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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验背景

它是基于作者高中的学习经历，在中国，体育考试是必修

课，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中考的一部分。测试分为三个

不同的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以下是我的

个人经历。具体来说，我选择的体育测试最后一部分是跑步，

当时我是一个胖女孩，没有人相信我能成功，包括我的父母和

老师。所以，他们都没有建议我选择它，并试图说服我放弃。

无论如何，我仍然坚持并非常努力地练习。考试时，选手们一

跑到终点，主考人就会宣布结果。因此，当老师宣布我花了多

少时间时，我们都很惊讶，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最后，

我向大家证明了我可以做到!虽然我没有得到100%，但我已经竭

尽全力。在完成了体育测试之后，我意识到每个人应该尽最大

的努力去做一件事，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因为即使结果可

能不是最好的，但它仍然是很棒的。因此，根据这段经历，对

于我后来的学习经历中激励了我很多，尤其是给了我更多的自信，

尤其在教学工作中也是同样如此[1]。

2　中国学生从古至今的学习环境

从公元7 世纪至今，中国的教育一直注重考试。中国从历

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到现在的高考制度，虽然考试制度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但其目的始终是选拔优秀人才为社会服务。根据Yu和

Suen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应试教育热潮忽视了一些严重

的负面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考试文化环境下，出现了一种叫做

“教育热”的现象，这是指国民对教育的痴迷，特别是针对那些对

子女的教育成就有狂热渴望和支持的父母。由此产生了“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此外，目前高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

考试，家长、老师甚至学生自己都渴望取得好成绩，以至于人们

认为学生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努力学习。

在中国古代，教师的能力很少受到质疑。然而，这在当前的

中国教育体系中并不适用，特别是在高考(NCEE)中。对于高考，学

生的家长和社会一般要求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表现负责。家长们

会请“经验丰富”的高中老师来教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老师有

能力提高孩子在高考中的分数。这使得教师成为来自学生、家长、

学校管理者和社会等多方面需求和压力的中心焦点。同时，这也

意味着这个老师会变得非常抢手。综上所述，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的教师只能关注学生的分数，而忽视学生的心理发展、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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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其他方面。由于缺乏对学生自我效能感、抱负、自我激励等

心理健康的重视，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填鸭式教学法在中国的教

育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这方面来看，Spence(2001)指出，

“好老师”的定义过于费力，而“好学习者”的培养过于费力。这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发展被忽视。因此，社会认

同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策略来填补中国教育体系的这一空白。

3　社会认同的定义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a)社会认同是一种与一群人的同一

性的感知;(b)社会认同源于个人的分类、群体的独特性和威望、

外群体的突出性以及传统上与群体形成有关的因素;(c)社会认同

导致与认同相一致的活动，支持体现认同的机构，对自我和他

人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上与群体形成相关的结果，并加强认

同的先决条件。这一观点被应用于组织社会化、角色冲突和群

体间关系”。

为什么社会认同很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认同都是一个缓

慢而艰难的过程，这是人们应该做的。根据Jenkins(2012，第1-

16页)的观点，身份是一个问题。首先，也是最基本的，身份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可以影响或导致一些行为。第二，身份可

以影响一个人的情感，然后它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虽然身份

认同可能与动机和行为有关，但这种联系既不直接也不可预测。

同时，Jenkins认为，事实上人们很难区分身份和兴趣，也就意味

着人们如何定义或解释自己的兴趣取决于他们如何定义自己。同

样地，其他人如何识别一个人，会影响到他们如何定义这个人的

兴趣，甚至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兴趣。人们对某些独特利益的追求

可能会导致他人对他/她的定义。因此，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或兴趣，因为人群会自我分类[2]。

4　社会认同在自我效能信念中的应用

4.1自我效能的信念

自我效能信念是动机研究者概念化学生对自己有能力完成学

业的信念的一种教学方法。自我效能信念被定义为“人们对自己

组织和执行行动的能力的判断来达到指定类型的表现”。一般来

说，它的意思是“我能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吗?”更具体地

说，自我效能感更关注学生对自己能做一些事情的信念，比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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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题、读原版英语书、弹钢琴或做三明治。

4.2社会认同是如何运作的

自我效能感与努力的数量和坚持任务的意愿有关。拥有强烈

效能信念的人在面临困难时更有可能更加努力工作，在拥有必要

能力时更有可能坚持完成任务。相反，效率较低的人会对自己

有更多的怀疑，比如“我认为我做不到”，放弃的机会更大，

即使他们实际上有技能或知识来完成任务。总体而言，基于学

术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关于自我效能信念与任务的努力量和最终

坚持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概括，教师在教学时

应该更多地关注它。

任何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识别了，这意味着出生是一

个人从这里开始的方便点。也就是说，每出生一次，身份问题

都会出现。那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或她像谁?宝宝叫什么名

字?因此，毫无疑问，人们会被识别，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由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定义的，直

到婴儿成为一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定的年龄，婴儿

需要看到“外面的”世界，婴儿现在是一个孩子，这意味着

她或他需要去上学，无论是幼儿园或托儿所。在那个时候，孩

子们会从世界上增加他们的知识，比如他们的老师，同龄人，

甚至是一只鸟。与此同时，这些变化是系统地纠缠在一起的，

每一个变化都会帮助孩子开发更多更大的资源，这可能会促进她

或他的内在认同时刻。孩子会越来越了解自己，并逐渐意识到

自己是谁。

根据Jere和Thomas L (1984, p.6)的研究，与他们之前的

研究相比，教师的行为对学生的成就有更大的影响，比1963 年

甚至1973 年。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即使有其他相关的原因

也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轻微的影响，比如课程、学业任务或教

师的指导，教师的行为或态度对个别学生有巨大的影响。这意

味着在某些场合,教师的教学方法或态度会影响学生的成就甚至转

弯到学生的想法但最重要或可怕的东西有时老师会没有意识到他

们所做的可能需要一个学生。例如，在学校里，即使是老师也

没有给学生贴上特定的标签或标签，他们大多数会根据考试成绩

或不同的道德标准来分类，比如高分的学生是“聪明的学

生”，低分的学生是“特殊的学生”。因此，一个被定义的

群体会一起玩耍，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同，特别是在像

天主教徒这样的伦理群体中。

4.3社会认同在自我效能信念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学生的反应表明，中国文化价值观(通过

父母或老师的期望和行为传递)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众

所周知，除了父母，老师在孩子的教育中占了最大的比重。因此，

应该注意的是，教师可能会对学生的考试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会认为这个老师是“优秀的或好的”，“素质

良好的”或“有经验的”教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或他有“可

敬的”个人品质，通常社会会忽视这方面。

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会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可能会对别人的生

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他们被称为老师。

有时候语言的魔力对人们来说是伟大的，但并不是一直如此。因

此，当涉及到学生时，教师的态度或行为可能会影响学生的自我

效能信念。例如，如果老师只根据成绩来定义学生，高分的学生

是“好”，低分的学生是“坏”，而忽略了其他原因，就可能导致

“坏”学生的成绩不好。经过长期的发展，那些“坏”的学生会开

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坏”的学生，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

会放弃自己，这将在他们的生活中犯下巨大的错误。这不是一个

有益的过程。相反，对于那些被定义为“好”的学生来说，他们

可能表现出更积极的学习态度，有更好的自我效能感信念，从而

促进他们追求更好的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与Raufelder的

发现(2007)一致，基于目前的研究证据，学生希望一个好老师来

确认他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此外，这种互动，如教

师的幽默，在每天的课堂可以帮助教学与他或她的学生在一个更

好的人际层面上进行交流。此外，学生们经常用无聊、前后矛盾、

不值得信任、偏袒等词来描述“坏”老师。特别是，一些学生会

抱怨，虽然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老师会嘲笑或轻视他们的

学业成就，这将使他们感到失败，失去兴趣，缺乏信心和怀疑自

己(Suplicz, 2009;劳德等，2016)。综上所述，教师的态度或定

义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动机、自信心等自我效能感[3]。

5　结论

最后，本文讨论了在教学中使用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以中

国当前的教育环境为例，强调教师在教学时为什么要认真考虑自

己的行为或态度，因为教师不恰当的语言或态度会影响学生的学

业发展甚至心理发展。此外，本文献还分析了在教学中使用社

会认同的益处，它有助于学生建立自我效能感，对学生来说非

常重要。同时，探讨了错误使用社会身份的负面影响。因此，

本文希望提高教师在教学时的重视程度，认真使用语言，积极

对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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