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0), 3706-3712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67  

文章引用: 郑永芝.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基本表征与异化现象分析[J]. 教育进展, 2022, 12(10): 3706-3712.  
DOI: 10.12677/ae.2022.1210567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基本表征与异化现象分析 

郑永芝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9月2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10日 

 
 

 
摘  要 

教师自我同一性是教师在学校工作领域中内在自我之间与自我和他人、环境之间的平衡；自我同一性在

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表征，在教师职业场域中表征为职业认同感。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中，异化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教师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教师自我价值感建构的模糊不清及自我归属感的迷失；二是

教师情绪失调导致职业倦怠。对此，我们需要重构教师的自我同一性，转化教师的情绪，积极引发教师

的心流体验，守护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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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self-identity is the balance between teacher’s inner self, self, other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ield of school work. Self-identity has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it is 
represented a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teacher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
opment of teachers, alienation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crisis of teachers’ self-identity,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self-worth and the loss of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Second, teachers’ emotional disorder leads to job burnout. In this regard, we 
need to reconstruct teachers’ self-identity, transform teachers’ emotions, actively trigger teachers’ 
flow experience, and protec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elf-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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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的重要使命是教书育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教师本身的自我同一性实现和谐发展，在

工作中获得同一感、一致感。但是近年来，教师自我认同出现危机，教师的情绪失调问题愈加凸显，职

业倦怠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中小学教师的身心健康，阻碍了基础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我

们有必要考察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基本表征及异化现象，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探寻有效的治理策略，使教

师的自我同一性趋于平衡化，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 

2. 自我同一性的基本内涵与表征 

2.1. 自我同一性的基本内涵 

自我意识与自我同一性的概念之间关系密切，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具体地说，自我意

识是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自身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即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体对自身生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第二是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第三是个体对自

己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和评价。而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是 Erikson 首先提出的，因此他被称为“同

一性之父”。Erikson 提出了终身的自我同一性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其自我同一性概念起源于自我的精神

分析理论，他强调人在发展过程中自我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并且强调人的发展是兼具生物的、

心理的、社会的 3 方面因素的统一体。这三方面对应着自我意识包含的三个内容，因此，自我意识的三

方面形成统一协调的关系是自我同一性的基础。 
Erikson 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源于临床经验，当时他发现有些从二战返回的士兵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连接起

来，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使用自我同一性描述这些士兵所经历的缺失的障碍。自我同一性主要强

调人的自我意识在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能动性认识，而二战士兵的正常生活被战争所剥夺，长时期

生活在战争中，对正常生活的感知逐渐模糊，因而士兵的这三方面产生了分离感；当从战争中重新回到生活

时，他们虽然还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们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导致对环境的不适应，即自我同一性的缺失。

因此，只有当生理、心理、社会的三方面协调一致，才能保持良好的自我同一性。Augusto Blasi 和 Kimberly 
Glodis 进一步总结了 Erikson 的自我同一性概念的多方面性质，他们认为自我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是通过现实

地评价自己的过去，思考自己的将来，尤其是应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同时探询文化和社会以及

他人对自己知觉的适宜性来达到；同一性发展的敏感阶段是青少年时期，但它是一生的追求。 
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结构理论中所提出精神的三大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构成了完整的人

格，而自我同一性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模型所认为的本我的基本本能与超我的社会良心的内化是

持久对立的观点，认为不确定性的减少能增进冲突的解决[1]；自我同一性强调的是自我的过程，重视自

我的主观能动性，凸显出“自我”的重要性，即“意识”的重要性，从而将人的发展动机从潜意识扩展

到意识领域，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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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与自我、人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心理学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

一方面，从内在心理结构的层面来理解，自我同一性是内在自我之间与自我和他人、环境之间的平衡，

是现实自我、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三结构之间协调一致性关系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体自我。另一

方面，内在心理结构一致性，在主观上被个体所感知，如感受到一致感与连续感，即同一感，使个人知

觉和经验深刻地统一成为可能，是内在心理结构的功能体现和作用体现。自我同一性作为心理结构，是

核心的自我调节系统，是个体与自身、他人、世界互动的结构，这个同一性结构面对瞬息万变的新环境

时，在同化和顺应的进程中不断整合、扩充，不断丰富关于自身及其与他人、社会关系的认识，经历质

变与量变的过程，建构相应的理论。 

2.2.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基本表征：职业认同感 

正是建立在对自我同一性的整体、本质的理解上，个体感受到同一感，同一感具体表现为互为关联

的存在感(明确我是谁以及我的位置)，一致感和连续感(人格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心理成熟感，生活

的意义感，方向感(自我导向的目标意识) [1]。而自我同一性在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表征，教师在职业

场域中，获得归属感、忠诚感、自尊感等同一感，在教师职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且内化于该角

色，教师便获得了职业认同感，“教师个体”所内化的“职业角色”也是“教师职业认同”的对象。因

此自我同一性是职业认同感产生的重要基础，而职业认同感是自我同一性在职业场域中的具体表征，两

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个体的特定行为往往伴随着相应的动机，动机是为实现一个特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引起动机的条

件分为外部和内部，外部条件指能够满足有机体需要的物体等，而内部条件是个体的需要，需要是有机

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个体的内在需要是行为的内部驱动力，是最核心的动机来源。在综合性激励

理论方面，勒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场动力理论中强调：人的行为发展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外界环境的影响只是外在的条件，而人的内部需要则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是占据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因此，在内在需要的作用下，激发个体的动机，从而促进个体行为的发生。 
个体的内部需要对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内部需要是如何作用于行为，从而使行为发生

改变呢？首先，个体的内在需要通过动机间接作用于行为，而动机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传统研究

倾向于认同内部动机的作用，在行为中应当优先考虑内部动机；而外部动机在这过程中往往受到忽视。

在传统的关于内外部动机研究的基础上，Deci 和 Ryan 提出认知评价理论，并对传统的内外部动机关系

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同一活动中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按“乘法原则”而非“加法原则”来发挥作用；

而认知评价理论随后被同化进自我决定理论[2]。自我决定理论强调动机内化的作用，认为个体可以通过

自我调节，将外部动机中的控制力量逐步知觉为和个人基本心理需要相统一的因素；该理论将内外部动

机的转化看成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而不是对立的，内化的过程从完全外部动机到接近外部动机再到接近

内部动机，最后形成内部动机。在内化过程中，个体逐步调整自身的认知，将外部驱动力转换成个体能

够内化的范围，与个体的内部需要协调一致。因此，自我决定理论重视外部动机的重要作用，并探寻有

效的方法使之内化，挖掘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无论是在传统的内外部动机关系的研究中，还是在自我决定理论中，皆重视个体的内在需要，当个

体的真正内在需要建立之后，才可较好地促进行动的可持续化。对于教师而言，其职业认同感的前提是

个体形成了自我同一性，即教师个体对教师职业这一角色的认同以及内化于自身的角色；在此基础上，

教师感知自己是具备能够胜任做某件事的能力，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形成对自己能力的

认知、认同，这种认同感进一步满足教师个体的能力范畴的基本需求，有助于教师形成内部动机，进而

建立稳固的职业认同感。此外，教师个体对教师职业的认同也是一种内在的激励，能够促使教师更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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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既能做好自身应尽的责任，又能实现个体的价

值性，达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的实现，即自我实现。 
教师职业认同感包含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成分，其一，教师职业认同包含认知成分，“认同”即主体

对客体的认知，如对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占什么地位，将来准备称为什么样的人的一系列认知，

这也是自我同一性的体现；其二，教师职业认同包含情感成分，是一种积极的主观心理体验，其在本质

上体现了教师对从从事的教师职业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性评价，是克服了教师职业的外在性和异己感，

将自己的个体价值与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价值内在地充分统一起来的结果，在教师职业中获得了充分的

归属感[3]。归属的需求同样也是人的三种基本需求之一，教师的归属感来源于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组织给

予的集体感，因此要注重教师归属感的形成，它所形成的教师职业工作的动力更具有主动性、积极性。

由职业认同形成的职业作为意识、敬业精神是谋生的皮靴和管理的棍棒的作用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职业

认同是职业发展的内在激励因素[4]。 

3. 教师职业自我同一性的异化表现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异化表现主要体现在教师自我认同出现危机，从而进一步加重教师情绪失调进而

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频发。 

3.1. 教师自我认同危机 

职业认同危机是个体生存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于个体而言，认同危机是个体对自我的不确

定性的表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也意味着其专业发展与实践中也充满了诸多认同危机。教师的自我认同

是教师自主建构的深层价值，是观教师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它作为一种认知图式，包含着教师对自我

及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认识。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指维系教师自我连续的教师职业受到动摇，教师的

自我同一性逐渐不平衡，自我价值感的建构变得模糊不清自我归属感迷失。对“教师存在意义”的认识

上的片面性将导致我们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上错误的做法[5]。 
1) 教师自我价值感的认同危机 
教师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在工作中体现为同一感，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自我探索，重视内在价值的

实现；这是属于教师的主体价值，即教学专业对教师自身的意义和内在价值。而教师社会价值是指教师

对社会、学习等的外在价值，体现了教师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往往

强调教师需要满足社会进步和学校发展的需要，以社会和学校需要为本位，过分重视教师的社会价值，

强调教师社会价值的无限化；相反，教师的主体价值受到忽视，对其教育教学实践的自我价值缺乏尊重

和体认。对教师的主体价值尤其是内在的生命价值的轻忽与扼抑，势必造成教师专业实践的尴尬与形象

窘态，至尊的道德地位与卑微的经济报偿相悖，学为圣贤的人格追求与清贫的物质待遇反差，甘为人梯

的默默奉献与生命价值的消磨牺牲矛盾，社会的高期待、高评价与低选择、低定位背离[6]。 
帕克·帕尔默(Palmer, Paeker J)提出“心中教师的召唤”，任何对从教的真正的召唤归根结底来自

心中教师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我们不折不扣地遵循我们的真心。在生活中只要留神听听对我们提出的

“应该”做什么的要求，就可能发现有不少是可能扭曲我们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的外部期待[7]。如果

教师需要一味去满足外部社会的“应该”要求，或许在道德的层面上，完成这些事是值得赞许的，但

这是远超教师自身应承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压力，教师每日承受的压力不断触及底线，工作热情极度

衰竭，教师的工作变成了一项无法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主体价值被深

深湮没在社会价值之下，侵犯了教师内在的自我，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相悖，导致教师自我价值感

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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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恰恰体现了工具理性泛滥导致现代社会在价值秩序上强调社会实用价值而忽视教师生命价值，

从而使教师在这个“祛魅”的世界中难以解放出来去寻求超越性，教师变成了一个客体的人，而教师职

业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对于教师，教师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价值，用心培育国家未来的

栋梁，同时，教师在工作过程中与学生教学相长，教师个体也在不断探求生命的意义。但是在外部社会

价值期望的限制下，教师“被要求”符合一套既定的专业标准，其自我价值建构受到威胁，进而导致教

师个体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三个层面没有统一协调，则教师在职业领域的自我同一性就没有完全

建立，自我同一感的解构造成了教师自我价值认同的危机现象。 
2) 教师自我归属感的认同危机 
对于教师而言，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个体认同是构成

社会认同的可能性和基础，而社会认同则提升了教师自我认同，且引导着自我认同的发展高度和基本方

向。由此可见两者是互相创生的关系[8]。教师自我认同是教师获得“职业角色”的一种内化过程，内化

使教师不仅达到了社会身份所规约的角色期待，即获得了社会认同，且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专业自我

的主动辨识与建构，获得了自我认同。但是在教师自我认同危机中，教师对个体职业内在的基本需求没

有得到较好的满足，动机内化的过程受到阻碍无法将教师这一角色内化于自身角色中，教师个体会将自

己视为“边缘于”教师群体中的一员，在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迷失了自我归属感。长期的社会认

同、自我认同的缺失，不仅会导致教师对二者之间关系认知的模糊化、割裂化，甚至会导致对社会认同

的错误理解。 

3.2. 教师情绪失调导致职业倦怠 

弗鲁顿伯格于 1974 年首次描述与界定职业倦怠这一现象，他用“burnout”一词来描述那些服务于助

人行业(helping professions)的人们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

状态[9]。在众多的文献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是玛勒诗(Maslach)和杰克森(Jackson)的定义，即职业倦怠是指

“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绪衰竭(emotional-exhaustion)、去个性化(人格解体或非人

性化，dersonalization)和成效感(低个人成就感，lack of personalment)的症状”[10]。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情

绪衰竭的问题，顾名思义，情绪衰竭是指个体的情感资源因过度消耗而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工作热情

完全丧失。在个体的情感成分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时，即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出现了异化，并未体现

出同一感，即一致感和连续感。 
教师职业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劳动，但是人们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霍赫希尔德教授(Arlie R. Hochschild)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Emotion work, emotion labor, 
也有人翻译成情绪工作，情绪性劳动)。情绪劳动察觉并重视情绪在工作中的价值性和重要作用，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在 Glomb 和 Mueller 根据情绪劳动需求所列的职业排行榜中，教师作为学校工作者位

居第二，可见教师的情绪劳动研究结果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情绪劳动作用机制的概况[11]。因此，教师情绪

劳动是指教师作为一个专业角色在面对职业规范与个人情绪感受的交织时，既不能违背职业要求，又不

能欺骗情绪体验，还要表现出适合学生需求、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情感表现和行为风范[12]。 
在后续发展中，情绪劳动分为“表面行为”、“主动深度行为”、“被动深度行为”三个层次；“表

面行为”即“表层表演”，教师需要改变自身外部表情来表现所需要的情绪；当教师不仅仅改变身体表

达方式并且改变自身内部感受时他们就采用了“深度表演”，即“主动深度行为”[13]。理想的教师情绪

是“被动深度行为”状态下的情绪，即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时，自发地真实体验和表达所期望的情

绪，而不做任何努力；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时，是发自内心地、全身心融入课堂，此时教师的情绪是

积极的正向情绪。需要明确的是，教师并非“圣人”，无法随时随地都处于一种“被动深度行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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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状态下；在日常工作中，即实然状态下，教师的情绪也会处于“主动深度行为状态”或“表面行为”

状态，这是无可厚非的。由于教师每日处于纷繁复杂的学校情境中，有不同的情绪是正常的，这也导致

教师的情绪劳动是处于不同的层次。但是无论哪种层次下的情绪劳动，由于教师职业本身的专业性，最

终教师会确保在课堂上所呈现出来的是积极正向的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教师身上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为了保证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教师的情绪将受到学

校规章的要求和限制，这是对教师情绪的要求，即“需要”的情绪；但是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是不同的，

每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不尽相同，我们将教师表现出来的情绪称之为“表现的情绪”。

在“双减”政策下，教师的负担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凸显出教师自身的情绪问题，当学校、社会“需求

的情绪”与教师个体“表现的情绪”不一致的情况长期存在，且教师的情绪困扰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

时，教师就会出现情绪失调(emotive dissonance)，即教师表现的情绪与外界需要的情绪之间出现了差异。 
艾森博格和汉丁顿提出“感知组织支持”的概念，这是员工对组织是否对其职业发展进行支持、是

否关注其幸福感的一种主观感受[12]。当社会外界对教师情绪的要求逐渐偏离，教师自身是能够感知到的。

正如比克纳所提出的职业观，“职业是你心中的深层愉悦与外部的深层渴求一拍即合的地方。”当教师

投身去做的工作，被外部的深层渴求所裹挟时，教师内心的深层愉悦显然会被消损，直至产生情绪失调。

情绪失调在本质上体现教师的自我同一性没有协调一致的问题，即教师的自我认同危机问题，但是为了

营造较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教师需要进行情绪伪装，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这是一个十分耗费精力的过

程，长此以往极易引发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因此，教师的情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教师的日常教育

教学活动，甚至影响了教师的身心健康，导致教师的职业倦怠时常发生。因此，处于“失语”状态的教

师的情绪问题亟须重视。 

4. 教师自我同一性异化的治理思路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异化现象引发教师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加重教师情绪失调进而导致教师职业倦怠

的频发。这不仅严重影响教师的日常工作与身心健康，也制约着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教师自我同

一性的不平衡现象亟须重视，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思路。 

4.1. 教师自我同一性的重构 

教师的自我同一性深刻影响着教师个体对其专业经历与专业实践所生成的自我经验感，即对自我职

业角色的认知；同一感内在地要求教师持续性地反思自我、规划自我，并保持自我认同一致性与连续性。

如果缺乏自我同一性，则教师很难确认自己在工作中真正的身份感与角色观，很难建立内在的归属感。

因此，当教师的自我同一性处于不平衡的危机状态时，教师需要对其进行重构。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自

我同一性的重构即对自身的专业价值、角色进行合理辨识与主动建构，在建构中探寻自我的归属感与个

体独特性。除此之外，在重构的过程中，教师要重视自我反思与自我规划。在职业生涯中，教师需要重

视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自我的追问与反思，在不同阶段的专业经历与经验中进行反思性理解，并保持自我

认同一致性和连续性。 

4.2. 教师情绪的“转化”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情绪失调问题愈加凸显，如何使教师的三个情绪层次从“异化”到“协

调化”，使教师情绪回归应然，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学校要增加对教师的人性关

怀，适当为教师“减负”，为教师提供一个感受到内部愉悦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的真情实感提供土壤；

只有教师从耗费人力的情绪伪装中跳脱出来，教师的教学热情才不会极度损耗，课堂上的民主、积极活

跃的氛围才得以可能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同一性包含了社会认同的成分，而社会认同是个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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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身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这一社会角色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因此，

社会认同对教师自我同一性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认识并重视社会认同在教师自我认同感

建设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要学会适当地调节自身的情绪，良好的情绪状态是教育教学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教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教师可以适时调整自己对情境的感知和认知，

通过改变认知调节自己对情境的误解或焦虑。 

4.3. 积极引发教师的心流体验 

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西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试图从科学角度寻找如何使自己达

到最佳幸福状态，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工作体验提出了心流(flow)的概念[14]。心流，指的是我们全身心

从事某一项活动时的一种情绪状态。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影响教师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的是该教

师能够从教育教学工作中得到多少心流体验，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奖励。因此，我们需要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积极引导教师在心流体验中自主建构自我同一性，获得同一感与幸福感，从而有效改善教师的自

我认同危机与情绪失调问题，促进教师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总之，教师自我同一性既是一个微妙复杂的状态，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领域。有效改善教师自我认

同危机并调节教师情绪失调现象，让教师在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抵达和谐，在平衡的状态下进行工

作，重视和守护教师的自我同一性，不仅是对教师个体生命质量的保障，更是深层次促进基础教育教学

质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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