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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重要他人”对上岗适应期文职教员专业发展的影响 
◆王裕会  郭黎仙  祝小春 

（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 

 
摘要：上岗适应期是军校文职教员步入工作岗位的初级阶段，也是其专

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能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整体基调，甚至影响

整个职业生涯。这一阶段适应顺利与否，除文职教员自身因素外，领导、
教员同伴、家人、学员等“重要他人”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

文职教员专业信念、教学态度、职能定位、专业技能、职业道德、身份

认同、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归属感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只有充分发挥“重
要他人”的促进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帮助文职教员顺利完成上岗适应期

的过渡和身份转变，为今后的专业发展打好基础。 

关键词：重要他人；文职教员；上岗适应期；专业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根据米德的自我发展理论首先明确提
出“重要他人”概念，即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具
体人物。[1]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他人”就是对教师专业发展
有重要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
接的推动作用。[2]对于军校文职教员来说，上岗适应期是其步入
工作岗位的初级阶段，也是其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
一阶段，他们主要面临三个任务：一是完成从地方相对自由的空
间向部队各种规章制度的转变；二是完成从地方人员到军队人员
的身份转变；三是完成从教学前阶段到关注学生阶段的过渡。这
三项任务的顺利圆满完成，均离不开周围“重要他人”的帮助、
指导及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行政领导 
行政领导的领导风格通过作用于军校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规章制度和氛围建设，对新任文职教员的专业信念、教学态度、
职能定位、工作满意度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文职教员
上岗适应期间，行政领导尤其是直接领导应该注重氛围建设，努
力创设积极、融洽的办公环境和教学氛围，为新任文职教员提供
良好的适应环境；注重培训学习，安排新任文职教员参与专业培
训，使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军校教学制度、模式和节奏；注重导师
作用，给新任文职教员指定带教导师，让其在导师的指导下少走
弯路、尽快成长；注重人文关怀，关注新任文职教员专业发展，
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心理动态和现实需求，及时给予恰当的鼓励和
支持，在管理方面给予一定的自由和弹性，助其建立教学自信，
坚定职业选择和专业信念。 

二、专家前辈 
作为上岗适应期文职教员的“重要他人”，专家前辈尤其是

带教导师的传帮带及榜样示范作用对新任文职教员的专业发展
具有重大的影响。作为专家前辈来说，应该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新人提供教学资源，搭建成长平台。尤其是
作为带教导师的专家前辈，更应该认真负责地发挥好传帮带的作
用，一对一指导、手把手教学，注重对文职教员的评价，指导其
树立教学理想，形成教学理念，提升理论水平，提高教学技能，
规划专业发展路径。文职教员自身也要积极主动地向带教导师以
及其他专家请教学习，多通过课堂观摩、优质课鉴赏、优秀教案
分析等途径吸取营养、充实自我，从中归纳总结出教育教学活动
所需要的核心素养，并以此为标杆指导日后的教学实践，逐渐形
成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在不断反思中扎实专业水平业务素养。 

三、教员同伴 
在军校里，除学员外，教员同伴之间的沟通、交流、分享、

协商、指导是最为频繁的交往方式，因此，教员同伴作为新任文
职教员专业发展的“重要他人”，对自身专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
的积极作用。英国学者班克斯的研究表明，教师任教数月后，其
教学态度与学校同事的相似性开始增高。[3]在上岗适应期，文职
教员备课上课的习惯、教学经验的积累与教学技能的提高大多是
通过学习和模仿周围已有军校教学经验的教员同伴而获得的。另
外，教学态度的建立也容易受到周围教员同伴的影响。如果周围
的教员同伴都是自由散漫的，那么新任文职教员也极可能学得不
负责任、敷衍应付；反之，如果周围的教员同伴都是认真细致的，

那么新任文职教员也将被这种负责敬业的态度所感染。因此，教
员同伴作为文职教员上岗适应期的“重要他人”，应发挥示范和
帮助作用，给予新同事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尽快度过工
作的“磨合期”，适应工作岗位，完成心理建设和身份转变。在
日常教学中，教员同伴之间应积极对话、互相信任、相互扶持，
通过合作研究和信息共享，以及集体备课、互相指导等活动，实
现一起进步和共同发展。 

四、家人 
“如果能很好地得到家人的关心、理解、帮助、鼓励、支持

和体谅，那么教师就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去，这对教师的专业成长肯定大有裨益”[4]。在上岗适应期，
文职教员面对环境的转变、制度的约束及工作的压力，极容易产
生焦虑心理。另外，在这一时期文职教员往往会投入较大的热情
和精力，未免会缺乏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因此，就更需要家人
的理解、支持，使文职教员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度过磨合期。反
之，将容易导致对职业的倦怠感和对生活的挫败感。 

五、学员 
大多数教员都是抱着对部队的向往和对教育的热爱踏上工

作岗位的，面对充满求知欲的学员，感受到学员在自己的教导下
不断进步，这将进一步激发教员的教学动机，从而获得职业满足
感，体验价值的实现。这也是教员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员的成长进步是教员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主要源泉，对于新任
文职教员来说更是如此，学员积极的学习反馈和情感反馈都能帮
助上岗适应期文职教员坚定专业自信，促进专业发展。 

综上所述，上岗适应期文职教员的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学
习、不断修正、不断反思、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需要文
职教员自身主动向专家及优秀教员学习，通过各种培训和锻炼提
升专业能力，建构身份意义；另一方面离不开周围“重要他人”
的帮助和支持，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重要他人”对新任文职教
员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其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为军校教育教
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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