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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情怀是当代小学全科教师的核心素养之一。基于扎根理论研究视角，对30名小学全科教师进行了访

谈，利用Nvivo 11.0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内容编码分析，初步建构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结果

显示，小学全科教师的教育情怀包含仁爱、认同、坚守三个核心成分，分为关爱学生、职业责任、职业

价值、追求发展等10个子类。依据此多维结构，小学全科教师应注重情感引导，以仁爱化情怀；根植乡

土情结，以认同化情怀；加深理想信念，以坚守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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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feelings are one of the core qualities of contemporar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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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nded theory, 30 general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 were interviewed. 
Nvivo 11.0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encode and analyze the interview content to in-
itially 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these primary schoolteachers’ educational feel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ducational feeling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onsist of three core components: 
benevolence, identity and persistence. These components were divided into 10 subcategories: caring 
for students,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 value and pursuit of development, etc. Accord-
ing to this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motional 
guidance with benevolence, rooting in local complex with identify, deepening ideals and beliefs 
with per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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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20] 5 号)提出“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厚植乡村教育情怀”等要求。

为进一步优化乡村教师结构，缓解乡村教师短缺的矛盾，重庆市自 2013 年开始了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工作，小学全科教师作为定向培养的乡村教师，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各项

支持、鼓励及优惠政策，乡村教师的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除了这些外援政策之外，也应看到乡

村教师的教育情怀这一内在动力，教育情怀作为支撑小学全科教师坚守和奉献乡村教育的力量，关系到

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教师，真正地做到“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现阶段，我国学者主要对教育情怀的内涵、教育情怀的重要价值以及教育情怀的培养策略展开了研

究。首先，对于教育情怀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王萍提出教育情怀是教师献身教育的

承诺，是教师与学生相处的智慧，是教师对学生成长的迷恋[1]。肖凤翔和张明雪则将教育情怀解释为教

师对待自身、学生和社会表现出来的人文情怀，包含了自我关怀、人文精神和师德伦理三部分[2]。其次，

教育情怀作为教师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有着重要的价值。具有教育情怀的教师真诚、勤勉、敬业、超

越，将自己的生命融于教育这一宏伟的事业中，这样的教师眼光高远、行为执着，永远向着教育及人的

未来[3]。同时，教育情怀还是教师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优势所在，传统的知识传授正逐渐被网络、人工

智能等所取代，教师存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人文关怀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与终身发展上[4]。最后，教

育情怀的培养策略也是我国学者的重点研究方向。陈太忠与皮武指出以下四点有助于促进教师教育情怀

的生成：教师对教育功能的充分认知；教师对国家富强和民族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教师对教育生活的审

美建构；教师对学生和自身的深切关爱[5]。 
根据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虽有学者不断地加入到教育情怀的研究中来，但现有的研究仍缺乏自下

而上获取资料，极少关注一线乡村小学全科教师的体验。同时目前有关小学全科教师的研究也大多围绕

着“如何培养小学全科教师”，而“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这一研究主题鲜有学者问津。小学全科教

师身处乡村教育一线，承载着乡村教育的希望，因此小学全科教师的教育情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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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几点，本研究以“小学全科教师的教育情怀”为研究主题，从一线小学全科教师视角出发，通

过半结构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建构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可为在岗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提

升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34 位重庆市的小学全科教师参与访谈。其中有效访谈样本 30 个，男

教师 9 人，女教师 21 人，现都就教于重庆市各区县乡镇小学，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受访者的地区分布情况 

区县 男/人 女/人 合计/人 

綦江 0 2 2 

黔江 2 5 7 

酉阳 2 0 2 

奉节 1 2 3 

南川 0 3 3 

丰都 1 1 2 

梁平 3 1 4 

秀山 0 4 4 

开州 0 1 1 

彭水 0 1 1 

忠县 0 1 1 

总计 9 21 30 

2.2.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主要运用以下两种工具。其一，事先拟定了访谈提纲，涵盖 5 个主要问题：您能谈谈作为

一名小学全科教师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吗？您认为是什么支撑小学全科教师坚守乡村的小学教育事业？在

日常生活中，有情怀常被用来赞誉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有社会责任的人，您认为有

教育情怀的小学全科教师应该是怎么样的？您认为哪些方面的行为或表现能够体现一名小学全科教师的

教育情怀？列举您认为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不足的行为或表现？其二，Nvivo 11.0质性分析软件，Nvivo
是由 QSR 公司设计开发，用以辅助计算机进行质性分析的软件，拥有强大的编码功能，本研究用以文本

资料的编码和分析。 

2.3. 研究程序 

2.3.1. 数据收集 
访谈前，访谈员向受访者简要介绍了研究的目的和方式，经受访者同意后，对整个访谈过程同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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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访谈中，访谈员根据实际情况对预设问题适当细化、转述或追问，尽可能多地了解小学全科教师教育

情怀的信息。访谈结束，经过筛查后得到 30 份有效录音，平均访谈时间长度为 13.12 分钟，完成数据收集

的时间跨度约为一个月。经过对录音进行语音识别以及逐字甄别后得到 30 份访谈文本，共约 10.5 万字。 

2.3.2. 数据编码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11.0 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编码、建构小学全科教师

教育情怀的结构。扎根理论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提出，它强调研究人员必须对访谈资料

采取开放的态度，对访谈信息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从中提炼出相关的概念和范畴，进而建构反映访

谈对象社会生活的理论[6]。首先，将 30 份访谈文本导入 Nvivo 11.0 的“内部材料”之中。其次，根据扎

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依次进行整理、编码、联系和建构理论[7]。最重要的步骤是对原始资料逐级编码，其

中包括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核心式编码。开放式编码阶段，将文本资料按照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

行编码，经过筛选共获得关心学生、了解学生、耐心、宽容、热爱工作、幸福感、成就感、积极乐观、乐

于助人、工作认真、有责任心、无私奉献、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专业素养过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身正为范、提升专业素养、坚守岗位、坚定理想信念等 75 个自由节点。关联式编码阶段，根据自由节点之

间的联系，寻找概括性更强的范畴，共抽取关爱学生、热爱教育、善待他人、职业责任、职业价值、职业

技能、职业道德、追求发展、坚守岗位、坚定理想 10 个关联式编码。核心式编码阶段，经过系统地分析

开放式和关联式编码共同反应的核心类属，最终确定 3 个具有统领性的核心编码，即仁爱、认同、坚守。 

2.3.3. 效度和信度检验 
根据塞德曼对质性研究效度审定的建议，运用原始资料检验法、受访者反馈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效度

检验[8]。原始资料检验法是通过验证主要概念是否来源于原始资料以判断结果效度，运用质询功能发现

“关爱学生”“坚守岗位”“热爱教育”“终身学习”等都源自原始资料，表明编码结果效度良好。同

时，选取样本的 17%用于信度测试，即从 30 篇有效访谈材料中随机抽取 5 篇，由另一编码员按照相同的

分析维度独立完成编码。对编码结果使用信度公式进行信度系数计算，获得信度系数为 0.86，处于较高

水平，表明编码结果的一致性是良好的。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结构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分析，结果显示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

构包含仁爱、认同、坚守 3 个核心类属，这些核心类属由分为 10 个主要类属，详见表 2，其中材料来源

代表参与访谈的人数，参考点代表该类属被提及的次数。 

3.1.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仁爱成分 

参与访谈的小学全科教师普遍认为，“仁爱”是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结构的必要成分之一，总共

30 名小学全科教师全都提到了该类属，共有参考点 174 个，包涵关爱学生、热爱教育、善待他人 3 个主

要类属。其中关爱学生被 29 名小学全科教师一共提及了 120 次，主要由耐心、关心学生、爱学生等 26
个自由节点构成。由于小学生本身在情感和认知上还比较稚嫩，小学的“教学工作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

作”(WCP)，所以小学全科教师对学生的关爱首先体现在耐心上，耐心被 11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及 14 次。

其次，作为一名小学全科教师“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都会比较关心学生”(YJ)，有 8 名小学全科教师

13 次提及关心学生。受访者提到：“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注入自己的爱”(LYL)，爱学生被 11
名小学全科教师共提及 13 次。作为一名教师还要爱自己的事业，热爱教育被 16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及 38
次。很多被访者都提到“必须爱这份事业”(LL)并且能从教育事业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乐于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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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教育事业为豪。同时作为个人，小学全科教师的生活态度也与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善待他人被

12 名小学全科教师共提及 16 次，提到要“以一种平常心、一种热爱之心去对待生活”(SSQ)，在生活中

要平等待人、乐于助人。并且教师的情绪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很多全科老师给学生传递的其实更多的

是正能量”(LD)，积极乐观对于一名小学全科教师也十分重要。 
 

Table 2. The coding results of educational feelings’ structure 
表 2. 教育情怀结构的编码结果 

编码类别 
(核心类属/主要类属) 

类别来源 

材料来源/个 参考点/个 

1 仁爱 30 174 

1.1 关爱学生 29 120 

1.2 热爱教育 16 38 

1.3 善待他人 12 16 

2 认同 29 127 

2.1 职业责任 21 45 

2.2 职业价值 19 45 

2.3 职业技能 16 22 

2.4 职业道德 9 13 

3 坚守 18 39 

3.1 坚守岗位 5 6 

3.2 坚定理想 4 4 

3.3 追求发展 12 29 

3.2.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认同成分 

结果显示，认同也是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重要成分，包涵了职业责任、职业价值、职业技能、

职业道德 4 个类别，在访谈中有 29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到，共有参考点 172 个。其中职业责任被提及最多，

小学全科教师身处教学一线，将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成才，责任重大，所以“最基本的是要负责”(ZY)，
共有 21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及 45 次。职业价值被 19 名小学全科教师所提及，同样也有 45 个参考点，由

无私奉献、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公平公正等 10 个自由节点构成。无私奉献被最多提及，由于乡村学校

各方面相对落后，所以许多小学全科教师通过自己的无私奉献来弥补学生，如“自发给学生补课，还有

对于比较贫穷的一些孩子，自己掏钱给他买衣服鞋子”(YJ)。16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及职业技能 22 次，作

为小学全科教师“最主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应该具有一个非常夯实的教学基础、教学素养”(LW)。“作为

老师道德情操也是很重要的”(WL)，职业道德被 9 名小学全科教师提及 13 次，包涵身正为范、有道德

情操、遵纪守法、人格高尚。 

3.3.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坚守成分 

结果表明，坚守岗位、坚定理想和追求发展共同构成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坚守成分，其开放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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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材料来源依次为 5、4、12，编码参考点数依次为 6、4、29。首先，作为国家培养的免费师范生需要坚

守岗位，做到“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LW)，尽管乡镇小学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但“依旧坚守在这

个岗位上”(LD)。其次，小学全科教师要坚定理想“能够扎根在乡村教育，乡村学校，助力每一个乡村

孩子”(XYL)。最后，追求发展是教师专业提升的源泉动力，包含了提升专业素养、勤于思考、自我提

升、职业发展、自身发展共 5 个自由节点。 

4. 讨论与建议 

4.1.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 

本研究基于 30 位一线小学全科教师对其教育情怀丰富、具体、生动的描述，根据格拉斯和斯特劳斯

提出的扎根理论进行自下而上归纳资料，构建了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仁爱、认同、坚守 3 个

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这 3 个核心要素分别体现在了情感、认知、意志三

个层面，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全体受访者认为仁爱是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最核心的成分，正如陶行知所言，要想完成乡村教

育的使命，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心献给乡村人民和

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9]。仁爱便是小学全科教师

从心里发出来的对教育、对学生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和生活中的其他人的友善的态度。只有热爱教育、

热爱岗位和学生，才能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献给这一神圣的事业[10]。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结构中另一个重要成分是认同，主要体现在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包涵职

业责任、职业价值、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四部分。其中职业责任是认同的外在表现，是教师清楚认识自

己承担着润泽生命的责任，承载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并且由此生成的舍我其谁、勇于付出的担当精神。

职业价值是认同的内在源泉，包含教师对教育本身的思考与认识和教育对乡村、对国家的重要价值，以

及教育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联系。职业技能是认同的基础保障，是作为教师所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职

业道德是认同的社会准则，不仅是教师需要遵守的基本道德，还应该是身正为范，是更高尚的道德追求。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结构中坚守主要是指行为上坚守教师岗位，思想上坚定理想信念、追求向上

发展。在教学环境相对不足、教师队伍流失以及工作负担繁重的工作环境中，具有教育情怀的小学全科

教师能够始终坚守乡村教育岗位，帮助乡村学生与乡村教育。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理想信念是教师专业归

属感和专业理想的精神诉求，教师要自觉抵御来自物质诱惑和利益的冲击，坚信教育的明天和未来，持

守教育的精神家园[11]。 

4.2. 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涵养策略 

4.2.1. 提升情感投入，以仁爱化情怀 
关爱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有无限可能性，对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负责任。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一

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热爱孩子，感觉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成

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学生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

是个孩子。”[12]关爱学生主要体现在耐心上，学生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品德的形成，都不是一朝

一夕，非常考验小学全科教师的耐心。因此，在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与成长中要注重耐心的考验，在大

学中多开设一些有关锻炼耐心的课程或者活动，小学全科教师在工作中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急躁，要

客观看待学生的问题，多一些耐心。教育过程中，要学会宽容，教师的宽容是对学生的不足、缺点甚至

错误的包容、理解和原谅，是学生自信心的保护伞，是学生发展的一种动力[13]。其次善待他人，积极乐

观生活，作为一名教师要心怀善意，做到与人为善，能够较好地处理好与同事、领导和身边其他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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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一个孤岛，小学全科教师更是如此，

院校在培养师范生时不仅要重视其专业知识水平，也要关注其生活关系，要引导和培养师范生的人际交

往能力。同时，要增强小学全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树立强烈的自信心，积极从以往教学的成败经验中

积极归因，客观看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另外还需加强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学生管理方面的重视，提高

他们对自己教育行为有效性的认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和谐融洽的师生关

系。全科教师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工作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这时一定要不断调整

自己，释放压力，遇到困难时才能迎难而上。 

4.2.2. 根植乡土情结，以认同化情怀 
只有内心对教师职业充满认同，小学全科教师才能对乡村教育注入情感，才能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

去关注学生个体真实的生命[14]。职业责任是小学全科教师任职乡村岗位的基本责任，有利于小学全科教

师有效履职。院校应该针对职业责任为小学全科师范生提供更多的解读国家教育政策的讲座，请优秀的

教师宣讲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由于小学全科教师大多从事乡村教育，因此还必须提前认识乡土文化，

掌握必需的自然知识、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知识。院校可以为小学全科师范生提供乡镇小学校见习、试

作、实习及社会实践的机会，帮助小学全科师范生了解乡村教育，进而使从事乡村教育的责任和意义在

小学全科师范生群体中烙下印记。另外基于乡村本土的大学生培养小学全科教师，能更好地调动未来教

师的乡村教育使命感，也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一种重要思路[15]。小学全科教师只有在内心深处拥有深

厚的乡土情结，真正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才能愿为乡村教育发展付出一切，才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义和

价值跟乡村教育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16]。 
作为一名小学全科教师，过硬的专业素养是最基础的，除了不断丰富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断钻研思

考，掌握广泛的知识，与时俱进，还要加强教学实践能力，抓住和争取每一次进修机会，积极参加教育

教育科研与开发，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不断总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积累经验，成长为优秀的小

学全科教师。 

4.2.3. 加深理想信念，以坚守化情怀 
坚守是一种行为品质，既表达时间维度上持久坚定的行动力，也表达意志品质上的坚忍执着[17]。乡

村教育振兴需要更多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能够惠泽乡村孩子、乡村家庭、乡村教育、乡村社会的

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调动小学全科教师的教育使命感，培养小学全科师范生对新时代乡村教育的

价值认同、关爱与责任，坚定师范生对教育的忠诚和信念[18]。小学全科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为乡村学生传

授课本知识，还要为乡村学生提供积极的精神引领，培养本土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宿感，培养乡村

学生建设家乡的责任感[19]。同时，由于乡村普遍老龄化比较严重以及缺乏一定的文化产业，小学全科教

师作为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应当担负起传承优秀乡村文化，引领文明价值观，帮助乡村适应社会进步

的责任。眼中不仅要有学生，更要能够容纳整个乡村社会，要站在乡村振兴的高度确立自己的理想追求，

开展教育工作。 
当然，也必须正视大多数的乡村仍相对贫穷与落后，客观条件不如城市。一方面扎根乡村教育就是

小学全科教师以一种一贯的意志，立足社会艰苦环境，为乡村带来文明、进步和希望。另一方面，国家

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初见成效，乡村的各方面条件和环境肉眼可见地得到提升。大多数小学全科教师在长

期坚守乡村教育事业中逐渐形成健全的教师人格，获得职业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4.3. 研究不足 

小学全科教师队伍之庞大，其教育情怀内容涵盖之复杂，想要全面系统地整理出我国小学全科教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295


程翠萍，严天乾 
 

 

DOI: 10.12677/ae.2022.126295 1948 教育进展 
 

教育情怀的结构并非易事。由于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有限，本研究的样本数量和取样范围受限。同

时，在对部分访谈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上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的主观性和推断性。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对 30 名一线小学全科教师教育情怀的结构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小学全科

教师教育情怀由仁爱、认同、坚守 3 个成分构成，其中关爱学生、职业责任、职业价值、追求发展由被

访者最多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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