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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镇化建设的今天，乡村教师对于整个乡村的意义不

言而喻；同时，作为主要承载乡村教育活动的人，人们有必要

了解当前这一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及存在问题，并找出答案。

当下，中国乡村教师的主要问题不是简单层面的问题，而是有

关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教师的身份认同在某种程度上

关乎其专业发展及整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包括职业幸福感。但

困难的是，乡村教师对这一问题感知不够，或者说整个社会给

予乡村教师的关爱缺乏，使得他们处在彷徨和忧虑中。

2 身份认同

撤点并校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教师面临愈来

愈多的困难和挑战。乡村教师的群体凝聚力被降低，同时这一

群体的不稳定性也由此加剧。因此，使乡村教师明确自己的社

会身份并认同其社会角色，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虽然人们对

相关术语的理解并不相同，但事实却是身份认同问题已然成

为有关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更进一步来说，

身份认同问题就是一种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身份感和自我

意义感的消失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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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认识，是指乡村教师群体对自

身作为乡村教师的这一身份的认识，更是基于其社会身份上

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而社会认同理论则认为，不同的认

同水平会影响个人对所在群体的归属感与群体的稳定性。社

会认同水平越低，群体归属感与凝聚力越差，反之亦然。研究

发现，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双重性，即兼

具乡村认同和城市认同。

3 存在的问题

目前，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主要有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乡村教师所象征社会文化的意义逐渐消失

人的每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都赋予了其某种身份、社会

地位和象征意义。乡村教师在新式学堂产生之前被称为“先

生”，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的，其象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

的。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三十年，“先生”传统的这种社会意义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留存在人们意念中的内涵和形象依

旧是清晰的。改革开放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

现实原因，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堪忧，文化符号象征也变得愈

发不明显。

3.2 飘忽不定的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角色

一直以来，传统乡村教师有比较清晰的社会身份角色，即

他们是乡村的有知识的人。在自己最本身的教师的社会身份

之外，他们也会积极参加本地的社会日常活动，也将其视为自

我的神圣职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文化逐渐衰落，乡村

教师的光环日益褪色。不知何时，乡村教师竟变成了边缘人，

乡村文化与乡村教师一并衰落。与此同时，部分乡村教师责任

心不强，缺乏进取意识和奉献敬业精神，逐渐背离人们传统意

识中的教师职责和神圣的职业操守，这些也为这一群体的身

份抹上了一层灰色。

3.3 身份归属问题

新时代的来临，城镇化的有序推进，使得乡村教师的身份

归属变得逐渐尴尬。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某一时期的乡村

教师体现了某一时期特定的社会身份角色，乡村教师代表着乡

村文化和乡村的智库。不管这个老师身处哪里，人们及教师自

身都会将自身视为是乡村的最高知识人。国家法律规定了乡村

教师的社会角色之后，这种国家认定所具有的两面性也凸显了

出来，辩证地看，既具有国家“铁饭碗”的荣耀，随之作为代价的

是，逐渐变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人。过去与乡村社会的那种广

泛的联系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之

下，乡村教师未来的发展变得更为迷茫。目前，中国的一项重大

决策就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重要纬度是乡村教育的振兴，

乡村教育的振兴关键在于建村教师。不处理好乡村教师的身份

认同问题，乡村教育的师资建设庭院是一句空话。国家提出了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得以传承和发

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这些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节点上处于十字

路口，他们迷茫，更不知自己未来该走向何方？因此，乡村文化

需要振兴，乡村教师也需要身份的重建。

4 思考

人们现在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思考。乡村教师的身份重建

需要全社会参与。政府、学校和乡村教师自身都有责任和义务

参与到乡村教师身份重建的过程中去。

4.1 乡村教师身份角色历史演进过程本身发生

了变化

中国乡村教师的发展，尽管说源远流长，但也只是经历了

2 个比较大的历史时期：一个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生”时

期；另一个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老师”时期。人们认为，中国乡

村教师发展史就是一部鲜活的由“先生”符号向“老师”附后发

展的历史，并且在这一称谓本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乡村

社会的历史的大车轮下发生的激烈巨变，也在逐步地减弱中

国乡村教师的社会功能，甚至将乡村教师逐渐孤立于乡村日

常生活之外。

4.2 乡村教育教学活动逐渐异化

传统的“先生”的形象，在村民眼中是根深蒂固地，他们对

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有相当的自主权，无论教学内容还是生源

地学生，或者是具体教育教学方式的运用上，都是具有一定自

主权的。但是新式学堂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乡村教师的教

育教学活动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制约。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国家

权力的冲击。国家层面会控制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

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也包括教学媒介和教学方式方法。尤其教

师专业发展的历史的提出，让乡村教师面对各种各样教学科研

的考核应接不暇，甚至是心力交瘁。翻转课堂、对分课堂、参与

式教学、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冲击着他们

的眼球，也冲击着他们的内心。这样巨大的革命是他们没有想

到的，适应不良甚至会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了。乡村教师会对自我产生巨大的怀疑甚至否定。

4.3 新传媒时代所带来的乡村教师生活价值取

向的变化

随着新传媒的日益发达，乡村教师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巨

大的改变。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渴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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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取得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乡村教师会反观

自身的生存境遇，和他人进行对比，结果往往会导致其职业价

值观的转变。乡村教师的流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流动的背后

却是乡村教师对自身生活美好的向往，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迎合世俗价值的取向。

5 解决方法
综上所述，为解决当前中国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笔

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教师身份的自我建构：

5.1 加强乡村教师对教师职业本身认识的培训

这里包括 2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

的不同性质及由此带来的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

和待遇，广大乡村教师应对上述客观事实逐渐理解；另一方面

是城乡差异所带来的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乡村中小学教师

与城市大学教师的不同性质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经济、政治地

位与其他待遇，广大乡村教师应当认识并接受教育内部不同

层级教师所具有的不同差别。

5.2 加强乡村教师综合能力和素养的培训

单凭知识层面的认识还不够，广大乡村教师需要加强相

关知识领域的学习，比如，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应加强相关理论

的学习，比如，教师专业发展、职业生涯规划、归因理论、动机

理论、人格理论等知识的学习。目前，仅凭乡村教师自身还难

以自觉地学习上述各门有助提高自我能力提升的学科。因此，

国家有关部门对此需制定出相应的培训方案，通过有计划的

乡村教师培训，如“国培计划”来增强和提高乡村教师的这一

能力。

5.3 构建以乡村教师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广大乡村教师要切实担负起改造当下乡村社会的各

项职责来，既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教育学生的职责，也要

担负起所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事务及社区建设的引路人

或仲裁者，不仅要传承传统、考量现代，积极创造新的乡

土文化精神、力所能及地规约乡民的不良日常行为举止，

还要主动组织并领导乡民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充分发挥

自身在乡村社会重建和乡村教育重建中的社会功能和公

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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