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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促进其专业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以往研究对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概念实质、测量工具

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未来研究应探求普遍认可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学术定义，制定科学有

效的教师职业认同感测量常模，整合影响因素以提炼系统丰富的教师职业认同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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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basis to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eply discussed the essence, measuring tools and correlate 
factor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universally accepted 
academic defini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asuring 
norm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ntegrate correlate factors to refine systematic and 
rich theori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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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认同感作为一种内隐的深层观念，支配着教师对教育教学活动的动机水平与行为选择。近 20 年

来学界围绕教师的这一心理感受开展了大量研究，在职业认同感的不同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本文对教

师职业认同感的概念界定、理论解释、测量工具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述评，有助于全面揭示教师职业认

同感研究的未来走向，也为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培养优秀师范生提供参考依据。 

2.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者对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内涵进行了个性化的界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四类观点，即自我概

念说、关键特征说、意义建构说和综合体验说。 

2.1.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一种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说立足于认同的起源，把职业认同感与教师自我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的概念最早可

追溯到弗洛伊德在解释超我形成时的“自居作用”，其后埃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用来表示个体

所体验到的自我的连续性、独特性和整合感。典型的观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感是教师本人对自己身为教

师的自我概念，教师在职业角色和自我概念之间建立一致性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职业认同感的发展(张丽

萍，陈京军，刘艳辉，2012)。 

2.2.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职业的关键特征 

共有特征说从教师职业角色的角度，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感是由别人及教师自己加在教师职业上的一

系列特征(Sachs, 2001)，这种特征是教师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关键特征。认同的内容既包含社会给予教

师职业的期望，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太

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特征；也涉及教师本人认同的职业特征，如“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潜

心教书育人”等等。 

2.3.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主体的意义建构 

意义建构说关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主张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主体在各种教育情境中建

构而成。例如，教师职业认同感是教师通过与环境互动以建构其职业意义的结果，秦奕(2008)将这一概念

解释成基于自身经验解决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从而主动形成自我理解与接纳的生活态度的过程。 

2.4.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对职业的综合体验 

综合体验说强调教师对本职业的综合感知、体验和评价。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感是

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积极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这些知、情、意成分贯穿教师职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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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形成与发展全过程(魏淑华，2008)。 

3.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测量工具 

以往研究者基于实证数据证明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是一个多维概念，所提结构模型大多介于三因素

到六因素之间；在探索结构成分的基础上，研究者还编制了不少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测量工具，其中代表

性的三因素测量工具 4 个，四因素和五因素测量工具各 2 个，六因素测量工具 1 个。 

3.1. 三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以往不少研究将教师职业认同感分解成三个主要成分，并设计了相应测量工具。其中有些研究从教

师实际工作内容出发，解析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结构。例如，Beijaard 等人(2000)提出教师职业认同感包含

了学科认同、教育认同和教学认同，基于此三因素结构编制了含 14 个题项的《教师职业认同问卷》。类

似地，Cheung (2008)为香港在职教师编制了含 19 个题项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该量表从学生需求、

学校事务、个人成长与发展三个方面测量教师对职业行为的认同程度。也有些研究基于心理学概念的知

情意成分，解读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构成。比如，孙利和佐斌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分析了中小学教师职业认

同感的主要成分，即职业价值、职业认知、职业情感三个维度，基于此并编制了共 17 个题项的《中小学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孙利，佐斌，2010)。与之类似，也有研究者提出教师职业认同感包含职业归属感、

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效能感三大成分，其所编制的《教师职业认同感问卷》共计 14 个测量题项(李笑樱，

闫寒冰，2018)。 

3.2. 四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前人研究所提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四因素结构模型都是基于对心理学概念基本要素的分解，并辅以小

样本教师群体的调查结果所获。最有代表性的四因素结构是魏淑华等人提出的，该模型中教师职业认同

感由职业归属感、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行为倾向四个因素构成，该研究团队依据此模型编制

了共 18 个题项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量表》(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2013)。同年，另一个研究团

队对武汉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小规模访谈，发现该群体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含职业价值、角色概念、

职业自尊和职业自豪感四个成分，基于该四因素模型构想开发了包含 20 个项目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

问卷》(李晔，董英，袁晶，严俊，2013)。 

3.3. 五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五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均是针对体育教师群体设计，且兼顾了心理学概念的知情

意维度。其中一个五因素模型认为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由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能力认同、投入认

同和持续认同五个因子构成，其编制的《中学体育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包含 18 个题项(周珂，王崇喜，

周艳丽，2012)。另一个五因素模型是耿家先等人(2017)通过访谈部分足球教师所获，该团队从中萃取了

足球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由情感认同、效能感认同、信念认同、目标认同和持续认同这五个主要成分构成，

并设计了包含 21 个题项的《足球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3.4. 六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六因素结构模型是针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群体开发，也考量了心理变量的知情意

成分。这六个因素中教师对双语教育认同是该教师群体特有的成分，而职业情感认同、职业价值认同、

职业支持感、职业能力认同和职业行为倾向认同五个成分与其他因素模型中的成分比较相似。该研究团

队以此六因素结构为基础编制了独特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这一量表的测量题项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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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个(关文军，王阳，2014)。 

4.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关于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方面的成果较多，大致分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两类因素。前

因变量主要有人口学变量、学习经历、社会支持系统和教学环境因素，结果变量涉及工作满意度、职业

承诺、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 

4.1.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前因变量 

4.1.1. 人口学变量 
性别对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是研究者最常探讨的问题，所得结果莫衷一是。有调查显示，农村女

教师比男教师具有更高的职业认同，表现为女教师更满足于当前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李壮成，2009)。
李倩和王传美(2018)对我国 2005 年至 2017 年时间段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男

性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普遍不如女性教师。然而，也有研究并不支持这种性别差异。例如一项针对中学

体育教师的调查中，不同性别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差异不显著(周珂，王崇喜，周艳丽，2012)。 
教师的年龄/教龄也是其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研究结果大相径庭。魏淑华(2008)已有研究

结果表明，21~25 年教龄的教师职业认同感显著低于 6~10 年、16~20 年、26 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另一

项关于湖南长沙城区初中教师的调查发现，25 岁及以下年龄段的教师与 41~50 岁年龄段的教师的职业认

同水平差异显著(邹慧明，刘要悟，2014)。相反，也有研究认为教龄低于 10 年的农村教师比其他教龄教

师的职业认同感更低(范晶晶，闫阅，张荣华，2016)。 
教师的职称影响其职业认同感的研究结果也不太一致。例如，就普通高校专业教师而言，已有研究

表明教授、助教、副教授的职业情感认同都高于讲师，处于职称中段的讲师反而表现出最低水平的职业

认同感(方明军，毛晋平，2008)。类似结论也出现在中学教师群体中，中学高级职称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

比中学三级、中学二级教师高(宋广文，魏淑华，2006)。但在程岭(2013)对甘肃省某县农村中小学教师的

问卷调查中，却发现教师的职称与其职业认同感的相关不显著。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城乡差异被部分研究者涉及。比如，研究者调查了湖南省 5 个小城市中学青年教

师职业认同状况，结果表明城区教师各个因素的认同度都高于乡镇教师(刘要悟，于慧惠，2008)。发现类

似结果的还有郑桂芳(2011)对邢台市区及其下属 6 个县中小学教师的调查，这些城乡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

感存在显著差距。相反，焦瑞超等人(2015)发现中小学教师的外显职业认同存在城乡差异，乡镇教师显著

高于城市教师；而在内隐职业认同上，城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收入水平对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的研究结果差异也较大。有调查显示，不同工资水平的乡村教师职

业认同感存在显著差异，收入越高其职业认同也越高，相近结果在其他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调查中被重复

(宁本涛，2019)。不过，也有研究结果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高低与收入状况无关，特别是月收入水平的

不同，并没有导致中小学教师对自身职业认同程度的显著改变(梁进龙，崔新玲，2011)。 

4.1.2. 学习经历 
论教师个体的学习经历是影响其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内源性因素。求学经历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儿童时

期，教师的社会化在他们还是易接受事物的小学生时，对所经历的特定教学模式的观察和内化过程中已

经发生。例如，早有调查研究发现许多教师在作为学校儿童时的学习经验影响了他们职业认同感的形成，

中学阶段的学习经历也会制约其对教师职业的认同，上大学前当学生的经验是影响教师职业认同形成的

主要因素，大学阶段师范生的学习经历和教学经历会影响教师的职业认同感(Samuel & Stephens, 2000)。
同样，Beltman 等人(2015)对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职前教师的调查发现，有益的大学学习经历使得职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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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是会有愉快的学习经验、与学生关系良好、对自己有信心的教师，对即将从事的教师职业充满

了热情和认同。 

4.1.3. 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家庭因素、朋友的支持和公众评价对教师职业认同感存在一定的影响。首先，成

长在表现型家庭关系中的个体，长大后对自身职业认同的水平较高，而生活在冲突型家庭关系中的个体，

其职业认同感水平较低(Penick & Jepsen, 1992)。这说明生活在良性的家庭氛围下的个体容易获得积极的

成长经历体验，长大后对教师职业有更高的角色认同；反之，消极的家庭氛围降低了教师的职业角色认

同(费斯勒，克里斯坦森，2005)。其次，交朋友是社会人不可或缺的心理需要，朋友之间的职业观念会相

互影响，正如一项针对幼儿教师群体的调查发现，亲密朋友的支持会提高其职业认识和职业态度(胡芳芳，

桑青松，2013)。而且，社会公众对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贡献的评价，也会影响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水平。

典型的研究有张宁俊，朱伏平和张斌(2013)调查了当前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状况，得出职业形象能影响

其职业认同感的结论，原因是教师职业形象的本质是社会公众对教师职业贡献的评价，这种评价影响高

校教师对自身在整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体系中社会资源的基本认同。 

4.1.4. 数学环境因素 
教师的教学环境对其职业认同有深刻的影响，这个环境因素主要是学校文化和师生关系。Flores 和

Day (2006)的研究证明了学校的环境会影响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其中教学文化和学校文化可能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个体教师感知他们的职业认同的方式。教师对学校文化和领导的积极感知会重塑教师对教学的

理解、促进他们的专业学习和发展、建构他们的职业认同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同样，学校作为教学组

织环境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产生了正向影响，工作自主性越高的学校环境有助于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提升。

相反，教师群体中的恶性竞争，教学过程的“标准化”“模式化”，学校“既得利益”和“潜规则”的

存在消极地影响了新教师的职业态度。此外，教学环境中的师生关系质量会影响到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决定继续教学的初任教师都指出他们与学生关系很好，学生能为教师提供支持和反馈的丰富资源

(Proweller & Mitchener, 2004)。 

4.2.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结果变量 

4.2.1. 增加教师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承诺 
不论基于教育现实观察，还是问卷调查数据，以往研究都发现高度认可自身职业价值，对职业抱有

积极情感的教师，往往表达出更多的满意感。例如，有研究测量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与工作满意度，发

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具体表现在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识越明确，对教师规范的内化程度和对自身

职业的投入程度越高，而且教师职业认同感能正向预测其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承诺(Canrinus, Helms-Lorenz, 
Beijaard, Buitink, & Hofman, 2012)。不仅如此，研究者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城市中学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在其职业认同感和职业情感承诺之间起中介作用(罗杰，周瑗，陈维, 潘运，赵守盈，2014)。 

4.2.2. 减少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 
教书育人工作是一种塑造人的心灵，雕琢人的感情与性格的伟大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难免会

遇到一些角色冲突、认知矛盾，甚至身心伤害。已有研究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感水平会影响其职业倦怠水

平，表面行为和主动深度行为两个维度对职业倦怠的调节作用非常显著(龚少英，李冬季，赵飞，2016)。
进一步，积极强烈的职业认同感能够帮助教师克服恶劣工作条件，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阻止其离职行

为。魏淑华和宋广文(2012)分别调查了城市和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具体功能，其中城市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与其调校意向、换职意向两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职业认同感城市教师的调校意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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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职意向均显著低于职业认同感低的城市教师；不仅如此，这些城市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在其职业认同感

与离职意向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与之结果相似，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对其流动倾

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收入水平对其职业认同与流动倾向之间关系的存在调节作用(李恺，罗丹，2015)。 

5. 小结与展望 

教师职业认同感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既有对概念本身的学术界定和理论解释，也发展出了很

多效度和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还寻找到了不少影响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前因变量和受其影响的结果变量。

然而，仍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 

5.1. 厘清内涵实质，探求普遍认可的学术界定 

如前所述，学界对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内涵实质，尚无比较统一的界定。已有研究者既无法否认自我

在教师职业认同感内涵中的作用，也认可从教师表现出的共有特征的角度定义其职业认同感，而意义建

构说和综合体验说更是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支持。毋庸置疑，确定概念的实质是研究这一概念不可回

避的研究任务。因此，未来研究可基于中国不同社会公众的观点开展实证调查，初步获得被公众广泛接

受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内涵；同时访谈不同学段的具有高度职业认同体验的专家型教师，以此增加教师职

业认同感内涵的学术深度。 

5.2. 萃取结构要素，制定科学有效的测量常模 

以往研究者提出了纷繁多样的结构模型，涵盖了职业价值、职业情感、职业认知等重要成分，并根

据所提结构模型编制了十多种测量工具。然而，这些测量工具既忽视了全国性常模的制定，也没能兼顾

不同教师群体的特殊性。一方面，测验常模是解释测验分数的参照，教师职业认同感常模的缺失导致测

验分数无法得到准确的解读。故后续研究可对现有教师职业认同感测量工具的不同维度进行元分析，萃

取共有核心成分后，据此设计信度和效度均高的测量工具，再在全国范围内施测，抽取代表性的被试样

本，得出科学有效地反映教师职业认同感的一般常模分布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小学全科教师、特殊教

育教师以及职业教育教师，在知识结构、工作条件、工作重点、公众认可度等方面与普通教师有很大差

异，所以挖掘这些教师群体职业认同感结构的独特成分，针对性地开发相应测量工具，以制定适用于非

典型教师群体的特殊常模，也是未来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5.3. 整合影响因素，提炼系统丰富的理论解释 

纵观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可知结果相对零散、不成体系，也不乏争议矛盾之说，

还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尚未涉及。总之，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接下来研究者可从以下三个

方面着手。首先，有机整合现有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弄清不同层次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据此

提出系统化、有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初步解释教师职业认同感的产生和变化机制。其次，性别、教龄、

职称、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对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显然需要后续研究测量更有代表

性的样本加以判别，以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向和大小的争议。再次，学校性质、职后培训、

高校培养模式、就职学校氛围、社会地位、国家教育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教师人格特质、学历、职业

价值观、从教动机、职业承诺等内部因素也需要大量研究加以拓展，为提炼丰富的教师职业认同感理论

提供依据。 

致  谢 

感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6~12 岁儿童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2323


程翠萍 等 
 

 

DOI: 10.12677/ap.2021.1112323 2853 心理学进展 
 

基金项目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生教育情怀养成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

(项目编号：202108)，2021 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课程思政视角下师范生教

育情怀养成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1SKGH276)。 

参考文献 
程岭(2013). 西部农村教师的职业认同与个体特质、条件因素的相关研究——以甘肃省 X 县为例. 基础教育, 10(6), 

71-78. 
范晶晶, 闫阅, 张荣华(2016). 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感的调查分析. 现代中小学教育, (8), 108-112. 

方明军, 毛晋平(2008). 我国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 (7), 56-61. 

费斯勒, 克里斯坦森(2005). 教师职业生涯周期: 教师专业发展指导.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耿家先, 吴瑛, 孟繁莹, 田蕊, 邢聪(2017). 校园足球教师职业认同量表的编制与检验. 教育学术月刊, (6), 60-66. 

龚少英, 李冬季, 赵飞(2016). 情绪工作策略对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的影响: 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教育研究与实验, (4), 
92-96. 

关文军, 王阳(2014).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和测量.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8(6), 5-11. 

胡芳芳, 桑青松(2013).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5), 666-670. 

焦瑞超, 李晔, 袁晶, 龚少英(2015). 教师的内隐职业认同与外显职业认同比较. 教师教育研究, 27(1), 39-44. 

李恺, 罗丹(2015). 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实证考察——基于工作价值观、职业认同与流动倾向间关系的分析. 中
国农村观察, (4), 83-94. 

李倩, 王传美(2018).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元分析. 教育研究与实验, (4), 93-96. 

李笑樱, 闫寒冰(2018).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模型建构及量表编制. 教师教育研究, 30(2), 72-81. 

李晔, 董英, 袁晶, 严俊(2013). 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要素与测量. 心理研究, 6(1), 87-92. 

李壮成(2009). 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现状调查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1(8), 86-90. 

梁进龙, 崔新玲(2011). 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现状调查与分析.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0(4), 120-124. 

刘要悟, 于慧惠(2008). 我国小城市中学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现状研究——来自湖南 5 个小城市的调查. 大学教育科学, 
(6), 47-54. 

罗杰, 周瑗, 陈维, 潘运, 赵守盈(2014). 教师职业认同与情感承诺的关系: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3), 322-328. 

宁本涛(2019). 打造高素质、有情怀、接地气的乡村教师队伍对策与建议——基于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问卷调查与分

析. 人民教育, (17), 40-43. 

秦奕(2008). 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结构要素与关键主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宋广文, 魏淑华(2006). 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1), 80-86. 

孙利, 佐斌(2010). 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测量. 教育研究与实验, (5), 80-84. 

魏淑华(2008). 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魏淑华, 宋广文(2012). 教师职业认同与离职意向: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32(6), 564-569. 

魏淑华, 宋广文, 张大均(2013).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量表. 教师教育研究, 25(1), 55-60. 

张丽萍, 陈京军, 刘艳辉(2012). 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与结构.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1(3), 104-107. 

张宁俊, 朱伏平, 张斌(2013). 高校教师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33(21), 53-59. 

郑桂芳(2011). 城乡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比较研究. 社会心理科学, 26(8), 85-88. 

周珂, 王崇喜, 周艳丽(2012). 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量表编制研究——以中学体育教师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35(3), 93-98. 

邹慧明, 刘要悟(2014). 湖南长沙城区初中教师职业认同状况调查. 教师教育研究, 26(5), 42-49. 
Beijaard, D., Verloop, N., & Vermunt, J. D. (2000).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 Exploratory Study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2323


程翠萍 等 
 

 

DOI: 10.12677/ap.2021.1112323 2854 心理学进展 
 

from a Personal Knowledge Perspectiv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6, 749-764.  
https://doi.org/10.1016/S0742-051X(00)00023-8 

Beltman, S., Glass, C., Dinham, J., Chalk, B., & Nguyen, B. (2015). Drawing Identity: Beginning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
sional Identities. Iss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25, 225-245. 

Canrinus, E. T., Helms-Lorenz, M., Beijaard, D., Buitink, J., & Hofman, A. (2012). Self-Efficacy, Job Satisfaction, Motiva-
tion and Commitmen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cator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7, 115-132. https://doi.org/10.1007/s10212-011-0069-2 

Cheung, H. Y. (2008). Measuring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In-Service Teachers. Journal of In-Service Educa-
tion, 34, 375-390. https://doi.org/10.1080/13674580802003060 

Flores, M. A., & Day, C. (2006). Contexts Which Shape and Reshape New Teachers’ Identities: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2, 219-232.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05.09.002 

Penick, N. I., & Jepsen, D. A. (1992). Family Functioning and Adolescent Career Developmen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40, 208-222.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45.1992.tb00327.x 

Proweller, A., & Mitchener, C. P. (2004). Building Teacher Identity with Urban Youth: Voices of Beginning Middle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in an 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 Progra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41, 1044-1062.  
https://doi.org/10.1002/tea.20036 

Sachs, J. (2001).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mpeting Discourses, Competing Outcome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6, 149-161. https://doi.org/10.1080/02680930116819 

Samuel, M., & Stephens, D. (2000). Critical Dialogues with Self: Developing Teacher Identities and Roles: A Case Study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 Tea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3, 475-491.  
https://doi.org/10.1016/S0883-0355(00)00030-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2323
https://doi.org/10.1016/S0742-051X(00)00023-8
https://doi.org/10.1007/s10212-011-0069-2
https://doi.org/10.1080/13674580802003060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05.09.002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45.1992.tb00327.x
https://doi.org/10.1002/tea.20036
https://doi.org/10.1080/02680930116819
https://doi.org/10.1016/S0883-0355(00)00030-6

	教师职业认同感：测量工具与影响因素
	摘  要
	关键词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asuring Tools and Correlate Factor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概念界定
	2.1.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一种自我概念
	2.2.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职业的关键特征
	2.3.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主体的意义建构
	2.4.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对职业的综合体验

	3.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测量工具
	3.1. 三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3.2. 四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3.3. 五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3.4. 六因素结构及测量工具

	4.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4.1.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前因变量
	4.1.1. 人口学变量
	4.1.2. 学习经历
	4.1.3. 社会支持系统
	4.1.4. 数学环境因素

	4.2.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结果变量
	4.2.1. 增加教师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承诺
	4.2.2. 减少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


	5. 小结与展望
	5.1. 厘清内涵实质，探求普遍认可的学术界定
	5.2. 萃取结构要素，制定科学有效的测量常模
	5.3. 整合影响因素，提炼系统丰富的理论解释

	致  谢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