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教师职业的角色定位

任何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发展的结

果。 教育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 ， 源于知识特别是符号

化、 物化知识的出现， 并以此不断演进发展。 从教育史

角度来看 ， 最初教育活动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分工活

动 ， 主要依附于人类日常生产 生 活 中 ， 长 教 幼 、 父 教

子、 师教徒是这一教育活动的最主要教育形式 [ 1 ] ， 言传

身教是这一教育活动所采取的最主要教学手段 ， 它更

多体现为一种非符号化知识和人类生产生活经验的

传授。 随着知识符号化和有形化的发展 ， 教育分工逐

渐从日常生产生活中独立出来 ， 专门化的教育活动开

始逐渐形成。

教师是指受过专门的系统培养 、 向受教育者传授

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 把他

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人才的专职工作者 ， 承担培养社

会需要的学术性或职业性专门人才 ， 进行科学研究和

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和发展几大职能 。 学校是专门从

事教育教学活动的非盈利性组织 ， 是教育分工和教育

教学活动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 ， 是集人才培

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等职能为一体的高

等教育组织。 随着学校组织的出现 ， 以学校为组织依

托的正规化教育逐步取代原来的长教幼 、 父教子 、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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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等教育模式， 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师逐渐发展

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主体 ， 成为职业化教师 。 随着教

育分工的发展， 教师职业成为社会职业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与其他社会角色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每一种职业都具有其自身的职业内涵和职业定

位， 承担着特定的职业职责和社会职能。 不同职业， 其

内涵、 责任和义务不同。 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和积

淀了符合其自身特征的职业观 、 职业道德 、 职业行为 、

职业意识、 职业态度， 承担社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随

着教育活动内部分工的发展 ， 正规化教育活动包括基

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活动。 但是 ， 不管是从事基础教育

活动的教师 ， 还是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教师 ； 不管是

普通高校教师 ， 还是高职院校教师 ， 其本质上都是教

育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教师

作为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行为主体 ， 其教育活动是一

种高度专门化、 职业化、 素质化的社会活动 ， 是专业化

程度非常高的职业行为。 因此 ， 教师成长具有专业化

成长的基本属性和客观要求 ， 教师必须遵循教育专业

化的基本要求。

二、 教师专业化成长阶段及其职业化要求

教师专业化成长以专业化发展为目标 ， 贯穿于教

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 ， 而这一过程是每一个教师

在专业化成长道路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相继历程 ，

包括参与教师职业有关的各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

动， 职业行为态度、 职业价值观 、 职业期望和愿景的形

成和发展。

对于任何一种职业， 都有其自身职业成长的生命

周期。 教师专业化成长也受职业生命周期的约束。 根

据职业成长生命周期的基本构成和特征 ， 教师职业成

长生命周期包括职业成长初期 、 职业成长发展期 、 职

业成长成熟期、 职业成长稳定期 、 职业成长危险期 、 职

业成长衰退期 ， 且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成长阶段 ， 教师

专业化成长的职业要求与专业化成长的具体内容不

完全相同。

图 1 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

F i g . 1 T h e l i f e c y c l e o f t e a c h e r s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这里选择用 10 个指标点作为衡量教师专业化成

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教师职业化要求程度 。 如图 1

所示 ， 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 教师

对职业化要求呈倒“ U ” 型变化路径。 在专业化成长的

初期 ， 教师刚刚步入这个职业 ， 教师在相对长的时间

里处于角色转换过程， 教师职业意识和认同度不高 ，

教学职业技能不强， 所以在专业化成长初期阶段 ， 对

教师的职业化要求比较低 ， 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 第

一 ， 对于新教师而言 ， 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是加快新教

师从非教师角色向教师角色转换 ， 知识学习向知识传

授转变， 所以对于这一成长阶段的教师职业化要求较

低； 第二， 教师成长须遵循专业化成长的内在规律 ， 虽

然教师在初期阶段的职业发展层级和职业化要求比

较低， 但这一成长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 随着新教师职

业角色转变的实现， 职业意识和认同度得到提高 ， 职

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得到提升 ， 教师自身职业成就感和

收获也越来越多 ， 自我效能感越来越高 ， 职业倦怠降

低 [ 2 ] ， 所以相对于教师专业化成长初期阶段 ， 在教师专

业化成长的发展期 、 成熟期和稳定期三个关键性阶

段 ， 对教师职业化要求越来越高 ， 而且在教师专业化

成长的成熟和稳定期阶段对其职业化要求达到最高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质量要

求也在不断演变， 致使教师知识结构需要不断优化 、

教学科研方法需要不断创新 ， 同时教师适应职业素质

新要求的能力在递减， 所以教师专业化成长可能面临

或进入到专业化成长的危险期和衰退期。 当教师成长

演进到危险期阶段， 甚至进入专业化成长的衰退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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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教师职业将面临两个发展方向 ： 第一 ， 教师职业发

展面临职业转型； 第二， 教师职业生涯已逐渐接近 “ 尾

声” 。 一般而言， 进入这一成长阶段 ， 教师具有较为丰

富教学科研经验 ， 教学科研活动更多体现为经验活

动， 对教师职业化新要求会越来越低。 另外， 为了适应

职业素质新要求， 教师要通过接受培训或再培训更新

原有知识， 对新环境和新要求做出适应性调整。

综合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职业

化要求可以发现，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初期和衰退期的

职业化要求较低， 而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成熟和稳定期

的职业化要求最高。

三、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影响因素构成与分析

（ 一）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构成

教师专业化成长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和职业成

长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实践表明 ， 教师专业化成长

影响因素是多元化 、 综合性的 ， 这些影响因素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到教师职业生涯发展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

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考虑到教师职业对教师素质

的高要求和特殊性以及教师专业化成长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对教师的职业化要求 ，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

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 教师职业技能和知识结构

基础 ， 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 教师专业化

成长理念的培育和形成， 教师职业通道设计和模式创

新（ 见图 2 ） 。

图 2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

F i g . 2 T h e i n f l u e n c i n g f a c t o r s o f t e a c h e r s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 二） 教师专业化成长影响因素深度剖析

教师职业作为一种高素质化的教育教学活动 ， 教

师承担“ 经师” 和“ 人师” 两种角色 ， 履行教书育人的职

责 [ 3 ] ， 由此教师首先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积

淀， 包括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理论知识的扎实性 、 经

验知识的宽厚性 [ 4 ] ； 具备较高水平的科研能力或潜力 、

服务社会的基本能力以及具备最基本的教师职业技

能和创新性教学手段。 这是判断教师是否具备教师资

格， 能否成为合格教师的最基本要求和素质条件 ， 是

形成和发展教师人格 、 学识和学术魅力 ， 履行传道授

业解惑职责的能力和知识基础。

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为教师专业化

成长指明了行为方向。 教师专业化成长不仅是为了满

足低层级生理安全需求满足 ， 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得到社会认可和尊敬 ， 职业价值和自我发

展的实现。 教师职业生涯意识的形成有利于教师一开

始就关注整个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 显然教师职业生涯

规划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而是教师的长期人生规划 ，

它有利于弥补教师短期机会主义倾向 ， 缓解和消除教

师所面临的种种压力。 [ 5 ]

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培育是教师成长的思想动力 。

教师专业化成长除了需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外 ， 还需

要有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导航。 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是

教师发展的新理念， 它不同于非职业化成长理念 。 教

师专业化成长理念为教师成长指引方向 ， 让教师沿着

职业化发展道路逐渐成长为具有人格 、 学识和学术魅

力的专职教师。 然而， 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的形成受

到教师职业认知和职业成就感 ， 以及教师职业理念和

道德修炼等多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为培育和形成发

展教师专业化成长理念 ， 对于教师培养 ， 就必须加强

教师职业认知 、 职业理念的引导和培训 ， 通过各种形

式展现教师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 ， 增强教师职业成就

感， 提高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业魅力。

教师职业化通道设计与模式创新是教师专业化

成长的路径支持和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 教师职业通

道是学校或者社会 （ 教育管理部门 ） 提供教师成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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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路径安排。 教师职业发展通道为教师职业发展提

供了实现职业目标的发展机会和路径支持 ， 教师可以

遵循这一路径实现专业技术职称的晋升和工作岗位

的轮换。 教师职业发展垂直通道 ， 教师通常只能逐级

向更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 ， 遵循助教— —— 讲师— —— 副

教授— —— 教授“ 金字塔” 式的职业成长路径 。 事实上 ，

除了教师职业发展垂直通道外 ， 还有职业发展水平通

道、 网络型职业发展通道和多职业发展通道 。 教师职

业发展水平通道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工作内容选择 ，

例如教学型教师、 研究型教师、 教学科研综合型教师 。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不同发展阶段 ， 教师对教学 、 学术

研究的选择有所侧重， 这为水平型职业发展提供了可

能。 教师在获得一定专业技术职称的前提下还可以参

与教学科研管理 ， 成长为双肩挑型教师 ， 可以充分发

挥其职业优势， 增强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四、 高校教师专业化成长路径思考

（ 一） 制定和完善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教师专业化成长须以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为基础 。

如果教师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 ， 或者没

有为教师提供一个较好的职业生涯发展外部环境包

括激励和约束环境， 那么教师专业化成长将受到限制

和影响 。 组织心理学教授施恩 ( E d g a r H . S c h e i n , 19 87 )

提出职业生涯包括外生涯和内生涯 。 [ 6 ] 外生涯是组织

为员工在不同成长阶段提供一条可行的专业化成长

道路； 内生涯是职业成长过程中更注重个人职业价值

实现、 职业成就感、 自我发展。 显然 ， 教师专业化成长

过程中必须注重教师生涯的内生涯和外生涯 ， 也就是

说注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教师自我提升

能力的培育即教师内在因素的优化。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本身就是长期且复杂的行为

活动， 它贯穿于教师整个职业成长过程 。 特别是青年

教师 ， 由于他们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初期阶段 ， 存在

职业化意识模糊 、 职业技能不强等问题 ， 但更突出的

是没有制定一个较为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 ， 职业生涯

发展是模糊的， 需要给予教师职业生涯规划辅导 。 教

师职业生涯规划为教师专业化成长指明了方向 ， 成为

教师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定和完善教师职业生

涯规划 ， 就是要通过教师成长培养 ， 改善教师内生涯

和外生涯环境， 根据职业生涯成长的不同阶段通过自

我评估确定职业目标及其实施方式来制定出可续性

的职业发展规划。 [ 7 ] 然而， 教师内生涯和外生涯环境优

化需要“ 自我培养即自我改善 ” 和外部条件的支持 ， 所

以一方面学校需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搭建成长平台 ，

为教师的外生涯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另一方

面 ， 需要更加注重教师职业认同 ， 通过职业生涯规划

辅导使教师职业认同更为清晰 ， 职业生涯及其作用更

为了解， 在追求职业价值的驱使下实现教师专业化成

长目标。

（ 二） 教师职业素质提升与专业化成长协同推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 0 10 -

2 0 2 0 ) 》提出 ， 要努力造就一批师德高尚 、 业务精湛 、 结

构合理 、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 要求教

师以人格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 ， 做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规划纲要》所要求的教师素质与

教师专业化成长目标相吻合 ， 教师专业化成长目标就

是教师在职业化成长过程中使其成为师德高尚 、 业务

精湛 、 人格和学识魅力都很强的教育教学活动从业

者。

每种职业都担负着特定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 [ 8] ，

要成长为合格优秀的职业教师 ， 就需具备高尚的职业

道德、 人格和学识魅力。 职业道德是职业主体在特定

工作和劳动中通过内心信念维系 ， 以善恶进行评价的

心理意识。 教师职业道德就是教师职业所应担负的特

定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 ， 就是履行好教书育人的职

责。 教师人格和学识魅力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

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美， 表现为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

对学生的关爱， 它由教师的需要兴趣 、 动机信念 、 职业

价值、 气质性格等多种成分组成。 [ 9 ] 所以， 教师专业化

成长需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 、 人格和学识魅力的培养

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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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素质的提升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关键 。

教师职业素质除了教师具备高尚职业道德 、 人格和学

识魅力外 ， 还要求很高的知识能力素质 、 生理心理素

质。 具体来说， 教师需具备专业的教学能力、 渊博的学

科专业知识、 严谨的治学态度、 丰富的教育教学手段 、

良好的个性修养 、 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 以及能够

很好地处理好教育教学主体之间关系的能力。 教师职

业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发展过程 ， 通过教师专业

化成长使其成为综合素质过硬 、 师德高尚 、 人格和学

识魅力很强的教师。

（ 三） 遵循教师专业化成长培养意识和原则

教师专业化成长是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的统一 。

其中， 职后培养包括入职初期培养 、 中期和后期培养 。

教师职业是职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师培养是实

现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重要举措 。 所以 ， 教师培养应遵

循职业化培养意识和原则 ， 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各个

阶段对培养内容、 方式和评价制定相应的职业化 、 规

范化和制度化标准。 还有教师专业化成长是一个持续

渐近的过程， 教师培养内容、 方式和评价的职业化 、 规

范化和制度化标准应随着培养环境和成长阶段的变

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

教师专业化成长需要有职业化培养 ， 坚持全面培

养和个性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成长为一名职业教师需

具备综合性职业素质， 显然教师职业化培养应该是宽

口径和全面培养。 宽口径和全面培养不仅包括一般意

义上的职业认同、 职业理念、 职业道德 、 职业生涯规划

等内容的培养 ， 还包括角色转换 ， 以及入职后职业技

能如教育教学技能、 教学科研能力 、 社会服务能力 、 知

识文化创新传承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 但是 ， 每位教师

又是一个独立个体， 每位教师在专业学习 、 知识结构 、

职业习惯、 职业规划都有所不同。 对于教师培养， 应该

尊重每位教师的个性发展 ， 在培养过程中关心教师专

业化成长的心理变化， 跟进教师专业化成长进度 ， 为

教师专业化成长提供持续的专业训练和职业引导 ， 为

教师个人发展提供激励机会和发展平台 ， 以促进教师

个性发展。

( 四) 设立教师专业化成长专项基金 ， 提高教师激

励强度

提高教师激励强度首先要建立教学科研专项支

持基金。 通过建立教学教研专项基金 ， 鼓励教师积极

参与教学科研项目的研究 ， 在参与教学科研相关项目

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拓展专业知识 ， 创新教育教

学模式和手段 ， 丰富教学内容 ， 为提高教师教学效果

提供项目支持。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 可以指定一定比

例投入作为人才引进和培养专项。 例如山东大学以科

研项目立项形式专门为新引进教师提供一定的科研

启动资助， 并制定了专门的制度安排 ， 即 《 山东大学自

主 创 新 基 金 管 理 实 施 细 则 （ 人 才 引 进 与 培 养 类 专

项） 》 。 根据制度规定， 国内新引进教师按三个等次获

得资助科研启动资金： 自然科学类一 、 二 、 三等分别可

获得 8 万元、 6 万元和 3 万元； 人文社科类一、 二、 三等

分别可获得 4 万元、 3 万元和 2 万元资助 。 [ 1 0 ] 其次 ， 建

立教师专业化成长专业基金。 教师专业化化成长是一

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在入职的初期阶段 ， 教师可通过

接受岗前或入职前的职业培训 ， 以及通过传帮带的方

式学习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成功经验 ， 并将这一经验

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 进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

过教学反思将所学的成功经验内化为自己的教学风

格和教学经验， 从而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和实现职

业化成长。 随着教师专业化成长阶段由初期进入到发

展期 、 成熟稳定期 ， 在这一阶段 ， 通过传帮带这种模

式的导师制培养， 已不能满足教师在这一阶段的成长

需要。 此时， 需要创新教师的培养方式， 其中接受外部

再教育培养是在这一职业发展阶段满足职业化成长

的重要途径。 其中， 赴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 参加国内

外专业学术会议都是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的重要形

式。 所以， 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应该设立教师专业

化成长基金， 这一基金不仅服务于教师的岗前或入职前

培训， 导师制培养模式下对指导老师的激励 ， 同时还

可专门服务于教师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 ， 鼓励和支持

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和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

会议， 为教师接受外部再教育培养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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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profess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professional system, and the teachers shoulder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ng responsibility.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goa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which runs through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life cycle of the teacher's care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initial and recession perio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require-

ment is at low level, and during the mature and stable period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is the highest;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teachers occupation career, and to form and foster the idea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Channel desig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areer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On the basis of this, it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reer plann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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