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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特岗教师身份认同问题调查与分析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祝丽丽

（商丘工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影响教师工作的稳定，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度低会导致部分教师从农村流入到城市，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

本文以河南省特岗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发现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存在以下问题：职业认识不深刻；职业能力不足；职业情感消极；

职业归属感不强，基于以上问题分析影响特岗教师职业认同的原因，提出以下对策希望能够帮助特岗教师提升职业认同感：加强职业认识；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提高自身适应能力；提供有效的职后指导。

关键词：特岗教师；身份认同；调查

本文从教师的职业认识、职业能力、职业情感、职业归属感

方面展开调查。论文数据来自于河南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小学特岗教师身份认同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课题组利用电

子设备转发给河南省内的特岗教师，让特岗教师线上作答并提交，

共回收答卷 573 份，其中有效问卷 543 份。

一、农村小学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存在的问题

（一）职业认识不深刻

在对小学特岗教师的职业认识进行调查时，大部分教师表

示教师职业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生的进步有促进作用，数据显

示 30.2% 的教师选择特岗教师的原因是以特岗为跳板来得到编

制，这一项占比最大，能够说明教师并不是真正的热爱这个职

业；19.52% 的教师表示自己是农村出身，想为农村教育做贡献；

19.15% 的教师是服从家人的意愿；11.05% 的教师认为在艰苦的

条件下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所以选择这个职业；还有少部

分教师做了其他选择。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教师虽然认为教师教

学工作重要，但是选择这个职业并不是喜欢这个职业。在对问题

“您认为您适合当一名小学教师”问题的回答，39% 的任选择非

常符合；47% 的教师表示比较符合；选择不确定的有 9 人，选择

不符合的教师有 11 人，大部分教师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

教师，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教师的职业认识需要提升。一名合格的

教师应该对自己从事的教师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教师而言，

应该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了解自己能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同时

对教师职业也要有全面的认识。教师职业可以促进学生的进步和

社会的发展，同样通过这个职业也能获得生活来源，在对问题“特

岗期满之后您会留任吗？”的回答中，选择“我会留任并为教育

尽自己的一份力”的人占比 46.96；选择“等待机会考走”的占比

46.41%；还有 6.63% 的人选择不留任，这表明大部分的教师选择

这个职业只是暂时的，他们考虑到生活不便利和工资低会选择离

开，说明教师对特岗教师这个职业看法片面，只看到经济价值而

忽视了这个职业也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二）职业能力不足

教师的学科知识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在教学方面遇

到的困难主要是教学技能欠缺，占比 63.9%，这说明教师的教学

能力不能满足正常的教学，师生关系紧张占比 40.15%；说明教师

处理师生关系的能力不足；选择学科知识不足的占比 33.52%，说

明仍然有部分教师学科知识储备有待扩展；在对问题“您认为您

的知识储备能够胜任日常教学吗？”问题的回答中，543 名教师中

仅有 93 位教师表示可以很好的应对日常教学活动，占比 17.13%；

32 名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经常会遇见难以解决的困难，占比 5.89%。

在就“您认为有必要提升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吗？”这个问题提

问时，97.79% 的特岗教师表示很有必要提升，仅有 2.21% 的教师

选择了没有必要进行专门培训，这说明教师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能

力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急需提升。

（三）职业情感消极

教师的职业情感包括事业感，责任感贺成就感，事业感和成

就感是较高层次的职业情感，具备成就感和事业感的农村小学特

岗教师能从教师职业的性质和社会价值去看待这份职业，更少去

计较个人得失和物质回报，更多的是带着无限的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去，并且这种情感也是推动其做好教育工作的动力。教师选择

特岗教师这个职业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其中喜欢教师职业的和获

得教师编制的分别占比 57.09%；支援农村教育的占比 37.38%；迫

于就业压力的占比 35.54%；暂时的选择占比 14.92%；以上数据说

明教师缺乏对这个职业的认同，很大部分人是出于无奈的选择，

职业情感消极。在对问题“您对特岗计划的了解情况”的回答中，

46.78% 的教师是比较了解特岗计划，剩余的教师对于特岗计划并

不了解，表明教师对待工作消极，对于特岗工作缺乏深入研究。

对于“当您谈到您的特岗身份时，您会感觉？”这个问题的回答，

非常自豪的占比 9.76%；有点自豪的有 105 人，占比 19.34%；没

感觉的占比最大，为 45.86%；还有 25% 的教师表示没有自豪感甚

至会自卑。农村小学特岗教师职业情感较消极，更多关注的是物

质回报，无法将教师职业与个体生命的发展相结合，从而体验不

到作为教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四）职业归属感不强

对特岗教师职业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比较满意的仅有 158

人，占比 29.1%，35 人表示不满意，29 人非常不满意，占比 5.34%，

说明仍然有部分教师对特岗教师不满意，对问题“您认为什么因

素能影响自己的身份认同感”的回答中，选择最多的是晋升机会，

特岗教师认为在农村工作晋升机会太少，其次就是工作胜任度较

低，最终影响工作效能感和满意度。在对教师问到“您在意别人

对特岗职业的看法吗”这个问题，部分教师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较低，

在意他人的眼光。教师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学

校和社会的原因，学校的设施，人文因素都会影响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

二、农村小学特岗教师职业认同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一）入职内在动机不够强烈

动机是个体一种倾向性，能够促使个体朝着某个方向努力。

按照动机的来源可以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按动机的起源可

以分为生理性动机，社会性动机，成就动机等。对于教师职业而



1732022 年第 4 卷第 24 期 育人不倦

言，教师的工作出于内在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有利于教师的发展，

也能促进教师在这个领域能够稳定的进行研究。本次调查发现在

问到问题，“您选择特岗教师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教师的回

答占比最多的是获得教师编制，占比 57.09%，支援农村教育的占

比 37.38%，表明这部分教师有较强的职业动机，喜欢教师职业。

迫于就业压力的有 193 人，占比 35.54%，选择“出于暂时的选择，

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占比 14.92%，可以看出教师选择特岗职

业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编制和出于暂时的选择，职业动机不

强。

（二）个体奉献精神欠缺

在我国，“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是我国优秀的师德传统，

因此具有奉献精神是对教师师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继承并发扬我

国优秀传统的表现。在此次调查中发现，特岗教师在对“您对特

岗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如何？”仅有 8.66% 的教师选择非常认同，

40.88% 的教师选择一般，这部分教师对于这个职业比较认同，

但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教师选择了不认同或者非常不认同，占比

27%。对这些选择不认同的教师继续调查发现，不认同这个职业

是因为工资薪酬低，很难满足生活需要，日常生活设施不完备，

生活不便利，还有就是学校偏远，回家比较困难，少部分人是因

为学生难管理所以不太认同这个职业。由此可见，教师把物质回

报当作是评判教师职业的标准，忽略了教育工作的内在价值，当

教师的外在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教师就不愿意奉献自己。

（三）个人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

参与本次调查的教师中，已婚教师有 283 人，占比 52.12%，

未婚人数是 260 人，占比 47.88%，可见近一半的教师婚姻问题没

有解决。在对问题“你家离学校的距离”的回答中，34.44% 的教

师家离学校距离在 30 公里以上，有 44.94% 的教师家与学校的关

系是处于同一个县但不同镇，距离较远，教师平时的交际圈较窄，

他们不愿意在农村找对象，认为在农村找对象就会被困在农村。

对已婚和未婚教师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已婚教师的工作态

度比未婚的积极乐观，工作状态较好，由此可见，教师的婚姻问

题也会影响工作质量。未婚教师没有婚姻就没有归属感，无法专

心致志工作，体会不到教学的乐趣，从而会影响职业认同。

（四）缺乏针对性的职后培训

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内在原因也有学校的

外部因素。学校缺乏对教师的职后培训，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无法满足教学需要，经常会遇到困难，可

见学校针对特岗教师定期开展职业培训很有必要。在对“您所教

的科目是否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回答中，52.85% 的教师选择

不一致，这部分教师跨学科教学，专业知识受限。对教师所在学

校培训情况调查，66.85% 的教师选择非常有必要对教师进行培

训；“您入职后，学校是否组织过专业培训？”，65.38% 的学校

有为特岗教师提供培训机会，促进教师适应教学工作，但是仍有

34.62% 的学校并没有给教师专业培训，让特岗教师直接上岗，导

致这部分教师在工作中受挫，积极性降低，职业认同感低，还有

的学校一学期组织一次专门培训，频率很低，教师专业发展受限

同样影响职业认同。

三、特岗教师身份认同提升策略

（一）端正入职动机

入职动机是个体选择某种职业并且帮助维持其实现心中所想

职业目标的驱动力。教师入职动机来源于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是指教师选择特岗教师这个职业考虑的是自身的兴趣、

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但是调查显示大部分教师选择这个职业是

外东动机导致的，例如特岗教师有三个月的寒暑假期，能够兼顾

事业与家庭，也有人是因为特岗教师是暂时的选择，盲目跟风，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选择这个职业。外部动机往往不能够让个

体体会到职业本身的乐趣，只是被职业的外在吸引，无法全心投

入工作。特岗教师应该端正入职动机，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专业以

及个人兴趣选择职业，这样才会有内驱力提升自我；其次，教师

要充分考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特岗教师这个职业，能不能接受特

岗工作带来的考验，不要盲目跟风。

（二）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教师职业价值观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关于教

师工作意义和价值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导向作用的观念体系。教

师的职业价值观是由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构成，内在因素是影响

教师做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自身能力，兴趣爱好等。特岗教师

大多数是师范专业出身，仍有部分教师是非专业出身，跨学科教学，

这部分教师虽然已经形成了职业价值观，但是由于处于入职初期，

教学实践经历不足，导致教师职业价值观出现问题。特岗教师往

往看重教师职业的外在因素，忽视了内在价值。特岗教师应该树

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首先，教师要善于挖掘教师职业的内在意义，

内在的精神满足更能够让教师体会到教育意义。其次，教师要不

断努力学习，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教学能力，当教师能够

在教学活动中独当一面的时候更能够体会到快乐，有助于教师职

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三）提高自身适应能力

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特岗教师要做到既来之则

安之，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应该具备教师应该具有的强烈的

责任感，安心教学，克服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首先，在生活上，

教师要积极向上，乐观，与其他教师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同时，

教师要改变心态，正确认识并接受特岗的环境。其次，在工作上，

教师要与其他教师共同研讨学习，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建立良好

的师生人际关系，做到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很大一部分教师是

初次走入教学岗位，教学经验不足，要积极向老教师请教，同时

也要不断学习，多听课、多观摩，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扩展实

践经验。

（四）提供切实有效的职后指导

根据调查的结果，90% 以上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开展教师培训，

学校的培训频率太低不能满足教师的组要，因此，在学校层面，

学校应该给特岗教师提供专业的培训与职后指导，定期开展培训

活动或者优质课试讲，让特岗教师现学现用。

除此之外，教师自身也可以充分利用网上学习资源交流学习，

学校要为特岗教师提供网络学习帮助，例如可以分享一些优秀听

课网站或者视频等。学校还可以请一些一级优秀教师现场分享经

验，让特岗教师们一起沟通交流，取长补短，促进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升，让教师体会到教学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帮助教师增加职

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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