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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其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关系。 方法：采用教师

自我概念量表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量表对 1233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①中小学教师普遍具有较高

的职业自我概念，小学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好于中学教师；②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成显

著正相关；③中小学教师的勇于创新自我概念、师生关系自我概念和职业能力自我概念对其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结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对其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有积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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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Occupational self -
concep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ndividual career management(ICM). Methods： Teachers’ Self-concept Evaluation Scale
(TSCES) and Individual Career 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ICMQ) were administered to 1233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Results： ①The level of teachers’ occupational self -concept was higher, but teachers in secondary
school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in primary school. ②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discovered between ICM and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 ③Teachers’ creative self-concep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elf-concept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self-concept had an positive and predictable effect on ICM. Conclusion： Teachers’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C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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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自 我 概 念（occupational self-concept）是 由

一系列与职业活动相关的自我图式所组成的 [1]。 它

作为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人的职

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核心和驱动作用[2]。 教

师职业自我概念主要是指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能力、
专业水平、 职业素养和工作表现等方面的认识与态

度[1]。 国外研究发现教师职业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

显著负相关 [1，3]，与教学效能感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4]。
而国内学者目前更多的是探讨一般自我概念对教师[5-9]或

学生 [10-12]身心产生的影响作用，关于职业自我概念

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 针对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研

究更是凤毛麟角 [13，14]，缺乏系统性，可见开展教师职

业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是非常迫切的。

此外， 职业生涯发展是自我概念发展和实践的

过程，个人会由自我概念发展出对职业生涯的态度，
并作为择业和其它生活角色的选择依据 [15]。 而自我

职 业 生 涯 管 理 (individual career management，ICM)
则是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而采取的各

种策略和措施 [16]，其对个体职业生涯成功与否起到

重要影响作用[17]。 基于此，我们认为教师的职业自我

概念与其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是密切相关的。 本研究

在此假设基础上， 先针对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

展开深入研究，揭示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特点；
其后探讨教师职业自我概念对教师自我职业生涯管

理产生的影响作用， 明确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

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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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 选取天津市

和河北省廊坊市的不同层次中小学的教师为研究对

象，共计 1233 人。 其中男 257 人，女 976 人；城市中

小学教师 639 人，农村中小学教师 584 人；地市级及

以上重点学校教师 255 人， 市县区级重点学校教师

368 人，一般学校教师 610 人；小学教师 468 人，初

中教师 274 人，高中教师 491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教师职业自我概念评价量表 该量表修订自

Villa 等 编 制 的 教 师 自 我 概 念 评 价 量 表 （Teacher
Self-concept Evaluation Scale，简称 TSCES）[1]，1-5 级

计分，共 33 个条目，分为职业能力自我概念、同事关

系自我概念、 勇于创新自我概念、 师生关系自我概

念、 工作满意自我概念和自我接纳自我概念等 6 个

维度。
1.2.2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问卷 该量表改编自龙立

荣等编制的 ICM 问卷[16]，1-5 级计分，共 18 个条目，
分别测量生涯规划、职业探索、继续学习和自我展示

等 4 个方面的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状况。

2 结 果

2.1 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一般情况

2.1.1 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基本统计值 如

表 1 所示， 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处于较高水

平，其中职业能力自我概念，同事关系自我概念，工

作满意自我概念以及总体职业自我概念的分值都高

于 4（比较符合的水平）。

表 1 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基本统计值

2.1.2 不同组别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比较 ①
性别差异： 对不同性别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

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男女中小学教师在总

体职业自我概念(t=-1.975，P=0.049)和勇于创新自我

概念上(t=-5.196，P=0.000)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2。 ②学校类型差异：不同学校类型的教师在总体职

业自我概念（F=-8.804，P=0.000），职业能力自 我 概

念(F=-6.127，P=0.002)，同事关系自我概念（F=-9.941，
P=0.000），师 生 关 系 自 我 概 念 (F=-12.425，P=0.000)
和自我接纳自我概念上 (F=-7.835，P=0.000)存在显

著差异 ，结果见表 3。 经多重比较后发现，小学教师

的总体职业自我概念和自我接纳自我概念高于高中

教师；小学教师的职业能力自我概念，同事关系自我

概念和师生关系自我概念高于初中 教师和高中 教

师。 ③城乡差异： 城市中小学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

师在总体职业自我概念（t=-2.730，P=0.006），同事关

系自我概念（t=-2.883，P=0.004）以及师生关系自我

概念上（t=-2.681，P=0.007）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见

表 4。

表 2 男女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基本统计值

表 3 不同学校类型的教师的职业自我概念的基本统计值

表 4 城市和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自我概念的基本统计值

2.2 职业自我概念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关系

2.2.1 相关检验 首先检验了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

我概念及其 6 个成分与其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及其 4
个成分间的相关，结果见表 5。

表 5 教师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与职业自我概念的相关值（r）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6 教师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多元回归分析

2.2.2 多元回归分析 以中小学教师的总体自我职

业生涯管理为预测变量， 考察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自

我概念的 6 个成分及其人口学特征（性别、学校类型

和城乡特征）对其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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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小学教师在总体职业自我概

念以及职业自我概念的 4 个成分上 （职业能力自我

概念、同事关系自我概念、师生关系自我概念和自我

接纳自我概念）的分值略高于中学教师。 究其原因，

这可能与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各自的工作特点以及

受教育对象的不同有关：相对而言，中学教师教学任

务繁重，教育对象更具复杂性，工作压力也更大，这

很可能是其职业自我概念略低于小学教师的主要原因。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在勇于创新自我概念上，

男教师的分值要高于女教师； 而在同事关系自我概

念和师生关系自我概念上， 农村教师的分值要高于

城市教师。 男教师和女教师在勇于创新自我概念上

存在的差异可能是两性的心理及人格差异在教学工

作和教师职业中的具体表现, 如女教师更耐心细致

的心理特点，男教师更主动果断的心理特点等。至于

农村教师具有相对更高的同事关系自我概念和师生

关系自我概念， 则可能与城市教师的工作难度和竞

争压力更大以及城市学生更难教育等有关。

此外，本研究表明，中小学教师的勇于创新自我

概念、 师生关系自我概念和职业能力自我概念对其

总体的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具有 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

用，其中尤以勇于创新自我概念的解释率最高，多达

19%。 由此可见，勇于创新自我概念对其自我职业生

涯管理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大力提倡。 其次，

师生关系自我概念对中小学教师的自我职业生涯管

理亦具有较大的预测作用。 原因可能在于良好的师

生关系自我概念有助于中小学教师更加自觉自愿地

不断进修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

力以便更好地施教于学生。此外，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能力自我概念亦对其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具有一定的

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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