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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职业幸福融合的

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

【摘要】教师不仅是学生的学习领袖，更是学生的个性塑造者。相关研究表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教师职业认同有一定的内

在关联。在“双减”背景之下，如果教师在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长时间的负面状态之后很有可能产生职业倦怠感，失去工作的积

极性，将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职业认同水平的高低影响着教师对其职业的肯定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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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教育中，将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职业幸福感融入到课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础教育在民族素质这一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小学阶段

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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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要的作用，小学教师队伍则要承担起这重大责任。

“双减政策”于 2021 年 7 月发布，其中明确规定 ：要努力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证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1]。这说明在“双

减”大环境下，国家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家庭也希望学校

的教师角色能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此环境下，教师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教师面临的压力既

来自教学工作，也来自学校的不完善的管理体制以及在其他时

间里长期参与损耗注意资源的工作。这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思考：

在“双减”背景下，如果教师长期处于各种压力之下，容易产

生负面情绪，工作积极性下降，进而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同

时，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指数下降也会对其职业认同造成负面的

影响。

教师职业认同水平的高低也会对其职业的肯定产生一定的

影响。这说明了这两者对其专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此，如何教育中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职业认同是十分必要

的。

一、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职业幸福融合的实证基础

教育家 Warr 指出 , 职业幸福感主要分为五大方面 ：情感、

自主性、抱负、工作能力与从属。其中，情感维度指的是各种

情绪经验，例如 ：抑制 - 愉悦等，换句话说，将幸福感定位在

特定的背景中，如工作环境，与工作相关的事件并让个体感到

心情愉悦，其幸福感会强烈一些。

自主性维度指的是个体在复杂环境中，能抵挡其诱惑，保

持自己的初心 ；抱负维度指的是个体在其工作领域中，对工作

保持热爱且有明确的目标去提升自己 ；能力维度是指个人在工

作中遇到困难时，能够显示出很好的应对能力 ；从属维度的主

要的作用是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表达 [6]。

教师职业幸福感模型，由 Joan 等人提出。该模型包括职业、

社会、情感、认知、身心健康四个方面。职业维度指的是个人

在其职业生涯中，有较高的职业理想与较强的专业能力。如果

个体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并能显出较强的处理能力，

其职业幸福感将更加强烈。

社会维度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去个人化”，代表

的是个体对同事保持冷谈关系 ；其二是指个体在工作中，能够

和身边的人形成良好的社会联系。其中情感维度主要包含了工

作满意度、情感衰竭和组织承诺。认知维度主要表现为个人对

信息的获得和对工作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诸多因素进

行了研究。乔爽调查发现 ：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水平为中

等偏上，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在是否班主任状况存在差异，其

中非班主任的职业幸福感总体水平高于班主任 ；教师职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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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整体水平仅在小高职称上存在差异 [8]。宋志斌研究发现石家

庄、邢台地区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指数偏低 ；性别方面对教

师职业幸福感有一定的差异，在其他方面不存在差异 [9]。Anne 

和 Ulla Kinnunen 认为，学校环境及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教师职业

幸福感是有很大的影响 [10]。国内外学者认为，教师的职业幸

福感与个人因素、学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

教师职业认同既是“过程”又是“状态”。即教师在教育

和教学中不断完善自己、逐渐确认教师的作用的过程。同时也

是教师对其职业的肯定，是一种积极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

取向稳定的状态 [11]。

Urzua A, Vasquez 等人认为，教师的职业认同是对知识、态

度和信念的一种表现，是对教师工作的体验和价值的阐释，然

后对其进行解释，并逐渐获得其意义 [12]。

Samuel 和 Stephens 认为，教师的职业认同是指教师个人在

其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冲突和矛盾，并进行理解和接受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是指教师认同其

职业，在对其职业生活不断进行反思并逐步完善自己的过程中，

[13，14]。

自我价值得到实现。

研究者发现，对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不再

局限于现状研究。王海涛以海南琼北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作为研

究对象，研究发现 ：教师职业认同愈弱，其职业倦怠愈显著，

这两者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职业幸福感呈正相关 [15]。

Goodson,I.F. 和 Cole,A.L. 认为教师职业现实认识与职业认

同具有很大相关性 [16]。Kremer-Hayon,Faraj 和 Wubbels 通过研

究发现，离职倾向对职业认同有一定的影响 [17]。

从以往学者的研究来看，教师职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与其

他变量的关系呈正相关或负相关，说明教师职业认同的变化对

卫少迪等人对教师职业认同、情绪劳动与职业幸福感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教师职业幸福感指数愈高，其职业

认同愈佳，这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还表明 ：教

师如果对其职业的肯定，接受到他人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其职

业幸福感指数就会更理想 [18]。

其他变量有着明显的影响。

二 教师职业认同和教师职业幸福融合的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

1. 推进教师培养制度改革，在课程提高师范生的职业认同

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师范生或在职教师的教师职业认同水平

都较高，这背后反映了教师的地位有所提高。这反映在我国制

定了一系列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环境、切实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的政策 ；另一方面，而近几年，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在

经历了残酷的竞争后，许多人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相对于

其它行业，教师行业稳定，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19,20]。

对上述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教师职业认同中的职业意志均

值得分较低，说明部分教师的职业意志水平较低，提高教师职

业意志、改善教师职业认同问题及对其认识应在职前阶段开始

故而，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关小教培养制度，提升院校师范

生的职业认同。一方面，有关院校应加强课程设置，注重理论

与实践能力的统一，提高师范生从业的自信心 ；另一方面，以

师专的校园文化为基础，发展隐性课程，给师范生以职业的熏

[21]。

陶，提高其就业意愿，纠正部分学生的错误价值观。

2. 关注教师及未来教师群体的身心健康

本研究发现教师职业幸福感中的躯体健康维度均值得分较

低，表明该地区的小学教师的躯体健康水平较低。学校要关注

教师的身心健康发展，每周给教师安排专门的体育健康运动 ；

适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包括设立专业心理咨询室、对教师开

展心理健康活动 ；另外，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定期对教

师进行体检，以确保教师的身心健康。

3. 教师要注重自身的专业发展

教师的专业发展在教师的生涯中能够体现出教师个人的幸

福感和认同感，例如在年龄上，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在职业认

同总体存在差异。与 30-39 岁的教师相比， 40 岁及以上的教师

职业认同水平较理想。这与国外学者 Beijaard 研究结果大体相

似，教师的职业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向理想 [22，23，24]。

究其原因，40 岁及以上的教师通过多年的教学，具有相当

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面临课堂上出现的问题能显出较强的处

理能力，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其职业 ；而 30-39 岁的教师，则是

职业生涯的成长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学习进修和工

作与家庭的冲突，这使得教师出现了“厌教”的现象 [25,26,27]。

在教龄上，不同教龄在职业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教

龄的增加，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总体上趋于理想，这与王鑫调

查结果大体一致 [28,29]。大于等于 20 年和小于 5 年这两个年龄

段的教师职业认同水平较高，而 10-19 年教龄的教师却是最低

的。究其原因，刚入职的教师精力充沛且面临的压力较小，而

10-19 年教龄的教师在这阶段工作压力较大，主要体现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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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职称等方面的压力 ；其次，该时期面临着买房、孩子上

学等家庭问题，家庭的负担较重。在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下，教

师更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有负面的感受。

这些发现都反映了教师的个人成长和专业息息相关，教师

职业幸福感受到职称的影响。职称是对教师在工作中各种专业

能力的肯定。教师的专业发展，除了扩充专门知识外，还应包

含提高其自身的专业能力。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尤其

是在互联网时代，“双减”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若不

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很有可能停滞不前。

因此，教师要随时掌握新的文化观念，提高服务社会的专

业能力，重视自己的专业发展，将专业发展和个人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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