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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cting 210 English teachers from 42 univer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SPSS22.0,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identity in four perspectives: career identity, major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and situated identity. The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show certain 
identity crises to which respective solutions are suggested. It is presented that: 1) The career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does not appear promising with a low level of professional 
value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transform from knowledge imparter to academic 
researcher. 2) Teachers’ major identity is influenced by their attitude towards language; accor-
dingly adjusting language landscape helps change their attitude and shape their global awareness. 
3) Teachers’ personal identity crisis is reflected by their job burnout and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relieve this severity. 4) The overall low recognition of teachers’ 
situated identity requires organizational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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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来自全国42所高校的210名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

同调查问卷所得量化数据并结合访谈数据从教师职业、专业、个人和处境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剖析高校英

语教师身份认同现状，并发现身份认同危机，提出相应的建议。结果显示，1) 综合看来高校英语教师身

份认同水平一般，窥其细节发现高校英语教师职业价值观水平不高，应促进教师由知识传授型向教育研

究者转型，提升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2) 教师对英语的语言态度影响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应调整语

言景观以促进教师的语言态度转变，培养全球化意识。3) 教师个人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在职业倦怠感方面，

应增强高校英语教师教育，降低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4) 高校英语教师整体组织支持感认同度偏低，

应改善高校的学校组织环境，提高教师处境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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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英语学习资源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这使学生对英语教师的评价标准逐渐发生

改变。而且，英语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多年来都是以英美国家的英语为标准[1]，中国高校英语教师作为非

母语者教授英语，在语言和学术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和英语本族语同行平等竞争。因此，中国高校英

语教师在教学技能、专业知识、和职业发展方面都倍受压力，这极大地影响了其职业身份认同度[2]。在

此严峻形势下，教师的身份构建形成了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现象[3]。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使不同英语变

体成为可能并逐渐发展，“英语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与文化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英语不

再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ESL/EFL)，而是作为通用语(ELF，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在全球范围内使

用[5]。英语学习者逐渐意识到能够使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更好地与其他英语非本族语者交流成英语学

习的目的[5] [6]。扩展圈国家(expanding circle)的不同英语变体在国际上逐渐得到认可(如：印度英语，新

加坡英语)，而作为外圈(outer circle)的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目前还未得到广泛认可[7]。此反差现象必然会使

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在作为一位英语语言使用者身份问题上产生很多迷茫和困惑，无法构建身份认同感。 
Richards [8]在定义外语教师身份认同时指出，认同感主要侧重个人主观认可度，包括对自身教师角

色的认可和对其社会文化角色的接纳。高校英语教师对身份认同尤为迫切，因为高等教育旨在培养在各

自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生，而英语作为实现全球沟通的基本途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而

且，高校英语教师的日常教学、科研和实践活动都与国际相关领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高校英语教师

的身份认同是教师个人和职业存在及发展的心理基础，直接关乎教师的个人成长和专业发展导向及其在

这一过程中的态度，进而影响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效果。所以，高校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感在教学实践、

科研发展乃至教育改革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教师的态度及行为[9]。以英语教师对英语的语言态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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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英语教师对语言规范的坚持和他们作为语言教师的身份相关，体现出教师对专业知识的自我肯定

和职业身份的心理认同需求”[4]。 
因此，正确认识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并从多角度对之进行剖析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10]。本研

究将调查我国高校英语教师的身份认同现状，分析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并针对发现的身份认同危机提出相

应的改善策略，以期从高校教师自身出发，提高身份认同度，进而促进高校英语教育的长足发展。 
国外以中国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屈指可数，Tsui [9]通过叙事研究对一名中国英语教师身

份形成的复杂性进行了探究；Trent [11]研究了香港新入职英语教师的身份构建；Gu & Benson [12]对 7 名

香港和 9 名大陆职前教师进行了访谈，发现身份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

及环境等。国内已有的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多以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13]-[18]，而以高校英语教师

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多。其中，王艳[19]通过学习型组织营造合作型教师专业文化的氛围，使教师在民主

与互助中发展其专业认同；刘昕等[20]探究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成因，提出了

大学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发展途径；温剑波[21]通过对六位没有留学经历的大学外语教师的深度访谈，分

析了本土大学外语教师的职业认同观。高雪松、陶坚和龚阳[22]对八位东南沿海某高校英语教师进行回顾

性的深入访谈，运用社会文化理论解读了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构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道路。

鲜有大范围内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身份认同从职业、专业、个人和处境四个维度全面分析的研究。再者，

纵观国内外文献，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采用的是质化研究，研究类型主要是个案研究或叙事研究[19] 
[20] [21] [23] [24]，收集数据的方法主要为访谈和课堂观察[11] [25]，也有基于实证数据开展的高校英语

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如刘雨[26]对来自黑龙江 5 所高校的外语教师群体通过问卷，从 5 个维度进行了调查。

但鲜有定量和定性结合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将调查我国高校英语教师的身份认同现状，分析教师身份

认同危机并针对发现的身份认同危机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 高校英语

教师在职业、专业、个人和处境四个维度身份认同现状如何？2) 如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可以从哪些方面

提出改善策略以缓解并逐步消除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高校英语教师，笔者择取参加新加坡 N 大学进修项目的共 63 名高校英语教师作

为调查对象并充当联系人，全部参与调查的教师来自 42 所不同的高校。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历时三个半月，

共 210 人参与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210 份，男教师 51 人，女教师 159 人，教龄从 1 年到 28 年不等。另

外随机抽取 10 名调查对象作为访谈对象。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这 10 名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10 位访谈对象中 4 名男教师，6 名女教师，其中 5 名来自一本院校，4 名来自二本院校，1 名来自高等专

科学校。教龄分布从 3 到 20 年不等，职称和学历不同层次均有涵盖。 

2.2. 研究工具  

2.2.1. 调查问卷 
参照寻阳等[27]编制的《英语教师身份认同调查问卷》，结合大学英语教师的实际情况从四维度八方

面调查大学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四维度相互作用，包括职业、专业、个人和处境身份认同，八方面是每

个维度包含的两个方面。问卷第一部分是受试高校教师的个人信息，包括高校教龄、职称及国外学习时

间等。第二部分是从四个维度调查教师身份认同的相关问题。受试根据问题，从 Likert 五分量表“非常

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五个选项中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

问卷第三部分是参照武继红[4]的语言态度测量问卷测量教师对英语持有的语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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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半结构式访谈 
根据访谈提纲，笔者通过视频连线分别访谈了 10 位教师，经过被访谈教师的许可，访谈全程录像，

用时约为 1 个半小时。访谈问题围绕大学英语教师对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归属感的认识、对大学英语教

学和自己英语水平的认识、对自己专业水平和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对大学学校组织环境和学校内各层

级教学改革的看法等。 

2.2.3. 数据分析 
笔者采用 SPSS 22.0 统计分析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量化数据，以发现受试教师在四个维度的身份认

同基本情况和八个方面的具体表现。问卷中从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非

常符合量化为 1—2—3—4—5 进行统计分析。访谈收集的数据，经过笔者转写，采用内容分析法分类总

结以发现高校英语教师的主观身份认同及其持有的英语语言态度。 

3. 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问卷》各部分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1)显示，高校英语教师总体身份认同水平

为 3.915，稍低于 4，表明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水平一般。 
 
Table 1. The general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表 1. 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 

 职业身份 专业身份 个人身份 处境身份 身份认同 

均值 4.000 4.080 4.100 3.469 3.915 

标准差 0.801 0.702 0.831 0.898 0.808 

 
以下将结合访谈结果从四个维度八个方面对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讨论。 

3.1. 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现状分析 

Table 2. The career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表 2. 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身份认同 

 职业价值观 职业归属感 职业身份认同 

均值 3.914 4.085 4.000 

标准差 0.703 0.899 0.801 

 
针对职业身份认同的调查问卷部分分析结果(见表 2)显示，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身份认同度比较高，均

值为 4.000，组内差异为 0.801。在职业身份认同中，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归属感水平(4.085)稍高于职业

价值观水平(3.914)，但是职业归属感方面组内差异(0.899)较之价值观方面(0.703)更大。访谈中数据显示，

10 位受访教师都一致认为在做自我介绍时，很乐意提到自己是一名高校英语教师，也很在乎别人对高校

英语教师群体的看法，但听到颂扬教师职业的话语时并没有感到很欣慰，这与问卷调查结果相符。因为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明显低于职业归属感。高校英语教师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具有本学科的特点，而且

学生是教学主体，所以在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能力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但是大学英语教学没有被给予足够

的空间以发挥其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与成长的作用。实际教学中，大学英语教学的课时限制，教学量要求，

以及学生考英语四级、六级的需要，迫使高校英语教师只顾埋头讲课文，分析语法及结构，抓细枝末节

的内容而忽视其可以发展的育人作用。最终，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不高，继而影响教师的职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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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现状分析 

根据表 3 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结果，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度(4.080)比职业身份认同度(见表 3，
4.000)高，且组内差异(0.702)低于职业身份认同组内差异(见表 3，0.801)。专业身份认同中，英语教学信

念方面均值(4.212)高于语言水平认同均值(3.948)，但语言水平方面组内差异(0.712)明显高于英语教学信

念方面(0.521)。这一点在访谈数据中也得到了印证。访谈中受访教师对英语教学的信念普遍比较坚定，

都认为自己非常喜欢和学生相处，平时教学中也比较关心、尊重学生。他们认为学习英语必须要熟悉英

语国家的文化，因为英语首先是一门语言，学生通过学习语言这一表象来建构各种相关知识，因而英语

学习不只是语言的学习，而是相关知识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应指导

并引领学生的学习。此外，教师也比较关注学生过级考试得分，这也印证了教师职业身份认同中发现的

问题。高校英语教师迫于各种形势与学生的英语过级考试需要，仍然是一个地道的教书匠的角色。教师

们基本认同交际环境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教师应更多创设课堂交际环境，让学生在语境中活学

活用。专业身份认同中英语语言水平方面认同度组内差异大，访谈中反映出了同样的组内差异。一部分

老师认可自己的英语语言水平，课堂上能够持续流利地使用英语，能够提供正确的语言示范，拥有较强

的英语交际能力。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老师对自己的英语语言水平不自信，深究其原因是与教师的语言态

度相关。 
 
Table 3. The major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表 3. 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身份认同 

 英语教学信念 英语语言水平 专业身份认同 

均值 4.212 3.948 4.080 

标准差 0.521 0.712 0.702 

 
结合问卷第三部分关于教师的英语语言态度和访谈数据，发现对自己的英语语言水平不自信的老师

认为在英语教学中必须教授标准英语，因而衡量语言水平的也只能是标准的英式或者美式英语。只有讲

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的人才有资格评判一个人是否提供了正确的语言示范，是否拥有较强的英语交际

能力。结合受试教师提供的个人背景信息分析，发现有出国留学经历的老师对自己的语言水平认可度更

高。访谈中发现有出国留学经历的老师接触过更多的英语变体，比如加拿大英语，印度英语。他们对英

语的语言态度更开放，而不是唯英式或美式标准适从。也有一些老师接受了英语通用语思维模式(ELF，
即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认为英语正在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不能只用英式或美式英语标准来衡

量。 

3.3. 高校英语教师个人身份认同现状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高校英语教师个人身份认同度也比较高(4.100)，但工作投入(3.997)和职业行为倾

向(4.203)两个方面均值差异明显，且工作投入方面组内差异大(0.787)。通过访谈发现，工作投入方面，

部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强。访谈教师反映因为参加工作多年，很难积极主动地或富有热情地参与日复一

日地类似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很投入，却很少能感到快乐，而且也感觉不到自己

的活力与激情。而有一些老师表示会随时观察自己的状态并积极调整，使自己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工作。

职业行为倾向方面教师看法比较一致，且认可度高。老师基本都认为自己能够较好的根据学生的特点因

材施教，管理自己的学生并能够认真完成英语教学工作，而且也能与学生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积极主动

地创造和谐的同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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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表 4. 高校英语教师个人身份认同 

 工作投入 职业行为倾向 个人身份认同 

均值 3.997 4.203 4.100 

标准差 0.787 0.691 0.831 

3.4. 高校英语教师处境身份认同现状分析 

根据表 5，高校英语教师处境身份认同度偏低(3.469)，且组内差异相对大(0.898)。在处境身份认同中，

组织支持感认同度偏低(2.9)，但组内差异比较大(0.971)，而教改态度方面认同度比较高(4.038)。受访的

10 位老师也持同样的意见，认为高校英语教师很难与单位展开平等对话。当老师遇到困难时，也会想到

向学校求助，但教师太多，组织力量有限。而且教师认为学校很少会考虑教师工作的趣味性。另外，作

为没有任何实际收益的语言学科教师，学校也不会以高校英语教师工作上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由此也再

次印证了高校英语教师的组织支持感认同度低。教师的教改态度方面认同度高，问卷结果和访谈结果都

表明高校英语教师普遍认为教学改革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所以学校应大力支持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改变以考试为中心的英语教学体制。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在英语通用语语境

下，各自学科内用英语实现有效国际交流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蔡基刚，2018)。 
 
Table 5. The situated identity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表 5. 高校英语教师处境身份认同 

 组织支持感 教改态度 处境身份认同 

均值 2.9 4.038 3.469 

标准差 0.971 0.825 0.898 

4. 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现状讨论及建议 

4.1. 促进教师由知识传授型向教育研究者转型，提升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 

本研究调查显示高校英语教师职业价值观水平不高，这是因为高校英语教师这一职业并没有给予教

师足够的发挥空间，大学英语教学对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与成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教学中，受大

学英语教学的课时限制、教学量要求，以及学生英语四级、六级通过率的要求，迫使高校英语教师花大

量时间和精力埋头讲课文、分析语法、纠正发音、提高听力等细枝末节的语言内容而忽视学生潜在发展

的高度，教师工作无异于生产线上的“高级技工”，教师自身的价值感无法体现，最终导致教师缺乏对

自身职业的积极认同感，进而对将英语教育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终身事业的前景感到悲观和无力[19]。 
高校英语教师不能只做纯粹的知识传授者，要摆脱机械重复的“语言工具”角色，去努力成为技能

型的教育研究者，按照学生所学的专业进行专门学术英语教学，教学生如何使用英语获取和表达专业领

域的相关内容，使学生所学的语言服务于他们的专业学习和日后的工作以提升学生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

国际交流能力[28] [29] [30]，使个人专业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取得市场价值和社会认可，并为日后的科研提

供素材和原始数据，理论得到验证后并反过来再次指导实践。这样，教师职业认同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才能逐步弱化直至消除，提升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真正塑造出高校英语教师独特的职业特性。 

4.2. 调整语言景观和教师的语言态度，培养教师全球化英语意识 

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分析得出结论，教师对英语的语言态度影响到教师对自己英语语言水平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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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进而影响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教师的语言态度调查问卷显示在通用语语境下，大部分高校英语教

师仍然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坚持以英美英语为规范，英语教学中使用的英语应该以英美英语为标准，而

不包括其他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的区域使用的英语。而且，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对中国

英语的认同度偏低，教师教授的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部分也很少，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较普遍。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高校英语教师对英语的语言态度直接影响学生的语言态度。在以往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范式下固定、单一的文化取向使英语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语言工具”[4]，英语教

学中唯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适从。如今在英语通用语语境下，高校英语教师应该正视英语全球化的语言

现实，持有更客观、更开放的语言态度。在教学中参考国内外英语教学理论的最新成果，灵活坚持规范

英语，适当引导学生形成合理、全面、客观的语言观。英语教学以达到语言的可理解性为目标，培养学

生在英语通用语或多语语境下成功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通过学习英语，学生不仅能够认识了解世

界各国文化，同时也要能够大力弘扬本土文化。同时，英语教学也要促进相关环境，如教室、学校、城

市等语言景观的调整，以促进教师语言态度的调整培养教师的全球化英语意识。 

4.3. 增强高校英语教师教育，降低职业倦怠感 

对高校教师身份认同影响最大的是个人环境，涉及教师内在信念、情感体验以及人际交互等要素[31]。
受调查教师对教学、科研、改革等重要活动表现出的态度源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信念。调查表明，部分高

校英语教师的个人环境呈现消极因素，职业倦怠感强。职业倦怠感是员工情感枯竭、情感解体和个人成

就感降低的一种综合表现[32]。职业倦怠不仅影响员工的身体、情绪、态度、行为以及人际交往，还会影

响家庭和睦与组织绩效等[33]。因此，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将严重影响教师的自身教学质量，也可

能会通过情绪渲染和身体言行传染给学生，降低学生的学习效果，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32]。 
本文提议从教师自身和学校管理两个方面增强高校英语教师教育，降低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首先，教师要转变信念和角色。教师要以积极的信念，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和创造适宜自己发展的条

件，完成角色转变，提高自我效能感[34]。诸如，为满足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英语教师需要

经过适当学习和转型，保持其语言专业水平的同时，适应行业需求为导向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需要。

其次，学校应当鼓励高校英语教师就教学和科研方面展开相互学习和交流。例如，为教师间有关教学方

法、教学活动设计及教学相关经验的分享提供平台，提高教师现代信息技术使用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

能力；加大高校英语教师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资助高校英语教师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及出国进修，

了解专业学术前沿动态，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尊重教师，提高教师地位，丰富教

师的课外文娱生活，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满意度。 

4.4. 改善高校的学校组织环境，提高教师处境身份认同感 

教师作为个体，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教师经历

并积累感知和体验，逐步构建出自我的身份认同感[35]。学校组织环境作为其中之一的核心层级结构，与

教师的成长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校内各层级教学改革推动着高校教师身份认同过程的演化。调查分析

显示，高校英语教师组织支持感认同度整体偏低，从而影响教师的身份认同。具体表现在：重科研、轻

教学的评价机制削弱了教师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认同感；而高校英语教师在实施项目研究时

遇到的诸如教学任务繁重、科研经费不足、自身科研经验和方法的欠缺等问题又制约着他们作为专业研

究者身份的发展。再者，在全国各大高校开始转型的背景下，不断的教学和课程改革以及学校、学生对

教师的高期望带给高校教师们一定的工作压力，也让他们对自己以往的身份产生质疑，迫切定位适应时

代发展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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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教师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学校方面应该以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环境改善为旨趣，表

现出“以人为本”的特征[35]。例如：学校去行政化倾向能够鼓励教师在一线教学中自主灵活地使用教材，

在教学改革中享有话语权并实现创新。此外，学校应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考核制度及职称评审制度，保

证教师实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后，学校应以服务教师为理念，创建人文情怀的管理环境，为

教师教学与科研进步成长提供更多交流平台、专家指导和进修培训机会。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高校外语教师也面临着诸多困惑和挣扎，为了促进高校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提高高校

外语的综合教学质量，本研究以高校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我国高校

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现状，并针对发现的身份认同危机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调查发现综合来看高校英语

教师身份认同水平一般，窥其细节发现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中的四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危机：首

先，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身份认同度不高，因为这一职业并没有给予教师足够的教学自主权使得大学英语

教学对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与成长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教师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教育研究者，

提升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水平。其次，教师对英语的传统的、狭隘的语言态度不利于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

在英语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高校英语教师应该正视英语全球化语言现实，持有更客观，更开

放的语言态度。英语教学以可理解性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合理、全面、客观的语言观，并在英语通用语

或多语语境下成功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英语教学要促进相关环境语言景观的调整，培养教师全球

化英语意识。再次，高校英语教师个人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在职业倦怠感方面。本文提议从教师自身转变

信念和角色以及学校推行人文化管理两个方面增强高校英语教师教育，降低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最后，学校组织支持感认同度整体偏低反映出教师处境身份感不强。学校的去行政化管理或可将教师从

政策规定中解放出来，在教学工作中享有自主性和话语权。此外，学校应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考核制度

及职称评审制度，以服务教师为理念，创建人文情怀的管理环境，保证教师实现自身发展和“育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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