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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teaching work of teachers and summarizes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care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It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career in Tianjin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college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career at 
present stage, explores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careers from the 

features of schools as well as teachers’ individual features. Besides, it analyzes and discusses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career, and then proposes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ers’ quality and ability as well as enha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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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校教师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嘉欣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天津市  300350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分析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根据教学工作特点，总结归纳教师职业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在当前信息

化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天津市高校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同状况。其中包含高校教师现阶段的职业认同感，以及探究从学校

特征和教师个体特征方面探究影响高校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和讨论教师职业认同总体水平的影响因素。结合高

校的实际发展状况，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提高高校教师的素质与能力，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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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津市高校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根据数据显示，与我国其他高校教师相比，天津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较高，总体水平处于领先地

位。同时，虽然许多教师希望在工作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其在职业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值最低。这说

明不同的高校教师对其职业认同感有着明显差异。其实高等院校的等级一直是天津市高校教师现阶段的职

业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教师的总体水平，而且影响学校外界的良好形象。一般来说，重点高

校教师的素质与能力较高，其职业认同总体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明显高于普通院校，同样，普通院校的教

师的职业认同感则高于职业院校。另外，对于高校而言，一般根据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来制定相关的薪资报

酬。同时，学校制定的管理模式也与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息息相关。当然，学校周围环境等方面也不可忽略。

教师会随着其对学校管理模式、薪资报酬以及学校环境的满意度的增加而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的职称显著影响着天津市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教师的职称越高，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认同感也

会随之提升。而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龄，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不大。只是随着高校教师

教龄的增长，其职业认同会呈现出替上升的趋势。理工类的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均高于文科类的教师的职

业认同水平。对天津市高校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因素，一方面与高校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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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级别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还涉及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之前的培训进修经历、实习实训经验，

以及教师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科研基金等。当然，高校学生的质量、具有的教学资源与数量、就业特

点等方面也不能忽略。因此，要想提高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仅需要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努力，而且还

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大力支持。 

2.教师的个体特征影响着天津市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 

从整体水平上看，天津市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并不存在年龄水平上的明显性差异，但是不能忽视的

是教龄与职业认同感会存在同等性增长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教师的职业感情、职业意志、职业技能以

及相应的职业价值观念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教师的年龄越大，对职业的感情就会

越深厚，越热爱自己从事的职业，越会在自己的教育家下工作中投入感情和精力，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就会

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归属感以及教师对自身的专业技能提高的要求，教师的

自身价值也会在以后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对于教育教学工作是十分有利的。教师的职业期望是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逐渐降低的，这说明相对于刚任职的教师来说，年纪比较大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期望比较低，工作

的积极性也会下降。40 岁以后这一年龄阶段的教师对职业技能水平的要求远远高于 40 岁之前的教师，这

是由教师经过多年的教学投入以及参与的技能培训所决定，正是这种教龄的差异性，产生了教师的教育教

学技能随着年龄逐渐提高。但是年纪如果较大的话，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会减弱。天津市高校中的教师的

学历参差不齐，这种学历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对职业认同产生明显影响，但是从教师的职业规划以及期望中

不难看出高学历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期望会高于相对较低学历的教师的职业期望。具体表现为博士学历的

教师相比其他学历教师具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学士学位的教师职业期望为最低层次。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更高的学历有利于教师对自我教学能力的提高。从另一方面也反应出高校对教师学历上的要求存在一

定的依据。但是博士学历对自己的职业认同也是相当不高，这也是受到年龄和接受知识范围的影响。高校

教师应积极吸收新的知识和经验，在这个告诉发展的信息时代，抓住最为前沿的信息，在最好的年纪里进

行学习。 

教师职称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关系，一般而言，教授的职业认同感最为强烈，

具体表现在关于职业上的情感、意志、技能、期望和对职业的认知都普遍高于其他职称的教师。不过其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授的职业价值观认同是最低，而教师助教的职业认同却是最高。这也是时代发展，社

会对教师赋予了新的概念和要求，使得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不再和以前那么认同，对自己的职业界定变得模

糊。高校教师的职业意志也是对着教师的教学年限的增加而提供的。教师职称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的另一个

主要表现体现在教授的具有最高的职业意志，这是其他助教、讲师等职称的教师难以相提并论的，分析其

根本原因，这与教授的教龄密不可分。而在教授之下自然是副教授，同理而言其的教师职业认同感自然而

言是高于助教和讲师的职业认同。他们在工作中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认同，更积极投身到教育研究以及

教学工作当中。 

天津市高校的教师职业认同度与年龄这一因素的关系表现为随着教师的教学年龄的增长呈现交替上

升的趋势。在影响职业认同的诸要素中，教师的的职业认同水平是随着教师教书的年龄而提高的，但是教

师的对于教师职业的期望却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不过仍然不能忽视教龄对职业认同感的积极性影响，从

某一方面来讲这是由于培训以及教学实践的累积促使了教师教学水平的增长，这对提高教师专业技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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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积极性在逐渐减弱，即产生了职业倦怠。这个时候学校就要给予教

师适当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为老师的教学环境注入新的资源，活跃教书氛围，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在职业

意志和职业技能认同上，不同教龄的教师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对于职业认同在教龄水平上不存在差异。

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师在职业意志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5-10 年和 20 年以上的教龄的教师拥有的职

业意志水平远远超过 5 年以下的教师，结果显示是明显高于。教龄是 20 年的教师在职业技能认同上是最

高的，显著高于其他教龄的教师。统计得出的最终结果，即是教龄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的影响规律一方

面与个体的情感发展特点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也与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相契合。教龄在 5 年以下的教师

多是刚从学校环境中毕业出来，对教师的职业是满心的期待，处于意志水平比较低的阶段，对于教师的职

业认同也是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也是教师生涯的适应期；教龄在 5-10 年的教师是职业的发展诚实事情，

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意志水平正在增加，正处于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的阶段，教学热情比较高涨，这

个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对职业也是充满了期待和满足；教龄在 11-20 年的教师处于教师

生涯中的停滞期，也是产生职业倦怠的时期，是教师离职比较严重的时期，对教师职业认同比较低下；最

后是教龄在 20 年以上的教师，处于这个教龄时期的教师一般会产生强烈的离职想法，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降低，很少有新的科研成果，对教师职业认同低。 

从所教科目类别来看，文科类的高校教师职业认同要低于理工类，这是理工类学科性质所决定，但是

文科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其在职业价值观方面却是优于理工类教师的职业价值观。一直流行一句话“学好数

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理工类教师的职业压力要高于文科类的高校教师，这导致在教师职业认同上理

工类教师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并且还存在有理工类的教师的职业期望水平超过文科类高校教师这一现

象。 

3.影响高校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 

教师对学校环境、学校的管理以及学校所给予的薪资水平的满意程度严重影响着教师的职业认同。教

师如果对学校工薪、环境以及管理的的满意度越高，那么他们就会越喜欢从事这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对自己的教学职业就会更多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学校工薪是教师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老师生存的物质基础，

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只有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老师才会更安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

学中去，实现自身更高层次的价值。教师的职业意志能力也是受到教师工资的影响，由于工资低，许多地

区出现教师流动甚至是缺失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高校教师应该重视教师的基本需要，完善学校对于教师

的管理系统，从人性化程度出发，密切关注教师的基本需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营造一个严谨但不失宽

松的管理模式，师生关系融洽，同事关系和谐的教学氛围，只有这种优良的教学氛围才会促进教师在教学

教育工作中的创新性和创造性，才会在工作中取得更好更高的成绩。 

教师的一些个性特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特性，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不例外。

孔子早就提出要因材施教，对于教师我们也要依据不同的人格特征来聘用。例如，博士学历的教师对于职

业技能和社会期望就比其他学历的教师水平高，教师的职称和职业意志水平严重影响着教师的职业认同，

一般来说，教师的职称越高，教师的职业认同越高，高校可以给予教师一定学习考察的机会，取得更高的

学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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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策 

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教师的职业期待、教师的学

历和职业素养、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教学的环境（包括学校环境、管理环境和文化氛围）、教师工资水

平、学校能够给与教师的可利用资源、学生素质以及社会对教师的认可程度和期望值，除此之外教师的年

龄和教龄等因素都影响着教师的职业认同。 

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室教师的职业认同，只有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同高了，教师对于自己的教育

教学工作才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好的为自己的岗位服务，发扬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优良传统美德。只有

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同高了，才能有更多的创造性工作和实践能力，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社会。这一点不

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生理和心理成长，对学生选择职业、增长知识以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于成才也是有重

要的作用和意义，为社会创造出更多优秀人才。 

高校是教师教育教学的主要平台，如何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是高校现在要做的。一方面高校在管

理模式上要更加的人性化，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包括师生之间和同事之间，密切关注教

师的需求，而不是追求教育数量忽略了教师的基本需要。另一个方面就是高校要针对不同教师的个性特征

给予教师关注，不要一味的命令，而要鼓励教师多做研究，给予教师一定的学习深造的机会。此外，为了

更有计划、更好的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高校教师必须结合自身的职业特点和专业特长制定相关学习计划、

职业规划和教学计划。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机修活动，主动地和学校领导沟通对自身有利的发展对策。在

学校满足教师的基本需要的同事，教师也要经常进行反思工作，只有适时地反思才会促进教育教学工作。 

“教师的反思”对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十分重要。“五日三省吾身”要时刻印在老师的脑海里，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反思=成长，他是这样人为地，经验是需要建立在反思

的基础上，只有经过反思的经验才是充实的，饱满的，这种经验能够让教师在教学生涯中获得良好发展。

因此，高校应该经常鼓励和指导教师反思工作，教师也要形成反思的信念，对自己已经形成的教师职业认

同和自身职业技能和专业经验要经常进行反思，可以对以后的教育教学提供借鉴，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储

备，有助于教师在以后的工作中更有创造性和积极性。不断地反思会提高教师的成就动机和职业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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