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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社会学认为角色期待是社会中的不同的个体需要在

生活中所承担起某一职位或者是相应的符合身份的社会

行为反应。对于教师的角色期待，唐代伟大的文学家、

哲学家韩愈在其著作《师说》中提到“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教育教学方式上

越来越丰富，教师的角色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实习支教，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师范类大学广泛开展，

已取得不小的成效。实习支教作为教师职前培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不仅有效的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

小学补充教育师资、改善教育教学现状、减缓当地教师

的教学压力，还有效帮助师范生提升教学能力。然而，

大学生作为实习教师，还有一个角色是学生，还要面临

学生角色到教师角色的转变。当个体承担不同的社会角

色，实现对自我的角色期待时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多种角色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容易导致陷入角色冲

突之中。以往研究发现部分支教大学生对实习支教认识

比较片面、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楚、存在消极懈怠

的心理，这些都不利于师范生的培养。

目前，中国学者对于实习支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实

习组织与实施等制度性、政策保障性层面，涉及实习支

教期间师范生的专业发展研究还比较少。鉴于此，本文

从实证角度调研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自身角色期待，同时

与当地指导教师对其的角色期待进行对比，比较两者的

角色期待差异；以此帮助实习支教大学生更好地完成角

色转换，认清自身的认知偏差，为师范生真正走向讲台，

开启职业生涯提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支教学校的指导教师与实习支教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共收集问卷

410份，有效问卷为 399份，回收率为 97.31%。支教大
学生问卷 204份，其中男生 68人（33.3%），女生 136
人（66.7%）；城镇生源 124人（60.8%），农村生源 80
人（39.2%）。指导教师问卷 195份，其中男生 66人

（33.8%），女生 129人（66.2%）。
2.2 研究工具
（1）基本信息：本研究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教师

版问卷收集指导教师的个人信息，例如性别、是否班主

任等信息；学生版问卷收集指导实习支教大学生的个人

信息，例如性别、生源地等信息。

（2）角色期待量表：角色期待问卷是巩建华编制的
教师角色期待问卷，此问卷共有个性、情感、师生关系、

自我、教学、监督等六个维度，共 69个题项。采用 5点
式记分的方式，由“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比

较重要”“重要”五个选项构成。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98。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自身角色期待在人口学上
的差异
性别上，实习支教女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期待总分

显著高于男生（t=-2.44，p<0.05）。实习支教女大学生
在个性、自我、监督、教学、情感、师生六个维度得

分均显著高于男生（t=-2.29，p<0.05；t=-2.37，p<0.05；
t=-2.10，p<0.05；t=-2.38，p<0.05；t=-2.20，p<0.05； 
t=-2.63，p<0.05）。在女大学生视角中，更多的认同
教师应该多关心学生、对待学生有耐心、尊重学生

等；教师能建立良好的班级学习风气、积极关注学生

的进步；更加期望自己能在各方面都得以完善；这可

能与女性对自我的要求比男性要高，自我意识也更强有

关。生源地方面，来自城镇的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自身的

角色期待得分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但并没有显著

性差异（p>0.05），这可能得益于大学教育的公平性和 
均衡性。

3.2 指导教师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期待在人
口学上的差异
性别上，女性指导教师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

色期待总分高于男性指导教师，但并没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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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在个性、自我、教学、情感、师生维度
上，女性指导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指导教师（t=-2.74，
p<0.05；t=-2.37，p<0.05；t=-3.30，p<0.05；t=-2.24，
p<0.05；t=-2.40，p<0.05）。可见，女性指导教师对实
习支教大学生的要求和期待更多，认为实习支教大学生

不管在个性、自我、教学、情感还是师生这几方面都

应承担更多的工作。对比实习支教大学生的结果，这

说明可能女性本身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要求和期许也 
更高。

从是否班主任公族的角度来看，在师生维度上承担

班主任的指导教师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期待得分显

著高于非班主任的指导教师（t=2.15，p<0.05）。这可能
是承担班主任工作的指导教师，负责更多学生管理的工

作，因而在师生关系上对实习支教大学生会有更多期许，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3 不同群体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期待的差异

表 1 不同群体对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期待独立 
样本 t检验（M±SD）

指导教师 实习支教大学生 t

个性 29.97±5.20 27.95±6.78 3.38**

自我 26.38±4.43 24.47±5.98 3.67***

监督 61.77±9.91 56.82±13.22 4.29***

教学 21.79±3.81 20.23±4.99 3.55***

情感 17.48±3.09 16.05±4.06 3.99***

师生 30.64±5.18 28.42±7.02 3.65***

总 284.85±45.88 263.19±61.86 4.03***

如表 1所示，指导老师对于实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
期待在个性、自我、监督、教学、情感、师生以及在总

分上得分显著高于实习支教大学生（p<0.01；p<0.001）。
这也反映出了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职场的认识还十分有

限，将教学过程想的过于简单。指导教师具有一定教

龄，教学经验更丰富，对学校、学生的了解也更全面。

而实习支教大学生作为新手教师，教学技能、经验相对

薄弱，相比指导教师来说需要进一步学习锻炼的还有 
很多。

4  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性别差异影响不同群体对实

习支教大学生的角色期待，无论是在情感还是技术层面，

女性都对实习支教大学生抱有更多、更高的期待。其次，

对于指导教师而言，是否担任过班主任，对其理解教师

角色具有重要影响。在师生关系上，承担班主任职责的

指导教师比未承担班主任工作的指导教师对实习支教大

学生的角色期待更高。最后，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自身的

角色期待存在一定的偏差，实习支教大学生对自身的角

色期待低于指导教师对其的期待。

基于这一结果，对于师范生的培养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第一，师范生的培养应该立足中小学的实际需

要。随着教师角色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是传授者，也是

促进者、指导者、培训师、管理者和帮助者，社会对教

师群体的要求和期望也日渐丰富。因此，在师范生的教

育培养中应重视实习支教大学生与中小学指导教师这两

个群体的角色期待差异，帮助大学生了解教师角色，减

少认知偏差。指导教师因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更加懂得如

何与学生交往，对于奖励与惩罚更恰当，更懂得如何提

升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更多方面，这些好的经验与方法

都值得实习支教大学生去学习。其二，提示教育者在师

范生的培养过程中，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不同性别的角

色期待差异，帮助师范类大学生形成恰当的职业角色，

更多地考虑教学和实践的结合，帮助大学生实现职业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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