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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手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新手教师身份认同是伴随着职业生涯的历程和实践体验的历程而逐渐发展的，

是一种自我确认、疑惑、反思和再确认的过程。本研究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对10名高校新手教师的

访谈来探究新手教师身份认同。访谈发现: 高校新手教师在身份认同态度上具有较强认同感；在身份认同实践上表现为能积

极与同事对话、探究、反思与行动，共同建构知识与技能，并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身份认同期望表现为渴望成为实践共同体中的

一员，从共同体中汲取养分，从而有效实现新手教师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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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of Novic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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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vice teacher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teaching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dentity of novice teachers is gradual⁃
ly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 course of career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is a process of self-confirmation，uncertainty，reflection and
reconfi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dentity of novice
teacher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10 novic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 show that new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In terms of identity practice，they can actively talk，explore，reflect，act，con⁃
struc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gether，and apply them to teaching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e expectation of identity is expressed as the
desire to b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to gain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ommunity so as to realize their identity effec⁃
tively.
Key words：community of practice; novice teachers; identity; grounded theory; vision

一、引言

新手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生力军，正是在不

同社群、文化、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下，原有的

“本体性安全”受到了冲击，在身份认同上构成了

危机感，作为“教师”的身份意识和自我形塑才能

得以延展。实践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参与、互动协

商和共同愿景的建构等是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

现实基础，为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全新

的认知策略和思维方式，促进新手教师自觉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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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实践共同体的积极成员，进而实现主体性转

变。以往关于高校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认识论、影响其身

份认同的因素及身份认同的重构路径等方面。

目前很少有从实践共同体视角出发对高校新手

教师身份认同进行相关研究。

实践共同体的概念1991年由美国学者Lave

和Wenger在《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中提

出，其核心就是在一个实践活动中基于共同参与

和共享意义而非正式地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1］。

美国学者D·H·乔纳森和S·M·兰德认为，一个成

功的实践共同体应该包含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

义和共同的实践。实践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认

为新手只有通过不断参加实践共同体的活动，才

能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获得成长。该理论

强调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边缘参与、向内发展、局

内人、边界参与和向外发展五种路径（Wenger

1998：154；顾佩娅 2017：308）持续参与实践，获得

其身份认同。实践共同体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

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位成员的异质性优势，充分发

挥每位成员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实践共同体

为教师搭建了互通有无、反思总结、实践参与、递

进学习和实现成长的舞台。尤其对新手教师而

言，身份认同和专业成长中处处充满了教学及学

术等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亟需各种形式的实践

共同体为新手教师搭建身份建构、交流成长的平

台。

教师身份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需要

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休伯曼将教师身份认

同的发展依据职业老化过程分为了五个阶段：入

职期（教龄1-3年）、稳定期（教龄4-6年）、歧变期

（教龄7-18年）、保守期（教龄19-30年）、准备退

休期（教龄31-40年）；舒尔将教师身份认同分为

了新手期、中间期、高水平期三个阶段；伯林纳则

从知识、经验及技能角度出发将其分为了新手、

进步的新手、胜任、能手、专家这五个阶段［2］13。本

研究所指高校新手教师即为教龄在3年及以内的

高校教师。

在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研究中，自我概念是其

定义中最本质的部分，尤其是伴随着信息化和知

识化浪潮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社会文化脉络与

角色期待影响与新手教师关于“自我”的互动与

调适决定了其专业发展方式及教学方式。国外

多位学者从自我、角色、个体与社会、文化脉络等

方面对教师身份认同的内涵进行了多种解读：新

手教师身份认同是现实的角色建构与人格、情境

再现的过程（Goodson & Cole，1994)；从某种程度

上来看，新手教师可以通过反思和实践参与形成

“身份认同”（Antonek，McCormick & Donato，1997）；

它是开放的、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因其与原有的

身份认知有所冲突，所以身份认同是“教学意象”

的再定义（Sugrue，1997）；同时，个体自我形象与

教师角色扮演之间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寻

求个体自我与专业自我之间的平衡（Volkmann &

Anderson，1998）。新手教师身份认同是新手教师

在主体参与、社会规约、文化社群的影响下，对其

作为“教师”的专业标识特征、专业要求的理解以

及作为文化社群成员的同一性的思考与确认。

新手教师在面临变动不居的环境、教学的文化情

境以及突如其来的人际网络时，需要在学校文化

社群与自我价值理解中寻求归属感和理解性，同

时需要在“集体自我”和“个体自我”间维持适当

张力，从而既满足社会或他人对新手教师身份的

定位与期待，又能体现新手教师个人对自身的价

值定位与批判反思［3］。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文依据扎根理论，通过多案例研究法对高

校新手教师开展深度访谈，同时使用 NVivo12

Plus软件对访谈内容编码，从而进一步探究实践

共同体视域下高校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态度、实

践和期望等。

扎根理论是在 1967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

Anselm Strauss 和 Barney Glaser 共同提出的一种

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扎根理论可以系统地对新

手教师身份认同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归纳与检

验。多案例研究法是综合运用多种数据和资料

的收集方法，多用以探究某一现象在实际生活环

境下的状况。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可以多方位地

为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研究提供更加深入的证据

和系统化的逻辑解释，提高研究的普适性。同时

本研究使用NVivo12 Plus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分

析，可有效提高编码的效率和准确性，有利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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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手教师访谈材料进行深度剖析。

（二）研究样本

根据案例研究需要，本研究选取了5所高等

院校，年龄在28-35岁，教龄在3年及以下，从事

多个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手教师作为访谈

对象。同时访谈人数的确定参照理论饱和度原

则来执行，即选取人数以不再提供新的重要相关

信息为度。本次访谈最终选取了10位高校新手

教师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码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性别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年龄/岁

35

31

33

29

34

31

30

29

28

31

教龄/年

3

2

1.5

1

3

3

2

2.5

2

3

学科

心理学

药学

教育技术学

产业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化学

学科化学

民俗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体育教学

职称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助教

助教

助教

助教

（三）研究资料获取

本研究访谈方式为半结构化式，访谈时长为

30-60分钟。首先，根据访谈的目的设计先导访

谈提纲。在对3名新手教师进行先导访谈过程

中，针对先导访谈提纲中不完整或存在歧义的不

妥之处加以修正、完善、整理和归纳，进而形成正

式访谈提纲，对受访者开展正式访谈。与此同

时，为使研究更加可靠和有效，本文除访谈资料

外还对新手教师的工作计划、工作日志、官网文

件等多元数据进行了交叉使用和三角验证。

参照Eisenhardt的有关建议，每次访谈结束

后24小时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文本，导入NVi-

vo12 Plus软件中并撰写备忘录，以提高建构的效

度。编码分析参照姚铮、金列的编码规则，即由

两至三名成员分别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对编码

一致的节点予以保留，不一致的或有异议的通过

充分讨论进行修改或删除，以提升编码的信度。

最后，再根据各节点的逻辑顺序以及新手教师身

份认同的背景分析，得出实践共同体视域下高校

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状况。

三、数据分析与编码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赋

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

化过程［4］332-334。操作方法为重新分解、检视、比较

原始访谈资料，尽可能选择受访者的原话，对原

始访谈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整理和归

纳被受访者提及次数最多（3次以上）的原始语句

以及原始概念，并把原始访谈记录中存在重复、

交叉的原始概念进行归并和提炼，最终实现概念

的范畴化［5］。本研究通过NVivo12 Plus软件对资

料进行反复对照、比较、归并和整合，最终共提炼

出217个参考点、8个范畴，编码结果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

范畴

共同实践

实践分享

资源支持

合作无间

原始概念

相互观课

同行交流

经验分享

系统帮助

集体探究

信息共享

工作导师

生活好友

原始语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只要有时间就会观摩其他老师的课，把好的地方记下来，争取能用到自己课
堂上。

老教师们都很亲切，很照顾我们这些新手，有问题就问，交流完全没有障碍。

学院有专门的经验交流群，老师们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实践经验，也会有讨论答疑，挺好挺方便。

学院有“老带新+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我们入职初期会有优秀教师给我们提供系统的帮助，为我们
解决了不少问题，让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院系会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交流会、论文写作经验分享会等，对我们这些新手挺有帮助。

我们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老师间也会共享信息，而且经常协同工作，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解决
问题的方法也多了。

学校对我们新手的培养采用的是类似研究生培养的导师制度，由指定的专家型教师手把手带我
们，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指导也很到位。

同事们对我们新手都很关照，不仅是工作上，生活上也是照顾有加，微信电话联系不断，还经常聚
餐聚会，让我们感到我们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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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愿景

统一行动

持续改善

外部支持

学生学习

学校改善

彼此认同

通力合作

长远规划

决策分享

专业学习

科研实践

大家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尤其是我们新手教师，入职初期更是把
教学放在首要位置。

我们都希望学校越来越好，好的氛围、好的环境、好的条件、好的发展、好的未来。

共同的目标与使命让我们同事间彼此认同，相互信任，入职以来，我感觉我们的凝聚力是越来越好
了，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目标确定了，我们会集体计划、集体探究、统一行动、通力合作、同风雨共进退。我感觉我们目前这
个小集体还是很有向心力和感染力的，大家都是年轻人，干劲很足。

我觉得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有计划、有指引、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根据共同体本身的实际情况和
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特点来规划它的发展，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学校和院系的各项决策中，想为学校和院系的发展建言献策，但又不知道自己
能做些什么，有机会的话会积极参与，感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希望多点机会参加与我专业方向相关的讲座、会议及培训，目前基本没参加过。在专业的持续学
习上还比较欠缺，希望学校给予我们新手相应的资源支持。

论文写作、项目研究方向不明，也没有相应的指导，多数时候是单打独斗，非常渴望加入学术共同

体，得到专家同行指导。

（二）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在确定了范畴和

原始概念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从而形成范畴、

属性及维度，发现和建立范畴间的各种联系。本

研究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对抽象出的8个范畴

又进行了主观聚类，将开放式编码中各个不同范

畴建立逻辑联系，最终归纳出“协作活动与去个

体化实践”、“同事间支持与合作”、“共享的价值

与目标”及“持续性改善与外部支持”4个主范

畴。编码结果见表3。
表3 主轴式编码

主范畴

协作活动与去

个体化实践

同事间支持与合作

共享的价值与目标

持续性改善与

外部支持

次范畴

共同实践

实践分享

资源支持

合作无间

共同愿景

统一行动

持续改善

外部支持

内涵

通过共同实践检视自己的教学理念及方法，获得鼓励与支持，降低身份认同的恐惧

感和危机感。

通过实践分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新手教师问题解决找到最优方法，提供系统的

帮助。

同事间相互观课、分享经验、交流资源，支持彼此的教学成就，也协助对方解决困难。

共同体内教师间相互尊重与理解，彼此信任与分享，合作共赢，亲密无间。

共同体内教师间都有提升学生学习水平和改善学校的共同愿景与使命。

为实现共同愿景，共同体内教师间会通力合作、统一行动、共担责任、努力达成。

创造条件和机制支持和激励新手教师参与学校各项决策，提升其领导力和决策力，

以实现持续改善。

为共同体内新手教师提供能提升其身份认同的结构和资源上的广泛支持。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把主轴式编码中提取的范畴

系统地联系起来，从中找出核心范畴，使其他已

经提取出的范畴可以围绕核心范畴得以归并和

融合，从而形成一条清晰的“故事线”［6］。本研究

最终提炼出“实践共同体视域下高校新手教师身

份认同”这一核心范畴，如图1所示。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实践共同体是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一个

可靠的“脚手架”，高校新手教师在实践中进行有

意义的协商，为实现个体自我重构及集体自我升

华搭建桥梁。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对预留的3份访谈资料依次进行开放

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及选择式编码，观察并检验

是否有新的资料或概念产生，其中的“主范畴”和

“次范畴”是否已经饱和，检验结果显示，主范畴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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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趋于饱和，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同时

主范畴内部也未发现新的构成要素，推定其在理

论上是饱和的。

图1 选择式编码

实践共同体视域下高校新手教师身份认同

四、研究发现

根据访谈内容和三级编码可知，实践共同体

为新手教师参与实践、沟通交流、持续学习、不断

反思、实现认同提供了良好平台。对新手教师而

言，身份认同场景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亟

需各种形式的实践共同体建立共同的价值、理解

和行动，从而提供建构意义、交流成长、身份认同

的机会。

（一）协作活动与去个体化实践对新手教师

身份认同的影响

协作活动与去个体化实践重点关注的是

新手教师的共同实践和实践分享［7］59。通过个

体实践的非私有化，分享教学经验，协助教学

改进，群策群力共同发展。一是新手教师通

过相互观课和课下交流可以检讨自己的教学

理念和方法，促进教学改善（Wildman & Niles，

1987）。如有受访者表示“取人之长补己之

短，我只要有时间就会观摩其他老师的课，把

好的地方记下来，争取能用到自己课堂上”；

二是提供鼓励与支持，有效帮助新手教师减

轻 对 身 份 认 同 的 恐 惧（Fielding & Schalock，

1985）。如多位受访者都提到“老教师们都很

亲切，很照顾我们这些新手，有问题就问，交

流完全没有障碍”；三是能集众人所长进行经

验分享，为新手教师身份认同提供更为系统

的帮助，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找到更优的办法

（Little，1990）。同时，反过来看，新手教师个

体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的拓展和深入，又

能为实践共同体带来创新思考和新鲜血液，

其个体通过实践反思建构的知识，也为共同

体的知识共享提供了源泉（Little & McLaugh-

lin，1993）。如多位受访新手教师提到“很多

老师和学生们都很喜欢我们制作的微课、微

视频和线上教学小程序，我们会彼此分享制

作方法和使用心得，这种被人需要和认同的

感觉让我们很欣喜”。

（二）同事间支持与合作对新手教师身份认

同的影响

同事间支持与合作为新手教师身份认同提

供了实践资源的良好支持，精神上的鼓励与肯定

以及处理事务的特殊技巧［8］，营造了互信互利的

融洽氛围。实践共同体为新手教师提供一定范

围的交流与沟通、分享教学与科研经验以及教师

赋权（Louis & Kruse，1995），有效增加了同事间的

交流机会和学习资源。如访谈中部分教师提到

“院系会组织各种形式的读书交流会、论文写作

经验分享会等，对我们这些新手挺有帮助”。同

时实践共同体内部教师之间相互尊重、信任与理

解，让同事间乐于分享所得，勇于分担所失，也促

进了各自的身份认同与发展（Boyd，1992）。反过

来，新手教师提高对教学科研实践的理解、对同

事间合作的认可、对学校工作的认同，从而积极

有效地管理时间以增加合作机会，促进同事间的

支持与合作，实现双赢。

（三）共享的价值与目标对新手教师身份认

同的影响

共享的价值与目标旨在建构改善学校和提

升学生学习的共同愿景。通过访谈发现无论是

新手教师还是其他教师群体，都有基本统一的愿

景。如很多教师提到“希望学校越办越好”“希望

学生们在我们的指导下都能有一个锦绣前程，也

不枉我们的努力和付出”。共同的使命与愿景为

教师特别是新手教师的身份认同确定了目标方

向和进程指引，同时把新手教师的身份认同与整

个学校的改善——全体学生的学习提升联结在

一起（DuFour & Eaker，1998；Brandt，1995；Louis

& Kruse，1995）。反过来，新手教师的个人愿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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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践共同体愿景建构的基础，其对共同愿景的

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共同体的整体凝聚力，认可

程度越高，凝聚力越强。

（四）持续性改善与外部支持对新手教师身

份认同的影响

为实现共同的愿景与目标，学校有必要订立

持续改善的长远计划，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

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持续改善进程中给新

手教师赋权增能，创造条件和机会来支持新手教

师参与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Shulman，2004），从

而提高教师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如有受访

新手教师提到“非常想为学校和院系的发展建言

献策，但羞于自己是新人，不敢说出口”“很少有

机会参与到学校和院系的各项决策中，也不知道

自己该为此做些什么”。同时，为提高新手教师

的身份认同感，学校和院系有必要为新手教师提

供结构和资源上的支持，包括共享的时间空间、

交流系统、各类硬件、技术及人工方面的支持

等。受访中多数新手教师都提到“希望多点机会

参加与我专业方向相关的讲座、会议，目前基本

没参加过”“论文写作、项目研究方向不明，也没

有相应的指导，多数时候是单打独斗，非常渴望

加入学术共同体，得到专家同行指导”。反之，新

手教师决策力、领导力的提升，同样能为实践共

同体内的决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

见和创新思路，促进新手教师实践共同体内部的

身份认同，从而提升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Hord，2004;DuFour & Eaker，1998；Huffman &

Hipp，2003）。

五、研究结论

高校新手教师群体总体上有较为满意的身

份认同感。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新手教

师身份认同的平台和路径仍有待提升。高校新

手教师身份认同需要来自院系、专家、同事、学生

等的共同支持。实践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为新手

教师增加公平公开对话学习的机会，共享合作力

量和集体智慧，营造包容、信任与尊重的共同体

氛围。

新手教师身份认同不是“朝圣式”的，而是旅

行式的。高校新手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发展

是一个融合认知、情感与实践的复杂的互动过

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在尊重与认同基础上建

立同事间的信任，改善学校条件，改进实践共同

体构建的相关机制，才能使新手教师逐步催生身

份认同感和幸福感，实践共同体逐渐成为新手教

师的自觉自愿行为，在互信互融基础上走出一条

互通有无、阳光积极的身份认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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