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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能在高期望、高挑战与高压力的环境下恒久保持专业发展的动力，需要教师拥有韧性。本研究采用

结构性访谈法，以北京两所小学的八位教师为访谈对象，通过对资料的三级编码分析，发现了小学教师韧性的八

种特征，即: 对教师专业的强烈认同感、深层自我效能感驱动、工作满足感、积极乐观的心态、情绪调控能力、

自如与艺术地教学、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学习、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这些品质成为促进小学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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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consistently reported that teaching is a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demanding job． To teach，and to
teach at one’s best over time，has always required resilience and commitment． Drawing upon the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a sample of eight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years of experience，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eight major resili-
ent qualitie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which are emotional strength and commitment to teaching，strong self-efficacy，op-
timism，emotional adjustment，enjoyable and artistic teaching，keeping reflection and learning，and building trust relation-
ship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how teachers sustain their sense of resilience and commit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eachers’professional work liv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resili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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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文化中，“韧性”用于形容那些在逆境

中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人。具体到教师领域，教

师要想在高期望、高压力与高挑战的环境中持续保

持教学热情，特别需要 “韧性”，这种坚韧性我们

称之为教师韧性 ( 又译作心理弹性、复原力、抗逆

力等) ( teacher resilience) 。过去二三十年来，研

究者主要关注教师面对的压力、职业倦怠以及导致

离职的原因，［1］［2］这些研究揭示出教师为什么会渐

渐失去教学的热情，导致专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

离职，但未关注同样面对压力与挑战，为什么有的

教师却保持教学的持续热情与发展动力，表现出比

较强的韧性。［3］［4］教师韧性意指教师在面对教育教

学的压力、挑战或者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性与

积极适应的能力，从而保持对教学的持续热情与专

业发展的动力。
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对教师韧性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对教师韧性的概念研究。早

期研究者提出韧性作为教师个体的一种特质、适应

能力或适应结果，［5］目前趋于认同教师韧性不仅仅

是教师在挑战环境下的一种适应能力或结果，更反

映了教师在个性特征、专业道德与使命以及专业环

境等多种因素动态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坚

韧性。［6］［7］［8］二是教师韧性的结构维度与影响因素

的研究。研究发现，教师韧性是一个多维的结构，

如有研究者以保护因子与危险因子两大维度来构建

教师韧性的结构框架，保护因子包括道德意义、内

在动机、能动性等，危险因子包括缺乏自信、缺乏

人际支持等; ［9］有研究者实证提出教师韧性的三个

方面: 对教学的热爱与奉献，教师自我效能感，工

作满足感与乐观; ［10］一些研究者综合了其他研究者

的观点，提出构建教师心理韧性需要考虑的四个维

度: 专业、情绪、动机和社交。［11］三是教师韧性的

培养与发展，主要通过设计职前与在职教师教育的

课程等方式，培养与发展有韧性的教师。［12］［13］［14］

无疑，教师韧性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热

点主题，但已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 一是对教师韧

性结构与特征的研究结论不一，这源于教师韧性是

教师在个性特征与专业环境等多种内外因素的动态

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探讨中国学校环境下

的教师韧性研究极少。有研究者综述了最近十年来

国际上教师韧性的研究文献，发现 60% 以上的研

究来源于美国与澳大利亚，其次为英国、新加坡

等。［15］近年才出现探讨教师韧性的中文文献，以综

述性文章为主，实证研究非常少。［16］［17］基于以上的

局限，本研究以小学教师为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方

式，试图描绘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有韧性教师的核心

特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典型个案抽样”和 “方便抽样”
的策略，［18］选取北京市两所小学作为个案。这两所

小学在北京市某区中，其教学水平与学生成绩处于

中上等水平，学生素质差别较大，教师中既有韧性

强的教师，也有韧性较弱的教师，代表性和典型性

较强。在个案访谈对象的选取上，选取八位处于不

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师，他们的教龄分别为 3. 5
年、4 年、9 年、10 年、15 年、16 年、27 年与 30
年。访谈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师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波

折和关键事件，教师从逆境中恢复的过程，教师坚

守教学岗位的动机，建立心理韧性的策略以及在学

校继续从事教师工作的原因等。
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分别对八位受访

者的访谈进行录音，后转化为文本材料。对所获得

的文本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来进行资料分析，

通过开放式编码、类属编码和主轴编码的过程进行

数据分析，［19］编码举例见下表。

访谈数据编码示例表

开放编码 ( 话题) 类属编码 ( 类别) 主轴编码 ( 主题)

01. 抗压能力不强

02. 有压力爱抱怨

03. 不想干了

1. 抱怨压力，抗压

能力不强

2. 不愿继续从事教

师职业

A. 新教师不愿意继续从事教师职业。 ( 教师身份认同度低) 原因有: 并非出

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而是在家长的主导下选择教师职业，教师职业工作负

担重，新教师本身抗压能力不强，身心感到疲惫，工作时间长，繁琐，工作

第一年，工作现实对工作前的想象产生冲击，继而转变对教师职业的观念，

职业感情一般，缺乏对学生的热爱，只把工作当工作，心理上不愿继续从事

教师职业 ( 1、2、3、16、17、24、39、40、4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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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基于访谈对象在教学中遭遇的挑战与压力，应

对的过程与结果，在此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所

采取的策略与获得的帮助，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

分析，研究者得出教师保持专业发展的动力特征，

即拥有韧性的教师表现出如下八类核心品质。
( 一) 对教师专业的强烈认同感: 认同、意义

感与价值实现

具有韧性的教师首先表现在对教育怀有强烈情

感，即表现出作为一名教师的认同、意义感与价值

实现。这种强烈情感不仅指教师对工作积极投入，

而且指教师对教学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喜爱和热情，

对教师职业有着高度认同、归属感与积极意义的赋

予，享受教学过程，能感染学生的学习热情，感召

他们的心灵。
在访谈的老师中，七位老师都表现出对教师专

业的高度认同感。例如，W 老师从小立下了当老师

的志愿。当走上教师岗位之后，迅速找到了归属

感，开始建立教师的身份感。虽然当时外界对小学

教师的评价度不高，但 W 老师在教师职业上能够

获得强烈的自我意义感，为自己的工作赋予积极意

义，肯定自己的价值，从这种自我认同中获得更多

的自信和自尊，使自己能够充满激情和动力，保持

奋发向上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好像天生就要当老师，所以我在

上讲台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这个职业是适合我的。
而且自己就很看重自己，……，我一直觉得我这个

职业挺伟大的”。( F-W-20103027)

正是因为心里有着对自己的认同，W 老师并不

为外在的评价所左右，不会屈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

论，于是她能够屏蔽外界评价带来的压力，更加全

情的在自己所选职业中寻找幸福，实现自我价值。
“我觉得人起码在心里要对自己有一个认同的。

如果你自己不认同，外界的这些东西你很快会被左

右的。”…… “我就觉得小学老师这个职业吧，你

是不是从心里头特别的认同，而且你能从中，……
找到幸福，找到快乐， ( 如果可以) 你才能做起

来，包括工作中的一些压力也好、烦恼也好，你就

真的不当回事了。” ( F-W-20130327)

G 教师非常热爱和享受教学工作，认为教育的

主题就是教师做好教学，管理好班级。“因为我特

别享受那种在课堂上你跟学生去对话，包括你去引

导他，他这件事情成功了，他会很高兴，我也挺高

兴的。” ( F-G-29139326)

S 老师也表示热爱教学是其追求职业发展的内

在动力“我从来就没想着去得奖什么的，我就觉得

我教学生我很喜欢。” ( F-S-20130326)

相反，如果对教师职业缺乏热爱与认同，就会

如同 L 老师一般，将教师工作视作谋生手段，在职

业生涯中感受到的是沮丧而不是享受。“我不是不喜

欢教师，但是大学四年形成的对教师职业的印象就

完全的变了，就觉得特别悲惨的我的教学过程”
…… “完全不想当老师了”。( F-L-20130326)

可以看出，正是教师对自己工作的高度认同与

归属，并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

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论，而是认可自己的所作所

为，接受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这种对教育的强烈情

感，能够为教师形成一种保护膜，避免或减少外界

舆论和判断造成的压力，让自己能够从容面对环境

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并能最终实现自己

的价值，保持持续发展的韧性与动力。
( 二) 深层教师自我效能感驱动: “不服输”

与“上进心”
自我效能感，即教师在面对压力时，相信自己

拥有通过努力最终能克服压力与挑战，实现成功的

能力。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首先表现在对自我能力的

信任上。七位受访者在描述自己应对压力的过程

时，大多都表示“我相信自己，我始终有一个坚定

的理念，通过我坚定的努力，这些孩子总有一天会

走入正轨” ( F-W-20130327) 。其次就是 “不服输”
与“上进”。S 教师表示正是这两项品质，让她在

面对压力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向压力妥协，而是认

为自己一定能找到方法克服。S 教师曾经遭遇一位

行为问题非常严重的学生，重压之下，她认为“不

能遇到这种事情就去退缩”，“不能服输”，相信自己

“还是有能力做好的，只要去学习，多向其他教师请

教，我还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好的” ( F-S-20130326) 。
G 教师也表示自己拥有上进心，“我这人其实从小到

大都挺上进的，就是如果别人在某方面做得特别

好的话，我就会在心里对自我形成一种潜在的压

力，也算是动力，我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一定要努

力”…… “潜在的很希望自己是做的最好的” ( F-
G-20130326) 。正是由于这些教师拥有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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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不服输的劲和上进心，使得其在遇到挫折或是

挑战时，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并且会积极通

过自身的努力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督促自己解决问

题，克服挑战，实现自我提升与发展。
( 三) 工作满足感的获得: “学生的改变与认同”
前文提及，对教师工作的强烈认同与意义感，

成为教师面对挑战时的一种情感动力; 相信自己一

定能够克服教与学困难的效能感，成为维持教师韧

性的信念力量，而来自挑战环境中的工作成就感，

则是带给教师的一种积极回报，是一种艰辛付出后

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如果教师没有体验到付出后的

这种满足感，则教师在复杂的专业工作场景中难以

表现出持久的韧性。
W 老师在工作中经常做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学

校交给她的大多是难管理的班级。接受难管理班级

会遭受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 W 老师都体会过了，

“接手一个好班和一个乱班你的付出绝对是不一样

的”。但是她“自己还真没觉得自己在这当中有多

么的纠结或者怎么着”，因为她为这项工作目标赋

予了自己的意义。
“我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个老师的那种累和烦其

实都会有，但是我感觉一批一批的孩子，你给他带

过来，经过转变，这个班走入正轨以后，我觉得老

师有一种成就感。其实你这当中所遭受的挫折和挑

战其实真的是挺大的，压力也挺大的。”
“可是我在当中我就觉得越跟这些班、这样的

孩子在一起，我就觉得来自于家长和学生，特别是

他毕业以后，对你的这种认同，对老师情感的加

深，你就觉得做这样孩子的工作是件挺有意义的

事”。( F-W-20130327)

“我自己感觉我跟这些孩子在一起，我觉得挺有

缘分，我特别珍惜这些缘分”。( F-W-201303027)

正是因为 W 老师将转化乱班工作看作是这样

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将学校的工作安排转为自

己想要帮助学生改变和进步的心愿，变成自己的内

在动机，因而她能够特别用心用情的帮助学生进

步，“有的时候真的是为这个学生连觉都睡不好”，

在其他老师都替她着急的逆境中 “没有觉得好像特

别力不从心似的”，并在工作当中感受到满足感和

幸福感。
( 四) 积极乐观的心态: “磨难是财富”
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帮助人在遇到压力、挑战或

困难时，可以积极思考，让整个身心都充满着勇气

与智慧，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W 教师曾经

遭受疾病的折磨，一度丧失教学热情，但她回忆时

竟说“其实这种东西也是人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

就是抗挫折，抗这种生命打击的力量就更强了。所

以我觉得好多事情就得辩证去看，包括一些磨难，

真的是一笔财富” ( F-G-20130326) 。G 教师也是一

位积极乐观的人，认为自己 “忘性大”，“我不太

记这些事，然后我记得的都是好事，都会让我心情

比较好的事” ( F-W-20130326 ) 。正因为教师拥有

积极乐观的心态，她们才能在遇到磨难时，把它当

作一种难能可贵的宝贵财富，才能让她们遗忘负

面事件，排解消极情绪，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积极

向上。
( 五) 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 “释放”和“宣泄”
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压力、

挑战或是情绪崩溃的时候，良好的情绪调适能力有

助于教师及时发泄情绪，舒缓压力，积极思考问题

解决方法，坦然接受最终的结果。通过访谈发现，

五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情绪调节途径，大多数是通过

向别人倾诉来宣泄压力，获得情感支持。
G 教师在遇到压力时会向他人倾诉，“我平常

喜欢跟人倾诉。我觉得说出去以后，能够获得别人

给你的一种语言上的慰藉，然后心里就会好受多

了” ( F-G-20130326) 。S 教师则主要通过哭来发泄

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你

释放出来可能就舒服点。因为那么忙你也没时间，

就选择那种方式可能也是减压的一种帮助吧” ( F-
S-20130326) 。X 老师表示与女儿共度的时间是她舒

缓压力、放松心情的欢乐时光。“回家看着自己的女

儿，这种 压 力 瞬 间 就 没 有 了 ” ( F-X-20130326 )。
W 教师更是明确表示教师 “定期就一定要去释放，

而且定期一定要做一个心理的梳理和调整” ( F-W-
20130327) 。相类似的，L 老师的情绪调节方式也

主要是与家人“哭诉”。
教师拥有了情绪调节的方式或场所，能够宣泄

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梳理和调整心理，从容的看

待成功和失败，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继而努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就能够减

少压力和焦虑的来源，提升自己的韧性。
( 六) 实践智慧的积淀: “自如与艺术地教学”
教师拥有丰富的实践能力与智慧，就能够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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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学，能够直面教学上的困难与挑战。很多时候

教师在遭遇问题时感到有压力是因为缺乏必要的问

题解决的能力与技巧，但对于自己有方法应对或处

理的问题不会感到有太多的压力。
G 老师在第一年教学时对班级管理感到很有压

力，“因为是第一次接新班，小孩也不太听话，所

以那会就是压力比较大”。现在 G 老师已经可以条

理清晰、逻辑清楚的阐述学生问题行为背后可能有

的原因和处理方法了，在遭遇学生行为造成的突发

状况时，已经“肯定能够马上来处理这些事情，因

为毕竟已经有经验了……” ( F-G-20130326) 。S 教

师表示自己一些压力来源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当自己有过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技能之后，

压力就会小很多，“其实之前的压力就来源于你不

知道如何处理，就慌了，你就会有压力。但是现在

出了事，你就会认为很正常，因为你知道你后面怎

么去处理它，然后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W 教师

认为自己在压力下能够恢复能力和抗压力强的原因

之一就是觉得自己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机

智，面对着课堂上孩子们的各种表现，她都能 “进

入一种自如的境界，这种自如带给你的是自信，更

带给你的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种比较超然的态

度” ( F-W-20130327 ) 。X 老师表示上公开课是她

的巨大工作压力之一，新教师时期尤为严重，然而

随着教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这方面压力已经减

轻很多。“应该是减弱了，因为你做的多了，自然

就没有……就是你对很多东西，时间长了，你的调

控， 你 的 把 握， 好 像 就 不 需 要 ……” ( F-X-
20130326) 。不想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 L 老师也表

示教学能力的薄弱，使得她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

对教师职业的热情与持续发展的动力，“要不是我

第一年就接这个班，或者在我有两三年经验后再接

这么一个班，或许我就不会对教育、对老师这个职

业产生那么大的改观”， “因为我又没什么好的办

法去 治 他， 其 实 也 没 有 经 过 什 么 培 训” ( F-L-
201030326) 。

有效的教学技能影响着教师对压力有无大小的

感受，继而对教师的韧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拥有

丰富和有效的教学技能，不仅给教师带来了更多的

自信，也使教师能够自如的教学，从容地解决问

题，在面对压力或是挑战时，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

度对待，不会让压力与挑战击溃自己。
( 七) 持续不断的研究与学习: “生命的滋养”

与“内心的强大”
有韧性的教师都很关注自己的专业发展，同时

善于学习和反思，通过对自己的教学内容、教学设

计、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进行反思，及时改正不

足的地方，更好地促进教学。从根本上说，教师关

注专业发展以及善于学习和反思，在其韧性建构过

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于帮助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

力，使其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 “俯视”压力与挫

折，自如应对。
W 教师很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专业发展的渴

望和理解，“只是捣鼓那点字词，总不跳出来，来

丰满自己的一些东西，让自己往里充电加一些东

西，可能你将来特别可怜” ( F-W-20130327 ) 。如

果教师在教学之外能够不断的丰富自己，使自己的

心灵获得成长，生命获得滋养， “那咱们的挫折、
烦恼，甚至有时候特别控制不了的那种焦躁，我觉

得可能你就能平和、平缓” ( F-W-20130327 ) 。所

以教师要想能够拥有韧性，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充

电，不断地让自己的心变得强大，你才能有抗挫

折、抗压的能力” ( F-W-20130327 ) 。甚至，她认

为教师应当拥有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进而将工作

方法和技巧上升至科学的高度，带着研究问题去工

作不同于普通工作，而是在科学艺术的工作，“科

学艺术的工作也是能够帮助你抵抗压力的一种方

法” ( F-W-20130327 ) 。W 教师也是一个善于总结

和反思的教师，她在生病之后，不断地反思自己的

教学工作，认为仅凭热情是无法做好教师工作的，

从事教育教学还需要掌握技巧。因而她在病好回归

学校之后，转换了工作方式，追求工作方法的科学

依据性。
G 教师是乐于学习、主动学习的教师。在遇到

问题时，她会自己主动阅读书籍，尝试着寻找有效

的解决方法。如“我挺喜欢琢磨，比如说小孩他这

个想法的来源，包括怎么帮助他，喜欢琢磨这些

事” ( F-G-20130326) 。她认为如果自己有更多的时

间钻研教学、班级管理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的方法会

让她更高兴。 “最怀念的还是第一年上班的时候，

那会什么比赛都不参加，然后学校也不给你安排

事，那种状态就是真的是在学习的状态，觉得挺幸

福的” ( F-G-20130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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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教师如果能够关注和追求自身的专业发

展，及时地反思教学，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与学习，

让自己更能有效地处理问题，科学艺术地工作，并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最终便将能够坦然面对

各种压力或挑战。
( 八) 人际沟通与交往能力: “韧性构建于信

任的人际关系之中”
教师处于一个多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与学生

的、同事的、行政领导的、家长的、家人的等等。
本研究 中 的 八 位 小 学 教 师 都 提 到，与 学 生、同

事、家长及家人的信任关系，使其在遇到压力或

是挑战时能够获得情感、方法等的支持，从而度过

困境。
首先，有韧性的教师能与学生建立相互信任的

关系。受访的教师重视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
“教师一定要跟孩子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他从心

里信服你了，他信任你了，喜欢你，你说的话他才

会听” ( F-W-20130327 ) 。W 教师也将信任学生作

为自己应对压力的重要武器之一， “要相信学生，

我尽我 最 大 的 可 能 去 给 孩 子 缺 失 的 心 灵 给 他 弥

补，然后通过我的工作让他起码进到学校，进到班

级里，对老师是 一 种 信 任，他 感 到 放 松” ( F-G-
20130326) 。教师与学生建立起信任关系，不仅可

以减轻教师的班级管理压力，还可以获得学生的认

同、肯定和支持，获得职业满足，帮助教师尤其是

新教师实现良好适应。
其次，教师能与同事、领导之间建立起相互信

任的关系。受访的教师都表示学校有着较为宽松、
互助式的文化氛围，教师知道当自己遇到困难时，

可以获得帮助，增强集体归属感，提升自己的韧性

无疑是笔宝贵的财富。例如，“谁出现什么事或者

有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大家都会主动帮忙，帮你想

办法” ( F-S-201303026) 。“在生活上一些事情学校

领导挺关心我们的。比如说，像家住得很远的就给

我们提供住宿。……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学校能

够及时帮我们 ‘扛’那事。还有就是他经常会激

励你，让你觉得所做的事不错” ( F-G-201303026) ，

在遇到挑战或困难时寻求领导层的支持，增强了教

师应对压力的信心。
第三，教师能与家人、朋友和家长建立起信任

的关系。多数教师在总结自己应对压力、恢复良好

状态的积极因素时，认为家人和朋友有着重要作

用。“比较积极的影响，比如说源自父母的支持，

然后就是朋友。” “我们班有些家长特别好，他也

喜欢跟你聊这些事。”W 教师也认为家人和朋友很

重要，“原来觉得不重要，现在觉得很重要。在你

的朋友圈中，有一些是能够和你相互分享、相互关

怀，能从其身上汲取能量的。”由于教师能与学生、
领导、同事、家人、朋友及家长建立起相互信任的

关系，在遇到困难时，大家给予温暖与支持。信任

的支持性关系是帮助其抵抗压力、恢复良好状态的

重要因素。

四、讨论与建议

( 一) 教师韧性的核心特征: 一个洋葱模型的

建构

通过对八位教师的访谈与质性资料的分析，本

研究可以初步描绘出小学教师韧性品质的八种核心

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教师韧性的专业情感、信念

动力、专业素养、积极情绪与人际关系的重要方

面，发展与综合了已有教师韧性的研究结果。［20］［21］

本研究发现，韧性强的教师必然对教师的专业工作

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为自身的教学工作赋予积极意

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

教师韧性的专业情感动力。在这种强烈的感情驱动

下，他们会不为外界的评价左右，坚定自己的选

择，全情投入教学，并获得工作的满足感与幸福

感。在遭遇挫折或挑战时，会在深层教师自我效能

感的驱动下，表现出“不服输”和 “上进心”，这

是成就教师韧性的自我信念驱动; 有韧性的教师不

会得过且过，而是非常关注自己的专业发展，及时

为自己“充电”，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这是保

持教师韧性的行动路径。有韧性的教师善于反思，

通过教学经验和实践智慧的积累，科学艺术地工

作，削弱外界压力对自身的影响; 当面对同样的专

业挑战或压力时，有韧性的教师以一种乐观的心

态，及时调节负面情绪，积极主动调动内部特质或

外部资源，体现了教师韧性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把

压力或困境转化为动力，寻求问题解决办法或适应

方法，挑战自我; 有韧性的教师能够积极与学生、
同事或同伴、家长、朋友、家人建立亲密信任关

系，这种融洽的人际氛围使得他们可以在遭遇逆境

时获得技能或情感上的社会性支持。教师韧性的这

些核心特征并不是并列零散的，而是从最核心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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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专业的认同、价值与意义作为情感动力，到

效能感作为信念支撑，依次到工作满足感作为教师

韧性的积极回报，艺术自如地教与学作为专业能力

的行动路径，乐观、忍耐、坚持及积极情绪调节等

作为个体内在资源，到外层的支持性人际关系相互

影响，距离核心层越近，对教师韧性的作用越强，

从最核心层的内在动力到外层的支持性环境，形成

教师韧性的洋葱模型。

图 1 教师韧性的洋葱模型建构

( 二) 持续发展的专业活力: 教师韧性的培养

与促进

本研究所发现的教师韧性的这些核心特征，为

师范生的培养与在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实证基础。对于师范生而言，要培养具有韧性的

教师进入教师工作岗位。引导师范生认识到教师作

为可以兴邦的专业性工作的使命、价值与意义，增

强未来从事教与学的信念，在拓展专业知识与能力

的同时，让师范生深入了解教育实践场景中教师的

工作与专业生活，特别是教师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或

压力，以增强教师压力管理、积极情绪调节和人际

沟通的能力，加深师范生对教师工作的理解，提高

进入教学岗位的韧性。新教师面临着教育理想和真

实课堂教学的落差，需要班级管理、与家长沟通以

及处理个别学生问题的有效策略，在关注教师工作

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以及构建信任、合作的人

际关系方面，帮助新教师建构自己的韧性与力量去

抵御外界的压力和挑战。如果新教师乐于从事教师

职业，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

对诸如课堂管理以及学生问题行为等挑战，避免一

些负面事件导致职业倦怠感，同时感受到学校支持

性文化氛围，那么新教师将更加具有韧性。对于有

经验教师而言，随着对教学常规的熟悉和教学热情

的减弱，以及各种绩效考评和不停变化的教育改

革，会不断影响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热情与动力，

提高其韧性的关键在于为有经验教师提供成为专业

领导者的机会，发展其专业领导力，塑造引领学校

教师不断反思与学习的浓厚氛围，在享受教与学的

过程中提高有经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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