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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 1983~2020年收录的531篇主题为“专业认同”中英文文献，从

年度载文量、研究专业与学科分布、国内外资助专业认同研究、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关键词热点、研

究内容7方面入手，重点比较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热点、研究方法。结果表明：国内外主要均以教师和学

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国内外也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单一。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继续扩展专业认同研究

与应用的领域，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加强专业认同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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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531 Chinese and English documents on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from 1983 to 2020, from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the distribution of re-
search majors and discipl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funding of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research, 
and related concepts,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 hotspots, research content 7 aspects, it focusing 
on compar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 groups are mainly used as research ob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questionnaire surveys are also used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a single method. In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urther impro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ed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ro-
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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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知识经济”已经在

中国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

强国家的教育实力和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全民族的教育

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教育、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教育的繁荣昌盛和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 
2018 年 12 月，我国出台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进教

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并加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就学习者

而言，专业认同是联系学习者主体行为意愿与客体环境的桥梁[1]，受学习者自身、专业前景、社会舆论、

生源地、学校等因素共同影响及作用[2]，对从业意愿[1]、自主学习动机[3]等产生积极影响。在全社会“活

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氛围的影响下，产生于学习中进而又助推学习的专业认同备受教育学

家及教育部门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专业认同概念和维度划分不一，本研究将专业认同定义为：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对学习内容的积极情感态度，包括认可、接受和喜欢，具体表现为愿意投

入专业学习探究、愿将所学内容作为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等积极主动的行为。 
国内外对专业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早，已持续近 40 年，并有大量相关文献，研究对象趋于明确，研究

内容不断丰富与深化，研究热点从现象研究到影响因素研究再到应用研究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国内外专

业认同文献计量分析，得出了年度载文量与研究阶段、研究专业与学科分布、国内外资助研究专业认同

基金项目、相关概念，结合研究方法、研究关键词热点等，尝试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为后续专业认同

的研究提供科学性与有依据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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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 

本文国内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类型，以“主题”为检索

项，以“专业认同”为检索词，期刊来源限定在“SCI、E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CSSCI、CSCD”，

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30 日，由此筛选出相关文献共 301 篇。本文外文文献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选择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professional identity 
student”为标题，限定语言为“英语”，并剔除会议、摘要、新闻、社论后，共获得外文文献 230 篇。

据此，本文共获得 1983~2020 年国内外文献共 531 篇，基本能够反映国内外专业认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和

趋势。 

3. 年度载文数量与研究阶段 

本文运用 Gephi 数据可视化处理软件对国内外 1983 年~2019 年间的文献数量进行可视化分析，图像

中节点的直径大小、深浅表示载文数量的多少。 
从年度载文量变化趋势(图 1、图 2)可知，国内外发文量均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波动，有的年份间发文

数量相差 10 篇之多，国外刊发量总体呈现上升波动趋势，而国内的研究则呈现下降波动趋势。 
据此，可将国内外“专业认同”发文量分为 3 个阶段： 
① 起步阶段(国外：20 世纪 80 年代~2008 年；中国：2001 年~2005 年)：在起步阶段的 20 多年，发

文量甚少，每年发文不超 5 篇，年际变幅不大，维持在 1~2 篇/年。自 2001 年专业认同研究才引起国内

学者的极大关注且推动深化研究，但比国外晚了整 20 年。此后，国内发文量从 2005 年起呈上升趋势，

而国外在 2008 年发文量才呈现上升态势，说明国内起步晚，研究推进快；而国外虽起步早，发文上升趋

势的时间明显晚于国内。 
② 提升阶段(国外：2009 年~2014 年；中国：2006 年~2012 年)：国内外研究文献由前一阶段的低发

文量，之后呈增长态势。国内年均发文数量由 0~1 篇/年逐渐上升为 12 篇/年，国外均每年发文 7 篇，低

于国内发文量。 
 

 
Figure 1. Annual foreign papers volume trends 
图 1. 国外年度载文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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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nnual domestic papers volume trends 
图 2. 国内年度载文量变化趋势 

 
③ 波动发展阶段(国外：2015 年~2019 年；中国：2013 年~2019 年)：该阶段论文大量刊出，占了总

文献量的 62.0%，国内外均发文 28 篇/年。年际波动幅度较大，最多发文为 18 篇/年，最少 10 篇/年。 
 

 
注：数字为发文篇数。 

Figure 3.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table 
图 3. 国内外研究专业与学科分布表 

4. 研究专业与学科分布 

学界对专业认同的概念内涵认知尚不统一，专业认同感是个人选择某专业或某工作的基础及原因。

在国内专业认同研究中，研究的学科、群体和对象十分广泛(见图 3)。统计得知，以专业认同为主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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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内选择教师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占 31.2%。选择研究对象为硕士研究生的文献占 13.0%，以专业认

同为切入点研究相关的学科：文学类(全部为英语专业)、医学类及教育学类。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

占 54.7%，专业以医学类、教育类、管理类为主，主要关注护理学、定向医学生、学前教育等。国内对

专业认同的研究不仅针对新闻业、广告业、档案学科等，还针对华人移民、二语习得者等社会中较特殊

群体，也还针对知识型员工、新闻从业者、档案工作者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群体，但占比小。 
国外对专业认同的研究中，以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占 14.5%；而学生群体为 47.9%集中在医学

类，主要针对护理学及药学；教育类的心理学学生群体占比 5.2%。在国内外专业与学科研究的差异上，

国内研究的学科与专业相对国外而言更加广泛，国外相对比较单一。简而言之，国内外专业认同研究均

更关注教师群体、主要是医学及教育类的学生群体。具体研究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无明显变化。 

5. 国内外资助专业认同研究基金项目 

如表 1 所示，总体来看，国内由基金资助发文量较多，由国家级基金资助的发文量共有 45 篇，其中

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发文共有 24 篇，体现出专业认同的研究在国内受到重大关注，

产出成果多。国外资助发文的机构较分散，其中在国外发文而由国内基金支持的文献为 4 篇，分别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 2 篇)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发文 2 篇)资助。由日本、美国资助的发文均为 6 篇。由

此可知，我国对专业认同研究的资助基金与美国、日本差距不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unded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research fund projects and publi-
cations 
表 1. 国内外资助专业认同研究基金项目与发文数量统计 

国外受资助专业认同研究基金 篇数 国内受资助专业认同研究基金 篇数 

Grants in 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7 

Iowa Measure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1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Mext 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7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SA 2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3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 2 

6. 认同与专业认同相关概念 

6.1. 认同 

“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

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4]。学者对认同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认

同是随时间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人们不断建构自我人格或逐渐变得与某些群体趋同。从主客

观角度看，认同分为主观认同与客观认同，其中客观认同强调现实认同的客观的特征、符号和象征，如

肤色、语言等[5]。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划分，欧洲学界把认同分为社会认同与个人认同，均强调个体处

于某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和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意识[6]。从社会的视角，认同又分为社会认同、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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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业认同 

专业认同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是社会认同的一种具体类型或表现[8]。学者对专业认同的定义尚不

统一，但都强调个人对于自身工作和专业逐步形成的积极的情感态度。不同学者对专业认同的维度划分

也有所差别(见表 2)。秦攀博将专业认同划分为认知性、情感性、行为倾向性、适切性四个维度。王顶明

[9]保留了认知性与情感性维度，但将因认同产生的积极行为归为可持续性维度，余益飞[4]在此基础上将

情感性维度延伸为态度维度，以学生与专业的情感连结程度来衡量。此外，一些学者在情感维度的基础

上增加了教学认同维度，用以表征学生对专业的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等教学情况的认同，以及描述学生

参与相关实践活动的专业投入维度[10]；学生是否适合学习本专业、是否具备专业学习的品质、能否积极

进行专业学习等也被纳入专业认同的“适切”与“行为”维度中[11]。特别是在教育学类专业的认同研究

中，对专业认同概念维度的划分增加了职业的发展前景维度[10]、[11]。综上述，不同学者、不同研究内

容对专业认同维度的划分迥然，但共同之处均保留了个人对专业的情感认同与之产生的个体行为。 
 

Table 2. The dimensional division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2. 国内学者对专业认同概念的维度划分 

研究者 维度划分 划分依据 

秦攀博[12] 

认知性 

认为这种划分更能体现专业认同是对专业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也能体现专业与自我的同一程度 

情感性 

行为倾向性 

适切性 

王顶明[9] 

认知性专业认同 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了解 

情感性专业认同 个人与专业的情感连结程度 

可持续性的专业认同 内在的情感上的愉悦与满足会直接导致积极的行为动机和外显的行为效果， 
从而形成可持续性的专业认同 

官春兰[10] 

价值和发展认同 对专业的重要性、价值、发展前景和就业前景的认同 

情感认同 是否喜欢专业、对专业态度的变化和是否愿章从事特教类工作等 

教学认同 对专业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师、教学、教材、科研条件等教学情况的认同 

职业认同 对特教类职业的地位、特点、发展前景及从事特教一线教学的认同 

专业投入 专业学习的志度，学习的过程中“完成专业任务、投入时间和精力、 
参与专业相关实践或活动等”的情况 

朱书强[11] 

专业认知 了解专业基本情况、社会作用、课程体系、专业地位等 

专业情感 对专业发展有信心，认可专业价值、对专业目前状况满意等 

专业适切 适合学习本专业、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具备本专业的思维品质等 

专业行为 积极进行专业学习、主动克服学习困难、关注专业发展动向等 

专业意愿 认可后续的职业方向、希望未来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等 

余益飞[4] 

认知 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了解或认知 

态度 学生个人与专业的情感连结程度 

持续 专业学习，使个体获得情感上的愉悦与满足，形成可持续性的专业认同 

7. 国内外专业认同研究方法统计与比较 

如图 4 所示，国内外的研究方法主要由访谈及问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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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map of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research methods at home and abroad 
图 4. 国内外专业认同研究方法分布图 

 
国内应用访谈法发文量是应用问卷法的 1/5，选择问卷法研究专业认同的文献占了绝大部分，仅有一

篇论文中同时采用访谈和问卷研究法。使用的量表除专业认同量表之外，部分研究还根据研究的对象及

主题不同，增加研究被调查者人格类型的 MBTI 人格类型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还有心理健康状

况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职业相关的职业倦怠量表(MBI)、霍兰

德职业偏好量表(VPI)、职业兴趣测查表(VIS)等量表，均都针对性地评估被调查者在人格类型、心理健康、

职业等方面的个人情况。除问卷及访谈法外，国内一些学者还运用数学建模、建立对照组及实验组等定

量方法，以及调查、采集学习日记、个案研究、观察等定性方法。总体来看，国内专业认同领域的研究

方法中，尽管方法创新，如文献计量法的身影，但数量极少，绝大多数研究仍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较

为传统的方法。专业认同的研究任重道远。 
问卷、访谈及其他定性研究方法在国外的研究中使用较为普遍。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观察、话语

分析、隐喻图像识别等定性方法的运用多于国内。可见，调查问卷是国内外研究专业认同的主要方法，

国外定性方法丰富于国内，国内更关注定量研究方法。 

8. 国内外专业认同研究热点 

8.1. 国内专业认同关键词热点分析 

通过国内文献关键词计量分析，可从侧面洞悉研究专业认同的国内热点。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国

内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期刊来源限定在“SCI、E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CSSCI、CSCD”，

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30 日，由此筛选出相关文献共 301 篇。在中文关键词中，出现次数排名前五的

分别是：专业认同、专业认知、专业情感、教师专业认同、专业发展，进行聚类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

该领域的研究着重分布在教师专业认同、情感学、专业能力学、教育学等相关主题(见图 5)。 

8.2. 国外专业认同关键词热点分析 

将国内外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可从侧面洞悉研究国外专业认同的热点方向。借助CiteSpace
进行国外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professional 
identity student”为标题，共获得外文文献 230 篇，外文文献关键词分析图谱如图 6 所示。在外文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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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次数排名前五的分别是：professional identity student、Professional Identity、Medical Student、Higher 
Education、Medical Education，进行相应聚类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专业认同的研究着重分布在医学专业

认同、教育学、应用专业认同等相关主题。 
 

 
Figure 5.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profiling 
图 5. 中文文献关键词图谱分析 

 

 
Figure 6. Key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profiling 
图 6. 外文文献关键词图谱分析 

9. 国内外研究内容比较 

9.1. 国外研究内容 

1983~2009 年是起步与扩展阶段。研究的对象从教师逐渐延伸到学生的种族认同，Watts、Popedavis
分别研究了临床学生中黑种人专业认同的发展[13]、白种人种族认同的差异[14]。此后进一步向其他学科

与专业延伸：Newbury 通过定性方法研究摄影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15]；Niemi 基于定性的学习日志与访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2050


林锦屏 等 
 

 

DOI: 10.12677/ces.2021.92050 326 创新教育研究 
 

谈材料研究医学生临床的专业认同[16]，Loui 采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将工科学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7]。 
2010~2015 年是延伸与深化阶段。Helmich 对学生发放问卷，发现早期实习有利于学生对自己未来的

医生角色产生正面看法[18]。Hamilton 使用分析学生叙述的定性研究方法探索注册会计师学生的专业认同

[19]；Dang Thi Kim Anh 通过半结构访谈、录像与课堂观察笔记、教学计划等教学材料研究教师专业认

同的形成[20]；DeMatteo 等人将话语分析与焦点小组访谈作为在企业文化中探索专业认同研究的两个数

据来源[21]；Korkmaz 等人运用隐喻图像法探索医学生的专业认同[22]。Cowin 研究护理学学生专业认同

的心理计量特性[23]。Wong 等人探讨医学生专业认同形成与学生的既往经历、榜样、患者、课程表和社

会因素五个主题有关[24]；Hensel 等人描述了护理学学生压力与专业认同的纵向关系[25]。 
2016~2020 年是延续与发展阶段。Gonzalez 等人使用教师日记定性分析影响体育教师与学生家庭之

间关系质量的因素[26]；Jue 等人采用定量方法比较艺术疗法专业与心理咨询专业学生间专业认同在职业

承诺与主观幸福感两方面的差别[27]。Wiles 等人探究了专业能力框架对培养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的作

用[28]。Ahmad 等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证实了社区教育计划有利于医学生专业认同的培养[29]；Tsybulsky
等人证实尸体解剖的实际经验会对学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30]；Schei 等人通过对学生反思性的文章定

性描述分析后得出早期临床接触有利于协助学生从“外行”向“医学”的身份转变[31]；Tien 研究模拟

临床经验可以促进医学生专业认同的形成[32]。 

9.2. 国内研究内容 

2001 年~2005 年是与国外研究联系，与专业发展结合的阶段。伦道尔·C·杰默生等人研究了美国

档案工作者及其专业认同[33]。庞守兴等人在这一阶段为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所做的综述[34]。 
2006 年~2010 年是两大对象，两个角度的阶段。梁艳荣从专业认同角度分析提高教师心理素质的策

略[35]，谈儒强从情感视角研究教师的专业认同机制[36]。刘璐等通过问卷和访谈、日记等质性研究材料，

得出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和认同在进入大三年级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37]；刘秋颖等对 174 名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本科新生发放问卷，调查他们的职业/主修专业认同[38]。 
2011 年~2020 年是继续深化、应用与发展的阶段。廖湘阳从范畴、内容、视角、价值等四个维度构

建了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社会认同度测量的基本框架[39]；白凯等人通过对西安 6 所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

科生的调查开发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量表，并测量得出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科认同由专业学习、专

业前景、专业意识、职业发展、专业投机、社会偏见、专业归属等 7 个维度构成[40]；苏大鹏认为价值认

同、情感认同、满意感、效能感、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教师专业认同[41]；聂二辉等人指明了档案专业高

等教育未来的改革方向是以专业认同为导向，增强学生对档案专业的认同度[42]；杨秀冬研究了高职院校

德育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发展策略[43]。 

10. 结论与思考 

10.1. 结论 

国内外对专业认同这一主题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自产生后，在发文篇数上可分为国内外

发文量相对较少、波动平缓的起步阶段；专业认同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发文量开始逐年上升、但

年际间波动幅度较大(见表 3)。 
在研究对象方面，国内专业认同研究的学科、群体和对象十分广泛。在以专业认同为主题的研究中，

1/3 以教师为研究对象，而对学生的研究以医学类、教育类、管理类为主，主要关注护理学、定向医学生、

学前教育、英语等专业。国外在对学生群体的研究中，近半数研究都集中于医学类，主要针对护理学及

药学。国内研究的学科与专业相对国外而言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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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访谈及问卷两类，绝大多数国内文献依然选择问卷法。国外的研究侧重于问

卷、访谈及其他定性研究方法。 
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表现为从专业认同出发探讨对心理的影响，和对专业认同本身的影响与机制，

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专业认同内部维度与测量框架，并不断发掘专业认同在应用、改革和发

展中的价值。国外的研究内容由现象描述与特点归纳到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专业认同培养与应用。 
 

Table 3. Research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表 3. 国内外专业认同研究结果 

 起步与发文篇数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国内 起步稍晚，发展较

快，呈波动变化 
研究群体主要为学生、教

师；研究学科广泛 
以问卷调查为主，定

性方法单一 

专业认同对心理的影响 + 专业认同对本身的影

响和机制→专业认同内部维度与测量框架→专业

认同的应用 

国外 起步较早，波动变

化，逐年上升 
研究群体主要为学生，研究

学科以医学类为主 
问卷调查与定性方

法、且多样化 
现象描述与特点归纳→专业认同影响因素作用与

机制→专业认同培养与应用 

10.2. 思考 

未来国内学者应基于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着手： 
(1) 继续扩展专业认同研究与应用的领域。专业认同是由学习者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学

习者”这一词语涵盖的范围并不只局限于教师和学生群体，也不应局限在某几个学科和专业，应对一切

能够产生学习行为的人群广泛开展研究。譬如加强对理科、工科等学科的研究。 
(2) 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专业认同研究涉及各领域各学科，应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目前国内外研

究方法单一，尽管国内学者运用定量研究，但还处于初级阶段，应加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尝试综合运用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发掘出适合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从而产生更加

丰富的研究成果。 
(3) 加强专业认同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外对专业认同的研究已有近 40 年的历程，且研

究内容极为丰富，但对专业认同的概念、维度划分、影响作用机制等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亟待完善

与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助推专业认同在深度、广度及高度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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