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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师角色冲突是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的角色冲突对教师个人发展和教学工作产生直接的

影响。教师的角色冲突产生的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学校和社会应该为教师创造宽松的环境 , 教师

自身要不断学习 , 增强教师角色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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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flicts o f teacher' s role is an impor 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I t directly affects the devel-

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ir teaching.The reasons of the conflicts of teacher' s role are objective and individual.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build up better circumstance for teachers , and encourages teachers to

keep learning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daptable ability of teacher' 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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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关于教师角色与角色冲突的含义

(一)角色与教师角色

角色(role)一词原指舞台上演员所扮演的人

物。 1935 年 ,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

Mead)把这个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一般认为 , 角

色是个体因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而产生的行为模

式。如教师角色 、 学生角色等[ 1] 。角色是处于一

定社会地位的个体 , 根据社会的客观期望 , 借助

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模式[ 2] 。

角色一般可划分为期望角色 、 领悟角色和实

践角色。期望角色是指社会或团体对某一特定角

色所规定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 , 也称为

理想角色 。领悟角色是指人们对期望角色理解后
所形成的观念中的角色模式。实践角色是指个人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 , 它受领悟角

色的指导与制约 , 但有时也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

水平的制约 , 很难达到领悟角色的水平 , 更谈不

上达到期望角色的水平 。

教师角色是指处在教育系统中的教师 , 所表

现出来的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符合社会对教师期

望的行为模式 。教师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联系的

被期待行为 , 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教师的实际的

角色 , 二是教师的期望角色[ 3] 。教师作为一个独

立的行动者 , 要扮演多重角色 , 教师在教师角色

的指导下所出现的行为就是教师的角色行为[ 4] 。

关于教师的角色转变 , 刘丽群(2003)[ 5] 认

为 , 教学行为的变化引起教师角色的改变。教师

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 从课

程的执行者转变为课程的研究和开发者 , 从单纯

的教育者转变为既是教育者又是学习者。霍力岩

(2001)
[ 6]
研究认为 , 在教育变革的背景背景下 ,

教师既是知识的输出者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从书本知识的复制者转变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者;既是知识的给予者 , 更是学习方法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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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强调统一性的教育者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

因材施教者 。冉祥华(1995)研究认为[ 7] , 教师要

扮演以下角色:家长代理人;知识传授者;榜

样;集体领导者;纪律监督者;朋友和知己;心

理调节者 。

(二)角色冲突

由于角色丛的存在 , 个人要同时扮演多个不

同的角色 , 就会产生角色冲突的问题。角色冲突

的产生源于角色丛中不同角色含有不相容的成

分。角色冲突可以分为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

突。角色间冲突是指个体必须同时扮演不同的角

色由于缺乏充分的时间和精力 , 无法满足这些角

色提出的期望而产生的冲突。角色内冲突是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伙伴对同一个角色报有矛盾

的角色期望所引起的冲突 。

关于教师角色 冲突的功能 , 宋辉等人

(2002)[ 8]研究指出 , 适当的冲突有助于教师适应

角色的要求 , 促进教师学习 , 冲突的解决使教师

体会到成功的乐趣。但是 , 冲突可能影响教师的

身心健康 , 工作积极性 , 影响教师职业的稳定 ,

诱发部分教师的角色转变行为 。

　　二 、 关于教师角色冲突的类型研究

(一)传统的分类研究

明庆华(1998)[ 9]从传统的角色分类的视角探

讨了教师角色冲突的类型 。

1.教师的角色间冲突

教师的角色间冲突主要表现在:(1)权威与

朋友 。教学实践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教师

既不能摆绝对权威的架子;也不能成为学生的

“铁哥们” 、 “铁姐们” , 放弃应有的原则。教师很

难同时是一个具严厉的管理者 , 又是一个像朋友

一样为学生所喜爱的人 。这常常使教师陷入苦恼

之中。(2)教员与父母 。教员的角色是教师所表

现出来的首要角色 , 它因具有较强的职业性 、专

业性而处于核心的地位 。教员与父母的角色是有

较大差异的 , 有时是冲突的 。(3)领导者与顺应

者。教师作为领导者时 , 要严格管理学生 、 严格

要求学生;而作为顺应者时 , 又要尊重学生 、谅

解和宽容学生。对于很多教师来说 , 很难同时扮

演好两种角色 , 从而带来角色冲突的困惑与

不安 。

2.教师的角色内冲突

教师角色内冲突的主要表现在:

(1)不同角色期望引起的角色冲突。首先是

来自校外的不同角色期望引起的角色冲突。其次

是来自校内各方面的不同角色期望引起的角色冲

突。尤其是当学校领导缺乏领导才能和威望而处

事不公时 , 这种分歧往往十分激烈并难以调和 。

第三是来自社会角色定势和自身个体表现的角色

冲突 。教师个人的角色行为与社会上教师角色定

势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 而这种差异又往往使不

少教师遭到他人非议和社会的指责 , 从而使教师

在心理上产生矛盾与冲突。

(2)角色本身的局限引起的角色冲突 。这里

角色本身的局限主要是指教师的认识水平 、 能力

水平与角色需求间存在的差距 。首先 , 表现为教

师主体对其扮演的角色行为落差和必须履行角色

义务引起的角色冲突。其次 , 表现为教师自身的

价值观念与角色职责要求不符引起的冲突。教师

在面对不同价值观念或对新旧价值观念冲突而进

行调适时 , 必然出现心理冲突而导致自身压抑和

痛苦 。第三 , 表现为教师个人的能力与角色需求

不符而引起的冲突 。

(二)从教师角色冲突的根源与表现进行分类

孙龙存(2001)[ 10] 从冲突产生的根源入手 ,

把教师角色冲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所扮演

角色的转换引发的角色冲突 ,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及时 、 频繁地转换角色。(2)不同角色期待

引发的角色冲突教 , (3)对教师行为的不同理解

引发的角色冲突 , 作为 “一个人的教师” 和 “一

个教师的人” 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4)高付出

与低待遇引发的角色冲突 。(5)角色责任与自我

价值实现引发角色冲突 , (6)角色扮演竞争引发

的角色冲突。(7)学校机构的特征引发的角色

冲突 。

董泽芳(1996)
[ 11]
从教师角色冲突的表现分

类:(1)在教师角色追求的目标上 , 有表现型角

色与功利型角色的冲突 。(2)在教师角色规范的

程度上 , 有规定型角色与开放型角色的冲突 。

(3)在角色行为的态度上 , 有执着型角色与自由

型角色的冲突。(4)在教师角色适应的倾向上 ,

有社会中心型角色与学生中心型角色的冲突 ,

(5)在教师角色功能的形态上 , 有专一型角色与

复合型角色的冲突 。(6)在教师角色情感的反映

上 , 有自尊型角色与自卑型角色的冲突。由于社

会转型的全面性 、 复杂性 , 教师角色冲突还表现

在角色认可的标准上 , 有务实型角色与符号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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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冲突;在角色关系的平衡上 , 有教育者角色

与同事角色的冲突;教师角色与家庭成员角色的

冲突;社会 “楷模角色” 与普通人角色的冲突

等等 。

(三)从学校教育角度进行的分类研究

谭晓玉(1995)[ 12]从班级社会结构体系模式

分析入手 , 认为教师面临以下的冲突:(1)班级

内部外部观念的冲突 , 即社会习俗要求与学校制

度本身对教师期望不符。(2)制度中角色期望与

个人的人格需要之间的冲突 , 即职业要求与个人

能力不符 。(3)不同的人对教师有不同的期望 ,

如校长 、 家长 、 学生对教师的期望并不完一致 。

充任两个以上角色易产生冲突。(4)教师个人内

在人格冲突 , 即个人潜能与需要不符。

蔡笑岳(1994)[ 13]从职业的角色适应角度把

教师的角色冲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角色职能与

角色期望的冲突;社会角色定势与个人角色行为

的冲突;角色活动性质与角色活动成果的冲突;

角色的责任要求与个人事业成就的冲突;角色职

责与不同价值间的冲突;群体组织特性与教师个

人自我形象维护的冲突;职业劳动价值与职业劳

动报酬的冲突等 。孙海涌(2000)[ 14]从道德调节

的角度把教师角色冲突分为三种类型:理想角色

与实际角色的冲突;主导角色与辅助角色的冲

突;职业角色与生活角色的冲突。

曾宁波(2003)[ 15]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探讨了

教师角色冲突的问题:教师在接受课程的过程

中 , 存在着心理的角色冲突:自我否定的痛苦

感;新型师生关系引发的不适应感;教师的知识

技能的缺失;教师工作负担重 , 课程资源缺乏;

培训内容与形式缺乏实用性;评价制度与方法滞

后。潘涌(2002)
[ 16]
研究认为 , 在新课程环境下

重新塑造和界定角色职能 , 教师要经历一个角色

适应与角色冲突的过程 。教师要由课程规范的复

制者转变为新课程的创造者 , 由课程知识的施与

者转变为教育学意义上的交往者 , 由课程分数的

评判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

　　三 、 关于教师课堂角色冲突的研究

(一)关于教师课堂角色的分类

吴康宁(1997)研究认为;[ 17] , 可以根据角色

功能和课堂教学任务把教师课堂角色分为正式角

色和非正式角色 。正式角色是为完成课堂任务而

明确规定的角色 , 非正式角色则是课堂参与者自

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的非明确规定的角色。教师的

正式角色包括学习动机的激发者 、 学习资源的指

导者 、 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 学习效果的评价者 ,

教师的非正式角色包括教育知识的分配者等 。

王伟杰(2003)[ 18] 采用人本主义的观点或者

糅合实用主义理论 , 认为在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扮演多重角色:教学专家;促进者和激发

者;管理者;领导者;作学生的榜样;咨询者 。

同时 , 他们又是环境工程师:安排教室的设置 ,

改变座位安排 、开辟学习角等等 。

郑震(1999)
[ 19]
从课堂话语权利的角度分析

教师的角色 , 认为教师是课堂中的文化传播者 ,

垄断着主流话语的解释技能 。在课堂实践中 , 教

师以其被赋予的角色期望去规范自身的行为 。教

师不仅是制度代言人 , 还具有自身主动的权利 。

教师常常被解释为有权威的 、 严格的 、有知识的

等等 。

(二)关于教师课堂角色冲突的表现

关于教师课堂角色冲突的表现 , 王伟杰[ 20]

研究认为 , 教师的课堂角色行为总是在有限的空

间与时间内 , 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交往 , 从而带领

学生完成教学任务 。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 教

师的角色紧张和冲突经常伴随着课堂教学 , 教师

的行为要完全符合社会要求的角色规范是困难

的 , 这就出现了理想角色与实际角色的冲突 。教

师课堂教学中的角色紧张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 ,

即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载 。教师课堂角色冲突的主

要原因是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过程中 , 缺乏沟通

技巧 , 教师缺乏教学经验。

教师课堂角色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训诫与理解的冲突 。教师的领导者与同情者 、

顺应者的角色冲突 , 教师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 。

(2)领导与失范的冲突。教师作为管理者与自己

管理知识能力水平的冲突 , 教师发现自己缺乏角

色的知识 。(3)负责与自由的冲突 。教师作为课

堂纪律维持者与作为学生欢迎的朋友之间的冲

突。(4)多疑与友好的冲突。教师的社会代理人

角色与作为父母代理人角色的冲突。

　　四 、 关于教师角色冲突的原因探讨

(一)教师角色冲突的外在原因

1.社会对教师的期望过高

董泽芳(1996)研究认为[ 21] :从传递文化的

角度讲 , 教师既是旧文化的维护者 , 又是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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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者;从施行教化的角度讲 , 教师既要扮演

学者 , 又要扮演圣者;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 , 教

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 、 道德的示范者 , 又是学生

集体的领导者与心理困扰的治疗者;从教师自身

来讲 , 既是社会化的承担者 , 又是社会化的承受

者;既是特殊的社会成员 , 又是普通的社会成

员。各种期望交织 , 常常使教师陷入无所适从的

苦恼之中 。

周艳等人(2003)研究认为
[ 22]

, 社会对教师

期望过高 , 教师难以适应角色要求 。表现在教师

自身不同角色意识之间的冲突(如教师的劳动者

意识与教育者意识的冲突);社会对教师的不同

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如 “希望培养具有批判意

识的学生” 的期望与 “希望培养循规蹈矩的学

生” 的期待的冲突)等。周鹏生(2002)认为[ 23] ,

教师角色冲突的外部原因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社

会需求脱节;教师的职业声望与教师的实际待遇

的反差;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制定的不符合教育

规律和客观实际规章制度 。

2.教育环境的压力

教师的心理压力是导致教师角色冲突的直接

原因。李军兰等人(2003)[ 24] 从教师的心理压力

状况出发来探讨教师角色冲突的原因 , 认为教师

的压力与当前的教育环境有关。首先是学校和社

会追求升学率 , 教师要应付各种考试 、考查 , 给

教师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其次是教育教学改革

的进程加快 , 对教师的职业素质提出很高的要

求。而教师难以在短期内适应这种改革的步伐 ,

是导致教师心理压力的另一个原因;三是教师的

工作负荷和劳动付出与他们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

位等不相符 , 也是造成教师压力的一个主要

原因 。

3.教师培训的问题

毛晋平(2003)
[ 25]
从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化

的视角研究认为 , 当前教师培训的效果不佳 , 不

少教师所学的教育理论知识只是停留在口头和理

解上 , 并没有内化为教师的职业知识经验 , 对教

师的教学实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出现两条腿

走路的现象 ,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 也是教师冲突

的一个因素 。其实 , 教师具有两种理论:所倡导

的理论和所使用的理论 。前者是教师能意识到 ,

能报告出来 , 也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 , 但不能对

教学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后一种是对教学实践

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意识到 , 更多地受文化和习惯

的影响。

(二)教师角色冲突的内在原因

由于教师专业知识的缺乏 , 教师角色认识有

误 、 角色体验不良 、角色扮演技巧运用失当等都

会造成角色冲突。教师对课程重新加工时往往进

退维谷:一方面深知扩大学生知识视野的益处 ,

应把各种优秀的作品和思维方式推荐给学生 , 希

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生;另一方

面在基础教育阶段提高升学率和学校大班授课的

压力下 , 教师又无力顾及其他 , 只能让学生反复

机械地掌握法定课程的所有知识 。

鲍嵘(2002)
[ 26]
研究认为 , 教师的知识特征

影响到教师的角色冲突 。教师求知的动机来源于

教育实践 , 教师面临的主要困惑是针对具体的教

学情景的 , 教师的实践知识的行动性为教师专业

诉求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 教学实践对教师的决策

能力和决策权限要求很高 , 但教师在教学组织中

缺乏必要的决策权 。教师天天忙碌 , 很难发展明

确的专业意识 , 教师明知应试教育有损于学生的

身心发展 , 但教师无力改变现状。教师的实践知

识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 也使得教师产生角色的

冲突 。

　　五 、 关于教师角色冲突的缓解措施研究

董泽芳(1996)研究认为[ 27] , 社会转型时期

教师角色冲突的加剧 , 既与教师角色活动的外部

环境 , 包括社会大环境与学校小环境的急剧变化

有关 , 也与教师自身的角色认识不清及角色行为

失范有关 。因此 , 要缓解教师角色冲突 , 必须从

社会 、学校与教师本身三方面同时着手。

(一)社会方面:为教师创造宽松的环境

从社会方面讲 , 缓解教师角色冲突 , 要通过

相应的社会改革 , 为教师角色活动提供必要的条

件和创造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其关键在于提高教

师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

加强教师角色的社会调适。通过多种途径指

导人们正确认识教师角色的特定职能 , 营造支持

教师职业威望的社会心理氛围;不过分夸大教师

的作用而对教师产生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

望。通过提高教师的实际社会地位 , 尤其是提高

教师的劳动报酬 , 正视教师劳动的价值 , 以缓解

由此而引起的教师心理冲突 。

(二)学校方面:减轻教师的角色负担

从学校方面讲 , 教育管理者要为教师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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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宽松民主的角色活动环境 , 让教师有教育教学

的自主权 。抓好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

引导机制 , 实现科学管理;通过组织调整教师的

角色关系 , 消除教师的角色紧张 。其核心是为教

师的自我实现营造一个最佳的学校氛围 。

曾宁波(2003)[ 28]从课程适应的角度研究教

师角色冲突 , 认为:课程改革的程度要符合教师

的成长规律;增强教师的心理适应性;开展有组

织的专题研究;采用反思教研方式 , 提高教师的

自我发展能力。

(三)教师方面:增强角色适应能力

从教师本身讲 , 缓解角色冲突的关键在于主

观努力
[ 29]

。重视提高自身素质 , 增强角色适应

能力;重视角色学习 , 不断提高自己的角色认知
水平;建立角色系统 , 合理调整自己的角色行

为;培养角色精神 , 有效抵制非本质角色行为的

诱惑 。教师角色调适一般是指人为地缩小教师角

色差距 , 协调教师的期望角色 、 领悟角色与实践

角色三者之间关系的过程 , 包括自我调适与社会

调适两方面。这是对教师的一种内在要求 , 也是

教师对角色的一种真正适应 , 是积极的角色自我

调适 , 能从根本上缓解角色心理冲突。

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 角色冲突时

常存在于教学的过程中 。探讨教师的角色及角色

冲突 , 成为教师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有的研

究从多方面探讨了教师角色冲突的问题 , 对教师

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指导价值。但现有的研究存在

着一定的不足 , 主要表现:(1)对教师角色冲突

的实质缺乏统一的认识 , 只是从教学实践的角度

分析教师角色冲突的问题。(2)没有把教师的角

色冲突与教师教学的主体性联系起来。目前的研

究较多的理论分析的方法 , 从外部来探讨教师角
色的冲突 , 关于针对教师主体的深度研究较少 。

(3)关于教师角色冲突的解决措施研究 , 多是从

心理调适和社会提高教师的待遇及减轻教师压力

的角度进行探讨 , 缺乏对教师培养与培训制度的

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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