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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视角下大学教师角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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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的角色是有着清醒自我意识和角色意识的存在，大学教师群

体更是教师角色的代表群体。大学教师的文化政治人角色是其根本角色

深刻影响着教师的思想、行为，并内化入教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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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义梳理 
（一）角色 
“角色”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心理学家扎宾

(T.Rsarbin)认为，角色是在相互行动的情境中，行动者按照他人
的期望来实施的模式化行动。①学者衡山宁夫认为“社会性相互
作用的主体在一定的社会中必然具有特定地位及随之而来的角
色，这都制约着人们对行为的发生和选择”。②林秉贤认为“某一
角色，既是于某一特殊位置有关联的行为模式”。③尽管各位学长
对角色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表述内容，但不论是社会心理
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承认角色概念都包含这样一些条件：（1）
在某一社会内部，关于处于某一位置的人应该怎样行事，存在着
相当程度的一致看法；（2）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意仿效这种
一致性。④因此笔者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个体在特定社会关系
中，应社会期望承担的责任享受的权利的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
式。 

（二）教师角色与大学教师角色 
社会学视角是教师角色研究的基本视角，是从社会这个大舞

台的视角上去看教师。叶澜等学者在《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
一书中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教师是谁？”“教师是谁”是要探
讨教师要做什么，教师应该如何度过其教学生涯才有意义。教师
是有着清醒自我意识和角色意识的存在，是可以被提出要求的
人，有能力对要求于他的作出积极响应的人。 ⑤笔者对于教师
的看法与叶澜等学者的观点一致。在有关教师的研究中，早期主
要集中在教师“应为”、教师职业修养道德等，后来渐渐关注教
师的地位待遇问题，然后开始有关于教师角色冲突、教师角色认
同、教师角色转变等的研究。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要求，教师的角色了新的变
化，确切的说是被赋予了更新更多的内容和意义，从而使教师在
人类社会生活中担负起更重大的责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与影
响。 

关于大学教师角色，有学者认为:大学教师是指那些受过教
育科学的专门训练，在大学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以此为专门
职业的人。⑥这个定义把把大学教师仅仅看作职业人，笔者认为
大学教师角色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现代社会中，大学
教师角色就是关于大学教师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套规范、模式，而
且社会就以这种规范、模式来期望大学教师的行为活动，并以此
作为评判大学教师的标准。 

二、大学教师的角色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带来了

一场深刻的变革。教育面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大学正在进
行着深刻的教育变革，从传统教育向创新教育的方向转变、前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高等学校连续大规模扩招，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加快,人们对高等教育从较为初级的数量追
求发展到现在的甚为强烈的质量诉求，对教育理念、办学模式、
培养目标、教材教法和质量评估体系，都成为巨大冲击，传统的
大学教师角色形象必然不能适应新的教育要求，而必然要代之以
新的角色形象。而各方面的冲击最终都会汇集于教师身上，对高
校教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标准。 

面对丰富的角色期望，大学教师在角色扮演时会产生角色冲
突。学者张人杰把教师角色冲突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角色冲突
（角色内冲突）常表现为三种形式：理想角色的认识与对现实角
色行为的认识发生矛盾；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角色要求不能
契合的情况下体验到的角色冲突；新旧角色冲突。第二种类型的

角色（角色外冲突）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不同社会地位的占有者
对特定角色缺乏一致意见所产生的冲突；个体同时扮演几个角色
时产生的多重角色冲突。⑦ 

虽然大学教师的角色不断丰富，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被
学者广泛关注。但是，大学教师角色本质未转变过，建国初期国
家对高等教育的大改造：院系调整、课程改造、高等学校统一考
试制度等等，这些改革使大学教师的文化政治人角色渐渐确立，
并深刻影响着教师的思想、行为，内化入教师群体。蕴含其中的
文化政治人角色是内生性的，是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共同决定
的，它深深流淌在教师的血液中。教师角色的转变、冲突及适应
是在内隐性之外，外显性的变化、冲突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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