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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生的教师角色适应过程探讨 

——基于南京市四所高校支教团成员的访谈结果 

蒋师 张春兰 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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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为缓解地方学校师资结构性严重短缺问题，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以下称“支教生”）

到全国各地开展支教工作。本研究以南京市四所高校的 14 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访谈法，对

支教生的角色转换、角色适应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亲密友好的人际互动有利于支教生的角色适应；

另一方面，当人际互动产生分歧与冲突时，支教生面对无力改变的现实，往往会选择顺从环境来实现角色适应。最

后，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师生及和同事间的亲密关系、充分发挥主观适应能力以及培养支教生正确的角色认知等建

议，为支教生适应教师角色提供参考。 

【关键词】支教生 教师角色 角色适应 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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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为缓解地方学校师资结构性严重短缺问题，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髙校毕业生到全国各地开展支教工

作。如 2006年国家人事部颁布的《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从 2006年

起连续 5年每年招募 2万名高校毕业生，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支一计划），旨在引导和

鼓励髙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全面促进地方基层的社会发展。在国家政策一直积极緬 I 倡导之下，支教生群体的日益壮大。

对于支教生来说，无论是社会还是支教地区，甚至是支教生自身都对于支教生的教师角色有诸多的期待，然而支教生在承担全

新的教师身份所经历的困难以及自我的调适过程却时常被忽视。因此，探究他们在教师角色适应过程中的困境与调适策略很有

必要。 

1 文献回顾 

关于“角色”的概念，以米德为主的符号互动论对此做出了重要解释，认为角色扮演构成了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基本条件。

随着对“角色”这一概念的深人研究，学者们对其做出了更具体的解释，大部分学者认为特定的角色是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一

方面这种行为体现了角色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综合反映了社会对这种角色的期望与个体对这一角色的适应能力。

关于教师角色，国内外学者认为教师并不仅仅扮演课堂教学角色，而是承担着更加多元化的角色，关于适应，皮亚杰首先提出，

适应是“同化”和“顺从”的过程。“同化”指个体因认知不同而对周围社会环境有不同认识，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而“顺

从”是指个体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自身的过程。教师角色适应的过程应该包括这两部分，前者体现了个体对环境的主观能

动性，后者强调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关于教师角色适应，林海亮等人认为，教师的角色适应应是教师自身形成对这一角色的认

识，按照自己对该角色的理解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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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往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于支教生的研究多集中在顶岗实习的支教生上，较少关注髙校的研究生支教团。并且，在

较少的研究生支教团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支教团看做一个整体，一个机制，探究这个团体在客观环境下发挥的作用，而支

教团中的个体在面临身份转变时适应的过程却被忽视。笔者认为，教师角色在扮演过程中，日常的人际互动影响着支教生对角

色的理解和认知，是教师角色适应的重要问题。本研究试图以南京四所髙校的支教团为例，通过访谈，分析支教生在教学实践

的人际互动中，支教生的认知与行为的变化，探究他们在角色适应过程中的困境与调适策略。 

2 研究设计 

2.1相关概念界定 

本研究所提到的“角色”概念借鉴了周晓虹的解释：“角色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

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表现出的行为模式。”该行为模式侧重于发现支教生在自我与他人的期望影响下的行为与互动。另外，

皮亚杰认为“适应”就是主体通过顺从或同化来对客观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达到平衡。本研究基于周晓虹与皮亚杰对于“角

色”与“适应”的解释，认为“角色适应”应该是当主体的身份发生变化时，主体依据社会期望以及自己的主观能力，使自身

的行为、期望与新的身份相匹配，达成平衡的过程。 

2.2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支教生扮演角色前的准备以及角色期待、角色转变后的个人经历以及对这一角色的反思与展望为主要问题设计了

访谈提纲，采用个案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的方法，探索支教生在支教过程中的角色适应。共访谈南京农业大学等四所髙校 14位

研支团成员，获取他们在支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选取个案的英文单词“Case”首字母 C 以及访谈的先后来进行编码，如第一

个高校研究生支教团的编码为 C1，第一个访谈对象的编码为 Cla，以此类推。分别列出受访者的性别，所属髙校以及支教基本

工作内容，并建立基本信息表格（如下表 1）。在访谈的 14人中，8名男性，6名女性，均在支教前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在贵州、

新疆等西部贫困地区的学校参与支教活动，工作繁重，除了基本的教学工作之外还包括行政工作、扶贫工作等。 

表 1研究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编码 性别 所厲髙校 支教地点 基本内容 

Cla 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贵州安顺 教学；学校行政 

Clb 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四川乐山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 

Clc 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疆伊犁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 

C2a 男 南京理工大学 贵州六盘水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2b 男 南京理工大学 贵州六盘水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 

C2c 女 南京理工大学 贵州六盘水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 

C3a 女 南京农业大学 贵州麻江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3b 男 南京农业大学 贵州麻江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 

C3c 女 南京农业大学 贵州麻江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3d 男 南京农业大学 贵州麻江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4a 男 南京师范大学 贵州独山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4b 女 南京师范大学 贵州独山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4c 女 南京师范大学 贵州独山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C4d 男 南京师范大学 贵州独山 教学；学校行政；地方扶贫；活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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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学生到“教师”：人际互动中的角色适应 

研究发现，人际互动影响着支教生的角色认知和理解。在亲密友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帮助支教生适应教师角色，当人际关系

出现冲突时，支教生一方面会根据环境的不同充分发挥主观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周围的环境改变自身达到适应的目的。支

教生与学生、学生家长、当地老师以及支教团成员等人的互动都极大地影响了支教生的角色适应，受访者们表示亲密友好的人

际互动对于他们适应教师角色是有极大的帮助的，然而人际互动也存在冲突和分歧，如学生的不听话、家长的不理解以及与同

事在工作上的分歧等会使支教生期望的教师角色与现实的教师角色之间产生冲突，并极大程度地影响支教生们的对教师角色的

认知和理解。 

通过受访者们的支教经历，笔者发现受访者们在支教生活中与当地的学生、学生家长、当地老师以及支教团成员都有频繁

互动。本研究将从支教生的人际互动中分析支教生在角色适应方面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的策略。 

3.1与当地学生：从陌生到亲密 

通过整理访谈资料我们发现，受访者虽然与当地学生会产生一些摩擦，但他们往往不像当地老师一样对学生来说是绝对的

权威，相反，受访者说当地学生一开始都会对他们的存在感到新奇或陌生，但最终都会变得亲密，成为可以交换“秘密”的朋

友。 

C2a聊到到他们一开始来到支教地，学生们都感到特别新奇。下课之后他们常常会跟学生聊天，为了与他们变得亲近只要没

事他们会经常留在班级 Z特别是在他支教期间遇到的一个小男孩，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男生一开始在班级里特别邋遢，上课什么都不带，我问他你书呢？他在书包里搜半天也没搜出，我就让他到后面去

罚站，跟他聊也没用。” 

“他们有一次体测，他们要跳绳，一分钟调多少个，这个孩子就是不跳，特别倔，后来还把绳子扔了，应该我是班主任嘛，

我就跟他说让他到树下面站着。后来我到树下面跟他谈心，他还是不说话，后来他就突然哭了，抱着我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

问我，老师你知道我脸上的疤都是怎么弄的吗？他脸上有很多疤，他说他小时候他爸妈不在家，就有别的人欺负他，往他脸上

扔石头留的疤。”（C2a） 

支教老师的特殊性使他们与当地学生的交往从陌生到亲密，与当地老师不同，支教老师短时间的支教经历中往往伴随着不

同程度的情感卷人，这使得他们能够快速突破新手老师的陌生感，与当地学生建立朋友、情感的发泄者、激励者者甚至父母的

替身这样相对亲密的关系，有利于支教生的角色适应。 

3.2与学生家长：从分歧到妥协 

受访者在叙述支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都认为主要的困难来自当地的家长。一方面，一些家长对于受访者们并不信任，

认为他们初来乍到且没有经验，对于他们的专业素养表示怀疑与不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教育观念落后，且当地家庭比较

贫困、子女人数较多的现状，当受访者们与家长们聊到学生，尤其是女生的上学与辍学问题时总会产生分歧。 

“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家里有弟弟妹妹，爸爸身体残疾了，家里想让他辍学，初中都不给读完。但是那个女生很听话，我

们就去她家里家访，想劝她父母让她继续读书，学费都不是问题，她父母还是不想让她读书，说家里孩子这么多，养不起，让

她早点挣钱，她自己也没有再跟父母争取。那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再劝下去了。其实如果只是担心钱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捐款

活动的，我们自己现在虽然结束支教了，但是还是会给那儿的一个学生每个月转一些钱，一直到上大学。”（C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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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教育观念的落后以及不理解让大多数受访者感到无力与无奈，最后只有放弃劝说家长。受访者虽然能通过捐款让孩

子继续接受教育，但对于教育观念落后的家长的决定无力改变。还有一些家长则是在一开始表示了对支教老师的不信任。 

“有的家长就觉得我们是新老师，不想让我们带他们的孩子，我们也跟这种家长沟通过，表示我们经过专业的培训，并且

自己也一直在学习，后来看孩子成绩还不错就没有这种情况了。”（C2a） 

当地父母对支教生的不理解、不信任是支教生在教学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阻力，与当地父母人际关系的矛盾成为支教生角色

适应的困境。支教生通过与当地父母的不断沟通以及教学方面的成就化解了这一矛盾，对于当地落后的教育观念支教生选择顺

从环境来实现角色适应。 

3.3与当地老师：从冲突到协调 

受访者们在支教过程中与当地的老师也有非常密切的互动，是支教生在新环境中建立人际关系很童要的一部分，通过受访

者的讲述，研究者发现大部分当地老师都在支教过程中给予了他们诸多帮助，使他们更快地适应环境、适应角色。但与同事的

相处中也会产生分歧或冲突。 

C3b提到当地老师在他初到的时候给予了许多帮助，包括教学技能、学校以及学生的情况，甚至包括适应当地的生活，所以

他们后来关系也变得非常亲密。 

同时他也提到会在教学理念上与当地老师有一些冲突，“因为这件事情，我当时差点找我的上一任班主任吵架了。因为期

末考试当时七年级班主任有一个就和我说有人会调座位，我说我不调，他们考出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仅要教他们成绩，我

还要告诉他们做事情不能这样去做呀，别的老师都来劝我，我后来也没去找他吵，后来知道这在当地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最根

本的还是当地的教育环境、资源都不行，我的坚持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尽量给他们一些日常的课堂测验。”（C3b） 

从当地老师与受访者的冲突中体现了受访者作为“同事”，与当地的保持固有观念的老师会有教学理念的差异，分歧与冲

突的解决显示出受访者在适应老师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妥协，经历过分歧与冲突后，受访者表示对于“支教老师”

以及“老师”这一角色有更加深刻、实际的认识。但同时受访者也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获得学生们的真实成绩，能够根据实际环

境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反应，充分体现了支教生良好的适应能力。 

3.4与支教团成员：从疏离到协同 

通过大量的访谈，笔者发现，支教团的成员对于受访者们来说是共同经历快乐与困难的伙伴，是适应当地生活、适应教师

角色的过程不可获取的部分，支教团成员互相之间的交流、倾诉能够帮助受访者调适自我，在一个陌生并且相对贫瘠的环境中

尽快适应，支教团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也能够及时解决。C3d在访谈中叙述到：“我们是南农大四个人去新疆，虽然一

开始我们不认识，都不太熟，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我们很快就熟悉了，经常可以互相的倾诉一些自己的困扰，团长也会定时给我

们开一下座谈会，主要是讨论我们日常发生的一些矛盾啊，做的不好的地方，互相提供一些帮助，当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互

相都是对方的支柱。”（C3d）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支教团的成员在一开始大多都是不熟悉甚至不认识的，但在支教过程中，他们成为对方的伙伴和支柱，

远远不止一开始同行者的意义。这种亲密的关系极大地加速了支教生的角色适应过程。 

4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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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角色适应过程中的困境 

在支教过程中，支教生与学生、学生家长、当地老师以及支教团成员但会发生频繁的人际互动，学生的陌生，学生家长的

不理解，当地老师的不配合以及支教团成员最初的磨合等人际互动中的冲突让支教生对教师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受到冲击。尤其

通过与当地人的深人接触让支教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贫困地区的教育观念落后、教育资源稀缺等现实问题，基于现实问题的冲突

不可调和，支教生往往选择转变自身的认知和行为来适应环境。 

4.2支教生教师角色适应的策略 

首先，支教生应积极参与各方互动交流，主动融人支教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当地的学生、家长、老师以及支教团成员互

相之间应给予支教教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亲密的关系与正向的人际支持能够帮助支教生较快地适应教师角色，如亲密的师生

关系，相互帮助的同事关系以及相互理解的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另外，支教生的角色适应是一个“同化”和“顺从”同时

进行的过程，支教生能够根据环境发挥主观能动性，也不得不转变自身的认知以适应当地教育环境。因此，支教生应努力提髙

自身素质和水平，主动、自觉地为将来从事教师工作做好各种准备，包括自觉建立正确的角色认知等，充分发挥主观适应能力，

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然而对于支教生无力改变的教育现状，学校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作用，创造积极

向上的教育环境，改善支教地的教育现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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