渴望得到社会赞同,其对于职业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社会评价的影响。当他们获得良好声誉和褒奖时,工作过程中的知识与情感付出就变得虽苦尤

乐,内心的满足与成就所带来的幸福体验是不能以利益得失来估量的。在社会交往理论中,“社会

赞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报酬”[8]。同时,教师职业的“情绪劳动”属性也决定了社会认同对于

教师群体精神支持的重要价值。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物质待遇并不突出,教师身份的荣光主要来

源于内心的认同和归属体验。教师职业的获得感与成就感是一个明显的价值对比问题,通过纵向

与横向的比较而得以建构。尊师重教的时代氛围、苦尽甘来的历史境遇、人人羡慕的职业身份、普

遍赞颂的社会评价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教师认同体验产生的来源。

另外,师范院校招生热也是教师职业社会认同度较高的直接体现。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师范教育政策分别在招生、培养过程和毕业分配环节予以适当倾斜,在客观

上保证了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师范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母机”,对于农村生源的

考生来说,考入中师就可以跃出“农门”,有幸成为“公家人”,这种身份的光环曾是农村初中毕业生

及其家长的毕生追求,于是中考填报师范志愿是农村优秀生源的首选,曾一度流行所谓的“一流学

生读中师,二流学生考高中”。进入1980年代,师范教育蓬勃发展,招生人数与在校学生数一路攀

升,于1980年代末达到峰顶(见表1)。
表1 1976-1990年间主要年份师范院校学生数量分布情况(单位:万人)①

年份 学校类型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在校人数合计

1976 高等师范 4.4 11.0
中等师范 — 30.4

41.4

1977 高等师范 9.5 16.5
中等师范 — 28.9

45.4

1980 高等师范 8.9 33.8
中等师范 — 36.0

69.8

1985 高等师范 16.3 42.5
中等师范 — 55.8

98.3

1989 高等师范 17.1 49.2
中等师范 — 68.5

117.7

  在集体主义和现代化建设愿景的共同引导下,教师职业成为崇高、体面的符号,是知识分子普

遍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式。一方面通过知识传播、普及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人

才,支援现代化建设。体制内的身份在发挥社会职能的同时,也象征着稳定和优越。特别是对于广

大的农村人口来说,读师范院校进入体制的道路相对公平,而且免学费、包分配,毕业就可以端“铁

饭碗”、吃“国家饭”,所以在当时与其说教师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向往。虽然不排除个

别人选择师范教育时在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奋斗的理想中夹杂着跳出农门的算计,但不管是哪种

动因,皆可以印证教师身份从帽子到光环的翻转,“当老师光荣”成为1980年代教师职业明显的文

化标识。

①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数据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舍五入。



三、时代主人翁的社会性格特征

教师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激发了教师无限的责任和动力,依托当时的社会

结构形塑了教师群体时代主人翁的性格特征。

(一)赤诚坚守,朴素温情

“文革”结束之后,宽松的思想和氛围使教师压抑了很久的教育理想得以回归,极左时期的磨难

经由思想的升华成为他们奋起的动力,形成了坚韧而温情的性格倾向。劫后余生的人往往会对生

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他们人格中的豁达、坚定和坦荡比渊博的知识更能打动学生。作为学生

的精神道德楷模,他们视域宽广、阅历丰富,对教育现实的理解独特,这些品质对1970年代以后的

教师群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延续并建构着关于教师的社会记忆。所以后来教师们口中所怀

念的“那个时代”,不只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回忆,还有对建国初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怀想。毕竟

1980年代教师身上的“克己奉献”“不计得失”“艰苦奋斗”等品质不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改

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固然是一方面,但同样也受到了几代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传统在集

体化余热中的代际延续。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每天戴着毛主席像章上课的教师,给当时还在读高中

的一位老师留下了珍贵的“师道”,他说:

我做事认真的习惯与我高中班主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班级的扫帚、水龙头等工具的损坏,都

是他亲自修理。每件小事,他都认真对待。对自己的形象也是不容半点马虎,每次上课,都穿着整

齐的中山装,并戴一个毛主席像章。在我看来,他就是真正共产党员的代表者,有一种信仰的东西

在他的身上熠熠生辉,让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老师达到这个境界,算是一种成功! 因为你的言行已经渗透到学生的灵魂深处,有一种

信仰性的东西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即使只有一个学生继承了这种精神,那么这个学生又会影响

另外一个学生,甚至一批人。[9]

教师的言传身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教师,虽然饱经风雨,受尽磨

难,但他们心中的革命信念却无比坚定,很多知识分子在平反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感谢党和国家的

信任。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情感经过压抑与等待,在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中得以表达,“终于有机会

为国家做点事情”。党的平反与补偿政策给予了他们理解和安慰,让他们走出绝望,如获新生。知

识分子倍受重视的价值导向,又让他们看到希望,意气风发。就像一个长期行走于沙漠中的人,突

然发现了水源,那种心情自然是欢欣而雀跃的,其中有对党和国家的感念、对政策的认同、对未来的

希望。在教学实践中,这些复杂的心态和体验都化作了奋斗与前进的动力,朴素而持久。下面这则

教育事迹就是那一代教师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邵致新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多年的高中语文教学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语文学

科的诸多问题:不仅知识点庞杂,而且没有统一目标及达标要求,导致教师在教的过程中普遍存在

盲目性和随意性,加重了师生的认知负担。为了纠正这一弊端,1981年,趁着送走高三毕业班的间

隙,已经74岁高龄的他主动请缨到初中去搞语文达标教学改革试验。试验工作艰辛复杂非常,不

但要编制初中阶段各册、各单元各项基础知识的目标及达标要求,还要编制具体的教学计划、各单

元及期终测试题和答案。经过长达三年的艰苦跋涉,1984年初三达标班验收时,44名学生全部达

标,并取得平均93.5的好成绩。[10]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邵致新老师这副自勉的对联,表达了一代教师时不我待

的斗志,也展现了辛勤耕耘的决心。1980年代的教师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甘为孺子牛的信念,

他们不图名、不为利,立足教育与学生发展,主动钻研,义务补课,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二)艰苦奋斗,责任担当

改革开放初期,有限的教育投入成为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广大的教师们在平凡的

岗位上,以坚实的劳作和乐观的态度,用自己微薄的身躯,筑起了教育的根基。“到1988年底,全国

中小学尚缺校舍7200万平方米;还有3900万平方米的危房,教室倒塌致使学生死伤的事件时有

发生。此外,按教学大纲要求基本配齐教学仪器的中小学不足10%。”[6]260很多农村学校连基本的

教具,如卡片、挂图都没有,更谈不上理化学科的实验仪器和设备了。面对“没房子,差教室,缺设

备”的条件,农村地区猪棚、食堂改教室十分常见,师生共同劳动建校的经历,如筑围墙、砌花坛都是

常有的劳作,通过种菜园、勤工俭学等方式做到自给自足的学校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平凡又伟大的

教师,用实际行动承担起“勤俭建国”“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带动、鼓舞、影响着身边的人,用坚韧

与奋斗把希望之光代代相传。光虽微茫,但贵在久长。

教育是一项极具传递性的事业,教师的举止是学生最有效的榜样,同时学生的言行更是教师形

象最真实的映照。1980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下一代青少年的影响,正是通过教师的身体力行传

承下来的。学生身上的奋斗、奉献、乐观与责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师长身上看到、学到的,这

得益于教师对学生的“践行式培养”。在一次次的教育改革与实践中,教师通过以身作则给学生创

设了1980年代最好的道德教育课程。1985年,在检查中学工作过程中,一位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

与条件艰苦的山区学校学生进行谈心,当询问学生是否觉得苦时,有学生如是说:“条件的确艰苦,

不过改革也有个过程,我们也不能等到条件好了再学习”[7]426。小小年纪能说出这样的话语,着实

令人动容,其中也体现了师生共同参与劳动建校对学生所产生的教育意义。

(三)热爱生活,内心丰盈

改革开放初期,奋斗在各行各业的人们既充满工作热情,也对生活有着美好向往。这种理想和

憧憬在“知识热”的背景下,以“文学热”和“哲学热”等形式表达出来。在教育战线上,有热爱文学的

教师们聚在一起,在自主教研的同时,创办社团和刊物。1980年代,由于国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

教师工资并不算高,并且要一边教书育人,参与社会劳动;一边丰富文化生活,完成自我提升。虽然

教师们的时间和物质条件都极为有限,但精神生活却因奋斗和激情而染上了理想的光芒,照亮了周

遭世界,不仅给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自身的崇高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及20世

纪80年代的教师生活,有乡村教师这样回忆:

初入教学岗位,正逢语文教学改革。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中学生写作的教与学都十分吃力,我

从教学现实出发,写了篇文章,从写作心理的视角探讨了“农村中学生写作问题”,正好县教研室主

任到学校调研,听了我的课,看了我的文章,不仅在《教研信息》上宣传推广,还推荐我参加市中语会

年会。这对于我这样的杏坛新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促使我在教研的路上愈走愈远,教育科研也

从此成了我专业和生命成长的一种方式。没人要求,一切靠自觉。我不仅发起成立了“幽微社”的

民间组织(五六个志同道合者,每周一个话题,在简陋的宿舍里意兴盎然);还创办了东南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会,并自办《东南语文》会刊。每学期组织一次语文教研活动专题,通过同课异构等方式进

行研讨。与此同时,我力倡教学研究要“走得出去”,向名校、名师学习,将语文骨干教师成规模地带

到南师大附中听课。[11]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热”,犹如长期的黑暗中突然照进一束光,即使微弱如熹微的晨光,也足

以让人雀跃,幸福指数攀升。在求知若渴的时期,教师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超过物质利益,凭借自主

学习的愿望和动力完成了教研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高度统一。虽然从很多数据中能了解到,由于受

多重因素影响,当时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并不理想,但勤能补拙,教师群体自主钻研、热爱学习的态

度形构了其光辉形象的底色,反映了峥嵘岁月一代教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价值导向与建构思路: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启示

教育是一种传承,既要传递知识,更要承续文化,教师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已是不言而喻。教师

的社会性格凝结着教师全部的生活方式和教学信念,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作为极为重要的教育资

源,影响着教育实践,影响着教育成效。当然,时代记忆与社会性格的形塑必须要置于一定的历史

背景下理解才有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转型

与重塑工作紧张、严肃却不乏温情,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兼顾合法与合理的基础上,重点关照着他

们的日常生活与职业心态。

决定教师日常教学行为和实践体验的,不仅有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显性的导向机制,同时更

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实践体验所带来的自我意识、社会评价、职业认同等这些隐性的支持系统。教师

在教育场域中的最终表现,往往是显性的导向机制与隐性的支持系统的综合作用与结果。本文基

于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群体时代记忆的考察发现,1980年代教师群体形成的不图经济报

酬、思想进步而纯粹、倾心奉献却不觉辛苦等风貌,是他们主人翁精神的具体展现,这种理想主义性

格的形成是在国家、社会与教师个体的交互建构中完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可

以概括为:在宏观上立足系统的政策导向和社会支撑,培育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加强整个社会的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于细微处改善教师的生活境遇,强化“知识改变

命运”的愿景,全方位激发教师的从教热情与动机。

经济与技术的显性视角可以促进发展和建设,但不能触及根本,最重要的是具备战略眼光将显

性的政策举措与隐性的支持系统作整体统筹。立足时代背景,依托社会结构,既要创设条件,也要

因势利导。影响教师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综合统一于生活的张力及其互动关系当中,如何理顺达

致平衡,需要各个方面的结构性调适与配合。改革开放初期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工作起步于并不富

裕的物质基础之上,以有限的师资,不仅撑起了教育普及与提高的重担,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唤醒了

教师面向未来的生命热情和职业幸福。正是凭借着希望、尊重、认可等生命体验,这些教师在彷徨

之后奋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代人”的风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其中的关键路径是通过显性的导向机制,如政策、制度等,创设了从社会媒体到民间舆论的隐性

支持体系,全方位满足了教师孜孜以求的尊严需求,让教师重获认同与成就体验。经由显性政策举

措与隐性支持系统的交织,提供了教师社会性格的生长力量。心态与体验作为教师社会性格形成

的重要中介,在社会主流价值、国家政策导向与教师自我意识、教学信念之间架起了联结的桥梁,衡

量并检验着教师队伍建设中显性机制与隐性文化的适配水平。如果既存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结构,

不能提供并引发教师正向的社会心态与身份体验,那么大多数教师的个人奋斗和努力皆会被消磨

内耗,长此以往,将对教师群体的发展产生消极意义,影响着教师队伍的精神风貌。

教师队伍建设应优化顶层设计,考虑教师的精神与文化需求,在完善显性的培养与管理工作的

同时,重视各个环节隐性支持系统的配套,体现建设过程的文化与人文价值,以合力形成教师正向

的心态与体验,进而促进教师社会性格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确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以历史关照当下,目前教师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有待加强,应克

服相对重视显性机制作用,却在隐性的支持方面跟进不够的倾向。虽然已经意识到树立尊师重教

社会风尚、关注教师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但在落实过程中往往因缺乏系统、有序的配套措施而陷

入补救式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对于微观问题的技术化理解,也是造成教师队伍建设高

耗低效局面的又一症结。如把教师群体中出现的教学动力匮乏、从业热情不高、道德滑坡等问题归

结为教师收入或素质偏低所致,因而在解决的办法上也往往从“看得见”的薪资待遇、专业技能等角



度入手,改革的结果自然也不尽如人意。提升教师的经济地位、技能水平固然重要,但也要意识到

物质激励或者技术更新并非万能,要想让显性的投入获得预期的成效,则需要价值取向、公共舆论、

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协同。基于系统设计,对教师真实的身份体验予以深度理解,打通显性机制与

隐性支持的最后关联,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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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moryandSocialCharacter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
ChinaintheFirstFewYearsofImplementingReformandOpening-UpPolicy

YUCuicui,CHELina
(FacultyofEducation,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ThefirstfewyearsofImplementing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inChinawasatran-
sitionperiod,whichopenedtheeraofreformandconstruction.Educationbegantorecoveranddevel-
opafteryearsof“silence”,andteachersstatusandreputationwerealsojustifiedwiththedevelop-
mentoftheworkofrectifyingthechaos.Theformationofthegloriousexperienceofteachersidentity
isduetotheeraenvironmentof“respectingteachersandvaluingeducation”.Specifically,itisformed
throughthetransformationoftherealitysituation,thepromotionofmediapublicopinionandthe
positiveidentityexperience.Thesememoriesofthetimeeventuallyprecipitatedintothesocialcharac-
ter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whichshapedtheuniquestyleandcharacteristicsof
teachersattheendofcollectivization.Thevalueorientationandconstructionthoughtsareofreferen-
tialsignificancefortheconstructionofourcurrentFaculty.Atthebeginningofthereformandopening
up,thesuccessoftheconstructionofteachersteamcanbesummarizedasfollows:Basedonthesys-
tematicpolicyguidanceandsocialsupport,cultivatethemasterspiritofteachers,strengthentheedu-
cationofpatriotismandcollectivisminthewholesociety,buildthesocialfashionofrespectingteach-
ersandvaluingteaching;improvethelivingconditionsofteachersindetails,andstrengthenthevi-
sionof“knowledgechangesthefate”.Atpresent,tosolvetheproblemofteachersteambuildingfun-
damentally,itisnecessarytooptimizethetop-leveldesign,considerthespiritualandculturalneedsof
teachers,payattentiontotheimplicitsupportsystemandsupportingmeasuresinalllinkswhileim-
provingtheexplicittrainingandmanagementwork,reflecttheculturalandhumanisticvaluesinthe
processofteachersteambuilding,andformapositiveattitudeandexperienceofteachers,thenpro-
motethecultivationofteacherssocialcharacter.
Keywords:teachers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ReformandOpening-up;identityexperience;
socialcharacter;teacher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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