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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教师作为行为者本人公平的内涵、特点与现状，及其与教师职业认同的关系，采用教师公平倾向

问卷及半开放式访谈问题、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对福建省某地区223位中小学教师进行网络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1) 教师公平倾向各维度均分在4.00 (5点计分)以上，各类的差异检验均未达到显著；2) 教
师职业认同各维度均分在3.90 (5点计分)以上，性别差异显著；不同教龄和职称的教师在角色价值观、

职业价值观上2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3) 教师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教师职业认同正向

预测教师公平倾向。结论：整体上，该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公平倾向和职业认同感较高，其对学校中的教

师不公现象较为重视与敏感，但在“公平”的内涵理解上有待深入；女性教师职业认同高于男性教师，

低教龄、低职称的教师职业认同高于高教龄、高职称的教师；教师越认同自己的职业，其公平倾向也越

高，今后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二者的相互影响机制，以促进相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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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fairness as actor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223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a certain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teacher fairness disposition ques-
tionnaire, semi open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verage score of all dimensions of teachers’ fairness tendency was above 4.00 (5 points), 
and all kinds of difference tests were not significant; 2) The average score of all dimension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above 3.90 (5 points), with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ages and professional tit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fes-
sional identity (role values, professional values); 3) Teachers’ fairness disposition i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positively predicts 
teachers’ equity tendency. Conclusion: On the whole,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is area have a high tendency on fairnes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are sensitive to the phenomenon of teachers’ unfairness in school, but the connotation of “Fairness” 
needs to be further understoo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female teach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teacher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eachers with low teaching age and low professional titl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eachers with high teaching age and high professional title; The more teachers 
identify with their careers, the higher their fairness tendency. Future research can deeply explore 
the mutual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to promote mutual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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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教育公平问题逐渐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构，

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具体来说，宏观层次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问题，多涉及政策制度的改革以促进教育起

点公平的精准实现；而微观层面的过程公平，旨在使每个学生都受到平等对待，更关注教育对学生的社会–

心理影响(冯建军，2017)。在教育情境下，教师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在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育活动

中，“教师公平”成为过程公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教师的积极心理品质对教师的职业倦怠和教学效能

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客观公正”正是积极的心理品质之一(邹非，2015)，同时公正的教师影响是促

进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源(明庆华，2008)，教师对待学生的差别行为也即不公平，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成就

动机，因为教师的差别对待会影响到学生的自尊乃至自我认同水平(付志宇等，2019)。关注与展开中小学教

师公平的相关研究，对促进学生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教师自身职业道德发展乃至教育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1.1. 教师公平 

国内对教师公平的研究较多局限于对宏观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如教育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等。

而在微观教育公平问题上，一方面研究是更多关注学生(公平接受者)对教师公平的知觉以及反应上(蒋研

川，刘佳，2015；严立宁等，2018)，如任萍(2017)等人探究了初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在其公正世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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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关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出的公平行为，例如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的情感投入不平等(杨伦峰，2008)、与学生互动地位不平等(赵丹丹，2009)、存在课堂提问和应答机

会的性别差异和学生地位差异(郝亚迪，胡惠闵，2016)。但我们对教师(公平行为者)本人的公平性和不公

平性知之甚少，因此关于教师公平的内涵以及研究结构仍未有统一、清晰的界定。 
从教师公平内涵的研究来看，研究多聚焦于教师公平的外部教学行为和环境来探讨，较少有基于心理学

视角将“公平公正”作为教师自身的一种人格倾向的研究。然而，“公平”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体现，同

时也是人格特征维度中的重要成分。以往文献中有少数构念包含了公平这一要素，如正直、善良等人格特质

概念也包含公平的内涵(王婷，杨付，2018；焦丽颖等，2020)。同时，教师的公平倾向概念符合人格倾向理

论中“倾向概念”的基本特征，首先我们可以对教师的公平高低进行评估，其次教师的公平倾向是一种在不

同个体间、不同情境下表现出程度差异的心理特征，最后我们可以由教师的公平品质预测其在教学上的公平

行为(喻丰等，2012；洪幼娟，2021)。因此教师公平是一种人格倾向，洪幼娟(2021)将其理解和定义为：在

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公正、合理、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积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人格倾向。 
从教师公平结构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维度的公平结构。一方面有学者设计了以公平知

觉、公平认知、公平行为意志、公平实现四个维度考察教师对教育公平的关注和评价(王凤秋等，2015)，
另一方面有学者通过课堂观察和教育经验分析，确定了课堂教学公平测量的六个维度：学生参与课堂学

习、教师对学生的回馈、教师对学生的个别关注、课堂教学日标与内容的安排、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的

运用、课堂教学资源的分配(李金钊，2012)，是从学生(公平接受者)的公平感角度研究。这些并不能很好

地反映教师本身的公平特点。洪幼娟(2021)将教师公平作为教师自身的一种人格倾向，并将其分成三个维

度：一致性、全体性、客观性。一致性即教师对学生不偏不倚、不偏袒学生的倾向，冯建军(2017)指出教

师公平就是学生应该同等享有学习权利、教育资源，强调资源享有的平等原则，因此教师公平应包含一

致性；全体性即教师关注到每个学生，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在进行的课堂教学中获得足够的教育影响，充

分发展自己的潜力(冯建军，2017)，体现教师公平倾向的全体性；客观性即教师不按主观偏好行事，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规章制度对待学生的倾向，教师要做到平等对待有差异的学生，就必须抑制自己对不同学

生不同的情感。综上，本研究采用学者洪幼娟(2021)基于中小学教师群体编制的教师公平倾向量表，结合

自编的五道半开放式问题，来探究教师公平倾向的现状及特点。 

1.2. 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公平的关系 

职业认同是指个体以与社会评价一致的看法，来看待自己从事职业的意义和价值(张文峰，2018)。对

教师而言，职业认同对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极其重要，其与教师的工作投入、专业发展、工作满意度等

密切相关。教师职业认同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投入，个体内心越认可教师职业，越愿意为工作付出

时间和精力(金梦，2015)；较高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专业技能、情感等)具有积极意义，

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张文峰，2018)；教师职业认同感还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感及对工作

压力水平的认知(梁凤华，2021)。 
关于公平与职业认同二者的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教师感知的组织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是通过职

业认同来实现的(彭艳红，2017)，即教师体验到组织不公平感时，会对自己的工作产不良态度，进而出现

较低的效能感、产生工作倦怠。这是基于教师感知的公平研究，而当在教师自身表现的公平意识和倾向

不同时，与教师的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尚未有教师本人公平倾向与其职业认同的研究，但二

者都与教师个体的心理过程密切相关，因而可能具有密切联系。首先，教师职业认同会影响教师的专业

发展(技能、素质)，教师公平倾向作为教师道德的核心成分之一，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而教

师职业认同应该也与教师公平倾向具有密切相关。同时，教师职业认同感与其课堂有效教学行为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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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课堂有效教学行为是指教师能在正确的教学观念指导下，遵循客观教学规律、灵活实施教学策

略，促使学生呈现理想的课堂行为并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陈立，2011)，教师的公平行为旨在促进学生的

健康发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因而是一种有效教学行为，会受到职业认同的影响。此外，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越高表明对自己的工作越认同，也越倾向于遵守职业要求的道德规范而“公平公正”正是重要

的规范之一，因而可以推测，教师职业认同会对教师公平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本研究欲探究教师公平倾向和教师职业认同的现状水平与特点。由于近年来教师公平问题以

及教师职业认同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教师的敏感性必然会有所提高，由此作出假

设 1：当前中小学教师的的教师公平倾向及职业认同感水平较高。大量研究表明，教师职业认同受个人、

学校环境、学生特点、任教科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梁凤华，2021)，教师公平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了教师公

平对待行为的受到教师性别、是否为班主任等因素的影响(吕星宇，2014；张萌，金哲，&胡雅静，2020)，
作出假设 2：教师的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感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最后探究教师的公平倾向与职业

认同之间的关系，由上分析职业认同可能会对教师公平倾向产生影响，作出假设 3：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能正向预测教师公平倾向。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星的形式，收集到 237 份福建省内中小学教师的问卷答

卷，剔除了空白问卷、答题遗漏、答卷时间少于 90 秒等无效问卷，最终经筛选得到 223 份有效问卷，问

卷有效率为 94.1%。有效的研究样本共 223 人，其中女性 130 人(58%)，男性 93 人(42%)。年龄范围在 18
岁至 6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8.92 ± 10.17 岁。学校所在地为城镇的有 196 人(88%)，教师学历为大学本

科的有 142 人(64%)，大专及以下学历的 78 人(35%)，研究生学历 3 人(1%)。 
收集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具体如表 1。 

 
Table 1. Teachers’ sample structure (N = 223) 
表 1. 教师样本结构(N = 223)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93 42% 

女 130 58% 

教龄 

0~4 年 69 31% 

5~9 年 7 3% 

10~15 年 16 7% 

15 年以上 131 59% 

职称 

三级 8 4% 

二级 46 21% 

一级 89 40% 

高级 29 13% 

其他(未评) 51 23% 

学历 

大专及以下 78 35% 

大学本科 142 64% 

研究生及以上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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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所教年级 
小学 163 73% 

中学 60 27% 

所教科目 
主科 158 71% 

副科 65 29% 

班主任 
是 102 46% 

否 121 54% 

学校所在地 
农村 27 12% 

城镇 196 88%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公平倾向问卷 
采用学者洪幼娟(2021)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公平倾向问卷》，具有良好效度。该量表包括 12 道题，

包括教师公平的一致性、全体性和客观性 3 个维度，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完全符

合)，得分越高说明教师公平倾向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值为 0.916，各维度 α 系数

在 0.659~0.879 之间，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2.2.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采用学者魏淑华(2005)编制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具有良好效度。该量表包括 18 道题，

包括角色价值观、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归属感 4 个维度。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非
常不符合–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教师职业认同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8，
各维度 α 系数在 0.700~0.895 之间，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教师公平的半开放式问题 
自编关于教师公平倾向的半开放式访谈问题 5 道，以了解调查样本对于教师公平的理解与态度。题

目为① “您认为当前教师不公平对待学生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② “您认为教师不能公平对待学

生的具体表现是？”；③ “您认为教师不公平对待学生的原因是？”；④ “您认为教师不公平对待给

学生造成的影响是？”；⑤ “您认为当前教师应怎样提高公平对待学生的能力”。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在问卷星平台上编辑好问卷后发放，被试通过点击链接进行问卷填写。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基本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教龄等)，第二部分为教师公平倾向问卷，第三部分为教师职业认同

量表，第四部分为教师公平访谈问题。填写结束每位被试获得一定数额的报酬。 
研究所有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22.0 和 Mplus7.4 进行分析。用 SPSS22.0 进行描述性分析、差异检

验和相关分析，采用 Mplus7.4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3.1.1. 教师公平倾向 
教师公平倾向情况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2，教师公平倾向总均分 4.23 分，各维度均分在 4 分以上，

表明本研究中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公平倾向较高，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在“客观性”维度上的均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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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achers’ dispositional fairness (N=223) 
表 2. 教师公平倾向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223)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一致性 1.00 5.00 4.23 0.75 

客观性 1.00 5.00 4.19 0.76 

全体性 1.00 5.00 4.27 0.71 

教师公平倾向(总) 1.00 5.00 4.23 0.67 

3.1.2. 教师职业认同 
教师职业认同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3，教师职业认同总均分为 4.22 分，各维度均分在 3.90 分以上，

表明本研究中的中小学教师群体的职业认同水平整体较高，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在“职业归属感”、“角

色价值观”维度上的均值较低，“职业价值观”维度的均值最高。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N = 223) 
表 3. 教师职业认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 = 223)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角色价值观 1.17 5.00 3.96 0.78 

职业行为倾向 1.20 5.00 4.47 0.53 

职业价值观 1.00 5.00 4.50 0.60 

职业归属感 1.33 5.00 3.91 0.77 

职业认同水平(总) 1.33 5.00 4.22 0.55 

3.2. 差异性检验结果 

3.2.1. 教师公平倾向的差异检验 
分别以性别、是否为班主任、教授科目为主科或副科、不同教学年级为自变量，以教师公平倾向总

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教师、班主任教师和非班

主任教师、主科教师和副科教师、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在教师公平倾向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分上无

显著差异(p > 0.05)。 
分别以教师的不同教龄、不同职称为自变量，以教师公平倾向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教龄、职称的教师在教师公平倾向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分上无

显著差异(p > 0.05)。 

3.2.2.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差异检验 
分别以教师性别、是否为班主任、教授科目为主科或副科、不同教学年级为自变量，以教师职业认

同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班主任教师和非班主任教师、

主科教师和副科教师、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在教师职业认同感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上无显著差异(p > 
0.05)。但不同性别教师在职业认同总均分(t = −3.00, p = 0.003)、角色价值观(t = −3.44, p = 0.001)、职业价

值观(t = −2.63, p = 0.007)上存在显著差异，由表 4 可知，女性教师在职业认同水平总均分以及两个价值观

维度上的均分，显著高于男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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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4. 性别在教师职业认同感上的差异检验 

 男(N = 93) 女(N = 130) 
t p 

 M ± SD 

角色价值观 3.75 ± 0.84 4.11 ± 0.70 −3.44 0.001 

职业归属感 3.86 ± 0.79 3.95 ± 0.75 −0.84 0.403 

职业行为倾向 4.40 ± 0.55 4.54 ± 0.52 −1.85 0.066 

职业价值观 4.37 ± 0.67 4.59 ± 0.53 −2.63 0.007 

职业认同水平(总) 4.08 ± 0.59 4.31 ± 0.50 −3.00 0.003 
 

分别以教师的不同教龄、不同职称为自变量，以教师职业认同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为因变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教龄(F = 4.11, p = 0.007)、不同职称(F = 2.89, p = 0.02)的教师均在“角

色价值观”这一维度得分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事后多重分析得到：由表 5，教龄为 0~4 年教师角

色价值观得分均分显著高于教龄为 15 年以上的教师(p = 0.001)；由表 6，教师职称为其他(未评得职称)
的角色价值观得分均分显著高于职称为高级、一级、二级的教师。 
 
Table 5. The difference test of “Role values” among different seniority of teachers 
表 5. 不同教龄教师在“角色价值观”上的差异检验 

 M ± SD F p LSD 

1、0~4 年 4.22 ± 0.58 

4.11 0.001 1 > 4 
2、5~9 年 3.93 ± 0.70 

3、10~14 年 3.93 ± 1.08 

4、15 年以上 3.82 ± 0.81 
 
Table 6. The difference test of “Role values” among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itles 
表 6. 不同职称教师在“角色价值观”上的差异检验 

 M ± SD F p LSD 

1、三级 4.40 ± 0.66 

2.89 0.02 
5 > 2 
5 > 3 
5 > 4 

2、二级 3.87 ± 0.69 

3、一级 3.85 ± 0.87 

4、高级 3.85 ± 0.81 

5、其他(未评) 4.22 ± 0.62 

3.3. 教师公平倾向与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分析 

对教师公平倾向和教师职业认同情况进行相关分析，由表 7 可知，在总体得分情况上，教师公平倾

向与教师职业认同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r = 0.57, p < 0.01)，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性。在其余各维度上，两

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为进一步了解福建省中小学教师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的关联性，本研究以教师职业认同为自变量、

教师公平倾向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 = 1.91，
RMSEA = 0.06，CFI = 0.97，TLI = 0.96，SRMR = 0.03，模型拟合良好。由图 1 可知，教师职业认同能正

向预测教师公平倾向(β = 0.67, p < 0.001)，即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越高，教师的公平倾向水平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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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eachers’ dispositional fairnes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7. 教师公平倾向和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一致性 全体性 客观性 教师公平 
倾向(总) 角色价值观 职业行 

为倾向 职业价值观 职业归属感 职业认同(总) 

一致性 —         

全体性 0.77** —        

客观性 0.69** 0.70** —       

教师公平倾向(总) 0.91** 0.93** 0.86** —      

角色价值观 0.39** 0.38** 0.29** 0.40** —     

职业行为倾向 0.52** 0.56** 0.45** 0.57** 0.51** —    

职业价值观 0.56** 0.52** 0.54** 0.59** 0.59** 0.76** —   

职业归属感 0.35** 0.26** 0.30** 0.33** 0.49** 0.42** 0.50** —  

职业认同(总) 0.54** 0.52** 0.46** 0.57** 0.87** 0.80** 0.85** 0.70** —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Figure 1. Th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eachers’ 
fair tendency 
图 1. 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公平倾向关系模型图 

3.4. 教师公平倾向访谈分析 

3.4.1. “当前学校中教师不公平对待学生的现象是否普遍”问题分析 
调查对象中有接近一半(46.93%)的教师认为该现象并非普遍存在，23.68%的教师认为普遍存在，还

有 29.39%的教师勾选不确定。 

3.4.2. “当前教师不公平现象的具体表现”问题分析 
见表 8，超过一半的教师认为教师不公平现象体现在“对好生和差生的关注程度不同”(73.68%)和

“对不同学生的耐心程度不同”(57.46%)。勾选其他选项的教师中，有部分教师表示“学生之间存在个

体差异”“好生与差生的本身学习态度不同”，因而“有时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3.4.3. “当前教师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问题分析 
见表 9，有一半左右的教师认为教师不公平现象由“自己对不同学生的偏爱程度”影响(69.30%)、

“自己当时情绪”影响(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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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current teacher’s unfair phenomenon” option analysis 
表 8. “当前教师不公平现象的具体表现”选项分析 

选项 人数 比例 

A. 对好生和差生的赏、罚不同 88 38.60% 

B. 对不同学生的耐心程度不同 131 57.46% 

C. 对好生和差生的关注程度不同 168 73.68% 

D. 其他 [详细] 21 9.21% 
 

勾选“其它”选项的教师中补充到，教师不公平现象还受到学生本身、家长、教师自身的影响。例

如受“学生学习表现(态度、主动性和积极性)、日常行为表现(没礼貌、出格)、性格等”影响，受“教师

自身素质和态度、评价习惯”等影响，以及受到“家长对学生的关注度”的影响。 
 
Table 9. “Causes of current teacher inequality” option analysis 
表 9. “当前教师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选项分析 

选项 人数 比例 

A. 受自己当时情绪的影响 110 48.25% 

B. 受自己对不同学生的偏爱程度影响 158 69.30% 

C. 受学生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 85 37.28% 

D. 其他[详细] 29 12.72% 

3.4.4. “教师不公平现象对学生可能造成的影响”问题分析 
见表 10，大部分教师认为教师不公平对于学生影响较大，86.84%的教师认为会伤害学生自尊心，

60.96%认为会导致学生成绩退步。 
在勾选“其它”选项的教师中补充到，该教师不公平的现象还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和人格的健康发

展”，尤其较多人提到可能会导致学生“自信心降低”、“变得自卑”，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同时也有

教师提到教师不公平的影响“因人而异”，“这个与个体差异有极大关系，对于教师的评价，有的学生

很无所谓，有的学生很在乎”。 
 
Table 10. “Teachers’ inequities on students’ possible impact” option analysis 
表 10. “教师不公平现象对学生可能造成的影响”选项分析 

选项 人数 比例 

A. 影响较小 33 14.47% 

B. 伤害学生自尊心 198 86.84% 

C. 导致学生成绩退步 139 60.96% 

D. 其他 [详细] 21 9.21% 

3.4.5. “当前教师应该如何提高公平对待学生的能力”问题分析 
该问题回答中，“一视同仁”词频最高，都认同教师公平的重要性。具体分成如下三大类： 
1) 教师自身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师德。具体为“努力调整对优差生的心理偏见，多样化看

待学生”、“树立在人格尊严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然后尽量避免把自己不良的情绪带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去”、“要有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改变评估观念、教学培训学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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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变教育方法方法。如“多‘蹲下来’与学生交流！”、“换位思考”、“循循善诱，不能急于求

成”、“应懂的爱孩子，对每个孩子的内心情感、家庭生活、性格等应有所了解，并站在学生的角度处

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 
3) 学校与社会建立健全教师考评与激励机制。如“上级部门应减少成绩压力”、“学校多组织相关

讲座、相关专题培训”、“对教育评价体制的改革”、“教育评价机制需完善”、“家长重视”等等。 

4. 讨论 

4.1. 教师公平倾向与教师职业认同的现状、特点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前该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水平整体较高，符合假设 1。
近年来，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学者们研究的不公平现象如课堂提问、学习机会、师生互

动等都与教师个体密切相关，因此教育公平水平的提升也要求教师发挥作用，促使其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提高公平教育的意识。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职业对个人成长、人类文明延续具有决定作用已是

社会共识，加之经济发展、国家科教兴国策略的实施，教师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因此教师对职业的认同

程度也随之提高。 
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且教师公平倾向及其各维度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教师职

业认同感在性别、教龄、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符合假设 2。教师公平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太一致(邓银城，卜晓艳，2010；张萌，金哲，&胡雅静，2020)，有研

究发现在公平对待表现上，女性教师好于男性教师，女教师在对学生的教育资源分配上、关注和评价上，

比男教师更公平。男女两性是不同的社会角色，男教师会比女教师有更强的成就动机，因此会力图提高

教育效率，但忽略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邓银城，卜晓艳，2010)。本研究中未发现教师公平的性别差异，

这可能是教师群体的公平倾向普遍提高的结果，也可能是本研究样本量过少，男女教师比例、学段分布

不均等导致。 
同时，本研究发现女性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高于男性教师，尤其体现在“角色价值观”、“职业价

值观”上；教龄较低、职称较低的教师职业认同水平高于高教龄、高职称的教师，尤其体现在“角色价

值观”上。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性别文化中，男性依然要承担起家庭的主要重担，教师职业虽然收

入稳定，但该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对于男性教师来说仍处于相对弱势，对女性来说却是较为

满意的(张文峰，2018)，因而女性教师的职业认同会高于男性教师，并且对教师职业角色的意义、作用持

较高的积极评价。教龄和职称越高，教师职业认同越低的现象，可能由教师职业倦怠导致。有研究表明

教龄在处于 6~10 年的教师职业认同度低，是由于该时期的教师开始进入职业生涯挫折期，教学热情不如

新教师，因此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最佳时期(张文峰，2018)，意

味着教师职称也可能越高，因而在“角色价值观”上对自己的教师角色认同感会降低。该现象与以往教

师职业认同随着教龄的增加而提升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今后研究需关注当前教师队伍中高教龄、高职

称教师的心理发展。 

4.2. 教师公平倾向与教师职业认同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感间各维度两两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教师的职业认同

正向预测教师公平倾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越高其公平倾向水平也越高，符合假设 3。根据二者的定义

与相关研究，教师的职业认同会对教师的工作投入、满意度等相关的职业情感、意志和行为产生影响，

而公平倾向作为教师人格的一种意识和行为倾向，必然也会受职业认同的高低影响。此外，有研究发现，

教师如何被公平对待会影响教师的教育公平观，从互动公平的角度看，教师公平感较低可能是由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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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不高、管理者与教师缺乏深入交流，为消除这种不公平的心理，个别教师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和

方法进行“纠正”，如减少付出、增加“结果”报酬甚至转换职业(姜少杰，2019)，表现出不公平的倾向

和行为。由此可见，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诸多因素，尤其与公平相关，也有可能影响教师的公平意识和

行为。 

4.3. 教师对“教师公平现象”的认识分析 

从半开放式访谈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该地区中小学教师对于“教师公平”现象具有一定关注，

且具有较高的公平倾向水平。 
在“如何提升教师公平能力”的回答中，“一视同仁”出现频率最高，也即大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公

平是不具差别的公平，认为一视同仁便不会有不公平现象，但其实这是对教师公平内涵的一种片面理解。

教师差别行为的研究表明，教师对学生的差别对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社会性发展等(范丽恒，

金盛华，2008)。教师差别行为是指，教师基于对学生背景的了解而对不同学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范丽恒，金盛华，2008)，而这实质上是兼顾平等原则(让学生享有相同学习权利、学习资源)和差别原则

(依据学生差异进行因材施教)的教师行为。这才是公平，因为个体在享受基本教育起点公平的基础上，所

受的教育能够与自身素质和权利相符(曾继耘，2005)，这也表明公平的核心内涵并非“划一”，而是“相

称”。由此看出，尽管本研究中的教师群体，测得的公平倾向水平较高，但仍有部分教师缺乏对教育公

平内涵的深入理解，需加强相关意识的培养。 
在“教师不公平现象的主要问题、原因”的回答中，有一半左右的教师认为自己或教师群体“对好

生和差生的关注程度、耐心程度不同”，受到“自己当时情绪”、“学生家庭背景、人际关系”因素影

响，这研究的教师群体本身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倾向，而在本研究中却呈现出总体较高的

公平倾向水平。前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也许表明了教师在问卷调查时可能存在不真实回答，因此在今

后的问卷施测中，应关注题项可能带来的社会赞许性影响，更巧妙测得教师真实的公平倾向水平。 

4.4. 研究不足和展望 

受抽样方式的局限，本研究选取的被试群体量较少，且各人口学变量下人数分布不均，影响研究结

果的推广性，今后研究有待在更多样本群体中进行验证。其次，本研究初步探讨了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

公平倾向的预测作用，但与教师的职业认同、教师的公平倾向相关、相互影响的变量有许多例如教师的

感知公平，本研究未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它们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今后研究可以将其纳入进来，探

究促进教师职业认同以及教师公平的机制，更明确地探讨教师公平倾向的作用与影响因素。最后，教师

差别行为(Different Teacher Behavior)也属于教师公平研究范畴，公平的核心内涵并非简单“划一”，今

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和验证教师公平的内涵。 

5. 结论 

1) 在教师公平倾向状况 
调查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公平状况整体上较高，并且重视当前学校中的教师不公平现象。大部分教师

对于教师不公平现象的认识较为一致，例如产生原因和对学生的影响。同时能够从自身教育经历中思考

提升公平能力的建议，如教师自我提升专业素养、转变教育方式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但部分教师对于

教师公平内涵的认识有待深入。 
2) 教师职业认同水平 
调查地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整体上较高，并且女性教师高于男性教师，教龄较低、职称较低的

教师职业认同水平高于高教龄、高职称的教师，尤其体现在“角色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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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公平倾向与职业认同感的关系 
教师职业认同能正向预测教师公平倾向，二者在教育过程公平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今后研究可以深

入探讨二者的相互影响机制，以促进相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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