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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专业承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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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地方院校师范生的调查表明,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等方面处于中等水

平。不同年级、专业、生源地和就读意愿的师范生在专业承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规范承诺因子的水

平最高,理想承诺因子的水平最低。这意味着,师范生对专业责任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但还没有将个人理想

很好地融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师范生的专业承诺与学习适应性、成就动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学习动机、

学习能力、学习态度、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能够显著地预测专业承诺水平。提高教师教育的有效性

应当从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专业学习指导,提高师范生学习适应性;促进专业素养发展,增强师范生成就动

机;强化专业认同教育,提升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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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中坚

力量,师范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生力军。党

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范生

培养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

出,要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教育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进一步提出,提

升师范生生源质量,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用优

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并着力培养师范生

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能否培养

出适教、乐教、爱教、善教的未来教师,直接关

系我国教师教育能否振兴和国家教育现代化

目标能否实现。

目前,尚有部分师范生进入师范专业学习

并非完全出自本人意愿,立志从教的专业情志

并不坚定,专业承诺水平不尽如人意。有学者

对12个省份3万多名师范生进行调查后发现,

多数 师 范 生 愿 意 从 教(占 82.5%),但 只 有

58.0%的师范生把教师当作第一职业选择[1]。

也有学者对福建省6所高校1133名师范生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师范生专业承诺整体水平

不高,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的个体在专业承

诺各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非第一志愿报考师

范专业的个体[2]。师范生的学习与发展是一个

涵盖了知识、能力和情感等多方面内容的完整

体系,专业承诺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当

师范生拥有高水平的专业承诺时,教师教育资

源才能转化为高质量的教师供给。

本研究试图在把握师范生专业承诺现状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明师范生学习适应性和成

就动机对专业承诺作用的机制,从而找到提升

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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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的

内涵

专业承诺是个体与所从事专业之间形成

的一种心理契约,是个体对承诺对象表现出的

一种认同、喜好、奉献的倾向性态度。大学生

专业承诺是“大学生认同所学专业并愿意付出

相应努力的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主要包括情

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等4个

因子[3]。在专业承诺4个因子中,情感承诺是

动力源,理想承诺是目标导向,规范承诺是责

任义务,继续承诺是最终归宿。大学生专业承

诺是“大学生认同、喜爱所学专业,并愿意在专

业学习过程中付出努力的态度和意愿”[4]。较

高的专业承诺水平往往会带来愉悦的情感体

验,因此,专业承诺人对专业价值、使命、任务、
规范、伦理等会更加认同,也愿意在专业领域

投入更多精力,以取得卓越的工作业绩。相

反,如果专业承诺水平较低,专业承诺则有可

能伴随着消极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懈怠、抗拒

和逃避的思想和行为倾向。因此,师范生专业

承诺水平的高低是能否取得专业成就的重要

前提之一。
学习适应性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调节自

身的机体和心理状态以适应外界环境所展现

出来的能力,它是“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

要,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

心理与行为过程”,包括学习动机、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环境因素等5个因子[5]。
国内外大量关于学习适应性与学业成绩的研

究发现,学习适应性能够显著地预测个体的学

业成绩[6]。也就是说,学习适应性反映了师范

生与学习情境之间的匹配程度,是保证有效学

习的必要前提。
成就动机是由成功欲望激发的内在动机,

是“一种可以自控的内部动因,可通过学习获

得”[7],具有内驱性、社会性和多维性等特点,具
体包括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两个因

子[8]。成就动机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对
个体的学业成就起着奠基作用[9]。因此,较强

的成就 动 机 有 助 于 师 范 生 取 得 更 好 的 学 习

效果。
(二)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的

关系

研究表明,学习适应性与专业承诺及其情

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4个因

子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能够显著预测专业承诺

水平[10-11]。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与

专业承诺4个因子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12]。
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避免失败动机与

大学生专业承诺呈显著负相关,追求成功动机

与专业承诺4个因子之间呈显著正相关[13]。
还有研究表明,追求成功动机与理想承诺、规
范承诺、情感承诺、继续承诺4个因子之间均呈

显著正相关;避免失败动机与情感承诺、理想

承诺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与继续承诺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14]。总体来看,学习适应性能够正

向预测专业承诺水平,成就动机与专业承诺的

作用机制较为复杂。教师教育的初心使命是

培养出能够适教、乐教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基于文献分析,有理由假定,如果师范

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师范专业学习,保持较高的

成就动机,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专

业承诺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测量工具

1.专业承诺量表

在借鉴连榕等人研制的“大学生的专业承

诺、学生倦怠的关系量表”基础上[3],结合研究

目的编制了“师范生专业承诺量表”。该量表

采用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级计分制,
包括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

4个因子,共有16个项目,对其中2个负向题

进行逆向赋值,专业承诺总分为16个项目得分

之和的均值,得分越高表明专业承诺水平越

高。本研究的整体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71,其中,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
范承诺、继续承诺4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分

别为0.663、0.743、0.793和0.570。

2.学习适应性问卷

以冯廷勇使用的“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量

表”为依据[5],结合研究目的编制了“师范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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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适应性量表”。该量表采用从“极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5级计分制,包括学习动机、教学模

式、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环境因素5个因子,共
有19个项目,对其中10个负向题进行逆向赋

值,学习适应性总分为19个项目得分之和的均

值,得分越高表明学习适应性越好。本研究的

整体克朗巴哈系数为0.790,其中,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环境因素5个

因子 的 克 朗 巴 哈 系 数 分 别 为0.748、0.594、

0.707、0.603和0.631。

3.成就动机问卷

以朱 丽 娜 使 用 的“成 就 动 机 量 表”为 依

据[8],结合研究目的编制了“师范生成就动机量

表”。该量表采用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
级计分制,包括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个因

子,共有12个项目,对避免失败因子得分进行

逆向赋值,得分越低表明避免失败动机越强,
成就动机总分为12个项目得分之和的均值,得
分越高表明成就动机越强。本研究的整体克

朗巴哈系数为0.662,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

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0.691和0.772。
(二)调查对象

对某地方院校的师范生实施调查,共发放

问 卷 1200 份,收 回 1100 份,回 收 率 为

91.67%。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1052份,
有效率为95.64%。从人口学特征来看:男生

占19.22%,女 生 占80.78%;文 科 师 范 生 占

42.97%,理科师范生占40.46%,艺体师范生占

16.57%;大一师范生占13.16%,大二师范生占

43.37%,大三师范生占27.45%,大四师范生占

16.02%;生源地为农村(含乡镇)占71.88%,城
市(县城或市区)占28.12%;基于个人意愿就

读师范专业的个体占64.80%,基于他人建议

就读师范专业的占18.90%,基于学校调剂就

读师范专业的占5.98%,其他原因就读师范专

业的占10.32%。本调查运用SPSS22.0进行数

据分析。

四、分析结果

(一)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

就动机上的总体水平情况

师范生的专业承诺均值为3.544。其中,

女生专业承诺水平略高于男生,但还达不到显

著性水平。不同年级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01),从大一到大三呈下

降趋势,大四略有回升。多重比较表明,大一

师范 生 专 业 承 诺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大 二(p<
0.001)、大三(p<0.001)和大四(p<0.001)的
师范生。另外,不同专业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多重比较表明,
理科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显著低于文科师范

生(p<0.001)和艺体师范生(p<0.001),文科

师范生 专 业 承 诺 水 平 显 著 低 于 艺 体 师 范 生

(p<0.001)。城镇生源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显

著高于农村师范生(p<0.050)。不同就读意愿

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F<
0.001)。多重比较表明,基于个人意愿就读师

范生专业承诺水平显著高于他人建议(p<
0.001)、学校调剂(p<0.001)和其他情况(p<
0.001),他人建议就读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显

著高于学校调剂(p<0.001)和其他情况(p<
0.001)。

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均值为3.373。其

中,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略高于男生,但还

达不到显著性水平。不同年级师范生学习适

应性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0),从大一

到大四呈下降趋势,大四时得分最低。多重比

较表明,大一师范生学习适应性水平显著高于

大二(p<0.01)、大三(p<0.001)和大四(p<
0.001)。不同专业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01)。多重比较表明,理
科师范生学习适应性水平显著低于文科师范

生(p<0.001)和艺体师范生(p<0.001)。城镇

生源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略高于农村师

范生,但达不到显著性水平。不同就读意愿师

范生 学 习 适 应 性 水 平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
0.001)。多重比较表明,基于个人志向就读的

师范生 学 习 适 应 性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他 人 建 议

(p<0.001)、学校调剂(p<0.010)和其他情况

(p<0.001)。
师范生的成就动机均值为3.021。其中,

男 生 的 成 就 动 机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女 生

(p<0.010)。不同年级师范生成就动机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p<0.001),从大一到大二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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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且到大二时达到最高水平,然后逐步下

降。多重比较表明,大二师范生成就动机水平

显著高于大一(p<0.001)、大三(p<0.001)和
大四(p<0.001)。不同专业师范生的成就动机

水平差异不显著,理科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

最高,艺体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最低。城镇

生源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略高于农村师范

生,但达不到显著性水平要求。不同就读意愿

师范 生 成 就 动 机 水 平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
0.010)。多重比较表明,基于他人建议就读师范

生的 成 就 动 机 水 平 显 著 低 于 基 于 个 人 志 向

(p<0.010)和其他情况(p<0.050)(详见表1)。
表1 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方面的总体水平

N
专业承诺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检验

学习适应性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检验

成就动机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检验

性别
男 2013.542 0.589
女 8453.546 0.547

t=-0.090
3.334 0.482
3.382 0.480

t=-1.127
3.115 0.513
3.000 0.464

t=3.095**

年级

大一 1383.757 0.497
大二 4553.546 0.519
大三 2883.472 0.596
大四 1683.495 0.580

F=9.004***

3.512 0.492
3.371 0.490
3.348 0.456
3.313 0.464

F=5.046**

2.928 0.446
3.103 0.495
2.970 0.436
2.961 0.475

F=8.542***

专业

生源地

就读

意愿

理科 4463.441 0.522
文科 4203.571 0.565
艺体 1723.753 0.560

农村 7493.520 0.535
城镇 2933.601 0.600

个人志向 6723.683 0.510
他人建议 1963.361 0.535
学校调剂 623.205 0.570

其他 1073.176 0.488

F=21.055***

t=-2.035*

F=51.570***

3.298 0.442
3.430 0.500
3.453 0.498

3.370 0.476
3.379 0.493

3.443 0.484
3.216 0.487
3.254 0.388
3.285 0.406

F=10.944***

t=-0.272

F=14.725***

3.029 0.466
3.023 0.491
3.002 0.472

3.005 0.463
3.057 0.507

3.050 0.466
2.932 0.515
2.930 0.384
3.052 0.504

F=0.192

t=-1.594

F=3.997**

  注:*表示p<0.050,**表示p<0.010,***表示p<0.001,下文同

  总体而言,男生的成就动机水平高于女

生,但女生的专业承诺和学习适应性水平都高

于男生。随着年级的增高,师范生的专业承诺

水平呈先降后升趋势,学习适应性水平呈直线

下降趋势,成就动机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艺

体师范生的专业承诺水平和学习适应性水平

均为最高,但成就动机水平最低。农村生源师

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上的

水平都相对低于城镇生源的师范生。基于个

人志向就读的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

和成就动机上的水平都相对较高。
(二)师范生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

动机在各因子水平上的差异

从专业承诺来看,师范生在规范承诺因子

水平上的得分最高(均值为4.024),这意味着

师范生对本专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比较深

刻的认识,能够自主自觉地学好专业、服务行

业、奉献国家;师范生在理想承诺因子水平上

的得分最低(均值为3.337),这意味着师范生

在国家需求与个人发展方面的认识还不到位,

个人理想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国家教育发展战

略。从学习适应性来看,师范生在学习能力

(均值为3.666)和学习态度(均值为3.642)因子

水平上的得分较高,这表明大学阶段的学习促

进了个体智力品质和非智力品质的发展,从而

表现出对学习更强的适应性。师范生在环境

因素因子水平上的得分最低(均值为3.152),这
和地方院校教育资源投入相对不足有关。从

成就动机来看,师范生在追求成功因子水平上

的得分(均值为3.246)高于在避免失败因子水

平上的得分(均值为2.797),这说明师范生在总

体上是倾向于追求成功的(详见表2)。
(三)对师范生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

就动机的相关性分析

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

4个因子水平与专业承诺在0.001水平上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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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716至0.847之间。

学习动机、教学模式、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环
境因素5个因子与学习适应性在0.001水平上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515至0.810之

间。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2个因子与成就动机

在0.0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742和0.670。师范生在学习适应性、成就动

机与专业承诺及其4个因子上的水平都呈显著

正相关。教学模式与情感承诺之间的相关性

不显著,环境因素与规范承诺之间的相关性也

不显著,避免失败动机与专业承诺及其情感承

诺、理想承诺、继续承诺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且

不显著(详见表3)。

表2 师范生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各因子水平

均值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专业承诺 3.544 0.554 3.578 3.511
情感承诺 3.443 0.717 3.487 3.400
理想承诺 3.337 0.724 3.381 3.293
规范承诺 4.024 0.704 4.067 3.982
继续承诺 3.518 0.651 3.557 3.478

学习适应性 3.373 0.480 3.402 3.344
学习动机 3.248 0.595 3.284 3.213
教学模式 3.345 0.886 3.399 3.292
学习能力 3.666 0.779 3.713 3.619
学习态度 3.642 0.867 3.694 3.590
环境因素 3.152 0.894 3.201 3.098
成就动机 3.021 0.475 3.050 2.993
追求成功 3.246 0.705 3.289 3.204
避免失败 2.797 0.637 2.835 2.758

表3 师范生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结果

1 1.1 1.2 1.3 1.4 2 2.1 2.2 2.3 2.4 2.5 3 3.1

专业承诺 1
情感承诺 0.847*** 1
理想承诺 0.838*** 0.628*** 1
规范承诺 0.716*** 0.483*** 0.473*** 1
继续承诺 0.727*** 0.416*** 0.493*** 0.437*** 1

学习适应性 0.500*** 0.424*** 0.415*** 0.332*** 0.389*** 1
学习动机 0.472*** 0.444*** 0.430*** 0.289*** 0.284*** 0.810*** 1
教学模式 0.115*** 0.056 0.078* 0.080** 0.165*** 0.515*** 0.207*** 1
学习能力 0.422*** 0.361*** 0.359*** 0.357*** 0.252*** 0.611*** 0.429*** 0.103*** 1
学习态度 0.269*** 0.172*** 0.159*** 0.207*** 0.333*** 0.607*** 0.290*** 0.433*** 0.147*** 1
环境因素 0.123*** 0.086** 0.077* 0.015 0.202*** 0.518*** 0.154*** 0.322*** -0.011 0.445*** 1
成就动机 0.218*** 0.242*** 0.208*** 0.093** 0.102*** 0.347*** 0.349*** 0.119*** 0.194*** 0.120*** 0.177*** 1
追求成功 0.297*** 0.331*** 0.275*** 0.183*** 0.099*** 0.242*** 0.336*** -0.086** 0.267*** -0.047 0.004 0.742*** 1
避免失败 -0.004 -0.007 0.006 -0.064* 0.041 0.249*** 0.149*** 0.272*** -0.006 0.231*** 0.260*** 0.670*** -0.001

  (四)对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

成就动机上的回归分析

将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和就读意愿作

为控制变量,将学习适应性的5个因子和成就

动机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1,
对专业承诺进行初步回归分析。经分析可知,
专业、年级和就读意愿对师范生的专业承诺有

显著影响(见表4)。首先,学习动机因子进入

回归模型2,学习动机对专业承诺有显著影响

(β=0.408,p<0.001),R 方增加0.160。其次,
学习能力因子进入回归模型3,学习能力对专

业承诺有显著影响(β=0.261,p<0.001),R 方

增加0.054。再次,追求成功因子进入回归模

型4,追 求 成 功 对 专 业 承 诺 有 显 著 影 响

(β=0.128,p<0.001),R 方增加0.014。然后,
学习态度因子进入回归模型5,学习态度对专业

承诺有显著影响(β=0.129,p<0.001),R 方增

加0.014。最后,避免失败因子进入回归模型6,
避免失败对专业承诺有显著影响(β=-0.064,

p<0.01),R 方增加0.003。另外,教学模式和

环境因素没有进入回归模型。所有回归模型

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p<0.001)。其中,
模型6最为理想,能够解释41.50%的回归效

应。因此,师范生在学习适应性(学习动机、学
习能力、学习态度)和成就动机(追求成功和避

免失败)方面的表现能够显著地预测其专业承

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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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动机上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专业承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

制

变

量

性别 -0.027 -0.018 -0.016 -0.001 -0.006 -0.006
专业 0.188*** 0.138*** 0.135*** 0.143*** 0.139*** 0.136***

年级 -0.099*** -0.079** -0.077** -0.071** -0.061* -0.061*

生源地 0.015 0.007 0.016 0.006 0.015 0.015
就读意愿 -0.355*** -0.297*** -0.289*** -0.289*** -0.279*** -0.276***

自

变

量

学习动机 0.408*** 0.294*** 0.259*** 0.219*** 0.229***

学习能力 0.261*** 0.241*** 0.236*** 0.231***

追求成功 0.128*** 0.148*** 0.147***

学习态度 0.129*** 0.141***

避免失败 -0.064**

R 方 0.170 0.330 0.384 0.398 0.412 0.415
F 值 42.500*** 84.124*** 91.398*** 84.661*** 79.797*** 72.883***

五、讨论与建议

(一)结果讨论

1.师范生在专业承诺、学习适应性和成就

动机上的表现

目前师范生专业承诺水平处于中等,其
中,规范承诺水平最高,理想承诺水平最低。
这反映出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感还不高,对教育

的热爱程度还不够,立志从教的专业情志还不

坚定,终身从教的献身精神还亟待加强。女生

的专业承诺水平略高于男生,大一师范生的专

业承诺水平最高,艺体专业师范生的专业承诺

水平最高,基于个人志向就读师范专业的师范

生专业承诺水平最高。这进一步证实了连榕、
罗亚莉等人的研究结论[3-4]。师范生学习适应

性的总体水平一般,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因

子上的适应性相对较高,在环境因素因子上的

适应性相对较低,较低的学习适应性制约了师

范生的专业发展。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略

高于男生,大一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最

高,理科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最低。这进

一步证实了徐小军的研究结论[15]。师范生成

就动机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男生的成就动机

水平高于女生,大二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最

高,艺体专业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最低,这
进一 步 证 实 了 王 璐[12]、王 彦 朴 等 人 的 研 究

结论[14]。

2.师范生学习适应性、成就动机与专业承

诺三者之间的关系

师范生学习适应性、成就动机与专业承诺

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师范生的学习适应

性越好,成就动机的水平越强,专业承诺水平

也就越高。这与张鑫和刘文令关于成就动机

和专业承诺有显著相关的研究结论一致[13]。
学习适应性中的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学习态

度3个因子能够显著地预测专业承诺的水平,
这与包艳丽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1]。成就动

机的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因子也能够显著

地预测专业承诺的水平,但作用方向不同。因

此,可以通过提高学习适应性、增强成就动机

来提升师范生的专业承诺水平。
(二)对策建议

1.加强专业学习指导,提高师范生的学习

适应性

师范生的学习适应性越好,专业承诺水平

就越高。教师教育者要加强师范生的专业学

习指导,帮助师范生更好地适应专业学习。其

一,端正学习态度,让师范生认真“学”。教师

教育要按照“四个回归”的要求,引导师范生回

归常识、认真读书、追求真学问、掌握真本领。
作为未来的人民教师,学习不只是获取职业机

会的手段,更是职业生涯的常态,是一种工作

生活的基本方式。其二,增强学习动机,让师

范生刻苦“学”。师范生的思想观念、知识眼

界、能力素养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发展,师
范生的学习效果直接关系基础教育乃至整个

国民教育质量的提升。任何收获都是辛勤耕

耘的结果,学习往往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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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要有家国情怀和教育情怀,要有民族大义

和社会担当,要有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时代

责任感。其三,提高学习能力,让师范生善于

“学”。学习并不仅限于获取某些现成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为职业生涯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基。首先,学
校要抓好课程建设这个“牛鼻子”,淘汰“水”
课、打造“金”课,提高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

挑战度,让师范生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学
有所长;其次,学校要通过通识课程、专题讲座

等形式,加强师范生的专业培养、职业指导,提
升师范生的专业情感,增强师范生的专业认

同;最后,学校要探索和完善导师制,有针对性

地为师范生提供学习方法指导与帮助,让师范

生知道“怎么学”,以更好地适应专业发展。

2.促进专业素养发展,增强师范生的成就

动机

师范生的成就动机越强,专业承诺水平也

就越高。增强成就动机,既需要认识上的提

升,也需要实践上的强化。其一,加强专业教

育,掌握真本领。要想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就一定要有真本领。师范生要加强教育理论

学习,注重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借

鉴、消化和吸收,为实际教学设计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参考。师范生要加强教学实践锻炼,
掌握娴熟的教学技能。通过开展教学竞赛、增
加名校见习机会等途径增长师范生的教学经

验,促进师范生反思自身的教学不足,自觉接

受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指导,以提高个人教

学水平。其二,加强成功教育,做到“胜不骄”。
成功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认可,是对自身存

在意义的确证。师范生的成功就是能够成为

优秀的人民教师,能够为国家教育事业作出自

己的贡献。每一位师范生都应当确立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把追求成功作为人生的重要目

标。学校和教师要为师范生的成功创造条件,
为他们的人生出彩搭建平台。与此同时,又要

引导师范生把每一次成功都当作一个新的起

点,跑好专业发展的“接力赛”。其三,加强挫

折教育,做到“败不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并

不是朝夕可成的事情,而是一场考验恒心与毅

力的“马拉松”。在这个过程中,困难、挫折和

失败不可避免。师范生要有“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和越挫越勇的韧性,不畏艰难、敢于

挑战,把自己铸造成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

教师。

3.强化专业认同教育,提升师范生的专业

承诺水平

增强专业认同感是提升专业承诺水平的

基础,而专业承诺水平的提升又是取得专业成

就的前提。其一,培养教育情怀,热爱教育事

业。教育是一份需要爱心和情怀的事业。只

有对教育怀有发自内心的、深厚而成熟的热爱

之情,才能有坚定的专业承诺和持之以恒的奉

献精神,因此要格外重视对师范生教育情怀的

培养。其二,发挥特长优势,回归教育梦想。
师范生要将个人理想抱负与中国梦、教育梦统

一起来,认真分析自身的特长与优势,反思自

身与教师职业资格要求的差距,从而查漏补

缺、扬长避短。学校要为师范生提供充足的发

展机会、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发挥其特长和激

发其潜能。其三,服务国家战略,献身教育事

业。教育是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奠基工程,优先发展教育是

国家的重要战略定位。教育承担着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要特别加强师范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

起来。其四,坚守初心使命,立志终身从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

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振兴教师教育,教师社会

地位显著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明显增强。
师范生应当抓住时代机遇,刻苦学习、增长才

干,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建设所需

要的优秀教师。
(在完成本文的过程中,绵阳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2016级学生何明霞和陶怡帆承担了

部分数据搜集与整理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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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SituationofProfessionalCommitmentamong
NormalUniversityStudentsandItsFactorsinLocalUniversities

HOUXiaobing
(SchoolofInnovation,MianyangTeachersCollege,Mianyang621000,China)

Abstract:Theinvestigationofthenormaluniversitystudentsinlocaluniversitiesshowsthatsomeele-
mentsareatamediumlevel,whicharetheprofessionalcommitment,learningadaptionandachieve-
mentmotivation.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professionalcommitmentofnormaluniver-
sitystudentsindifferentgrades,majors,originsandstudyintentions.Thelevelofnormativecom-
mitmentfactoristhehighest,whilethelevelofidealcommitmentfactoristhelowest.Thismeans
thatnormaluniversitystudentshavegainedaprofoundunderstandingof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
theirmajor,buttheirpersonalidealshavenotbeenwellintegratedintothenationalstrategyforedu-
cationdevelopment.Theprofessionalcommitmentofnormalstudentsissignificantlyrelatedtolearn-
ingadaptationandachievementmotivation.Normaluniversitystudentslearningmotivation,learning
ability,learningattitude,motivationofpursuingsuccessandavoidingfailurecansignificantlypredict
theirprofessionalcommitment.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teachereducation,atfirst,
professionallearningguidanceshouldbestrengthenedtoimprovethelearningadaptationofnormalu-
niversitystudents.Secondly,the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competencyshouldbepromotedtoin-
creasetheachievementmotivationofnormalstudents.Finally,educationoftheidentitywiththema-
jorshouldbeintensifiedtoenhancethelevelofprofessionalcommitment.
Keywords:localuniversity;normalstudent;professionalcommitment;learningadaptation;achieve-
mentmotivation;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9-07-28

责任编辑 邱香华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