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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探讨处于不同专 业 发 展 阶 段 和 水 平 的 教 师，其 自 我 心 理 结 构 特 点 及 其 与 专

业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长教龄绩优教师自我和谐程度、自我接纳水平、自我意识水平、自我评价最高，自我

概念发展最完善，自我监控策略运用最好。进一步，根据四类教师的自我心理特征的数据形态，提出教师专业发

展的自我心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自我意识是教师自我的基础；自我调控是教师自我的功能；自我和谐、印

象管理、自我建构、自我接纳、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是教师自我心理的六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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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苏格拉底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提出 “认识你自己”。至

今两千 多 年 间，人 们 一 直 没 有 停 止 过 对 自 我 的 探

索。而今，自我更是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重要的概

念。［１］在教师专业 发 展 领 域，教 师 “自 我”的 研 究

也日渐被学者关注。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教师发

展的问题在于，教师发展的内容、途径、动力和思

维方式仍然以知识技能、专家引领、外在规约和对

象性意识为主导，缺乏以教师自我发展为核心的认

识、价值逻辑 和 根 本 路 径。［２］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内 在

动力是教师自 我 的 发 展，［２］所 以 对 教 师 的 自 我 研 究

是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出路。
自我是一个多面体，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内容

之间并非彼 此 割 裂 而 是 相 互 作 用、互 为 关 联。因

此，我们要 研 究 的 自 我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自 我 心 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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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往教育心理领域对教师自我的研究多停留在

理论探讨层面，且以单一 自 我 心 理 特 征 作 为 指 标，
既缺乏实证研究的有力证据又不能全面深入地探讨

教师的自我与其专业发展的关系。本研究根据教师

专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教学绩效 情 况），将 样 本 被

试分为职前师范生、短教龄教师、长教龄非绩优教

师和长教龄绩优教师，调查他们在不同自我心理特

征指标上的表现。研究根据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

平的教师在自我心理特征上的表现，建构与教师专

业发展相关的自我心理结构模型，以期丰富教师的

自我研究、为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提供实证研究的参

考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师范生样本为上海某大学不同专业的全日制本

科师范生，有 效 人 数２１２人，其 中 男 生３４人，女

生１７８人，平 均 年 龄 为２０．４６＋０．７０４岁。在 职 教

师样本为全国各地来沪参加教师 专 业 培 训 的 教 师。
根据教师教龄，将０－５年教龄的 教 师 归 为 短 教 龄

组，１１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归为长教龄组。然后，
根据教师对问 题 “是 否 为 省 市、国 家 骨 干 教 师／教

学能 手／特 级 教 师／优 秀 教 师／模 范 教 师”的 回 答，
作为划分专业发展水平的依据，将回答 “是”的教

师划归绩优组，回答 “否”的 教 师 划 归 非 绩 优 组。
研究主要考察教师专业发展从职前到入职初期 （短

教龄教师）、到有经验的教师 （长 教 龄 绩 优 教 师 和

长教龄非绩优教师）发展阶段的不同。最终教师样

本有效数据为１２６人，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来自

小学到高中各学段，且所教学科各异。其中短教龄

教师４６人，平 均 年 龄 为２８．１６＋２．８４岁；长 教 龄

非绩 优 教 师５７人，平 均 年 龄 为３６．１９＋３．０１岁；
长教龄绩优 教 师２３人，平 均 年 龄 为３７．７４＋３．７９
岁。

（二）测量工具

为了测量自我心理特征，选取了：（１）罗森伯

格自尊量表，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５）编制，共有１０个

题目。（２）得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Ｈｅｌｍｒｅｉｃｈ和

Ｓｔａｐｐ（１９７４）编制，共有３２个题目，含得克萨斯

社会行为Ａ和Ｂ两个分量表。 （３）核心自我评价

量表，Ｊｕｄｇｅ等人 （２００３）编制，共有１２个 题 目。
（４）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和Ｓｃｈ－ｗａｒｚ－

ｅｒ等人 （１９８１）编制，共有１０个题目。 （５）自我

接纳量表，高木秀明、德永由纪 （１９８９）编制，张

日昇 （１９９３）汉 化，共 有１６个 题 目，含４个 子 量

表，分别是：①对肯定的自我认知的自我接纳；②
对否定的自我认知的自我接纳；③对肯定自我认知

的自我排斥，在本研究中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

对肯定自我认知越不排斥；④对否定自我认知的自

我排斥，本研究中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对否定

自我认知越 不 排 斥。 （６）自 我 和 谐 量 表，王 登 峰

（１９９４）编制，共 有３５个 题 目，包 含３个 子 量 表，
分别是：①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在本研究中反向

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与经验越和谐；②自我的

灵活性，分数越高表示自我越灵活；③自我的刻板

性，在本研究中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越不

刻板。（７）自我控制量表，Ｔａｎｇｎｅｙ等 （２００４）编

制，共有１３个题目。 （８）自我监控策略量表，王

雁飞 （２００２）编 制，共 有１５个 题 目，包 含３个 维

度，分别是心理监控策略、行为监控策略、环境监

控策 略。 （９）自 我 监 控 量 表，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７４）编

制，共有２５个 题 目，包 括 表 演、外 向 和 他 人 导 向

三个 维 度。 （１０）自 我 意 识 量 表，Ｆｅｎｉｇｓｔｅｉｎ，

Ｓｃｈｅｉｅｒ和Ｂｕｓｓ（１９７５）编制，共有２３个题目，包

括私 我 意 识、公 我 意 识、社 会 焦 虑 三 个 子 量 表。
（１１）自我建构量表，Ｓｉｎｇｅｌｉｓ（１９９４）编 制，共 有

２４个题目，包 括 独 立 型 自 我 建 构 和 互 依 型 自 我 建

构两个 子 量 表。 （１２）简 明 负 面 评 价 恐 惧 量 表，

Ｌｅａｒｙ（１９８３）编制，共 有１２个 题 目。 （１３）田 纳

西自我 概 念 量 表，Ｆｉｔｔｓ（１９６５）编 制，共 有７０个

题目，包含６个子量表，分别是生理自我概念、道

德自我概念、心理自我概念、家庭自我概念、社交

自我概念和自我批评。
所有问卷统一使用５级计分，１表示完全不符

合，２表示 比 较 不 符 合，３表 示 不 确 定，４表 示 比

较符合，５表示完全符合。
（三）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方差

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

对反向计分题进行数值转换，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考查所有量表及其子量表的内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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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数。结果显示，这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平

均在０．７７以上，普遍具有良好的信度。
（二）不同专业发展水 平 教 师 在 自 我 心 理 特 征

上的表现

对师范生和三类教师人群在各自我心理特征量

表及其子量表上的分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主效

应显著进行事后比较。按照职前师范生、短教龄教

师、长教龄非绩优教师到长教龄绩优教师的顺序绘

制折线图，结果发现这些数据呈现出规律性的六大

类数据模式 （见图１），分述如下。

图１　六大数据模式示例

注：Ａ－Ｆ分别是四类教师人群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量表分上 （反向计分）的表现 （Ａ：反７型）；自我监控量表总

分上的表现 （Ｂ：瀑布型）；自我监控策略量表总分上的表现 （Ｃ：折勾型）；自我接纳量表总分上的表现 （Ｄ：Ｎ字型）；公

我意识量表分上的表现 （Ｅ：Ｖ字型）；道德自我概念子量表分上的表现 （Ｆ：阶梯型）。

　　１．“反７型”
四类抽样人群的自我和谐、自我与经验的不和

谐分 数 （反 向 计 分）上 显 著，Ｆ（３，３３４）＝５．５４５，

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７．６８６，ｐ＜０．００１。事 后 比

较结果显示师范生的分数显著低于其他三组教师人

群，而在职教师 之 间 没 有 差 异，构 成 类 似 “反７”
（数字 “７”的镜像）的形状。

２．“瀑布型”

四类抽样 人 群 在 自 我 监 控，表 演、他 人 导 向，
社会焦虑分数和负面评价恐惧分数差异显著，分别

为Ｆ（３，３３４）＝９．５３３，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
１２．２６７，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７．２５３，ｐ＜０．００１；

Ｆ（３，３３４）＝７．５２７，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７．５６２，

ｐ＜０．００１。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师范生组的分数显

著高于其他三组，而在职教师组间差异不显著。这

五个指标呈现出相似的数据形态———类似从高处倾

斜而下的瀑布，称之为 “瀑布型”。

３．“折勾型”

四类抽 样 人 群 在 自 我 监 控 策 略、环 境 监 控 策

略、行为监控策略和心理监控策略分数，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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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独立型 自 我 建 构 分 数 上 差 异 显 著，分 别 为

Ｆ（３，３３４）＝３．５５４，ｐ＝０．０１５；Ｆ（３，３３４）＝３．３７５，

ｐ＝０．０１９；Ｆ（３，３３４）＝２．５２７，ｐ＝０．０５７；Ｆ（３，３３４）

＝２．７４５，ｐ＝０．０４３；Ｆ（３，３３４）＝５．２９８，ｐ＝０．００１；

Ｆ（３，３３４）＝２．７３２，ｐ＝０．０４４。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长教龄绩优组教师在自我监控策略总分、独立型自

我建构 分 数 上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三 组，在 环 境 监 控 策

略、行为监控策略、心理监控策略分数及自我控制

分数上显著高于师范生。这六个指标表现出相似的

数据形态，呈现出类似 “折勾”型的数据形态。

４．“Ｎ字型”
四类抽样人群在自我接纳总分、对肯定自我认

知的自 我 接 纳、对 肯 定 自 我 认 知 的 自 我 排 斥 （反

向计分）和 对 否 定 自 我 认 知 的 自 我 接 纳 分 数 上 差

异显著，分 别 为 Ｆ（３，３３４）＝４．７６６，ｐ＝０．００３；

Ｆ（３，３３４）＝４．６９１，ｐ＝０．００３；Ｆ（３，３３４）＝４．９４８，

ｐ＝０．００２；Ｆ（３，３３４）＝６．１２，ｐ＜０．００１。事后比较

结果显示，在这四个指标上师范生的分数显著低于

短教龄教师和长教龄绩优教师。另外，长教龄非绩

优教师在这四个指标上的分数与 师 范 生 分 数 接 近，
在自我接纳量表分上显著低于短教龄教师和长教龄

绩优教师，在对肯定自我认知的自我接纳和在对肯

定自我认知的自我排斥 （反向计分）分数上显著低

于短教龄教师，在对否定自我认知的自我接纳上显

著低于长 教 龄 绩 优 教 师。这 些 数 据 特 征 呈 现 “Ｎ”
字型的形态。

５．“Ｖ字型”
四类抽 样 人 群 在 自 我 意 识、公 我 意 识 分 数 上

差异显著，分 别 为Ｆ（３，３３４）＝５．４６４，ｐ＝０．００１；

Ｆ（３，３３４）＝３．９８６，ｐ＝０．００８。事后比较结果显示，
师范生和长教龄绩优教师的分数没有差异，二者的

分数均高 于 短 教 龄 教 师 和 长 教 龄 非 绩 优 教 师 的 分

数。四类教师人群在这两个指标上表现出相似的数

据形态，呈现出 “Ｖ”字型的数据形态。

６．“阶梯型”
四类抽样人群在田纳西自我概念总分，生理自

我概念、道德自我概念、心理自我概念、家庭自我

概念和社会自我概念分数，罗森伯格自尊分数、核

心自我评价 分 数 上 差 异 显 著，分 别 为Ｆ（３，３３４）＝
５．４７６，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２．１５１，ｐ＝０．０９４；

Ｆ（３，３３４）＝１３．２９８，ｐ＜０．００１；Ｆ（３，３３４）＝５．１５６，

ｐ＝０．００２；Ｆ（３，３３４）＝４．０８３，ｐ＝０．００７；Ｆ（３，３３４）＝

２．７６５，ｐ＝０．０４２；Ｆ（３，３３４）＝１４．５８，ｐ＜０．００１；

Ｆ（３，３３４）＝６．８８１，ｐ＜０．００１。师 范 生 在 这 些 指 标

上分数最低，短教龄教师的分数有所上升，而长教

龄非绩优教师分数略有下降，长教龄绩优教师分数

最高，呈现类似 “阶梯型”的数据形态。长教龄绩

优教师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他三组，其他

三组没有差异。总体来 看，“阶 梯 型”数 据 形 态 包

括自我概念、自我评价两大自我心理特征。

四、分析与讨论

为了探究教师专业发展各个阶段心理结构从量

的变化到质的重构的规律，揭示教师专业发展的深

层动因，本研究对师范生、短教龄教师、长教龄非

绩优教师和长教龄绩优教师的自我心理特征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师范生与在职教师在不同的自我心

理特征上呈现出规 律 的 数 据 形 态，有： （１）“反７
型”，对应自我和谐量表总分和 自 我 与 经 验 的 不 和

谐 （反向计分）分数，体现 “自我和谐”；（２）“瀑

布型”，对 应 自 我 监 控 总 分，表 演、他 人 导 向、社

会焦虑分数以及负面评价恐惧分数，体现 “印象管

理”；（３）“折勾型”，对应自我监控策略总分、环

境监控策略、行为监控策略、心理监控策略分数和

自我控制分数，体现 “自 我 调 控”；还 对 应 独 立 型

自我建构分数，体现 “自我建构”；（４）“Ｎ字型”，
对应自我接纳总分、对 肯 定 自 我 认 知 的 自 我 接 纳、
对肯定自我认知的自我排斥 （反向计分）和对否定

自我认知的自我接纳分数，体现 “自我接纳”；（５）
“Ｖ字型”，对应自我意识总分、内向性自我意识分

数、外向性自 我 意 识 分 数 及 公 我 意 识 分 数，体 现

“自我意识”；（６）“阶梯型”，对应田纳西自我概念

总分，生理自我概念、道德自我概念、心理自我概

念、家庭自我概念和社会自我概念分数，体现 “自

我概念”；还对应罗森 伯 格 自 尊 分 数、核 心 自 我 评

价分数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分数，体现 “自我评价”。
结合这些数据形态，发现教师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

平充分 地 体 现 在 这 些 自 我 心 理 特 征 上。在 此 基 础

上，构建出对应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心理结构模

型，该模型由八个维度组成，包括一大基础，一大

功能和六大特征。
（一）教师自我心理的基础———自我意识

本研究中，长教龄绩优教师的水平高于短教龄

教师和长教龄非绩优教师，说明自我意识是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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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 保 证。师 范 生 的 自 我 意 识 水 平 也 相 对 较

高，与长教龄 教 师 没 有 差 异，但 是 他 们 的 自 我 和

谐、自我接纳水平低，高社会焦虑，担心他人的负

面评价。可见师范生的高自我意识并没有发挥积极

的作用，反而影响其行为表现和情绪。可见自我意

识还要和自我心理结构中的其他功能成分协同，才

能发挥它的适应性作用。因为，长教龄绩优教师自

我已发展成熟，自我结构稳定，他们的高自我意识

可以协调对内和对外两股力量，一方面能够适度地

自我反省，帮助他们达到自我和谐和自我接纳，另

一方面对环境、他人的适度重视给予他们工作好好

表现的动力。

因此，自我意识是自我结构、自我功能发挥的

基础，是 教 师 认 识 自 我、了 解 他 人 的 条 件，是 教

师提高自觉性、自控力的前提，是教师自我完善的

推手。
（二）教师自我心理的功能———自我调控

自我调控泛指 一 切 以 目 标 为 导 向 的 行 为 过 程。

成功的 自 我 调 控 包 括 三 个 重 要 的 成 分，分 别 是 标

准、监控和能 力。［３］其 中，监 控 指 在 自 我 调 控 过 程

中，个体要 随 时 监 控 自 己 当 前 的 状 态 是 否 符 合 标

准，一旦偏离标准，个体就会通过有意识地自我调

控来纠正它。所以监控是 自 我 调 控 中 重 要 的 一 环。

自我监控策略体现的是个体为了达到某一活动目标

（教师 的 教 学 目 标、学 生 的 学 习 目 标），将 该 活 动

（教学活动、学习活动）作 为 意 识 的 对 象，不 断 地

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

制和调节的策略。教学实践证明，影响教学效果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师如何科学、合理地运用自我监

控策略。［４］本研 究 中，长 教 龄 绩 优 组 教 师 自 我 监 控

策略及其子量表分数显著高于其他三组，可见长教

龄绩优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成绩与他们高水平的自

我监控策略密切相关。

另外，长教龄绩优教师的自我控制力高于其他

三组，且显著高于师范生。说明长教龄绩优教师有

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效地调控自己的状态以

服务于教学目标。

自我调控是自我功能的体现，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重要保障。教师只有明确专业发展的目标，调动

各方面 的 能 量 和 资 源 服 务 教 学 事 业，排 除 无 关 干

扰，才能获得自我的成长、事业的发展。

（三）教师自我心理的特征

１．自我和谐

本研究发现，职前师范生的自我和谐程度相对

较低，内在 自 我 各 方 面 统 合 程 度 不 及 在 职 教 师 人

群，尚处于一种相对矛盾、不够灵活的状态。信息

化时代，大学生可以方 便 快 速 地 接 收 到 各 种 信 息，
不得不承受 来 自 各 方 面 的 影 响。［５］另 外，他 们 对 自

己的预期比较高，而挫折经历少，造成理想自我与

现实自 我 经 常 不 一 致，当 他 们 不 能 很 好 协 调 的 时

候，就会体验到这种自我不和谐。入职后，随着社

会经历的增加，这方面的问题会大大地得到改善。

２．印象管理

本研究中，师 范 生 的 自 我 监 控 总 分 以 及 表 演、
他人导向的分数显著高于在职教师，并且社会焦虑

分数和负面评价恐惧分数显著高于在职教师。说明

师范生更加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过于重视他人对

自己的 评 价。这 可 能 是 因 为 他 们 的 自 我 还 不 够 成

熟，社会经历较少，容易对他人评价形成弥散性的

关注和重 视，希 望 得 到 他 人 的 认 可、赞 扬、肯 定。
一旦被拒 绝、否 定，他 们 就 常 常 感 到 焦 虑、不 安。
长教龄绩优组教师的社会焦虑、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最低，这可能和他们能够把握教学工作的规律和节

奏有关。他们知道怎么做可以达到目标，并且相信

自己可以达成目标，教学上的事情在自己的控制范

围内，所以 这 种 确 信 和 自 信 使 他 们 的 社 会 焦 虑 降

低，对他人评价的担心减少。
因此，教师需要减少社交性的印象管理，不能

为了给他人留下好的印象而像 “变色龙”一样去迎

合他人。相反，教师需要多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自

己的素质和修养，通过德才学识使他人特别是学生

产生发自内心的信服、钦佩，同时这种心悦诚服会

潜移默化地转 化 为 学 生 进 步 的 内 驱 力。［６］教 师 通 过

这种内在管理的方式所建立起的教师形象和权威才

能做好教学管理，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３．自我建构

受东方 儒 家 文 化 影 响，多 数 国 人 具 有 相 互 依

赖、注重关系 的 互 依 型 自 我 建 构 倾 向。［７］本 研 究 发

现，长教龄绩优教师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分数显著高

于其他三组。独立型自我建构个体更为注重自己的

独特性，独立 自 主。［８］长 教 龄 绩 优 组 教 师 的 特 点 之

一是，他们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

特色，在课程目标的框架下不断锤炼自己独特的教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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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另外，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个体以目标为导

向，具有强烈的提升动机。相比于其他教师，长教

龄绩优组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时候，不止于满足

任务的完成，他们追求的是如何更快更好地达到教

学目标。

４．自我接纳

自我不是封闭的结构，是在与周围环境互动过

程中不断建构。在建构过程中，无论自我积极的还

是消极的部分，都作为个体的一部分被认可，吸收

到自我的内容中。所以，自我接纳体现了个体全面

的自我认知。师范生和长教龄非绩优教师的自我接

纳水平低于短教龄教师 和 长 教 龄 绩 优 教 师。可 见，
职前自我的发展不成熟，自 我 接 纳 水 平 相 对 较 低。
但是随着入职后，自我不断成熟，自我接纳得到提

升，个体可以更 为 客 观 地 面 对 自 己，不 盲 目 自 傲、
自卑、不被他人的负面评价左右。然而，这一自我

特征受到教学成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专家

型教师，教龄超过５年的熟手型教师会表现出与新

手教师一样在人格解体、缺乏成就感以及职业倦怠

上得分较高。［９］也 就 是 说，当 教 师 长 期 在 教 学 岗 位

上表现平平，其自我心理将受到很大的影响，表现

为无法在教学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进而在职业发

展上自我否定，不求进步，得过且过。因此，长教

龄非 绩 优 教 师 的 自 我 接 纳 水 平 会 跌 回 职 前 的 水

平上。

５．自我概念

教师专业发展与 自 我 概 念 关 系 密 切。一 方 面，
长教龄 绩 优 教 师 在 自 我 概 念 上 的 发 展 最 好、最 完

善，同时他 们 的 自 我 评 价 和 自 我 控 制 力 也 是 最 好

的，验证了自我概念可以直接显著地正向预测教师

职业成熟度和职业态度。［１０］另一方面，职业发展也

影响自我概念的发展，相对于师范生，短教龄教师

入职后自我概念各方面都有提高，但是相较于长教

龄绩优教师，他们的自我概念还有发展的空间。长

教龄非绩优教师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是教学成

绩一直 不 突 出，他 们 的 自 我 概 念 发 展 难 免 后 劲 不

足。研究指出，职 业 倦 怠 程 度 和 自 我 概 念 分 数 呈

负相关，［１１］长教龄非绩优教师是职业倦怠程度的易

感人群，［９］可以推测他们的自我概念因此受到影响。

６．自我评价

核心自我评价、自尊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高度相

关。［１２］本研究中，师范生的自尊和核心自我评价显

著低于其他教师组，教师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师范

生自我评价低主要就是理想自我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造成的。［１３］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从各种长期经验中积

累而成的，受到个体在各种情境下的成败经历的影

响。因而专业发展的成功经历提高了长教龄绩优组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自我效能感也反作

用于工作表现。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个

体的选择过程、认知过程、动机过程和情感过程作

用于个体的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结果。长教

龄绩优教师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因而他们倾向

于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会为自己定立更高

的职业目标 （选择过程）；他们 会 将 情 景 视 为 可 实

现的，以乐观的心态积 极 面 对 专 业 发 展 中 的 困 难，
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实现目 标 （认 知 过 程）；在

解决问题时付出的努力越多，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动机过程）；即使在紧张情境下也能从容乐观地应

对，自觉地降低焦虑程度，并寻求积极有效的行为

方式来解决专业发展中的难题 （情感过程）。［１４］

五、总结

研究根据不同专业发展水平的教师在多个自我

心理特征上的表现，总结出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心

理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自我意识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根本，是前进的力量之源。自我调控是自我

意识发挥作用的保障。没有自我调控，教师角色意

识的能量就 会 涣 散，容 易 被 外 界 环 境 干 扰、诱 惑。
当教师不能专注于最主要的教学目标的时候，就很

难从教学业 绩 中 脱 颖 而 出。自 我 和 谐、印 象 管 理、
自我建构、自我接纳、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既可反

映自我调控的结果也反作用于自我调控。从师范生

到入职后成为教学新手，再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

师，需要个体积极调动这些因素，为自己的专业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否则，极容易发展后劲不

足，教而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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