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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指向在于提高教师的职业

荣誉感和认同感，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

德国法学家赫伯特·克吕格尔（Herbert Krüger）认为，

除了命令、强制和惩罚之外，荣誉奖赏是激励和促进

民众自愿作出设立者所期望的行为的重要手段[1]。国

际社会普遍重视以制度化和仪式化手段赋予教师职

荣誉何以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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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全国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的倾向值匹配法，估计荣誉称号

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探究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深层意

义。结果表明：“证书式”“称号式”以及“头衔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有综

合奖励、获专业认可和受社会尊重的荣誉为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提供了合理解释路径。为了提升农村教

师的地位认同，应赋予荣誉多元象征意义，彰显荣誉的价值效用；构建“卓越+贡献”的荣誉体系，提升荣誉的

专业认可度；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激发教师的内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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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large-scale field surveys across the country，the study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honor title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achers by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deep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onor for rural
teacher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rtificate of honor，the title of honor and
the award name of honor don’t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achers，while the
micro-structured honor，which is valuable，recognized and respected，puts forward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path
to the promotion of rural teachers’status identific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rural teachers’status identifi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endow the honor system with multiple symbolic meanings to highlight the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of
honor， to construct the honor system centered on contribution and excellence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of honor，and to establish a people-oriente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arouse the endogenous sense of
honor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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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荣誉。对美国、英国、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

研究表明，荣誉具有鼓励全国教师热爱并积极从事教

育事业的重要作用[2]。在我国，自古就有尊师传统，对

历代名师的封赠、赐号、祭祀从未间断，孔庙堪称古代

教师的荣誉殿堂，古代教师荣誉意味着传统师道的传

承[3]。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荣誉制

度建设，先后设立了“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奖

项。为了提高农村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

地位，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

件相继出台，其关注重点逐步由工资待遇等物质性保

障转向荣誉表彰等内生性激励。2015年，国务院出台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对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以上的

教师颁发荣誉证书。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提出，加大教师表彰力度，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

尚，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020年，教育

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进一步提出完善荣誉制度，对长期在乡村学校任

教的优秀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培训机会和荣誉表彰。

农村教师荣誉制度是对在农村教育领域做出突

出贡献的教师进行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奖励和表彰

的制度安排。从国家教师荣誉制度建设的演进逻辑

来看，农村教师荣誉制度不仅强调以证书或称号的方

式表彰为农村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也注重通过

给予物质奖励、培训机会等形式使农村教师形成职业

认同感和内生荣誉感。然而，学术界对于当前农村教

师荣誉制度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乐观。由于

忽视了荣誉的宣传和表彰仪式且缺乏物质性奖励，荣

誉制度面临着荣誉价值消解、荣誉载体缺失、荣誉表

征失当和荣誉效用阻绝的实践困境[4]，乡村教师荣誉

制度“不荣誉”[5]。那么，荣誉对于提升农村教师的社

会地位认同是否发挥了作用？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应

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探究这些问题对于优化农村

教师荣誉制度、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

荣誉与个体身份、社会地位紧密相关[6]。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最早将物质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

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并提出社会制度（尤其是

法律制度）赋予的荣誉或声望决定着人们的等级地

位[7]。我国教师的职业地位可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评价[8]。已有研究表

明：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总体偏低[9]；学校所在地的行

政层级和学校层次越高，则教师的社会地位越高[10]；年

龄、教龄、职称、岗位、学历、收入等因素影响教师社会

地位[11-12]。荣誉被赋予的不同象征意义对教师地位认

同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灵魂工程师”“园丁”之

类的声誉象征着社会信任，农村教师可凭借这种符号

性的社会资本争取地位性资源[13]。教师节活动和表彰

仪式是通过对“我们”的强调，使教师这一群体意识到

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归属，从而保持现在的自我认同[14]。

“荣誉证书”的发放则被乡村教师建构为一项社会声

望授予尝试，而声望本身以及经济收入和社区影响力

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15]。

尽管荣誉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期待，但其激励

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现有教师荣誉

奖项缺乏广泛性、代表性和最高权威性，未充分考虑

地区、城乡、学段、学校类型、性别等各个维度[16]。由

于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有其特殊性，按照

正常的评价标准，乡村教师处于荣誉体系的末端[17]。

一些教师荣誉的评审标准中往往对城市与乡村地区

学校、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等未作政策倾斜，这也导致

来自乡村地区、非重点学校的教师因其弱势学校条

件而不能真正公平参评[18]。乡村教师有效荣誉（县

级以上）设奖比例过低，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放弃对

荣誉的追求，从而使荣誉激励的效用链条无形中被

阻断[4]。基于农村中小学的调查发现，乡村教师荣誉

制度的满意度不高，仅有12.7％和28.5％的乡村教师

对目前正在实施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非常满意”或

“比较满意”[5]。

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荣誉与地位认同开展了

一系列富有洞察性的研究，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荣

誉对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

关于荣誉与地位认同的研究多为理论层面的经验性

分析，且未对农村教师群体地位认同给予应有关注。

荣誉既来源于外界评价，也受个体内在认同影响，这

使得估计荣誉对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技

术难度。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依据基于“反事

实”理论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法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

教师地位认同的“净效应”，进而基于定性分析探讨

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机

理，以期为优化农村教师荣誉制度的顶层设计提供

理论依据。

·· 66



2021年第19卷第5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1. Vol. 19，No. 5

三、研究设计、数据及变量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考察荣誉称号对农

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基础上，探究荣誉背后的深层

意义及作用机制。混合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范式作

为其合法性基础，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方法

论[19]。混合研究方法能够整合不同形式的数据，结合

不同分析方法的优势，为有效地解决研究问题提供更

为丰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考虑到定量分析提

供的数据信息不充分，需要用不同的数据来回答不同

的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嵌套型设计，以量化和质性材

料共同回答研究问题[20]。研究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

析两个部分：定量部分旨在运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得出

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一般性结论；定性部

分旨在运用丰富的访谈文本进一步挖掘荣誉的深层

次意义，扩展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

在定量分析部分中，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

教师地位认同的因果效应。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受

其个体和工作特征影响而非随机发生，即存在样本“选

择偏误”。事实上，对于获得荣誉的农村教师我们可以

观测其地位认同程度，但却无法获知同一群体未获得

荣誉时其地位认同程度，而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种内

生性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差。

Rosenbau（1983）提出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的倾

向值匹配法，构造与处理组个体的倾向分数相匹配的

控制组个体，使这个虚构的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分布近

似随机[21]。在这一过程中，倾向值指被研究的个体在

控制可观测到的混淆变量的情况下受到某种自变量影

响的条件概率，可用Logistic或Probit模型进行预测[22]。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我们能够获得与处理组（获得荣

誉）在可观测的协变量分布上近似一致的控制组（未获

得荣誉），从而有效观察“荣誉”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得

到估计的净效应。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的计量模型如下：

ATT=E{E [Y1i honori=1，p（Xi）] - E [Y0i honori=0，p（Xi）]

honori= }1

其中，Yli和Y0i分别表示农村教师i获得荣誉和未

获得荣誉两种情形下的地位认同程度；honori=1表示

农村教师 i获得荣誉，honori=0表示农村教师 i未获得

荣誉；p（Xi）为倾向得分值。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数据来源于2015年末课题组

开展的“中国农村教育大调研”实地调查数据。调查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依据地理位置、人均GDP、人均

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的聚类结果，抽取了涵盖广东、浙

江、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重庆、云南、贵州、广

西、甘肃等12个省份的24个县（区），回收有效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问卷7463份（含A卷和B卷）。本研究采

用其中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A卷，筛选农村（县级及

其以下地区）教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816个。

然而这一数据中，涉及荣誉的关键变量较少，仅能支

撑荣誉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因果分析，却无法揭示

这一结果的深层意义。为了获得相关主题更为丰富

的数据资料，基于前期调查和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

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收集了相关主题的定性

数据。其中，2018年课题组依托9个省份的大规模调

查，共获取69位农村教师的访谈资料；2019年课题组

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中部地区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县开展田野调查，依据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

法，确定了8位农村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进行了半结构

式深度访谈。

（三）变量选择及样本描述

定量分析中因变量为地位认同程度，地位认同是

个体对其所处社会阶层结构位置的主观感知[23]，其操

作性指标题项为“您认为教师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属于

____”，其选项包括“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

“下等”。自变量为是否获得过荣誉，依据农村教师对

“您的最高荣誉称号”这一题项的回答，将获得过县级

以上荣誉的教师样本设定取值为1，未获得县级以上

荣誉的教师样本设定取值为0。为了有效测度“荣誉”

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需控制影响农村教师地

位认同的其他变量。在倾向值匹配变量选择时，纳入

与干预变量无关但与结果变量相关的协变量，能够在

不影响估计效应的情况下降低处理效应偏差[24]。因

此，本研究结合教师地位认同的相关研究，将影响农村

教师获得荣誉和地位认同的可观测协变量纳入模型。

协变量主要选取了个体因素和工作特征两类变量。其

中，个体因素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最高学历

（本科及以上=1，本科以下=0）、教龄、职称（高级=1，一

级=2，二级=3，三级及未评级=4）、职务（有=1，无=0）；工

作特征则主要为月工资收入、所在县城学校（是=1，否=

0）、所在镇学校（是=1，否=0）以及所在乡村学校（是=1，

否=0）。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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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围绕荣誉及地位认同两个维度展开，访

谈结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个人基本情况，包

括教师的年龄、教龄、学历、学科、职称等；二是工作环

境，包括学校理念、组织氛围、人际关系以及家校合作

等；三是地位认同，包括从教动机、待遇水平以及工作

满意度等；四是荣誉感，包括有荣誉感的经历或感受、

评奖评优条件、荣誉制度评价等。受访教师包括初中

教师26人、小学教师51人，年龄介于20岁到64岁之

间，工作年限半年至41年不等，月收入集中在2500元

到4000元之间。

四、研究结果

（一）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

利用倾向值匹配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

认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一是估计荣誉的

倾向值；二是根据倾向值将获得荣誉称号与未获得荣

誉称号的样本进行匹配；三是基于匹配样本估计因果

效应。具体结果如下：

1.倾向得分估计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Probit模型估计倾向值，采用稳健标

准误进行参数估计。其中，因变量为农村教师是否获

得荣誉称号的二分变量；协变量为影响农村教师荣誉

称号获得和地位认同的个体因素和工作特征，包括性

别、年龄、最高学历、教龄、职称、职务、月工资收入以

及学校所在地等因素。为了获取各变量影响农村教

师是否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值，进一步估计了模型中

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基于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最高学历、年龄、教龄、

职称、职务以及学校所在地等因素对于农村教师是否

获得荣誉称号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每增加

1年将使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降低0.9个百分点；教

龄每增加1年将使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1.3个

百分点。年轻教师对于参加各级各类评比活动更加

积极，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也相对更高；且随着教

龄增加，具有更多教育教学经验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

称号的可能性也有所提高。相对于最高学历为本科

以下的农村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村教师获

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了8.9个百分点；职称高一级

别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了11.5个百

分点；有职务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比无职

务的农村教师高出8.2个百分点。学历、职称或职务

对于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具有重要作用，其原因既

在于高学历、高职称或者有职务的教师普遍具有较强

的教育教学能力，也受部分奖项评选对于学历、职称

或职务等限定的影响。较之于乡村学校的教师，县城

学校的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高出7.9个百分点；

而镇学校的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与乡村学校的

教师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表明县城学校的教师获得荣

誉称号的机会相对更多。此外，模型中性别和月工资

收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对农村教师是

否获得荣誉称号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2.平衡性与共同支撑域检验

倾向值匹配法在运用过程中需满足条件独立性

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两个前提假设[25]。为了满足条

件独立性假设，保证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

系统差异，在获得倾向值得分后需进一步进行倾向值

匹配的平衡性检验。采用最近邻匹配的方式对各变

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相关变量匹配

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均值大体接近；标准偏差较

匹配前大幅减少，且标准偏差的绝对值控制在5%以

内；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相关变量

得到了有效匹配。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式检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816） 表2 预测荣誉称号倾向值的Probit回归模型结果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

著，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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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同样能够得到与之相似的结果，说明结果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

表3 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近邻匹配）

利用核匹配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的核

密度函数，进一步检验两者的共同支持域。结果如图

1所示，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概率分布大体相近，

呈现出较大的重叠面积，表明两者差异得到有效控

制，匹配效果较为理想。

图1 匹配前（左图）与匹配后（右图）核密度函数

3.获得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效应

估计

基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协变量的匹配结果，可估

计匹配后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净效

应。为了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最近邻

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匹配法对匹配效

应进行估计，具体如表4所示。在总体样本中，三种匹

配结果的ATT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有效匹

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后，结果变量不具有差异，

即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不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考察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

是否存在异质性，我们依据学校所在地将总样本划分

为“县城”“镇”“乡村”三个子样本，估计不同学校所在

地教师获得荣誉称号对其地位认同的影响。基于子

样本的估计发现，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

果基本一致，表明估计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具体

而言，在县城教师样本中，三种匹配结果均在1%的水

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荣誉称号对县城教师地

位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在镇和乡村的教师样本中，

三种匹配结果均未呈现显著差异，表明荣誉称号对于

镇和乡村学校教师的地位认同并未发挥作用。

（二）微观建构式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

认同未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荣誉称号无法

充分提升农村教师特别是乡镇及以下学校教师的地

位认同。那么，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具有何种深层含

义？什么样的荣誉有助于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

同？结合定性研究进一步探讨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

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为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

解释路径。

1.有综合奖励的荣誉

在谈到荣誉时，农村教师对于荣誉称号、证书或

者头衔少有具体表述，而是将其与物质奖励、职称评

定或者福利待遇等内容相关联。在传统乡土社会，荣

誉通过社会声望或者崇高威望发挥着提升个体地位

认同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荣誉对地

位认同的影响往往无法逾越个体对经济利益的理性

考量。在个体荣誉观的变迁作用下，农村教师更倾向

于附有奖励的荣誉，如有的教师在提到地方评选先进

教师的做法时，表示“奖励额度还蛮大的，这个就很有

吸引力”。而对于不具有奖励的荣誉，即便是荣誉级

别较高，大多数农村教师在肯定荣誉的意义时也无不

表达着“给予物质奖励自然是更好的”的期望。如一

位获得从教 30年国家荣誉证书的乡村教师（编号：

01JXC）在访谈中说道：“本来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就

不是很高，我们也辛辛苦苦了半辈子，有这样（从教30

年荣誉证书）的荣誉，会觉得辛苦没有白费，受人肯

定。但要想用一张这样的证书让年轻人留在这里，基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结果

·· 69



2021年第19卷第5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1. Vol. 19，No. 5

本上是没有很大可能的……还是应该与我们的待遇

挂钩……”

荣誉奖励并不局限于物质奖励，不少受访教师对

于其他形式的奖励也给予了肯定。如在职称评聘中

“有加分”对于农村教师意味着兼具收入和声望的双

重价值，而这直接影响其地位认同程度。部分农村教

师在谈及荣誉证书时提到“评职称需要有这些条件”。

而对于在职称评定中“没有加分”的荣誉证书，则表示

其激励作用不足。访谈中一位乡村教师（编号：

01JXH）直言：“知道有（乡村教师从教30年）荣誉证

书，我觉得没什么用，评职称也没加分……只是证明

一下确实在农村从教30年了而已。”农村教师所提及

的荣誉奖励并非完全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也体现为其

在公共场域中所能感受到的重视程度。如“定期组织

体检”“公园免门票”等荣誉奖励形式虽不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社会公众对于农村

教师这一群体的推崇。访谈中一位乡村教师（编号：

02CAT）说道：“（如果）有这种优惠，对于乡村教师来

说，也是一种地位真正提高的表现。”

2.获专业认可的荣誉

农村教师不仅关注荣誉附加的物质奖励，也同样

重视荣誉的内在“含金量”。尽管访谈中不少农村教

师期望荣誉与职称相挂钩，但“有价值”的荣誉往往意

味着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由于不同层级学校的生源

质量、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异，县城教师在荣誉评选

中似乎总是拥有更大的“胜算”，而乡村教师却往往难

以从中“崭露头角”。如一位受访县城学校教师（编

号：01SYD）说道：“不承认（学校评定的荣誉），只（承）

认县级以上的（荣誉）……县里的评定机会特别少。”

正因如此，获得高级别荣誉也即意味着教师的专业能

力得到了他人认可，这无疑将使教师备受鼓舞。如访

谈中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X）说道：“参与优

秀课比赛取得好成绩会让我感觉很自豪，这是个人的

一种能力的体现。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是很开心

的。这也是一种认可，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的认可，（因

为学校领导）推荐我们去评课，更多的是评课之后同

事的认可。”一些荣誉不仅意味着具有同行认可的专

业水平，也体现着教师在学生家长中具有较高的口

碑。访谈中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L）说道：

“寻找最美教师、教师楷模、园丁奖这些奖吧，都是通

过网络投票的，这种网络投票都有家长参与……你做

得不好，家长也不会给你投。”

对于大多数农村教师而言，获得荣誉虽使其感受

到“被认可”，但强化这种价值认同往往还需要一个重

要载体——表彰仪式。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

02ZLL）在谈及荣誉时说道：“能站上讲台接受奖励，心

里就像小学生一样期待。”由于获得“有含金量”的荣

誉并非易事，农村教师往往希望有“隆重”的表彰以获

得更大范围的认可；而获得他人所不知的荣誉，其激

励效果将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一位乡村教师（编号：

02CAT）在访谈中说道：“我觉得荣誉证书应该是一个

（精致的）本子，最好能找一个平台，能举行一个仪式。

人嘛，都有一种荣誉感。”

3.受社会尊重的荣誉

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不仅在于荣誉证书或奖励，

也源于教师职业所赋予的特有的荣誉——尊师重教

的文化氛围。尽管接受访谈的农村教师强调着“时代

不一样了”，但是大多数农村教师仍保持着从事教育

的初心，他们认可“无私奉献”，也希望在自己的岗位

上“体现自己的价值”“桃李满天下”。例如，一位受访

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2ZLG）说道：“老师这个职业是

光荣的……老师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坐车时），学生都

会给自己的老师让座……在路上遇到我的学生时，我

的学生都会跟我打招呼问好……国家也越来越重视

这个职业，我们也很荣幸，也愿意为这个职业奉献自

己的一生。”

不少农村教师提到教育是“良心工程”，教师职业

也要“讲良心”，而见证学生的成长、获得学生或者家

长的尊重能够使他们感到“光荣”。访谈中一名县城

学校教师（编号：03YXX）回忆起一名叛逆学生在自己

的鼓励和帮助下发生改变的经历时说：“这么多年过

去了，他的父亲老远见到我就特别热情地跟我说他家

孩子（近况）怎样，我就觉得我受到了尊重和认可。我

参与到了孩子的成长之中，我的努力让孩子有所改

变，是很幸福的事情。”

农村教师的内生荣誉感受学生、同事等工作场域

相关主体的影响，也与家长以及他人的评价紧密相

关。正如一位受访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X）所

言：“老师毕竟是社会人，社会对老师的评价是会对老

师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的。”而家长积极参与学校

活动并“理解教师的不易”，这种支持与认同必然有助

于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如一位受访乡村教师

（编号：03ZLC）在评价教师职业时说道：“我觉得当老

师还是蛮光荣的，至少我们班的家长对老师们还是蛮

尊重的。”在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中，部分农村教师也

通过形成集体荣誉感来实现自我认同。例如，一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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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镇中心学校教师（编号：03ZKY）说道：“别人到学校

来参观，（我们学校）得到表扬，会让我很有荣誉感。

我们学校经常有很多检查，会有‘万师访万家’‘百名

家长看校园’等活动，家长会来（学校）看，他们会说

‘诶，不错啊’，都会（让我）有荣誉感。”

五、结论与建议

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是稳定教师队伍的主要

途径，而建立荣誉制度以激发农村教师的荣誉感则是

实现其地位认同的必要举措。本研究运用定量方法

有效估计了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净

效应”，并通过定性方法分析了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

认同的影响机理。基于定量数据的分析表明，“证书

式”“称号式”或者“头衔式”荣誉实际上对于农村教师

地位认同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且不同层级学校的农村

教师对于荣誉称号的价值认同存在差异。基于定性

数据的分析表明，受访农村教师赋予了荣誉有综合奖

励、获专业认可和受社会尊重的象征意义，这为我们

进一步阐释定量研究结果提供了合理路径。

对于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具有正向影响的荣

誉，我们认为应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指农村

教师在荣誉表彰的作用下形成荣誉感，这种荣誉表彰

具有外部象征意义和内在价值认同。一方面，荣誉的

外部象征意义即其所附带的综合奖励。农村教师作

为理性“经济人”，其对荣誉的期望并不是“一纸证书”

能够完全达到的，对其地位认同发挥作用的荣誉显然

不仅是“证书”“称号”或者“头衔”，而在于其外部象征

意义。对于大多数农村教师而言，带有货币性奖励的

荣誉无疑具有较大“吸引力”，但与农村教师待遇相关

的非货币性奖励，如职称评定或者减免门票等，也同

样能够获得农村教师的认同。另一方面，荣誉应具有

广泛的专业认可度。对于县城教师而言，优质师资相

对集中使荣誉具有较强的竞争性，获得荣誉也就意味

着其专业水平得到认可。而对于乡镇及以下层级学

校的教师而言，生源质量和教育资源的整体薄弱使其

获得荣誉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一旦荣誉称号与教师资

历相挂钩，将极大地削弱农村教师对荣誉的内在价值

认同。第二个维度则是农村教师在尊师重教的社会

文化氛围中形成荣誉感，这种内生荣誉感受到学生、

家长以及社会人员等多主体的共同影响。尽管农村

教师倾向于有综合奖励和获专业认可的荣誉，但受访

农村教师所谈及的荣誉却不仅仅是荣誉奖励，更在于

其在所处场域获得的承认与尊重。事实上，农村教师

普遍将教师职业作为一项“神圣”的工作，“讲良心”

“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使他们在教育中投入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他们也因而期望能够得到合理的反馈

——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学生与家长的承认与认

可，也源于同事、同行以及其他社会人员的赞誉，而这

显然是无法仅仅通过荣誉证书实现的。

上述以荣誉促进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两条解释

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赋予荣誉多元象征

意义，彰显荣誉的价值效用。农村教师荣誉制度应以

荣誉证书和物质奖励作为其主要载体。其中，荣誉证

书应突出其在教师绩效工资、职称晋升等方面的作

用；物质奖励即为教师提供一次性奖金或提供相应价

值的纪念品等。同时，应赋予荣誉制度一定的社会效

用，如在公园、博物馆、历史文化景点等公共文化场所

对获得荣誉的农村教师予以减免门票的优惠，在乘坐

公交、火车等交通工具时给予一定的优惠等。第二，

构建“卓越+贡献”的荣誉体系，提升荣誉的专业认可

度。为了提高荣誉的“含金量”，形成具有普遍认可度

的荣誉制度，应完善荣誉制度评选标准，充分体现农

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贡献程度。在卓越性评价方面，

可将教师教学业绩、专业技能、工作态度等指标纳入

考核范围，采用同行评议、家长和学生评价等方式考

核教师专业水平；在贡献性评价方面，可依据教师工

作地点偏远艰苦程度、工作年限等维度进行综合性评

价。第三，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激发教师的内

生荣誉感。为了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应建立教

师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机制，使家长、村民能够理解、认

可并且积极配合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工作。鼓励社会

力量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基金会，通过表彰大会、社交

媒体等途径加大对农村教师荣誉的宣传力度，营造积

极正面的社会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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