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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对培养人才、传承文明、推动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农村

的教育与城市之间具有一定的差距。农村教育的发展影响整体教

育水平的提升。教师在促进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俨然是个重点问题，在部分农村地区，

教师存在着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部分老师对自己的价值存在困

惑，他们后悔选择成为农村教师，在与城里老师比较的过程中出

现心理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着新课改、核心素养等一系列改

革思潮的出现，农村教师苦于农村地区教育资源落后、信息闭塞，

他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学习解读新政策，农村学生基础太差，无法

支撑他们改革教学方法和创新教学模式，长此以往，他们无法建

立正确的社会认同感。那种看似“有效”的教学实际上是不成熟

的。正如Palmer所说，好的教学来源于教师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

整。[1]如果仅仅把教师的身份定位为传授知识、创新教学方法，

那就忽视了学生的精神需求以及教师对学生心灵层次的教育问题。

完整的教师身份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完整的教师身份认同指的

是教师将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在其教学过程中能将自身的主体体

验、情感需求、生活经验引入课堂，在此过程中始终保持心灵的

完整性，与学生共享所思所想所得，把教学当作丰富生命意义的

有价值的事情。[2] 周淑卿指出：教师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完

整身份认同后才能真正做到“扩权增能”，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和谐统一，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教

师才能在改革浪潮中保持自己的节奏，正确对待教师发展过程中

的机遇与挑战，获得教师发展的自主权，这种自我认同不是任何

单位能够赋予的。[3] 这样的教师往往能够直达学生的心灵深处，

深受学生喜欢。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教师的身份认同不仅仅在于外

界对教师身份的定位，更重要的是教师本人对于自己的认可。李

茂森从定义、方法与教师的存在方式等角度切入详细比较了教师

的角色和身份认同的不同他认为教师的身份认同是与教师对自我

价值感评估紧密相关的，看的是教师对自己的认可和接纳程度。

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教师正确区分“角色”与“认同”的关系

有利于教师的自我成长与发展。[4]周淑卿认为，教师的身份认同

是教师自己不停的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在这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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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问题。[5]孙利认为教师身份认同是与教师主观能动性紧

密相关的。教师个人在整个教育的大背景下不断斗争不断适应最

终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6]

本文选取了一位具有两年教龄的优秀青年教师，旨在按照时

间的维度探索其入职前两年建构完整的教师身份认同的过程。笔

者通过整理该新手教师入职以来的教育反思日志、教育叙事记录、

课堂观察记录以及深度访谈记录及录音，梳理出该研究对象报考

教师编的动机以及入职以来的心路历程。笔者将该新手教师的身

份建构过程隐喻为耕种，分为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可以由四个

教育叙事来诠释：培育土壤、播种希望、锄地杀虫、共庆丰收。

2  个案研究

2.1培育土壤

大学时，该老师曾无比坚定地告诉周围人也告诉自己，教育

路是她自己选的，是她的理想。或许是有着对“桃李满天下”的

向往，或许是有着对千万教育工作者的钦佩，或许是被“教师”的

神圣都光环吸引，毕业后的她坚定而勇敢地迈进了教育行列。“如

果你的知识储备不行，那你就是大糊涂教小糊涂!你永远不行！”

她告诉自己“不要求自己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才高八斗！”于是

她一直在学习过程中，“我要比学生学得多，学生需要学到3分的

知识，我必须有十分的储备。”她的备课时间不断延长了，买的参

考教材多了，百度里慢慢的都是各种各样知识的查询……她说她

很清楚自己距离一名优秀的初中英语教师还很远，但没关系，既

然选择了，就要用一颗勇敢赤诚的心在教育路上不断追梦，为学

生提供丰沃的土壤。

2.2播种希望

播下预期，静待成长花开。预期效应对于引导学生的学习行

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该教师认为给学生一个良好的预期是建

立积极向上班集体的重要前提。该老师在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

候就帮助学生定下预期。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反省自身的不足，找

到与其他班级之间的差距同时寻找班级目标，让每个孩子都起来

说一说他对班级的期望。恰好正值学校小组合作学习熟练运用时

期，该老师依照小组学习层次分了四个学习预期。这种方式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是那颗名为预期

的种子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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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锄地杀虫

该老师在访谈时提出，她在与学生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渐

渐掌握了“锄地杀虫”的技巧和要领。对于新手教师来说，

“锄地杀虫”难免手忙脚乱，起初她总是时刻记得各种“警

告”：学生不能出问题；要及时解决问题；小心校园欺凌；小

心学生受伤……要小心的事情着实不少，可这些问题不是老师小

心就能避免的。当她明确要求学生将鸡毛蒜皮的小事毫无巨细地

报告给她时，班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她在教学反思日志中提

到，也许居委会委员也没处理过她这样多的小报告。在经历了

这样一番挣扎后，她学会了“简政放权”。据该老师仔细回

忆，两个吵架的孩子不见得是互相看不顺眼，只是关系太好没

把握住界限把对方惹毛了而已；不小心摔的那一跤不见得那么严

重，只是丢了面子有些难堪而已；无休止的争论不见得是矛盾

的放大，只是为了守护自己观点的坚持而已。她的不曾相信让

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中，这个圈子是自己做的也是学生给她的，

在她要求他们把所有问题交由她来解决时，她就已经走进去了。

之后，她不断调整自己，深入地向学生讲明矛盾是不可能避免

的，“在一个班集体中，老师不能要求你无比喜爱每一个人，

但你必须明白你要学会包容他人，而在有矛盾发生时，老师希

望你们能自己解决，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该老师在

其教育叙事中提到了一件让她印象很深的事情。有一次，该教师

外出教研回班后发现班里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打起来了。两个人

的胳膊上多了很多红色的条条杠杠，就像两只幼猫毫不怯场地互

亮了爪子。批不批？管不管？问不问清楚？揣着这一系列问题，

该老师满怀心思地上完了那天的语文课。该老师在其教学日志中

写道：我想试试先问问他们的想法。抓住了个人少的课间，我把

他俩单独叫了出来，仔细看看神情，还都很平静，出门前还互相

看了一眼。我心一定问道：“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女生怯兮兮

地回答了一声，看样子很怕迎接我的“狂风骤雨”。我猛地笑了一

下“不需要我了？和好了？”“嗯！”这个回答倒是坚定不少。“好

吧，那我好奇一下，这次是谁的错？”其实我本想引导他们说出都

有错，再有意针对这次矛盾教给他们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令我

惊讶的是这位男生抢在女生的面前说了声“我的！”。其实不管是

不是他的错误，在他给我这个回答时我突然就觉得他们处理的很好

了，我应该相信下次他们能处理的更好，便只叮嘱了一句“下次有

矛盾就别选择这么疼的方法了。”相信学生就是一种尊重，他们远

比我想的要能干的多。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后，或许一路上会有

磕磕碰碰，但这远比自己一次次地去叮咛别打架有用的多。

2.4共庆丰收

无论成绩好坏，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特别的种子。每粒种子

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的花起初就灿烂开放，有的花需要漫长

等待，这需要一个过程。该教师提到：在一学期的相处后，我

和学生关系总是很亲密，他们从不避讳在我的面前谈起自己的一

些小矛盾，在选择相信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是大量的倾听、尊

重、好奇心和力量。只有赢得了孩子的信任，才能真正打开孩

子的心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对孩子、对教学起到积极

的作用。友善、关心和尊重是实施这些的根本。在成为一名正

式教师的那一刻，该教师曾问过自己要做一名什么样的老师，那

时的她希望自己能做心中有爱的老师，那是一颗教育追梦的预期

种子，而这颗种子在她经历了两年的的教学生涯后悄然绽放。

3  结论

大多数的新手教师在入职初期都会面对身份的适应问题。一

方面，大多数新手教师都面临相似的困扰。第一，他们缺少经

验，没有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对考点的敏感性较弱。第二，

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明确的规划，处于迷茫和探索阶段。

具体表现为教学安排僵硬，教学过程中他们过度关注学生对他们

的评价和态度，忽略了对学生学习策略和学习观念的培养。另

一方面，每位新手教师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新手教师的成长

发展不能仅局限于观察教师外在表现和行为的改变，应该将视角

转向关注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教师需要实现深度的变化，在

其认知结构方面建立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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