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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教师专业资本的流失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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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出的重要战略之一。“像专业

人士一样教学”意味着教师专业资本的持续增值。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变革剧烈的外部情境与各利益相关

者的不同诉求都对教师专业资本的创生、积累与扩散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浙江省为研究情境,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新高考背景下,教师专业资本遭遇多重流失困境,教师专业身份建构困难重重。然而,教师作为具有

能动性的主体,可以在与学校场域内外各改革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积极寻找重塑教师专业资本的契

机。未来应持续关注教育变革情境中的教师专业资本,以此夯实教育变革共同体的根基,实现教育变革与教

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双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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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2018
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此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

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1]。该意见将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培养造就党

和人民 满 意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创 新 型 教 师 队

伍”[2]。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十大

战略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夯实教师专业发展

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教师

队伍专业化发展已成为全面提升我国教育质

量的重要基石。

长久以来,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因其并

不具备如修道士、医生、律师等传统专业化职业

的系统规范而常被视为一种“准专业化”或“半专

业化”职业(quasi-orsemi-profession)[4]。随着21
世纪以来全球变革加剧,教师作为教育场域中

的核心主体,其专业化发展已成为推动教育系

统整体提升的重要基石。然而当下,变革剧烈

的外部情境又不断迫使教师做出专业改变,致
使教师专业身份建构频频遭遇困境。基于此,

哈格里夫斯与富兰(Hargreaves&Fullan)提出

了“专业资本”(professionalcapital)这一概念,

聚焦教育变革情境下教师专业资本的投资、发
展与传播,旨在通过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发展

的教师专业观,反思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之间的关系,帮助教师实现“如同专业人士一

般教学”的专业目标[5]XIV。因此,本研究关注教

师专业资本不仅有利于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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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提升,同时也能够调适教育内在传统与

外部变革之间的冲突情境,以此实现教师专业

发展与教育变革的相互协同。

  一、文献综述:教育变革中的教师专业

资本

  作为教育场域中变革与创新的“代理人”

(agent)[6]xv,教师自身做出的诸多“微小”改变

都将积蓄成为变革整体教育系统的庞大力量,

而内外部变革的双重作用也会进一步助推教

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不过,如何在教育变革过

程中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一直是

困扰教育研究者的“黑箱”。受此影响,哈格里

夫斯和富兰提出教师专业资本这一概念,并将

之定义为“确定、汇集并整合一切能够提升教

师专业实践质量与效能的关键要素”[5]102。具

体而言,他们认为教师专业资本是人力资本

(human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与决

策资本(decisionalcapital)相互作用、共同增强

的产物,即PC=f(HC,SC,DC)[5]88。要而论

之,人力资本聚焦教师个体层面的知识与技

能,以及其“能否通过教育和培训在教师身上

得到发展”[5]89。人力资本虽然投资周期较长,

但可通过持续的投资和更新实现自我增值,令

教师终生受用,可认为是教师专业资本中促进

教师个体成长的核心因素。社会资本关注教

师集体层面的互相支持与共同学习,并希望以

此“形塑教师的期望、义务和信任感,使他们能

够遵守共有的专业规范或准则”[5]90。社会资

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能够促进教师个体人力

资本的流通,进而有助于提升群体层面的教师

专业水平,为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建构打下坚实

基础。决策资本是“教师通过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的经验、实践和反思所获得和积累的能力,

帮助他们在没有固定规则或确凿证据指导的

情况下,做出明智判断”[5]93-94。教育情境本身

的多样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使得决策资本

成为促进教师专业自主性生成的重要因素。

上述三类资本在不同层面相互交织成一种整

体意义上的教师专业资本,在教育系统中不断

创生、积累、流动并扩散,帮助教师建构出一种

独有的专业身份。有学者指出,教师专业资本

模型在内容上涵盖了教师发展的认知与情感

内容维度,在发展路径上将教师个人与群体维

度进行综合考量,不仅视教师为教育变革领导

者,凸显了教师在教育变革和专业发展中的主

体地位,而且在实现路径中整合了教师发展的

多维路径,将个体教师的发展融于群体生态文

化的再造,追求教师共同的、可持续的自我更

新,使教师能够作为专业人士开展教学[7]。因

此,这三种资本缺一不可:“如果缺失了任何一

个要 素,那 么 教 师 的 专 业 资 本 将 被 消 耗

殆尽。”[5]102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技能日益商品

化,不断增多的标准化考试、日益强化的成就

目标导向以及难以回避的外部问责与规训,导

致教育系统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标准化”特

征。长此以往,将导致教师的日常工作越来越

“常 规 化 ”(routinized)和 “去 技 能 化 ”

(deskilled),甚至令教师职业成为“去专业化”

的“标准计件工”[8]。鉴于此,研究专业资本在

强调教师工作“标准化”取向的改革情境中的

发展模式,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就显得

尤为重要。所幸的是,目前教师专业资本增值

项目已在芬兰、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广泛推行,

成为确 保 这 些 国 家 教 育 卓 越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教

师专业资本:在理论研究层面,有学者进一步

探讨教 师 专 业 资 本 的 各 种 类 型 及 其 发 展 策

略[10-11];在实证研究层面,有学者通过基于解

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教师信心与教师

专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现教师专业资本的积

累和扩散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而且

教师的信心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强,成为

建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基本要素,进而实

现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持续发展[12]。也有学

者借助教师专业资本模型,探讨个体与学校层

面教师专业资本流动、扩散的过程与机制,发

现学校是教师专业资本生成过程的有机组成

部分,教师作为其中的重要能动者,如何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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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已有条件下寻求变革契机是自身专业资本

积累与强化的关键因素[7]。可以看出,专业资

本的概念框架拥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为本研

究分析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一个新

颖的理论视角。

当下,新高考改革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教育

变革,涉及包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内的

整个教育系统。一方面,高考本身固有的筛选

功能让教师面临沦为“应试技术操作员”的危

机[13];另一方面,新高考改革带来的“新”角色

期待又要求教师超越既有的单一教学者身份,

向多种角色身份发展[14]。在相互拉扯的变革

情境中,教师专业化发展不断被各种话语体系

裹挟,导致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陷入两难,经
常处于“被培训”和“被发展”的状态[15]。基于

此,本研究采用教师专业资本的概念框架,聚
焦新高考改革情境中教师专业资本的流失与

重塑,探讨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互

动关系,以期为新时期我国教师队伍专业化建

设的持续推进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框架

教育系统处在更为宏大的社会系统当中,

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往往受到诸多社

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令教育变革具有“多样、动
态、无序”的属性[16]。学校作为教育变革中的

基本单元,深深根植于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

化土壤,具有很强的在地性(locality)特征[17]。

因此,关注教育变革情境中的教师专业资本,

必须先确定具体的研究情境。浙江省作为新

高考改革的首批试点地区,身处其中的改革决

策者、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

者交织出了极为丰富的实践话语,产生了多元

且非常宝贵的感受与体验。基于此,本研究选

择浙江省作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情境,深入分析

教师专业资本在新高考改革影响下的动态发

展过程。
“像专业人士一样教学”作为一种强有力

的集体责任,不仅是“个体”的改进,更是“团

队”的发展,进而实现“整个行业”的提升[5]23。

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决策资本,都需要置于互

信互赖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community)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

展与强化[5]127-128。回到浙江省新高考改革的现

实情境中,教师个体需要面对包括改革决策

者、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等在内的诸多

改革利益相关者,并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变革网络。多元主

体对于新高考改革的不同诉求,不仅会影响教

师个体专业资本的创生与积累,也会影响教师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构。基于此,本研究借助

教师专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教师个体与新高

考改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作为

分析载体,探讨教育情境中的教师专业资本,

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如前文所述,教育变革的推进需要考虑每

所学校所处的具体情境,而教师个体又嵌套于

地域、文化、学校等多重场域,使得教师专业资

本具有很强的情境异质性。因此,本研究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探寻和理解个体在变革情境中

产生的感知、态度、意义及其所采取的行动[18]。

基于质性研究的个案选择需要遵循四大基本

原则———知识丰富性(knowledgeable)、敏感性

(sensitive)、多 元 性 (multiple)、独 特 性 (u-
nique)[19],同时综合考虑任教学科、工作经历、

学校级别等因素。本研究通过“目的性取样”

以及“滚雪球取样”,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最丰富

信息的教师个体作为研究个案[20]。具体信息

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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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教师个案的具体信息

个案教师 性别 任教科目 工作年限
是否担任

班主任工作
所属区域① 学校级别②

芳香 女 英语 24年 否 浙江省杭州市X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星空 女 语文 14年 是 浙江省杭州市T中学 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绿萍 女 物理 10年 是 浙江省湖州市F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鹿鸣 男 地理 9年 是 浙江省湖州市B中学 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晨光 女 英语 10年 是 浙江省温州市C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温煦 女 语文 10年 是 浙江省温州市C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悠然 男 语文 4年 是 浙江省温州市C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巍峨 男 通用技术 12年 否 浙江省嘉兴市P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云霞 女 通用技术 17年 否 浙江省绍兴市 H中学 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

  ①为保护个案教师的隐私,隐去其所在区、县、乡等详细信息,将所属区域定位于市级。

②根据《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浙江省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建设标准(试行)》,浙江省自

2011年起将“浙江省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评估”作为推进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举措之一,取代自1996年起开始的“浙江省重点高中”评

选。根据笔者的统计,截至2018年1月,浙江省教育厅共评选出浙江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99所以及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

色示范学校144所,分别占浙江省普通高中总数的16.7%与24.4%。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调研形成初版访谈

提纲,之后在预访谈的基础上,邀请专家结合

概念框架对初版访谈提纲进行修正,形成正式

版访谈提纲。访谈内容主要关注个案教师对

于新高考改革的感受、体验以及所采取的行

动,同时聚焦其与改革决策者、学校领导、同
事、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关系

网络,探讨个案教师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决

策资本之间的动态交互过程。由于质性研究

具有极强的主体间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需要

基于平等关系,“共享式”地完成相关话题的

“陈述”[21],因此在访谈过程中,本研究基于个

案教师的具体特征灵活调整访谈提纲结构,以
实现更深入的交流。具体而言,本研究在2018
年7月至2018年9月期间,对每位个案教师进

行了1小时左右的半结构化访谈,在征得同意

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将录音誊录为逐字

稿,共计10万余字。此外,在2018年7月至

2019年6月间,研究者一直和每位个案教师保

持联系,并时常通过社交软件进行非正式交

流,从中收集到了包括当地教育政策、学校规

章制度、“朋友圈”自我表达以及推荐分享的公

众号文章等多种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本研

究的资料库,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者保持

敏感性与反思性。当然,基于研究对象第一的

原则[22],本研究只呈现个案教师同意使用的访

谈誊录逐字稿,具体编码方式为“个案教师-誊

录文本行数”,例如“芳香-01”代表原始资料来

自芳香老师访谈誊录逐字稿的第一行。
在分析阶段,本研究使用质性资料分析软

件 MAXQDA作为辅助工具。首先,在充分熟

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生成与研究问题相关的

初级编码(initialcoding),包括“‘老虎’来了”
“集训”“冰火两重天”等本土概念。之后,采用

轴心编码(axialcoding)的方式建立初级编码

之间的联结,确定与研究问题最为相关的中心

类别,同时借助新高考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教
师专 业 资 本 等“敏 感 概 念”(sensitizingcon-
cepts)来保证分类过程及结果的“真实性”(au-
thenticity)和“适 当 性”(appropriateness)[23]。
最后,根据图1的概念框架进行主题分析(the-
maticanalysis),呈现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情境中

教师专业资本相关主题的属性、维度及其在跨

个案教师之间的比较。此外,本研究的资料分

析全程结合田野笔记与各类实物资料,以确保

分析过程的敏感性与反思性,保障研究的可

靠性。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教师专业资本的流失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聚焦教师个体所拥有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对教师的人力资本进行持续投资是

提升教师专业资本的首要途径。然而受到新

高考改革的影响,教师个体人力资本的既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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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后续投资都面临困境。
(1)“麻烦”的“走班”:师生交往的德育困境

新高考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学生能够自

主选择考试科目,由此带来的“走班制”加大和

改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距离与互动方

式,同时也减弱了班主任在德育方面拥有的人

力资本:

  改革之后走班……不知道学生在哪

一个地方,因为学生是在走动的,教室在

变化。(绿萍-19)
我现在的班级就有4种组合。然后这

样子其实班级里没有统一的自修课……
管理上面其实比较麻烦……班主任就感

觉忙于应付。(悠然-50)
由于既有班级管理体制依旧以行政班为

载体,导致行政班与教学班之间的矛盾凸显:
个案教师认为现有的走班制度使得“整个班级

就很混乱”(温煦-123),他们只有在“(早)①晚

自习的时候才能看到我自己的人(学生)”(晨

光-67),而且走班制也导致学生之间“没有固定

的同桌……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可能会少一

些……班级的文化营造困难一些”(绿萍-21)。
在学生“走班”的过程中,师生关系的隐性

教化作用变弱,不仅令班集体的德育功能大为

削弱,也导致班主任的德育主体地位遭受冲

击[24]。虽然有观点认为,增大对“学科教室”的
投入,能够满足新高考改革下育人模式转变的

新形势需要[25],但这只是对于教学硬件条件的

改善,并未真正触及教师人力资本的发展。就

现阶段而言,走班制难以避免地增加了师生交

往的时空成本,既耗损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暗含

的社会资本,更削弱了教师在德育层面所特有

的人力资本,使得教师既有的德育知识结构无法

及时适应变革情境,导致教师人力资本流失。
(2)“被安排”的“教师培训”:人力资本的增

值困境

由于浙江省作为一个“经济强省与教学强

省”(巍峨-44),“教育资源相对更丰富一些”(鹿

鸣-72),加之近年来所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实践[26],使得个案教师都认为浙江省的教育硬

件投资已经能够满足改革需求。由此,以教师

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教育软件资本投资

就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教师需要定期参

加培训,以此应对校园内外不断加剧的情境变

革。个案教师都认为教师培训是增强自身人

力资本的重要手段,然而其对于教师培训的感

知却颇为消极:
就培训内容而言,“很多培训,我感觉老师

可能讲得 比 较 重 复 的(内 容)比 较 多”(星 空-
54),“我满怀希望地过去,然后那些专家讲的

其实还是旧高考”(晨光-125);就培训形式而

言,“基本上是听课,然后评课,然后再来一个

专家讲座”(巍峨-40);就培训体验而言,“这种

培训真的就是没有意义啊,真的是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云霞-88)。

由于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教师培训模

式,教师教育者与参培教师之间属于一种被动

卷入的联结状态:一方面,教师教育者相对远

离教育一线,难以提供适应具体情境的培训指

导;另一方面,教师受到既有培训模式的束缚,
无法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培训项目。此外,当
前的一些教师培训项目尚未跟上改革的步伐,
因而更加弱化了教师培训活动的实际效果。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都十分不利于参培教师的

人力 资 本 增 长。真 正 的“培 训 = 培 养 + 训

练”[27],然而本研究发现,在浙江省新高考改革

情境中,教师培训的“训练”属性明显强于“培
养”属性,导致教师的人力资本在一线教师和

教师教育者互不理解的情况下逐渐流失。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关注教师集体层面的互相支持

与共同学习,是建构教师专业共同体的重要基

础。然而在新高考改革情境中,教师群体之间

的社会交往却陷入了隐秘的泥潭。
(1)“吐槽”与“掉眼泪”:日常抗争的仪式困境

所谓“日常抗争”,是指在常规情境下平淡

无奇又持续不断的抗争策略,而且这种隐秘

的、生活化的“日常抗争”是教师经常采用的一

种抗争形式[28]。新高考改革实施后,教师的

“工作量激增”(温煦-203),直接导致其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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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充满压抑感与不安全感:“……每个老

师体力上面完全透支……改试卷每天都要改到

吐啊,改完之后还要登分数,还要拍照……根本

就没时间备课,然后第二天要过去讲试卷了……
就是非常累的,超级累。”(晨光-35)

面对宏大的教育变革话语与强有力的学

校科层结构,教师个体的抵抗力量显得微不足

道,“怎么办”(绿萍-270)一度成为个案教师回

应改革要求的日常话语。不过,教师个体同样

是变革情境中的能动者,可以通过心照不宣的

理解和某种非正式的网络,创生出一种特殊的

社会资本,以隐秘的、象征性的仪式作为对抗

改革权威的自我表达[29]28-40:

  同事嘛也就是经常在一起说累啊什

么……就吐槽一下吧什么的。(晨光-164)
有几个老教师经常,女老师,有的时

候说说都会掉眼泪,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啊? (绿萍-163)
面对难以回避的外部压力,教师会选择将

“吐槽”作为一种仪式性抵抗,并且利用这种形

式暗中表达情绪。这些日常抵抗话语所构成

的“隐藏文本”(hiddentranscript)[29]317看似微

不足道,只是教育变革潮流中无伤大雅的“顽
石”,然而“压力”“回避”“抗拒”等教师消极话语

已成为 当 下 我 国 教 育 变 革 中 不 容 忽 视 的 问

题[30]。如若改革利益相关者继续对教师的日

常抗争置之不理,那么日积月累后所产生的蝴

蝶效应将导致教师群体的社会资本陷入异化

和扭曲的泥潭,不仅会阻滞教育变革持续推

进,更会暗中耗损教师对于自身专业身份的认

同,瓦解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2)“上面”与“下面”:学校管理的科层困境

现代学校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权力结构是

其顺畅运转的核心。在我国,学校的科层制色

彩比较浓厚,普通教师对于学校领导常常持一

种“上面怎么说嘛,我们下面只能怎么做”(芳

香-139)的消极顺应态度。在新高考改革来临

后,由于受到考试文化的深远影响,学校领导

的关注重点往往与改革理念相距甚远:

  领导主要是要出成绩,他出成绩只是

看重点考了几个……他只会考虑高考的

分数在几分以上达到几个,几分以下达到

几个。(绿萍-175)
而这种功利化取向同样会对日常教学事

务产生影响,打乱教师的工作节奏,使教师的

工作倦怠感与日俱增:

  我们一线的教师有什么选择的权力

啊,课 都 是 领 导 排 的 …… 就 是 领 导 说 了

算……校长都是为了出成绩嘛,所以说就

是不 停 地 这 样 子 在 那 里 换(排 课 安 排)。
(晨光-105)

太累了,觉得这个教书,感觉不仅拼

脑,而且很拼体力。(温煦-205)
长此以往,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将侵蚀教师

的自我表达,拉大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情

绪距离[31],导致不信任、不理解的氛围弥漫,破
坏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社会网络:

  我们是属于领导下达命令,然后我们

执行 命 令 的 这 种,没 有 什 么 好 交 流 的。
(云霞-34)

(学校)管理者,你跟他说了,他理你

啊? 他还觉得你能力不足呢……我们校

长怎么说的,就是很简单很明了的,要么

干要么滚蛋。(晨光-164)
可以发现,科层制导致的权力距离加剧了

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心理隔阂,而学校日常

教学活动与教育变革之间产生的矛盾又进一

步撕裂了教师群体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互动

结构,导致学校场域内各主体之间缺乏共同的

使命和愿景,十分不利于教育变革的推行。如

若无法重建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教育共

同体关系,拉近两者之间的交往距离,那么教

师的社会资本将面临严重的流失危机。

3.决策资本

决策资本具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前提,即
将教师视作能够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实践

经验,在教育场域内行使决策自主权的专业人

士。不过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到来,教师自身的

决策资本积累面临着极大挑战。
(1)“功利化”的“七选三”:专业决策的伦理

困境

新高考改革带来的选考制度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加大了学生的选择权,但由于深受我国

传统考试文化中的“唯分数论”(芳香-163)影
99



响,导致学生在选择选考科目时极其“功利化”
(鹿鸣-78):“他(学生)往往会看哪一门最简单,
考试成绩最高,那就选择这一门,但是这一门

未必是他(学生)最喜欢的”(星空-60),以致出

现了诸如浙江省2017年高考大范围弃考物理

科目的极端现象。面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非

理性与不确定性,学生家长不得不向教师寻求

帮助:

  家长就会说:“老师,我家孩子选什么科

目好? 您能不能帮我做个决定?”(温煦-21)
这个新的东西怎么去赋分,怎么样去

排名,怎么样去填志愿,可能家长都不太

清楚……作为老师来讲要给他们解答疑

问。(鹿鸣-60)。
如此看来,新高考改革使得家长需要求助

于教师的专业判断,令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了“专业人士”(温煦-23)的身份认同。然而细

究下去,教师对于选考科目的专业判断早已被

我国传统的考试文化所裹挟,难以真正发挥决

策资本的效力:

  选课的时候开家长会,我们的学校领

导是直接说的:“不选物理,我们学校不开

物理,那 如 果 你 要 选 物 理 的 话,后 果 自

负。”(绿萍-61)
可以看出,科层制度所导致的权力“藩篱”

与分数取向的高考文化都损耗了教师的决策

资本,使得教师不得不将“一生一课表,一生一

考表”(悠然-74)这种针对学生个性化与差异化

发展的专业判断异化为应试取向的实际行为,
造成教师专业决策话语的失落,令教师深陷教

育传统与变革情境拉扯而成的伦理困境[32],导
致教师决策资本不断流失,进而阻碍教师专业

身份的建构。
(2)“理想主义”与“水泡都不冒”:决策渠道

的沟通困境

一般而言,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是一个多

方参与者根据自身利益、认知及资源,彼此斗

争、妥协,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33]。根据

《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

方案解读》,该省的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广泛

征求了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一线

教师、教育教学专家等在内的多方意见[26]。然

而在这些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协商网络中,一
线教师的话语往往被挤压至决策话语体系的

边缘,使一线教师成为教育政策场域中的“失
语者”:

  其实在(20)14年提出方案之前,我们

一线的老师都是反对的。但是中国的改

革从来不会听下面(的意见)。(绿萍-212)
他们一直在说新高考是征求了一线

老师的建议的哦,就是我们下面老师很多

人都在说怎么可能征求我们的意见,哪个

一线老师会喜欢现在这样一个模子。(芳

香-226)
政策层面协商话语建构的“理想主义”(绿

萍-214)与实践层面政策反馈渠道的“水泡都不

冒”(鹿鸣-116),使得政策调控的权力距离不断

被拉大,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偏离与扭

曲[34]。与此同时,个案教师会通过采取直接抵

抗、隐藏情绪或回避表达等策略行为,进一步

强化自身对于新高考改革的负面感知:我们以

前就是……会自由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

后来的 话,我 们 好 像 就 也 不 再 表 达 这 个 想 法

了,我表达也没用呀。(温煦-95)
虽然一线教师是教育变革中最重要的主

体,但过于遥远的权力距离使其难以成为充分

发挥自身决策资本效用的“变革能动者”。当

前,新高考改革政策话语沟通渠道的不畅,导
致教师自身的专业实践权力不断被边缘化,从
而严重阻碍了教师决策资本的积累与扩散,使
之在教育变革过程中难以真正发挥“专业人

士”应有的作用。
(二)教师专业资本的重塑

上述分析反映出在浙江省的新高考改革

情境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于新高考改革的不同

诉求均在分解着个案教师的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与决策资本,导致教师专业资本难以有效地

积累与扩散,阻碍了改革命运共同体的持续建

构。然而,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专业人士,教师

同样能够采取多种积极行动维护自身的专业

身份,以此应对学校场域内外的情境变革[35]。

1.学校场域内

学校是推进教育变革的基本单元,也是塑

造教师专业资本的核心场域。在学校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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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了牢不可分的教

育共同体关系,以此缓冲外部情境变革带来的

巨大冲击。
(1)“感动”与“真爱”:师生联结的持续维护

师生互动是教师专业生活中最核心的活

动,但在教育变革之风不断袭来的当下,教育

行政部门往往更加重视与学生学业成就相关

的可控变量,而将师生关系视为一种难以控制

的“软肋”[36]。如前文所提到的,新高考改革在

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师生间的物理距离与情感

距离,加剧了双方的交往成本。但即便如此,
教师依然可以通过交流、沟通与支持等手段,
保持与学生之间的紧密联系,维护积极的师生

关系:

  因 为 新 高 考,每 天 都 得 找 学 生 出 来

聊,记录他们的那些变化……当时调到我

们另一个校区去……我和学生(之间)感

情确实蛮好的,然后他们也都很自发地去

校长那边说不让我调……当时确实也比

较感动。(悠然-32)
每次 我 有 空 啊,就 找 他 们 谈 心 ……

(晨光-41)
此外,在选考科目的问题上,学生对于物

理的“真爱”(绿萍-87)也体现出改革情境中师

生互动的特质:

  当时我也去找了他,我说你为什么会

选物理呢,然后他说希望能够报考XX大

学天文系。他看了好几所大学的天文系

专业,都是需要学物理的。那么当时我听

了以后,就放弃了去劝说他(不选物理)的

任务。(星空-60)
表面上看,星空老师的言语中似乎充满

“无奈”。但这种“无奈”是教师对于学生自我

选择权的尊重与理解,恰恰呼应了新高考改革

的理念。基于此种师生之间的天然联结,教师

不再迫于外部压力而对学生施压,两者形成了

一种权力共享(sharedcontrol)的紧密联系[37],
教师专业资本也在师生交往过程中不断凝聚,
进而帮助教师积极面对改革,重塑专业身份。

(2)“默契”与“交流”: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建

构曙光

随着全球教育变革愈演愈烈,教师专业发

展的关注点早已突破了个体层面的教学技能

和行为,转而扩展至集体层面的专业学习共同

体建设,以此推动教师专业的整体发展,实现

教师发展的社会生态转向[38]。在新高考改革

情境中,教师群体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共同学

习与紧密合作所产生的积极氛围,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帮助他们度过改革动荡期:

  我那整个办公室全部都是班主任,就

是那种信息很流通的……可以学到很多

东西……工作上面都是很顺利的,效率速

度都是 很 快 的 …… 大 家 都 是 很 默 契 的。
(晨光-53)
同时,新高考改革带来的选考制与走班

制,也直接促进了各科教师群体在物理层面的

接触与交流,既为教师群体在心理层面的聚集

提供了条件,也有利于教师社会资本的传播与

扩散:

  像其他学科的老师的话,相互之间就

插乱的嘛,比如说这一层,语文、数学、英

语老师都坐在一个办公室。(巍峨-106)
也会有一些(其他)学科的老师问我一

些关于高考改革的事情,我们平常交流的

一些话题也会涉及这方面……觉得相互交

流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温煦-25)
此外,“传帮带”与“教研组”等具有浓厚中

国特色的专业学习共同体雏形,依旧在发挥效

用,帮助个案教师更为有效地应对改革带来的

疑惑与不适:

  我们每星期差不多至少要开一次教

研组会嘛,就是我们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开

展这个课。(云霞-38)
遇到问题,我会找比我更有 经 验 的,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些老师,来跟他们说

说遇到 的 情 况,一 般 会 得 到 比 较 好 的 解

决。(温煦-111)
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

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教师自发的合作学习

易受学校管理风格和科层文化传统等因素影

响,但教师群体之间相互支持、信任和分享的

群体文化依然十分浓厚。随着以新高考改革

为代表的教育变革接踵而至,若能趁此时机将

我国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引向具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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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集体探究、共享文化与结构支持的教师

专业学习共同体发展模式[39],那么教师的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与决策资本都将在共同体网络

中实现极大的增长与扩散。
(3)“沟通”与“理解”:学校组织模式的转向

助力

虽然科层制已成为现代学校普遍采用的

组织形式,使得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权力

距离比较遥远,但是新高考改革带来的不确定

性恰好在某种程度上为学校管理体制的转型

提供了契机,即学校管理者必须重建其与教师

之间 的 紧 密 联 系,如 此 才 能 共 同 面 对 改 革

挑战:

  学 校 层 面 的 话,其 实 还 是 改 了 蛮 多

的,包括老师的绩效工资组成……学校的

选课管理、科目老师安排等方面……我觉

得学校在这些管理上面还是有很多创新

的举措。(悠然-62)
新高考改革对应的教学与管理新模式,要

求学校从之前僵化的科层制,转向灵活和“扁

平化”(星空-122)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以此增

强学校作为公共组织的沟通、共享和民主等

特征[40]:

  高三段的那个副校长,我觉得他人真

的是超级好的……然后我们班主任存在

一些困难,他都可以帮你……除了教学能

力强大之外,行政能力也很好……经常带

我们几个班主任出去吃饭啊什么的,一直

默默地支持我们。(晨光-61)
在管理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学校管理者和

教师之间的情绪距离也会随着权力距离一同

拉近,从而逐渐营造出一种相互理解、“体谅”
(悠然-94)的组织氛围:

  其实有很多问题呢,相互理解一下也

就过去了……(鹿鸣-112)
弥漫在学校组织内部的积极氛围,既能够

作为“风险缓冲器”,促进教师对于教育变革的

正面感知;也可以作为“变革催化剂”,将教师

与学校管理者聚合成一个紧密的教育变革共

同体[41]。在这个共同体中,教师的社会资本通

过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深入互动而得以强化。
与此同时,权力距离的缩小与组织环境的优化

也将更有利于教师专业的赋权增能。如此,方
能充分凝聚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决策资本,进
而为教师专业资本的重塑提供组织层面的转

向助力。

2.学校场域外

教育系统嵌套于社会系统之中,教育变革

的推动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持。本研究发

现通过将目光扩展至学校场域外,关注教师与

其他新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网络,
能够发掘其中隐含的教师专业资本重塑契机。

(1)“信任”与“支持”:家长参与后的积极体验

作为教育场域中易受忽视的利益相关者,
家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引起重

视。一般认为,家长参与学校事务,能够推动

家校合作网络的建构,帮助学校联结多方共

识,共促学生发展[42]。基于家校之间的合作伙

伴关系,家长所表现出的信任与支持将成为教

师直面教育变革挑战的坚实后盾:

  对家长来讲,他知道的(改革信息)更

少了嘛……所以他会想更多地求助于老

师,相对来讲老师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值

得)信任的。(温煦-69)
家长的信任感不仅为教师带来了积极的

情绪体验,也为双方后续在行动层面的进一步

合作打下了基础:

  有一个家长倒是挺好的,真的是全心

全意地在帮我做(家委会的)事情,我特别

感谢他。(晨光-51)
实 在 是 很 忙 的 时 候,就 找 家 长 来

呗……家长也很支持我们,家长其实也都

愿意 来 学 校,替 老 师 (维 持)晚 自 修 (秩

序)。(悠然-44)
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家长与教师

之间的物理距离大幅缩小,双方能够“直接在

微信里面进行互动”(悠然-78),从而进一步强

化了家校合作网络的根基。
可以看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交往既有基

于积极情绪体验的相互理解,也有基于合作伙

伴关系的行动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互

理解、合 作 参 与、持 续 改 进 的 家 校 共 同 体 属

性[43]。受益于此,教师与家长之间逐渐建构出

一张共同应对教育变革的紧密网络,帮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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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资本与决策资本在其中积累与扩散,进
而促成教师专业资本的重新凝聚。

(2)“乐意”与“选择”: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发

展契机

“自上而下”的教师培训模式限制了教师

自主选择的权力,难以满足教师自觉建构专业

发展路径的需要。对于教师而言,不断唤醒自

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才是教师主动

建构的“内在发展”过程[44]。然而如前文所述,
强制性的教师培训项目无法切入教师的现实

需求点,容易沦为“灌输式”的单向传输。在新

高考改革的影响下,教育场域内外的情境变革

使得个案教师对于专业发展的自主需求变得

更为强烈:

  让我们自己学一点,比如说现在有选

修课程让我们自己开发嘛,那你自己爱好

的东西,哪怕学一点,我觉得也很好,而且

我们也不一定想占用上课的时间,暑假寒

假我们也乐意去培训。(云霞-76)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需求,我们才能发现教

师专业发展的应然和实然之差,进而可以此为

基础,协商出一套契合教师自身人力资本和决

策资本的专业发展路径。虽然教育变革往往

会加剧这种差距,但教师同样可通过充分发挥

能动性,将之视为一个重塑自身专业资本的

契机:

  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多了一个选

择。因为原来的话……我可能只会想到

我在语文教学上的一个发展。但是新高

考一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把生涯规划作为

班主任工作的一个挺重要的抓手。(温煦-
211)
此外,教师教育专业共同体已经扩展至包

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研

究机构在内的多元主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

共同愿景而协作互惠的整体发展取向[45]:

  我这次暑假参加XX大学的培训,专门

讲新高考(的内容),还请了一些专家、教研

员这种……也讲了一些相关的试卷分析和

反馈,收获是比较大的。(晨光-131)
我去年的时候在X大那边读教育硕

士嘛……我感觉整个大学老师群体,还是

比较好交流的。(温煦-151)
如能持续强化整个教育系统的纵向联结,

各层次教育主体将以协作伙伴的身份共同参

与教育变革,教师专业资本将以此为载体实现

重塑。长远而言,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将嵌入

至一个通畅且立体的教育体系,帮助教师实现

专业发展与教育变革之间的耦合。
(3)“进步”与“希望”:决策主体身份的持续

建构

教育改革仅仅依靠外在条件并不能自行

启动,必须通过参与并投入其中的“人”来实

现[46]。教师作为教育改革场域中最重要的主

体之一,其对于改革理念的认同程度是自身能

否接纳改革的首要因素:

  新高考呢,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学

生可 以 选 择,这 个 其 实 就 是 一 种 进 步。
(鹿鸣-28)

我们一直认为(新高考改革的)理念

还是很 不 错 的 啊,就 是 把 选 择 权 交 给 学

生。(巍峨-46)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在

推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个案教师对

于部分改革实践存在消极认知,但他们内心依

然十分认同此次改革的理念,而此次浙江省新

高考改革的渐进式属性,又恰好能够激发教师

对于改革的后续期望:

  我觉得(新高考改革)也在慢慢地改,
一开始改革嘛总会走一些弯路,那么也在

慢慢 地 磨 合,我 觉 得 还 是 好 的。(星 空-
188)

我反正希望能够改革得越来越好……
以后总会越来越好的吧。(云霞-74)
这种渐进式变革所拥有的“共同适应”特

质[47],不仅可以帮助教师逐渐理解、认同并践

行改革理念,而且有助于改革顶层期望和教师

日常实践的双向延续,实现个体与结构的积极

互动[48]。基于此种变革模式,教师能够自主表

达对于改革的意见或建议,实现自身改革“参
与者”“践行者”和“改进者”等身份建构,进而

充分发挥作为专业人士的自主判断能力。长

此以往,教师的决策资本将得到大幅度增长,
真正成为极具能动性的教育变革主体,进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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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互滋养。
综上所述,结合图1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描

绘了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情境中教师专业资本

的建构图景,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新高考改革情境中的教师专业资本建构图景

在新高考改革情境中,教师与利益相关者

之间形成了一个改革共同体,教师专业资本在

其中创生、流转与扩散。基于此,本研究关注

教师个体与其他群体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对

教师专业资本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改革

带来的巨大冲击,教师与学生、学生家长、同
事、学校领导、教师教育者、改革决策者之间的

交往互动遭遇诸多阻滞,教师专业资本面临各

种流失困境;另一方面,教师作为具有能动性

的行动主体,在与其他改革利益相关群体互动

的过程中,依旧能够获得正面的认知与感受,
并采取积极行动回应情境变革所带来的各种

挑战。通过图2可以发现,教师处于教育变革

共同体的中心,是联结学校教育场域内外的核

心主体,重视教师专业资本的生成与发展,不
仅能够实现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有序推进,
而且更加有助于建立教师与改革之间的协调

共生关系,促进教育改革命运共同体的持续

建构。

四、研究启示

正如哈格里夫斯和富兰所言,“如同专业

人士一般教学”离不开对于教师专业资本的持

续投资[5]22。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以教师为

中心的教育变革网络已逐渐建构起来,各利益

主体的不同诉求都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挑

战。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基于教师专业资本

的概念框架,聚焦新高考改革情境中教师专业

资本的流失与重塑,探讨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

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期望能够为我国教师队

伍专业化建设提供理论洞见。
对于教师集体层面的人力资本而言,从自

身既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出发持续不断地学习

与反思,是其专业身份建构的必由之路。本研

究的一些发现提醒我们,教师人力资本的创生

与积累具有很强的自下而上属性,离不开教师

个体对专业成长的积极认知与主动探索。因

此,我们需要重视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主

体性、能动性与独特性,尽可能为其开辟丰富

且立体的专业发展路径,避免“一刀切”式的教

师发展模式。同时,教师群体需要在共担责任

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尊重、积极合作的集体规

范,致力于将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转化为集体

层面的社会资本,并且通过强劲的集体效能催

生更多的人力资本[5]157-160。此外,教师需要基

于自身的专业判断不断改进实践活动,以“专
业人士”的身份与其他改革利益相关者携手并

行,共同促进教师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对于教师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需要

将学校场域内成绩取向的绩效评估文化转换

为发展取向的共同体文化。具体而言,学校管

理者应当进一步加强与教师之间的联系,以伙

伴身份参与到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如此

才能形成相信教师、理解教师、成就教师的组

织文化氛围,促进教师社会资本的持续增长。
而且在教育变革情境中,学校更加需要借助稳

定且持久的发展战略,建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

信任关系,进而构筑以学校为基本单元的教育

共同体,使教师能够以相对平稳的节奏融入改

革步伐,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变革之间的

良性共生。若能以此为基点,逐步建构学校、
地区乃至国家之间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网

络,不仅对教师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扩散大有助

益,也将为教育变革共同体的创生与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对于教师集体层面的决策资本而言,教育

系统的稳步发展必须立足于尊重教师的文化

土壤。教育作为公共事业,需要全体社会公民

的积极参与。面对势在必行的教育变革,教育

系统必须与其他社会系统紧密互助,共同捍卫

教师的集体自主权。当教师、学校、社会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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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时,教育变革将成为一种契机,促成教师

作为专业工作者持续投入学习,充分发挥专业

能力,真正建构教师符号层面的专业自主文

化。目前,教师专业身份的相关概念已逐渐纳

入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为教师在教育场域

中积累决策资本、发挥专业判断力提供了相应

支持与保障。如能在此基础上继续营造尊师

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教师专业身份的持

续建构,则将更好地实现教师队伍专业化建

设,进而 为 我 国 教 育 现 代 化2035筑 牢 坚 实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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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ssandRevivalofTeachersProfessionalCapitalinEducationalChangeunderthe
Backgroundofthe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Reform

LIUHao,HUANGYating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TheprofessionalizationofteachersisoneoftheimportantstrategiesinthepolicyofChinas
EducationalModernization2035.“Toteachasaprofessional”meansthecontinuousappreciationof
teachersprofessionalcapital.Aftertheimplementationofthe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Re-
form,thecreation,accumulationanddiffusionofteachersprofessionalcapitalhavebeensignificantly
challenged,whichresultsfromthecompetingdemandsbroughtaboutbydrasticreformintheexter-
nalsituationandthevariousstakeholders.UsingtheempiricalresearchconductedinZhejiangProv-
ince,thisstudyconcludesthatteachersprofessionalcapitalencountersvariousplightsoflossanditis
difficultforteacherstoconstruct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Thisstudyalsorevealsthatteachersas
subjectsofinitiativecanseekforopportunitiestorevitalize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throughtheirin-
teractionwithotherreformstakeholders.Thisstudyoffersimplicationsthatgreatattentionshouldbe
paidtothedevelopmentofteacherprofessionalcapitalinthereformcontexttorealizethemutualpro-
motionofteacherdevelopmentandeducationalchange.
Keywords:professionalcapital;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
tionReform;education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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