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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e self-identity of English teacher which is called self-identity of 

occupation is very important. Doing research o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and teachers' identity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 and teaching behavior. Meanwhile, by 

actively exploring English education and teachers' identity, summariz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glish teachers' identity, then further let the teachers mak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rrectly 

towards positive factors in education; finally make good guidance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educatio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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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育领域内，英语教师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即职业自我认知是十分重要的。进行相关的高校英语教育与教师

身份认同研究，能够有效的了解到教师的教学理念以及教学行为。同时，通过积极的探究英语教育与教师身份认同的情况，

总结出影响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相关因素，进而让教师对于自身的职业正确的认同朝着教育积极因素进行转化，最终为提升

教育专业能力作出良好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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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身份一词用英语单词表达成“identity”，主要的含义就是指身份，但是很多学者也普遍的认为这一

词也涵盖了身份认同的意思。对于身份认同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更深刻，也就是指对于自我的认知。伴随

知识的不断更新以及进步，学者认为在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层次，或者不同的职业，均需要相应的

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可往往可以在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有所涉及，所以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是值得深刻挖掘

思索的。 

1 英语教师教育与教师身份认同相关概念阐述 

1.1 英语教师教育 

英语教育是一个统指，即个体进行学习教授语言的活动、经历以及过程的总和。同时，教师教育主要

是指个体学习活动以及教授语言的专业领域，并且涵盖了三项重要的术语，分别为教师培训和教师发展、

教师教育。所以有学者通过分析及研究得出英语教师教育的定义主要是指：英语教师学习教授英语的全部

内在活动以及外在活动的总和。同时，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也是包含的两个重要方面内容。 

1.2 英语教师身份认同 

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在最初的阶段是心理学领域所探究的课题，身份认同为个体动态形式的心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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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个体对于自身身份的明确；个体对于其归属群体的认知过程，和与之相伴的一种具体情感的体验经

历以及行为模式的整合。在 1997 年，由 Casanave and Scheeter 进行发表相关的教师身份认同研究的结

果以后，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内，逐渐的开始重视起教师身份认同的探究，并且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方面。

之后研究的重点理论拥有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核心论、教师决策决定说等。 

2 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分析的重要性 

教育领域内，教师针对自身职业的自我认知发挥的重要性突出。学者 Bullough 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在教师教育期间，教师认同至关重要，能够作为意义以及决策的重要基础。同时对于教师的教育而言，应

该从教师的自我认同角度开始探究。 

教师身份认同感为伴随自身长期的实践工作，对于教学工作的价值以及性质等构建起的肯定和认可

感。教师身份认同包含的方面诸多，例如对于教学工作展示出的积极性、教学期间所投入的热情、对于教

育职业产生的满意度以及对于自身职业角色的肯定程度等内容。 

近些年来，由于身体状况、社会以及家庭等方面的原因，很多高校英语教师的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于不同时期的教育职业生涯阶段内，不断的展开自我评价以及反思，帮助高校英语教师建立起正确

的、积极向上的身份认同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对于自身具有正确的职业认同感情况下，能够让教师将

此转变为教学积极因素，进而有效的增强教育专业技能。一旦教师长期的处在外部评价以及自我评价的相

对矛盾环境下，在出现自我素质以及时代挑战失去协调期间，便可以对于教师自身的价值、成就感造成疑

惑、否定现象，所以教师很容易产生自我的不认同感，进而对于职业认同感造成负面影响。鉴于此种形式，

不断的分析及探究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现实状态，将其纳入到重要的地位，有利于认清影响到教师身份

认同的重要因素，进而提出有效的策略，指导教师在不同的时期积极的应对困难和挑战，调整好自我心态，

积极创建起持久的良好教师身份认同感。 

3 英语教师于不同阶段表现出的身份认同情况 

对于教师身份认同而言，在全部的教育职业生涯内均具有涉及，总共具有五大阶段，分别为入职阶段、

稳定阶段、实验及重估阶段、平静及保守阶段、退休阶段，下面展开详细的分析。 

首先，在入职阶段：这一时期也就是初次的作为教师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通常担任着入职三

年内的初任教师角色，不仅承担着来自于自身的压力，而且也要承担源自学生方面的压力。在学生的认可

方面，以及对于经验的积累，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慢慢构建。因此，在入职的阶段，是建立起正确的教

师职业认同的重要前提基础时期；其次，在稳定阶段：这一时期的教师通常已经具有四年到六年时间的工

作经历，并且其基本上已经具有正确的职业认同，对于自身工作方面上的压力能够自行的调节，拥有渐渐

成熟的思想。虽然如此，在此阶段中教师也会容易遭遇情感、家庭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再次，在实验和重

估阶段：在这一时期，具有相对较长的持续时间，工作的经历至少超过七年，并且在二十五年以下。通常

着这一阶段的教师因为教学工作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所以可以针对自身专业能力、教学的方式中表现

出的突出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整，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举措展开自主的自我评估；接下来，为平静以及保守

阶段：教师通常教龄超过二十六年，并且在退休年龄以下。处于这一时期的教师，具备了更加丰富以及成

熟的教学经验以及能力，同时详尽的掌握住在学生的角度上所普遍认可的教学方式。拥有趋于平和的心理

状态，即使工作期间出现新的冲击，也不会因此构成较大波动和影响；最后，在退休期阶段：主要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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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超过三十四年的教师人群。在这一时期，教师通常具有身体方面的压力，以及退休的压力等，所以也

应该做好积极良好的心理整顿。 

4 影响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因素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能够影响到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因素众多，主要是体现在以下的几方面，即教

师的专业能力、教师针对于自身职业的满意程度、教师的职业目标以及职业理想、教师的职业评价、学生

观等。 

4.1 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 

对于高校英语教师而言，其自身的专业能力会对表现出的认同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即教师自

身对于专业能力水平高低的认知，可以出现将专业能力不断提升的愿望，并且也能够作为产生职业认同感

的重要产物。英语教师通过对于知识的不断探索，能够在此期间增加职业认同感。而专业的英语教师，通

常职业认同感会更高，可推动其更加满意职业，增加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并且愿意采取新型的教学方式以

及教学理念。所以，将培养国家栋梁为己任的教师，通常提出更高的专业能力要求，进而职业认同感更加

强烈。 

4.2 教师的职业满意度 

伴随知识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当前国内教师也相对的了解到国外教育工作者的待遇情况，

并且也能够掌握一定的工作环境以及薪酬待遇等情况。虽然近些年来，国内教育工作者发生了良好的改善

待遇转变，但是纵观比较其他的职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状态中，教师的付出同回报之间比例不协调的情

况还存在。所以，对于工资待遇满意程度不高，能够对教师对于自身工作认同感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并

能够影响到专业能力提升的意愿。此外，提升职业满意度同教师的工作环境之间也具有重要的联系，在具

备齐全的教学工具、温馨舒适的教学环境下，能够让教师具有更多教学理念的实践，并且保持心情的愉悦

舒畅。同时，网络平台的发展以及应用，可以加强教师同学生之间的交流，推动教学能力的提升。此外，

较高的社会福利可以将教师对于自身职业的满意度有效提升。 

4.3 职业理想和职业目标 

教书育人为一种崇高事业，在教师将这一职业看作为赚钱的铁饭碗，并非终身奉献事业的情况下，就

很容易因金钱诱惑使得工作的动力减弱，不能保有正确的职业理想，也就不可以实现将自身提升至新的思

想境界内，同时加之外在条件的不满意，对于工作热情度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在教育工作期间，构建起

积极的职业理想能够推动教师于低谷时期以及困难阶段具有坚毅的性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应对以及解决各

种难题。因此，对职业认同感造成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职业理想；此外，教师也应该建立起具体的职

业发展目标，高校也应该帮助英语教师对于职业目标进行明确，设计科学的职业规划。只有具备了明确的

职业目标以后，才能够良好的减少因教育目标无边界性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或者伤害，并且能够在繁重的教

学工作面前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勇敢的朝着目标前进。同时拥有了具体的发展规划以及方向、目标，也

有助于教师获得教育主观意识，进而增强职业荣誉感以及归属感。 

4.4 教师的职业评价 

教师的职业评价来源渠道诸多，具体涵盖了三大方面的内容，即自我反思、同行的评估以及学生的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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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的自我反思能够显著的将教学专业水平进行提升，是一种有效的激励举措。展开自我的反

思期间，教师能够将自身教学的经验进行不断的积累，总结教学不足之处，为建立起更好的教师形象，加

强自身素质以及修养的提升。其次，同行的评价就是指教师同教师之间实施的评价。教师可经互相的听课

或者相互展开公开课等途径，在同事之间把自身的教学方式进行展示。在同事之间经归纳、讨论以及总结，

相互评价教学的能力、对于知识的应用能力等。最后，学生的评价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对于教

师的职业生涯发展构成深远影响。在学生对教师进行评价时，教师通过将此作为基础依据对于学生的现实

学习需求进行掌握，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教师。进行评价时，学生会着重从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职业

道德上考虑。所以，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同教师职业认同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评价结果是积极的，

则能够帮助教师建立起足够的自信心，通过更加的努力进取获得更多肯定；而消极的评价结果，能够帮助

教师深刻认清自身具有的不足问题，通过整改符合标准。 

4.5 学生观 

学生是教师的教育对象，教师进行授课不光是为了进行答疑解难，片面的增加学生知识含量，同时也

要重视将学生学习能力以及社会的实践能力进行提升，进而帮助其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教育者对学

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实践价值。学生可以在日常的同教师接触中发觉到对学生的喜爱情感，所以

学生也能够做出同样的情感回报。但是如果教师的工作散漫、懈怠，不仅自己具有消极的人生态度，对于

学生而言也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应该避免此种工作状态。所以，教师也要重视起形成正确的学生观，

将学生作为朋友对待，愿意帮助学生并为之付出努力，形成平等的关系，摆正自身位置，以学生角度分析

出自身存在的问题，最终获得较高的身份认同。 

5 建立起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教育策略 

5.1 职前培养 

5.2 职后培训 

教师身份认同作为持续性的发展过程，需要职前培养以及职后培训具有完整性的衔接。而教师应该紧

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虚拟教师集体，过渡到真实教学环境内，良好的融入进真实的教师集体，只是凭借

前期师范教育对学生进行灌输的对于教师职业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通过采取突出师范继续教育的举措，

可以针对非师范生从事教育工作创建更多的学习机会，进而增强教师职业归属感以及组织认同感，同时也

能够为师范生继续的从事教育事业建立起良好的外部条件，构建合作型专业文化氛围，进而推动教师具有

专业上的安全感以及认同感。 

6 结语 

教育工作是教师生命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在教师良好的掌握推动自身发展的外部积极因素并且将

消极因素进行摆脱以后，就会认知教育不只是一种职责，同时也为一项快乐以及享受。教师自我成长期间，

身份认同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帮助教师感知工作的意义，并寻找到工作的乐趣。拥有积极的身份认同

可以不断积累自身经验提升专业水平，构建正确的职业理想以及目标，肯定教学的价值，最终形成职业认

同感，以及推动教师职业变为终身事业，享受工作产生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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