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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份认同作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影响乡村教师“下得去，留不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在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三方面探寻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表征的基础上，从历史性、制度性

及空间性角度揭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困境下“三位一体”的

专业发展路径：在生态取向：加强制度保障、提高乡村教师认同感及归属感；在理智取向：利用多方资

源、提供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在反思取向：树立反思意识，激发教师主体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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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ue meaning of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rural teachers’ ability to “go down but not stay”.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repre-
sentations of rural teachers’ identity crisis from three aspects of self-identity, group ident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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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dent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auses of rural teachers’ identity crisis from historical, insti-
tution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a “trin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h under 
the dilemma of rural teachers’ identity: in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 guar-
antee improve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of rural teachers; in the rational orientation the 
use of multiple resources, to provide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accurate training; in the intros-
pection orientation establish the introspection consciousnes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 guarantee improve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of rural teachers. In the rational orientation: the use of multiple resources, 
to provide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accurate training; in the introspection orientation: estab-
lish the introspection consciousnes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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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曾于 2020 提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提高乡村

教师待遇，聚焦重点区域。但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提高及教学环境的改善并未显著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稳

定性，专业发展是其关键。教育部曾于 2020 提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聚焦重点区域。但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提高及教学环境的改善并未显

著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专业发展是其关键。身份认同作为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从佛瑞德(Fred)
所提出的教师改变的洋葱头模型中可以看出由关注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行为转向于关注教师的身份认同有

利于实现教师内在的深度转变、促进教师专业自主发展[1]。尹弘飚等人借用鲍曼在身份认同研究中长期

存在着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性质之争中的观点，提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身份认同存在“领头羊”

式的地位[2]，继而教师的身份认同是影响乡村教师“下得去，留不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在查阅国内

外教师身份认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内涵概念、危机表征及专业发展路径进行深

入研究，以期为提高乡村教师队伍专业化提供思路。 

2.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表征 

身份认同，早自 20 世纪 90 年代便被我国学者所关注，但首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章出现却

相对较晚，发表于 2009 年 10 月。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

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3]，教师身份认同则是教师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

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即“我是谁，我为什么属于这个特定的群体，我将要走向何处”[4]。身

份认同包含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及社会认同三方面。“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区别于“教师身份认同”，

其根源在其身份具有特殊性。作为“全面发展的育人者”“社区大学教授”，乡村教师还承担乡土文化

传播的责任，“农耕文化”“非遗文化”“英雄文化”等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离不开乡村学校和乡村

老师的努力[5]，此外乡村教师较之于城市教师，在工作环境、生源质量、家长配合程度、进修培训机会

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城市话语权的主导使乡村教师排斥在教师共同体外，难以实现真正的发展[6]。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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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由于专业发展的不足也加深了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2.1. 自我认同危机 

“特岗计划”“乡村教师招聘计划”的实施，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型”新生代乡村教师涌入乡村

学校。“侯鸟型”教师平日于乡村学校任教，周末则迁往城市。两地分居式的生活，更加剧了归属感的

流失，并使其对自身在乡村中所处的社会身份产生迷惘。“乡下的同事觉得你是个城里人在乡下上班，

家里人说你是城里人却在乡下上班，搞得好像乡下的一样。这搞得我两头没有归属感”[7]。乡村学校的

发展，离不开乡土文化资源的支持，但乡土联系的缺失，致使乡村教师未能将自身所学与乡村文化资源

相融合，未能根据乡村教育实践改进教育理念，进而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更加引发了乡村教师对自身

“专业人身份”的迷思。“土生型”新生代乡村教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却深受“离农文化”“离乡

教育”的“文化脱域”影响。通过原生家庭代际支持与熏陶，对“走出乡土”抱着强大的崇敬与决心。

他们回归乡土并非因为热爱乡土，而是将“乡村学校”作为跃入城市的一大跳板。加之多年的城市教育，

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早已将自己视为“城里人”，带着份与乡土落后格格不入的孤傲，但又必须于乡村学

校“服役”多年，工作任务的繁重、学校生活的冷清，婚恋恐慌的逐年加剧，使得教学的成就与尊严变

的难以体会。 
近年来，“国培”“省培”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但由于名额有限，大部

分乡村教师都未能获取培训资格，所能参加的培训大部分流于形式，授课专家的培训理论多实践少，且

多以城市化为标准，未能针对乡村教育的特点构建合理化的乡村教师培训系统。历年来的新课程改革的

开展以及教师教育能力水平评估专家的权力越来越大、评估标准越来越严苛，乡村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

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与实验的自主性“袋口”被不断收紧。过于强调对知识的崇拜及教学技能技巧运用，

也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批判精神及人文关怀，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旁观者”“局外

人”，教育教学领域的“失语者”。 

2.2. 群体认同危机 

“我为什么属于这个群体”指的是教师个体的我与教师群体所属的归属关系，是否与群体成员具有

同一性[8]。当下的教育除需要教师个人发挥创造力，利用自身独特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外，更离不开教

师实践共同体的作用。但基于乡村学校现有条件的阻碍，乡村教师趋于“自生长”状态，“单打独斗”

式专业发展路径、熟人社会的“拉帮结派”，更加剧了乡村教师身处教师共同体中的“孤独感”。乡村

初任教师经由城市教育情境的洗礼，秉持着旧有的教育理念于乡村学校教学，除教学工作与乡村教育情

境有所出入[9]，还易与各教师群体在教育教学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冲突，逐步加固自身“局外人”

的镜像。乡村初任教师之间同样也因所教科目、生活背景的不同加之教师实践共同体的涣散，存在着“疏

离”现象。在想要交流却无人可交流的情境下，被迫将对方归为“局外人”。学校领导基于“乡土社会

从本质上是一种熟人社会”的理念而做出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乡村教师对自身价值的认同。

“和我一起进校的那个男生他家在本地有威望，平常啥活都不干，学生成绩全乡倒数第一名，评优的时

候校长找到我让我成人之美，我很受挫。各种事情要看和校长关系好坏”[7]。乡村教师互动仪式的缺失

与共同情感的匮乏，将会使乡村教师游离于教师实践共同体之外，内心产生逃离的想法。 

2.3. 社会认同危机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乡村教师的形象日愈呈现出“神圣化”与“污名化”的两

级对立。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尊师重教”的影响，被隐喻为“春蚕”“人梯”“孺子牛”“红烛”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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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乡村社会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被赋予了常人所没有的“淡泊明志”“超然物外”

等圣人化特征，广受村民的尊敬与推崇。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个别违背师德的乡村教师案例的大肆宣扬，

直接映射至整个乡村教师群体。他们把乡村教师视为“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因教学能力不足、师

德师风不正而被迫“流放边疆”，因而乡村教师身负“污名化”的重担。加之义务教育的普及，乡村教

师群体逐渐增大，一改以往“一师难求”的境况。知识的占有性削弱，大学所学知识不足以应付教学等，

都导致了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下降。乡村教师成为家长口中的“服务阶级”“臭老九”，更有研究显示

78%的村民认为农村教师的经济地位与他们相差无几，当村民外出打工时，工资时常会超过村小教师[10]，
在长期以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思想的影响下，本就缺乏与公共服务联系的乡村

教师，经由市场经济的冲击，其自身独特价值成就逐渐被社会功利性的价值体系所掩盖。乡村教师的社

会地位的下降，进而也影响了乡村教师职业声望。有调查表明，43.7%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表示有可能会从

事教师职业，其中仅 8.4%的学生表示有可能会从事农村教师职业；35.3%的学生表示不会从事教师职业，

21%的学生处于选择观望状态[10]。社会地位是影响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当乡村教师的价值不被社会所

认可，极易引发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产生“我该向何处去”的身份迷惘。 

3.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困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Harnett 提出的个体身份的构建同时受到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三者的共同作用[11]，在与制度变

迁、环境影响及他人互动中，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逐渐被构建起来。 

3.1. 与制度变迁的互动 

2000 年，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潮在中国大陆被掀起。此次改革试图通过课程宗旨、结构、

内容、标准、教材、教学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来更新整个基础教育体系，这意味着老师的专业理念、

专业实践、专业知识等方面都应发生彻底的改变[2]，教师需要完全遵循新课改的标准来进行教育教学，

并且还要受到各方面的监督，教师专业身份的获得，源于教师对于自己作为教师的内涵、意义、价值等

的理解与追问[12]，但历年教育教学改革所规定的教师这一职业的意蕴可能与教师理想中及其所体验到的

专业身份有所出入。当教学形式、教学步骤被逐渐程序化，教师的自主性、专业性逐渐被忽视，教师便

成为了课程改革的“工具”。同样在人事制度改革之下，原本受国家分配的师范生毕业后需自主择业，

教师不再是“公家人”相伴随而来的便是社会资源的减少。这也改变了人们对教师的身份认同。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 56 所乡村小学[13]，“撤点并校”在优化配置

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加速了乡土文化没落的步伐，乡村教师在此番情景中逐渐成为“无土之木”。 

3.2. 与所处环境的互动 

乡村教师在与所处现实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体现出空间性对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首先相较于

繁华热闹的城市，经济条件落后，公共资源缺乏、生活单调、发展空间小的农村使得许多教师心生退意。

加之近年来“消费认同”蔓延至农村，村民以消费的形式来标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这种方式表现

自己与所属群体之间的相似或差异[14]，因此，在村民眼中收入较低的乡村教师其社会地位也不高。其次

大部分教师在乡村学校“身兼数职”，职称评定以资历为主，考核以学生成绩为准，并与工资相挂钩，

极大的挫伤了教师寻求专业发展的积极性。此外学校的精神文化也是影响教师身份认同的一大因素，在

科层文化及同事疏离的影响下，普通教师通常承受着来自学校领导的强制性压力，较少参与学校管理，

且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学习共同体，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下，教师难以对乡村学校产生归属感、认

同感、安全感。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569


赖月芬 
 

 

DOI: 10.12677/ass.2023.128569 4181 社会科学前沿 
 

3.3. 与他人的互动 

个体与所属群体的关系及人际交往的影响即社会性。领导的管理方式会影响乡村教育生态及教师的

集体效能和自我效能感。在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这一场域之中，因人情关系而对教师考核标准、评价体

系的异化，降低了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同样乡村学校的组织文化涣散，同济之间缺乏交流合作

意向，教研活动流于形式，使得许多教师失却了对教育价值的认同，仅仅把这一职业当成“谋生的工具”

[15]。在教师鄙视链中，乡村教师无疑处于最底端，“城里教师犯错调往乡下”，“把到乡村任教当成一

种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便把乡村学校的定位低于城市学校，严重影响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同样

也不利于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的交流互动。 
在与家庭的互动中，无论是“城市型”教师还是“本土型”教师，都将调往市区视为一种荣誉。家

庭成员会因乡村学校环境闭塞、发展空间小、交通不便等因素，劝说教师离开乡村学校，甚至不惜放弃

国家编制。对乡村女教师而言，婚恋是一大难题，她们既不愿意嫁给村民，也不愿意与同事相配，家人

的催促及乡村适龄未婚的教师人数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乡村教师对于“我该往何处去”的迷

茫。 

4.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与专业发展的内涵关系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需求系统，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尊重的需求包含着自尊与社会尊重。马斯洛把前四种

需求归结为缺失性需求，把自我实现的需求划分为成长性需求。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向高

层次需求发展。当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并感觉到自身的工作不可或缺时，

尊重的需求便得到了满足。尊重通常伴发展而生，教师专业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提高教师的职

业认同。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良好专业发展的前提。只有当教师个人及群体得到了良好的的自我认同及社

会认同的基础上，个体专业化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当前乡村教师内生动力不足，进而导致职业倦

怠、情感枯竭现象明显，不利于教师专业化朝着高质量高规格水平发展。 

5. 乡村教师“三位一体”的专业发展路径 

历年来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针对教师专业发展取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其中美国学者哈格

里夫斯(Andy Hargreaves)和加拿大学者富兰(Michael G Fullan)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从知识与技能发

展(knowledge and skill development)、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和生态变革(ecological change)三个方面

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阐释，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国内主要将教师专业发展取向划分为三种：理智取向、

反思取向和生态取向[16]。对此，在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基础上，联系上述分析框架从生态取向、反思

取向、理智取向三方面，整合“教育行政部门和乡村学校、高等院校、教师主体”的各自优势资源，形

成各部分协同配合的“三位一体”专业发展途径。 

5.1. 生态取向：加强制度保障、提高乡村教师认同感及归属感 

国家的政策与法规是促进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情感关怀上，针对乡村教师因晋升

困难、择偶不易及生活单调等问题，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要能够有针对性的对城乡教师采取差异化的考核

方式及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完善教师公积金及住房保障制度、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好城

乡教师合理化的流动机制。在女教师占据乡村教师比例大份额的基础上，针对未婚教师，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举办相关的联谊活动；同时可以采取师周转房、教师安居工程或教育园区等方式解决已婚教师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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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的问题[17]。在人文关怀中使乡村教师安心寻求专业发展。在发展思路上，根据当下“中考普职分流，

高考多切口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借鉴国外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教育实例，在

乡村教育过程中融入职业教育，因地制宜的开设职业学校，为农村学生提供多种发展路径，在使教育发

挥生存功能的同时，于乡间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同时也能够引导教师在贯彻落实“双减”精神的

同时，响应国家号召为消除“职业教育偏见，实现国家教育均衡发展”建言献策。 
同时，在消费文化逐渐蔓延至农村文化环境中时，为解决乡村教师对乡村文化的不认同及归属感价

值感缺失等问题，政府部门可以重塑农村文化，塑造乡村教师良好的形象[18]。一方面，可以利用新闻媒

体构造乡村教师个性创造，富有活力的新时代形象，摒弃以“悲苦牺牲”为主的刻板认知，塑造积极阳

光、年轻有为的形象认知，吸引更多的人来乡村学校任教。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乡村教师与村民的文

化共同体，让教师参与乡村社会文化活动建设，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探寻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契合点，

营造适宜的乡村文化环境，增强教师与村民彼此间的联系，建构乡村教师“新乡贤”身份。 
与此同时，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实践需求为目标、以实践情境为基础的教师实践共同体的构建[19]，

在增强教师归属感凝聚力的同时，也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了基于平等和对话的平台。除校域内教

师组成实践共同体外，乡村学校还可以接借助信息技术与跨校域乡村教师、优质的城区教师构建共同体。

线上共同探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对策，线下定期委派优秀教师轮岗执教，开展相关教研活动，形成

城乡教师之间良性互动的组织发展模式。此外，学校还应健全落实教师管理制度，为教师提供基本的配

置资源，关注新教师的心理适应能力，在学校生活中其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实现对教师乡土文化回应性

教学的能力培育。 

5.2. 理智取向：利用多方资源、提供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是探索教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正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制的教师提出更有利于自我发展的短期和长远目标，同时高校和教师教育主管部门也能够针对教师在

各个专业发展阶段中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积极开展各种推动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研究工作，

以更好的协助教师更加顺利的应对专业发展所需要经过的阶段，从而能够更好的响应教师发展的理智取

向，帮助教师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为专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理智支撑。其中，精准培训是最有效的措

施。 
培训是提高教师专业化、稳定教师队伍、激发教师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但有研究显示超过 2.5%的

教师从来没有接受过培训，约有 45%的乡村教师在任教过程中获得进修培训的机会少于五次[20]，对此，

可由高等院校牵头，在响应国家号召培养乡村定向师范生的同时，为乡村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首

先，在职前教育阶段，针对有意投身于乡村教育的学生，高校课程体系可适当融入乡村变迁、风土人情

等乡土性知识，并定期组织学生定点定班到乡村学校见习走访，通过长时间的理论性知识学习及实践性

观察体悟，使学生系统掌握于乡村学校任教的综合素养，为构建身份认同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在职

中教育阶段，高等院校可与乡村学校建立定点帮扶，结合乡村教师的现状特征及实际需求，按照所教科

目、任职时间、所教学段为其提供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此外也可以高等院校也可以链接乡村学校及城

区学校，通过与城区教师的平等对话，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及身份认同。最后，在职后培养阶段，

高等院校要对所培训的教师进行定期的走访观察，了解培训之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效，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培训形式。还可以在乡村教育领域权威专家的指导下，开发相关乡村教育课程体系，编写乡村教育培

训读本，为当地的乡村教师提供权威性发展资源。在此基础上，通过高等院校帮助乡村教师利用多方面

资源、融合多方途径，逐步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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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反思取向：树立反思意识，激发教师主体内生动力 

教师作为知识和文化的承载者，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同时，也在确立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只有对

这一职业怀有敬畏之情，教师才能在发现本真自我的过程中，获得内在的自我认同感。但在当下“消费

认同”主义盛行下，收入的高低、地位的尊卑被作为衡量教师身份的核心标准，过度庸俗化的职业认知

遮蔽了教师职业的精神内核。由此，若需打破自我认同的困境，教师必须突破世俗的标准，以敬畏之心

反思自身的职业认知，为自我认同感的确立提供坚实的支撑。 

营构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那种能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

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培育这种教师的关键，便在于教师的自我反思。对此，首先，乡村学校教师

要能够树立积极的自我反思意识，将日常的教育教学经验作为实时监控的对象，有意识的对教育教学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循环过程，破除身份认同困境的禁

锢，促进专业水平的提升。其次，科学的反思方法能够有效的提升教师的反思能力与效率，在广泛运用

当下时兴的反思方法如实录反思法、教后记反思法、阅读新知法及行动研究法的基础上，也需要结合当

下乡村学校的问题所在及自身所属发展阶段，科学的选择及运用反思方法。如初任乡村教师可运用多媒

体设备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录像，将教后反思法和实录反思法相结合，剖析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并对其进行记录与整理，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熟手教师则可以采用阅读新知法，通过阅读大量的

教育教学理论书籍与案例，学习名师名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开拓教育教学视野。最后，针对当前乡村教

师反思呈现出碎片化、浅层化，且归于流于形式，缺乏系统性及高度等问题，号召乡村教师开展教育行

动研究，一方面建立教师成长档案袋，定期整理教学反思、工作总结、培训心得。深入思考自身教育教

学实践中的问题及原因，试图提出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同校教师可以以本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为研究对象进行课题研究，通过合理分工、合作学习共同解决学校教育教学问题，提高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并且还可以借助专家力量，聘请相关方面的专业进行指导，系统的掌握教学行动研究的方法，

提高自身理论研究素养，奠定教学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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