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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建构个案研究
———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建构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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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的转型要求开放大学教师实现角色转型。基于对开放大学教师的

角色境遇、认同抉择及专业发展的现实关照，本研究从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建构论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

的个案研究法，选取国家开放大学四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开放大学教师的角色认同特征、建构过程，及其

对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和开放大学的影响。通过综合运用访谈、观察和实物收集法，对资料进行类属分析和情境

分析，并对个案进行跨个案分析，本研究发现四位研究对象建构的显要性角色认同分别是精于面授的学科教学

专家、在线辅导及教学设计专家、在线教学专家及研究者、学术共同体中立足的学科研究专家; 三位教师处于角

色充分参与状态，有职业成就感、幸福感，一位教师处于边缘性角色参与状态、较失落和困惑; 两位教师的角色认

同水平持续走高，一位教师持续在较低水平，另一位教师呈下降趋势; 四位教师的角色认知集中在角色环境、角
色职责与素养、角色价值与前景等方面。研究揭示了他们在与开放大学及实践共同体的互动中，协商“主持教

师”角色定位及职责，协商多重角色身份，抉择边界性实践，协商“主体性与被物化、专业性和复合性、平等性和

受制性、身份固化和身份流变性”等符号意义，从而建构角色认同的过程; 讨论了角色认同建构中的社会结构性

和主体性因素; 提出政府和开放大学完善教师管理、促进教师角色认同建构和专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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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2012 年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拉开了由广播电

视大学向开放大学战略转型的序幕，开放大学要

探索创建新型大学实体，面向社会办学和服务，实

现信息技术和教学的深度整合。机构战略转型带

来学校结构和功能的调整，也给教师的角色扮演

和角色前景带来诸多挑战。开放大学教师身处在

线教育、开放教育情境，对外面临在学界和业界日

益被边缘化的危机，对内面临教师角色定位的模

糊和摇摆。他们如何应对“成为学科专家、远程教

育专家、复合型人才”等多重角色期待，如何面对

角色超载和能力瓶颈等角色困境，如何跳出“不是

学术自主的教师、较少深入教学、成为行政附庸”
等角色怪圈，如何重构角色认同和寻求专业发展?

带着这些困惑和疑问，研究者深入国家开放大学

总部，对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现状及建构过程

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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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及核心概念界定

( 一) 角色、认同、角色认同相关理论

社会学丰富的角色理论———功能论角色理论、
结构论角色理论、过程角色理论、表演角色理论等，

对角色有不同的定义。功能论认为角色是预先规定

好的、共享的规范期待，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学习和

遵守这些角色规范。结构论将角色放在“社会结

构”“社会位置”等社会环境中，关注“社会网络、亲

属关系、角色情境、交换关系、各种社会系统的对

比”( Biddle，1986) 。拉尔夫·林顿( Linton，1936) 认

为角色是地位的动态体现，当个体行使构成地位的

权利与义务时，就是在扮演角色。早期符号互动论

代表乔治·H·米德( George H． Mead) 提出角色领

会( Ｒole taking) 概念，即个体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
视他人态度和部署而采取行动( Mead，1962) 。结构

论学者拉尔夫·特纳( Ｒalph H． Turner) 在批评结构

角色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强调互动过程的过程角色理

论，指出“自我角色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人角色的适

应和领会，互动就是角色领会和角色建构，角色建构

过程涉及角色确认或校正( role verification) ，即个体

根据重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

价等进行角色确认，进而产生行动者之间持续的互

动”( 转引自: 乔纳森·H．·特纳，2006) 。哈罗德·
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 的“常人方法学”与欧文

·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戏剧理论”是表演角

色理论的重要发展。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

法学”强调语言是使现实得以完成的媒介，互动就

是解释互动，强调了符号交往过程的索引性。欧文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强调个体的角色扮演和印

象管理，强调表演的程序和对情景的丰富定义。他

指出个体直接面对的角色通常会卷入较深，甚至角

色痴迷，而对于个体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角色来

说，会有相当的角色距离，个体会削弱这种角色紧张

和距离，表现出溢于角色之外的新增的自我特征，丢

掉完全顺从角色的包袱( 欧文·戈夫曼，2008) 。
总之，功能论角色理论强调角色规范和期待及

其习得，结构论角色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地位、环境

等对角色的影响，忽视了对人类互动过程的分析。
过程角色论和表演角色论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注

重角色领会、互动和建构，强调行动者角色扮演与自

我观念( 角色认同) 的一致性程度，强调不断选择和

建构自我观念，这些为研究教师角色认同和角色行

为之间的关系、教师角色认同的互动和建构等奠定

了基础。
“认同指人类中诸如人种、种族、国籍、性别、宗

教或性等社会心理学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关注

的特征”(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2013) 。心理学、
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界的研究者分别从微观的个体

认同、中观的角色认同、宏观的社会认同等视角研究

认同这个跨学科的范畴。周晓虹 ( 2008 ) 指出发源

于美国微观社会学的角色认同理论注重“一个人做

什么”，讨论行为如何根据角色组织，解释个体间的

社会互动如何影响角色认同; 发源于欧洲社会心理

学的社会认同理论注重“一个人是什么”，强调更为

广阔的社会类别或群体身份，关注认同背后的社会

认知过程，关注“群体团结、原型对行为的影响”等

行为群际因素。
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建

构论等理论流派，对角色认同阐释不同。以塔尔科

特·帕森斯 ( Talcott Parsons) 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

认为角色认同是对基于社会网络位置的角色期待的

内化和适应，角色认同的选择与形成、维持和修订过

程由社会结构所决定。冲突论或批判论关注角色认

同的分化、瓦解、抗拒，关注角色失范、角色冲突、角
色紧张和角色认同危机。曼纽尔·卡斯特 ( 2006 )

指出认同的社会建构总发生在权力关系的语境里，

可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等。
抗拒性认同由那些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

动者所拥有。符号互动论认为角色认同是人和社会

结构互动的产物，主张社会结构形塑认同，强调个体

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反思、意义解释、自我确证和角

色领会。以赫伯特· 乔治· 布鲁默( Herbert George
Blumer) 为代表的传统符号互动论强调自我的主动

性，强调在即时的互动情境中行动者自我和认同的

持续建构。以谢尔登·斯特赖克( Sheldon Stryker)
为代表的结构性符号互动论提出角色承诺、显要性

角色认同、角色行为选择等概念，强调个体在社会结

构制约下对角色的领会，主张自我是依据角色认同

的显要 性 而 组 织 起 来 的 独 特 层 级 结 构 ( Serpe ＆
Stryker，2011) 。建构论认为角色认同是在社会结构

和主体的交互关系中被社会性建构的; 皮埃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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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 Pierre Bourdieu) 指出认同是个体在场域中的

权力斗争而建构的( 杨善华等，2006 ) ; 艾蒂安· 温

格( Wenger，1998) 认为认同是实践共同体多重成员

身份的连接，角色认同是主体在实践共同体中参与

和协商的学习经历。
( 二) 教师角色、角色认同及专业发展研究

1． 教师角色认同或职业认同研究

借鉴符号互动论和建构论角色认同理论，研究

者围绕“教师角色承诺与角色认同”( Synder ＆ Spre-
itzer，1984) 、“自我形象”( Gibson，2003) 、“角色典型

和教师角色认同”( Nias，1989) 、“话语分析和教师

角色认同”( Hamel，2004; Kelly，2010) 、“教师角色认

同协商和建构”( Brown，2006; Exton，2008; Adams，
2010; Martel，2013 ) 等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常用研

究策略包括量化分析、民族志、自我民族志、自传叙

事、叙事研究、个案研究、话语分析、现象学、扎根理

论等。
国内对教师角色认同或职业认同的研究尚处起

步阶段，如宋广文等( 2006 ) 、公艳艳( 2013 ) 对职业

认同的因子分解，闵惠子( 2013) 和刘熠( 2011) 从社

会学视角开展的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建构叙事研究。
然而，少有专门针对远程教育教师开展角色认同的

研究。
2． 远程高等教育教师角色及专业发展相关研究

学界围绕远程教师角色及专业发展开展了相关

研究，多是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少实证研究。严冰

等( 2012) 指出远程高等教育教师既包括广播电视大

学教师，也包括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教师; 既包括

专职( 专任) 教师，也包括兼职教师; 既包括广播电视

大学系统主持教师，也包括辅导教师及管理教师等。
伊丽莎白·撒奇和卡伦·墨菲 ( Thach ＆ Murphy，

1995) 、彼 得·威 廉 斯 ( Williams，2003 ) 、翁 朱 华

( 2012) 、冯立国等( 2016) 围绕远程教育教师角色定

位、角色类型及角色职责开展研究，揭示了远程高等

教育教师扮演多重角色，通过角色协作完成课程教学

设计、资源开发、课程实施与学习支持等工作，呈现了

多重角色融合的趋势。李·舒尔曼( Shulman，1987)

提出教师应掌握整合学科的教学知识( PCK) ; 欧内斯

特·博耶( 2002) 进一步指出教师应掌握传播知识和

改进教学实践的教学学术; 庞亚·米斯拉和马修·凯

勒( Mishra ＆ Koehler，2006) 提出教师应掌握整合信

息技术开展学科教学的知识( TPACK) ; 严冰( 2011)

指出国家开放大学应比普通高等教育更加强调“教学

学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国开放大学教师专业知

识核心也应由学科教学知识向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

知识转化。陈丽等( 2012) 围绕远程教师所需能力开

展研究，强调信息化社会教师整合信息技术开展教学

的知识、教师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促学、导学、资源

提供和动员能力等。王军锋等( 2013) 、李芒等( 2016)

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管玲俐( 2014) 和赵宇红

( 2015) 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与障碍，焦建利等

( 2009) 和陶小丽( 2012) 关注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 三) 核心概念和研究问题界定

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远程教育教师角色类型及

角色职责、知识结构和能力模型、角色和专业发展等

主题开展相关研究，少有针对远程高等教育教师开

展角色认同研究。鉴于远程教育教师职业的复杂性

和流变性，以及对远程教育教师职业现状和前景认

识的多元化，本研究摒弃了职业认同，采用角色认同

作为核心概念，因循美国微观社会学认同理论的学

术脉络，借鉴符号互动论“角色互动”和建构论“意

义建构”等概念，界定角色认同核心概念。本研究

的角色认同指开放大学教师基于工作岗位的角色参

与、角色互动现状及感受，在组织机构、实践共同体、
社会文化教育情境等角色环境中领会和建构的角色

认知意义系统，以及呈现的角色情感、态度、意志等。
角色认同既包括内容维度，多重内容中可能存在显

要性角色认同，也包括属性和水平维度 ( 积极与消

极、高与低) ; 角色认同既是某静态时间点的状态，

也是其在职业生涯的动态状态，是一个不断建构、协
商、重建的过程。

本研究选取国家开放大学总部专职教师( 被称

为“主持教师”) 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实施在线和

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负责课程教学资源开发、
课程教学设计、课程组织与实施、学习支持服务、课
程教学管理等工作。

研究问题包括: 1)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建构了什么

样的角色认同? 2) 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是如何建

构的? 3) 所建构的角色认同对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及

开放大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研究者致力于丰富社会

学视角的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研究，实现对开放大

学教师职业生命实践和专业发展的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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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建构主义研究范式，采用质性研究

的个案研究法对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建构过程进

行实证研究。根据迈克尔·巴顿 ( Patton，1990 ) 的

目的性抽样原则，即“按照研究目的抽取能够为研

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本研究从开

放大学总部 9 位研究参与者中选取资料饱和度较

高、可以呈现角色认同丰富类型的 4 位教师 ( 入职

均 9 年以上) 作为研究个案。

表一 四位研究个案基本信息及收集资料方法

研究对象
年龄
( 岁)

入职时间
( 年) 性别 职称 学位 专业 其他工作经历 资料收集方法及时间

海老师 45 2002 男 副教授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教育与技术
曾在某外语大
学任教

2013． 07． 19 第一次访谈; 2014． 08． 05 第二次访谈;
2014-2016 年观察其在线课程、单向视频活动、讲座、
QQ 和微信、博客及必要时补充访谈; 收集其发表文
章、媒体报道、个人反思等实物资料; 访谈学校管理
者对其角色行为及成效的评价

黄老师 59 1983 男 副教授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无

2014． 06． 13 第一次访谈; 2015． 03． 17 第二次访谈;
2014-2016 年观察其在线课程、讲座、QQ、微信、博客，
必要时补充访谈; 收集媒体报道、他和学生的 E-mail
通信记录、系统教师对其评价帖等实物资料

张老师 59 1983 女 教授 硕士
数学与应用

数学
无

2015． 04． 09 第一次访谈; 2015． 12． 22 第二次访谈;
2015 － 2016 年对其办公室日常工作进行参与型观
察，必要时补充访谈; 收集个人反思、学习体会、讲座
PPT 等实物资料

杨老师 44 2007 女 教授 博士 法学

曾在某成人高
校任教和某律
师事务所任专
职律师

2016． 01． 18 第一次访谈; 2016． 05． 12 第二次访谈; 收
集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学习体会等实物资料; 访谈同
事对杨老师角色选择及专业发展的看法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和预研究基础上，围绕“角色

行为、角色认知、角色情意、角色环境、角色参与、角色

互动”，形成资料收集框架，采用访谈法( 半开放型访

谈，每人两次，每次 40-60 分钟) ，辅以观察法( 直接参

与型观察、间接观察) 和实物资料收集法，收集研究个

案、开放大学等相关资料( 见表一) 。
研究者系统收集研究个案及互动他人共计 469

分钟访谈音频，访谈誊录文稿约 24 万字。对研究个

案的访谈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职前角色期待，入

职后角色参与及体验，与学生、外聘专家、开放大学

系统各层级教师、管理部门、技术及设计人员、编辑

等人员的角色互动及感受，对角色定位、职责、素养

的认识，对角色环境及地位的认识，评价自身的专业

发展现状，对角色前景的认识，角色幸福感及满意

度。研究者还收集了有关开放大学的 35 项资料: 办

学的相关规定和政策文件，各历史时期的教师配置、
任职资格与条件、岗位聘用等文件，系统及总部教师

的统计数据，专职教师专业发展座谈会纪要等; 收集

研究个案 19 项实物资料: 教师主持制作的教学资

源、师生 E-mail 互动情况、在线课程页面及课程 QQ
群截图、教师的其他社交媒体截图、课程视频活动、
媒体对教师的报道等。

本研究主要运用安塞尔姆·斯特劳斯和朱丽

叶·科尔宾( Strauss ＆ Corbin，1990 ) 提倡的三级编

码方法，即通过“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 二级编

码) ———关联式登录( 三级编码) ———核心式登录”，

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区分主要类属和次要类属，

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间的联系，选择核心类属，形成

三级编码( 见图 1) 。

图 1 研究个案角色认同三级编码

基于资料整理和三级编码，本研究通过对个案

的类属分析、情境分析以及跨个案分析，得出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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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向明( 2000 ) 指出，“质性研究的效度指评价

研究报告与实际研究的相符程度，这种效度不是绝

对的真实有效性，只是表明这一表述比其他更为合

理”。本研究通过“三角佐证”法，即综合运用观察、
访谈、实物收集等多种方法收集资料、相互佐证，提

升研究效度; 通过对个案的角色认同建构过程进行

深描提高描述型效度; 通过在分析和写作时保留异

质性资料，做结论时不断回到原始资料，将整理的资

料及解释反馈给个案修订和确认，以提高解释型效

度和认同效度。研究者遵循自愿、保密、匿名化和协

商确认的研究伦理，尊重研究对象隐私，本文中个案

教师均为化名。

四、个案分析

四位教师在各自的角色参与轨迹中，通过与开

放大学的互动，对域外开放大学教师职责和角色的

对比和想象，以及与实践共同体中“外聘专家、管理

人员、学生、系统各层级教师、技术及设计人员”等

成员的角色互动和协商，领会、建构了各具特色的角

色认同。
( 一) 张老师———资深教师的教学幸福: 教学为

尊与专业分工的认同

张老师经历了“从参编到主编教材，从为主讲

擦黑板到主讲课程，从精于面授到开始尝试在线教

学，从外围到充分参与课程资源建设及教学”的角

色参与轨迹，有较强的职业幸福感、成就感、自豪感，

角色认同水平逐步走高( 见图 2) 。

图 2 张老师角色参与轨迹和角色认同变化趋势

积极奋斗的张老师在角色参与中实现了“资源

建设与面授教学”的联盟。她在角色互动中致力于

与机构协商“打杂儿的”教师角色定位，与管理部门

协商平等地位，与技术、教学设计、编辑等人员协商

明确职责分工，认为开放大学应当教学为尊，教师应

当相对专业化。
“咱们学校说老师怎么舒服，实际上学校的成

就、具体的事情，最后都落到老师头上，如果老师不

做，学校这些成就从哪里来? 但是学校并不那么重

视老师……现在教师周二、周四来了，基本都在处理

杂事儿! 学校应多雇些教学秘书，这些杂事儿让教

学秘书做，把老师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对教师有要

求! 咱们应该稍微抵制一下，别让任何部门都能给

教师发话、上课、派活儿……我不认同学校教学环境

对教师的束缚，咱们学校不是不允许自己的老师上

电视课吗? 我还算上了的。我们那拨老师中能上电

视 讲 课 的 极 少。” ( 访 谈 资 料 I － ZHANG －
20151222)

“在网络课程制作中，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我觉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课程制作经验值得借鉴，

应该建立更有利于课程建设的机制，老师在课程建

设中应更多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课程栏目的设

计、教学内容的呈现及各种学习功能的设置应有教

学设计专家参与。”( 实物资料 D － ZHANG － 美国

研修体会 201309)

张老师善于和外聘专家沟通，与其建构平等合

作的朋友式关系。她与系统各层级教师的互动频繁

而通畅，构建了协作伙伴式关系，互相激励、共同成

长。她尊重学生，与学生互动中体会到教学相长。
“我跟所有主讲都能很好沟通，都比较平等。

这样我就能提出教学上的要求，就可以跟主讲商量

……我真是挺喜欢跟学生接触的。从我来到电大，

除了生孩子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讲课，没有离开

过，我一直在坚持! 现在我很熟了，也知道学生的难

点，通过看眼神就知道。面授对我帮助特别大，帮助

我熟悉教学内容。通过讲课我更喜欢教师这个岗位

……”( 访谈资料 I － ZHANG －20150409)

张老师说刚才在视频里问候她的是分部的 W
老师，W 曾经鼓励她要有职业追求，要参加正高职

称评比。张老师也邀请 W 参与课程团队。张老师

说总部一个教师管那么多课程，深入不下去，必须得

借助分部教师的力量才能做出精品。( 观察资料 O
－ ZHANG － 日常工作观察 201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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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张老师在角色充分参与中建构了“对学

科内容负责的教学专家”的显要性角色认同; 在与

开放大学和实践共同体互动中协商平等地位，与技

术和设计人员协商明确职责分工，建构了“教学为

尊、专业分工”的角色认同( 见图 3) 。

图 3 张老师角色参与和互动建构的角色认同

( 二) 黄老师———“知心大叔”的受制烦恼: 极致

教学与角色联盟的认同

黄老师经历了“从外围到深度参与课程资源建

设和在线教学，从辅助者转向在线辅导及教学设计

专家”的角色参与轨迹。他把深度参与资源建设、
与学生互动作为两条角色主线，设计开发了该校首

门手机移动课程，主讲微课程，成为“回帖不过夜、
没有星期天”的“知心大叔”。他呈现出一种爱恨交

加的角色情感: 在师生互动中充满成就感，但对学校

对教师越来越繁琐的管理，深感遗憾和失望。其角

色认同呈现先高后低的状态( 见图 4) 。
黄老师属于在线辅导和设计型教师，他与机构

协商工作标准，致力于追求极致教学、与学生精致互

动，透支体力主动为全国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他在极致、创意的教学工作中联盟了“在线学习辅

导、心理辅导、教学设计、技术指导”等多重角色。
“做课程资源，学校不提具体要求，我要做就要

做出课程的特点和做到我这个水平的最好。2005
年我的语言学概论网络课件的点击量突破 10 万人

次，在当时电大所有课单一资源点击量是最高的，我

的 引 导 起 了 作 用。” ( 访 谈 资 料 I-HUANG-
20140613)

图 4 黄老师角色参与轨迹和角色认同变化趋势

“现在我感觉是从后台来到了前台，不仅要面

对好几百名学生讲课，还要通过电话、E-mail 等回答

问题。自从当了网络教师，我好像就没有星期天，每

天上网的时间也成倍增加。学校对回帖的要求是 3
－ 5 个工作日。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回帖不过夜。”

( 实物资料 D － HUANG － 媒体报道汇总———“北京

青年报: 足不出户也桃李满天下、网络教师的七种武

器”)

“在线教学和传统高校教学最大的不同，是教师

角色和身份有多重性，传统高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面

授教学、科研，开放大学强调教师要两条腿走路，既要

研究学科，也要研究远程教育。教师要承担‘教授、研
究、辅导、协调、督促、技术和心理’等角色。学生学习

确实有很多心理障碍，不仅有学习困难，他在工作、生
活、家庭、爱情、事业上的压力都会向你倾诉。这么多

年我收到很多学生来信，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树立了

完全的信赖关系，成为他们的知心大叔。在线教学的

教师不能把学生拒之门外，要像心理按摩师一样，帮

助学生解决各种学习问题和心理倾诉。”( 访谈资料 I
－ HUANG －20140613)

他质疑封闭、“紧箍咒”似的角色环境，与学校

协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自己的教师敲边鼓”的教

师角色定位。他在与管理部门互动中协商平等的地

位，在与外聘专家、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的互动中协

商自主权和主导权。
“如果开放大学眼里只盯着高校的专家，自己

的人都看不上，这是什么开放呢( 激动) ? 现在基本

是一刀切，根本不鼓励( 重音) 你，觉得主编教材是

给你出风头了! 如果学校永远把老师放在敲边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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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腿的地位，老师就不会提高自己。”( 访谈资料 I －
HUANG －20150317)

“对于我们八十年代入职的人来说，更加认同

那时的状态。那时老师的地位比现在高，没有那么

多的关卡，编教材、组织专家写教材，老师很自由!

不像现在左审右审! 我感到管理部门和教师的矛盾

太大了! 尽管我们跟高校比可能有特殊性，但也不

能像紧箍咒( 重音) 一样把我们管得死死的( 重音) !

感觉开放大学教师一点( 重音) 地位都没有，我觉得

这种现状必须扭转! 按说老师应该是学校的主人，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访谈资料 I －
HUANG －20140613)

“作为开放大学老师，还是掌握一些最起码的

技术比较好，如应熟悉 Moodle 平台特色，不熟悉你

怎么设计活动? 技术方面我在教师里面走得比较靠

前了。我会使用编程语言，自学的! 我做网络课程，

除非很技术的问题，一般我自己修改。自己设计、发
布公告栏。我自己感兴趣，设计起来更得心应手、更
方便。”( 访谈资料 I － HUANG －20140613)

总之，黄老师在角色深度参与中建构了“在线

辅导专家、教学设计专家”的显要性角色认同; 在与

机构和实践共同体互动中协商学术自主权、技术主

导权和平等地位，建构了“极致教学”、联盟“教学设

计、在线辅导、技术支持、心理辅导”多重角色的认

同( 见图 5) 。

图 5 黄老师角色参与和互动中建构的角色认同

( 三) 海老师———追梦者的领跑激情: 领衔协作

与角色统整的认同

海老师入职初期扮演了组织专家建资源的“管

课者”以及网站资源建设者的角色，职业中期开始

拥抱在线教育，成为在线学习者和在线辅导教师。
他从引进、改造海外在线课程到领衔团队设计、建设

和辅导在线课程，目前正深度参与开放大学扁平化、
一站式在线教学试点，并在爱课程网面向社会公众

开展在线教学。他统整“内容提供者、辅学促学、技
术支持、教学设计、团队管理、教学研究”等角色，成

为在线教学复合型专家。海老师追梦在线的领跑激

情诠 释 了 其 越 来 越 高 的 角 色 认 同 和 幸 福 感

( 见图 6) 。

图 6 海老师角色参与轨迹和角色认同变化趋势

海老师与系统各层级教师协商多元互补的角色

定位，扮演团队领衔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我的课程教学团队由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19

人组成，大家互动紧密，及时通过论坛、站内信、E －
mail、QQ 群、讨论组等讨论和解决教学问题。作为

团队的领导者，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工作效能，我

除了把握课程发展方向，还要为团队成员提供培训

和研究的机会。”( 实物资料 D － HAI － 媒体报道汇

总———“中国电大报: 跨区域教学:‘跨’出精彩之在

线课程团队建设”)

他在扮演“内容提供者、辅学者、技术支持与教

学设计者”等复合型在线教师角色的过程中，质疑

开放大学作为资源开发机构的角色环境，与外聘专

家协商由谁主导课程内容提供，与学生协商主体和

主导地位，与技术及设计人员协商主导权。
“我们的老师说得好听一点是开发资源的人!

音像社可以开发资源，出版社、人民日报社照样可以

开发资源，谁都可以开发资源! 但资源这东西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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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不是老师，老师就要有课程、有互动和教学过

程。很多老师，无论来的时间长短，可能已经习惯了

做资源了，现在向网络教学转型，要整合成一门整体

的课程，有教学过程，许多老师迷茫、保守、没能力

了、不想转、也不知道该怎么转……不只是国内，英

美的面授高校都在往网上转。开放大学转型期恰逢

全球网络教育、在线教育的热潮。如果我们能抓住，

就能够脱颖而出。”( 访谈资料 I － HAI － 20140805)

“我这门课设计的学习内容( 图文 + 视频) 已经

够丰富，不需要聘所谓的高校专家担任主编和主讲，

我和系统的教师构成强大的辅导团队，利用各种技

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辅学。在向基于网络的

教学转型过程中，电大原有的话语体系需要重建，总

部教师的角色急需重新定位。”( 实物资料 D － HAI
－ 媒体报道汇总———“国家开放大学时讯网:《媒体

辅助英语教学》: 一站式、跨区域协作教学模式的成

功实践”)

“在线教学中教师‘教’的角色在下降，从教师

变为辅导老师。英国开放大学几乎没有大头像的讲

授内容，有视频，也是补充性的便于理解内容的……
我们这么多年强调内容必须由老师主讲! 为什么必

须要老师讲? 教师不讲不行吗?”( 访谈资料 I －
HAI － 20130719)

“我们原来的观点就是我设计好了，让技术人

员实现就行了，这是不对的! 技术这块儿你要很清

楚。技术设计到底是谁为主? 肯定是主持老师为

主! 如果主持教师从总体上根本把握不了课程，涉

及什么技术手段、技术条件，你根本就不了解，这样

设计出来的课程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有的老师连

Office 都玩不转，你想让他设计在线的基于 Moodle
平台的课程，他能设计出来吗? 所以很多老师没有

资 格 当 这 个 老 师! ” ( 访 谈 资 料 I － HAI －
20140805)

总之，海老师在角色深度参与中建构了“在线

教学复合型专家”的显要性角色认同; 在与机构和

实践共同体互动中协商学术主导权和技术主导权，

建构了“领衔协作”、统整“在线教学专家、促学者、
教学设计者、技术支持者、团队管理者”等多重角色

认同( 见图 7) 。
( 四) 杨老师———“专业人”的认同危机: 学科立

足与学术固本的认同

图 7 海老师角色参与和互动中建构的角色认同

杨老师认为开放大学教师应是从事学科研究和

教学的专业人士，应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但入职后

担任组织协调者的角色让她感到“没有主业、副业

也没干好”，处于组织外聘专家建课程资源的边缘

式参与状态，遭遇角色认同危机。
她与机构协商“专业人”抑或是“组织协调者”

的教师角色定位，努力淡化组织协调者的角色，践行

“专业人”的角色初衷，联盟“学科研究与教学研

究”，在现实情境下思考如何进入学术共同体，追求

可能的专业发展。其角色认同经历了由抗拒性认同

到不断调适、进行认同重构的过程。
“入职后我感到很吃惊! 没有人在学专业、没

有人在搞专业( 惊叹、痛心) ! 而且我看不出教学在

哪儿? 你怎么做? 大量时间都在开会，开各种听不

明白的会……这个地方让我们充当组织者，但我觉

得作为一直搞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应该在专业发展

上定位，所以很着急，总认为真正做教学和科研应是

主旋律，其余的是副业! ”( 访谈资料 I － YANG －
20160118)

“我希望将来熟练掌握了远程教育技术，在课

程中能有自己的特色和创造，做出的课程与众不同，

这是我的理想! 我对这份职业很自豪或者很自信!

希望将来参加学术会议，在法学教育职业共同体和

学术共同体中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我的共同体在那

儿呢! 但是我都进不去! 想象中你应该是这个团体

中的人，但是你怎么在这个团体中游走，好像别人也

不认可 你 是 这 个 圈 的。”( 访 谈 资 料 I － YANG －
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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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对自身和同事能否整合

技术开展教学、能否在激烈在线教育竞争中立足表

示担忧。她比较失落和缺乏职业幸福感，其角色认

同持续在较低水平( 见图 8) 。

图 8 杨老师角色参与轨迹和角色认同变化趋势

杨老师与外聘专家协商平等的专业主导权，与

管理部门协商教学工作节奏、流程等，与学生互动中

思考应以技术支持为主或是学术支持为主，与技术

人员协商中的失语使其反思开放大学教师应在多大

程度上成为一名技术专家，应如何在技术专家和学

科专家角色身份间取得平衡。
“我们总觉得求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 我前

两三年建了三门文字教材，录了几十讲的录像和 IP
课。我总体感受不满意，没有体验到我左右专家的

意见了! 与专家配合一开始让你感到好没自尊( 难

过) 。因为大家都一样，年龄、经历差不多，应该说

受到的待遇应差不多，但是他来自校外，就是专家!

而且认定你不行，他发言你需要记录、听，你在这儿

就是一个组织者 ( 无奈和痛心) !”( 访谈资料 I －
YANG －20160118)

“我对学生特别尊重，我心里不这么想———学

生差，就不能教了。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一点，能教

好，当然是希望的，教不好就算了……很少有学生问

我专业问题! 这让我很失落。我一开始很紧张，后

来慢慢地我也就不会去思考了，也没有压力，因为他

们问的技术问题很容易归纳为几类。”( 访谈资料 I
－ YANG －20160118)

“我作为文科教师，只是有想法，有时这种想法

在技术上并不能实现，虽然技术人员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我还是有些遗憾! 或许我的技术要求本身就提

得不太好?”( 访谈资料 I － YANG －20160118)

总之，杨老师在角色边缘参与中建构了“学术

和职业共同体中的专家”的显要性角色认同; 她在

与机构和实践共同体互动中协商行为参照系统和学

术主导权，与技术人员协商明确职责分工，建构了

“学科立足和学术固本”的角色认同( 见图 9) 。

图 9 杨老师角色参与和互动中建构的角色认同

五、研究结论

( 一) 开放大学教师建构的角色认同

本研究发现，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总体特征

及角色认知意义系统如下:

1． 角色认同总体特征

四位教师的角色参与状态、显要性角色认同、角
色认同属性及水平、角色情意等总体特征见表二。

1) 角色参与状态: 持续积极奋斗的张老师、爱

恨交加的黄老师、追梦在线的海老师处于充分参与

( 或深度参与) 的角色状态( 琼·莱夫等，2004 ) ，他

们联盟了资源建设、教学实施等角色。黄老师和海

老师还深度参与在线教学，涉足教学设计、在线辅

导、技术支持等领域。杨老师处于对资源建设和教

学的边缘性角色参与状态，这种“合法的边缘参与”
( 琼·莱夫等，2004) 既反映了其在权力关系中的被

动地位，也暗示其有朝向充分参与方向发展的无限

可能。
2) 显要性角色认同: 张老师、黄老师、海老师的

显要性角色认同以教学型为主，学科研究和社会服

务的角色承诺较弱。杨老师的显要性角色认同以教

学研究和学科研究为主。
3) 角色情意及角色认同水平: 张老师钟爱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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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四位教师的角色认同总体特征

研究对象 角色参与状态 显要性角色认同 角色认同属性及水平 角色情意

张老师 持续积极奋斗、充分参与
精于面授和沟通的学科
教学专家

积极的认同、角色认同感越来
越强

有较强的职业成就感、幸福感、
自豪感

黄老师
爱恨交 加 的 职 业 情 结、深 度
参与

在线辅导专家
教学设计专家

入职初体验好，之后对环境和
专业发展愈发不满，角色的认
同感受阻走低

面对学生的成就感、面对科研
和机构的遗憾

海老师
积极期待的在线教育追梦人、
深度参与

在线教学专家
促学者
研究者
创新者

积极期待、角色认同感走高 较强的成就感、幸福感、期待感

杨老师
落差中认同危机与重构、边缘
性角色参与

立足于学术共同体的学
科研究专家

机构教研式微使其角色认同
保持在较低水平

失落、困感和无奈、无职业自豪
感和成就感

有工作热情，体验到职业成就感、胜任感，临近退休

仍积极从事资源建设、面授和在线教学工作，她的角

色认同感越来越强。黄老师热爱教师职业，工作追

求极致、精益求精，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师生互动，学

生的认可是其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主要源泉; 他入

职初有较好的角色体验，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鉴于

对管理环境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满，角色认同感越

来越低。海老师入职前期对“管课”、组织专家建资

源的现状不满，职业中期开始激情领跑在线课程，从

在线协作教学中体会到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其角

色认同越来越强。杨老师入职后缺乏积极的教学及

互动体验，深感失落、无奈，较缺乏职业自豪感和成

就感，角色认同感保持在较低水平。
2． 角色认知意义系统

四位教师的角色认知集中在对“角色环境、角

色职责与素养、角色价值与前景”的认知等方面。
1) 角色环境认知: 四位教师认为开放大学教师处于

“行政权力凸显、充当组织协调者和被去专业化”的

角色境遇。他们指出开放大学总部与分部分层办学

的组织结构，与扁平化、“一站式”在线教学相冲突，

造成信息耗损和教学效率降低，认为开放大学应该

加快由“资源开发机构”向“新型大学”转型的步伐。
2) 角色职责与素养认知: 四位教师质疑目前开放大

学教师角色定位与职责模糊、教师陷于日常事务性

工作的现状，主张教师应摒弃外围参与的“管课、打
杂儿、敲边鼓”①的角色职责，走向教学前台和充当

主角，认为教师应在“学科、技术、管理、教学、设计、
研究”等知识和能力谱系中具备整合信息技术开展

教学的复合素养，成为在线教学领域的教育专家，实

现主动的专业发展。3) 角色价值与前景认知: 四位

教师认为主持教师扮演的去专业化的“组织协调

者”的角色价值和前景一般，随着开放大学新型大

学实体建设的推进，教师需向真正的大学教师角色

转型。
( 二) 教师角色认同建构及符号意义协商过程

1． 与机构和实践共同体互动中建构角色认同

角色认同是开放大学教师身处在线开放教育情

境，在与开放大学的角色物化形式“主持教师”的角

色定位、角色职责、角色能力、行为标准的协商过程

中建构的; 也是教师在与“管理人员、系统各层级教

师、学生、技术及设计人员、外聘学科专家”等实践

共同体成员的角色互动中协商“学科专家、教学专

家、组织协调者、设计专家、技术专家”等多重角色

身份，教师在“资源开发、内容提供、学科教学、教学

设计、技术支持、学科及教学研究”等边界性角色实

践抉择的过程中社会性建构的，开放大学教师角色

认同协商和建构过程见图 10。

图 10 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协商和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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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教师在开放大学机构中，以角色参与、想

象、联盟等方式，对被去专业化的角色物化形式———
“主持教师”———进行修正、扬弃、聚核、扩展，主张

教师的职责应由“管课的主持教师”向“亲历教学

的专业人士”转型。
2． 符号意义协商中建构角色认同

四位教师角色认同建构的过程，是其在与机构

和实践共同体协商“主体性与被物化、专业性与复

合性、平等性与受制性、身份流变与身份固化”等符

号意义的过程，也是协商组织机构的参照系统、角色

地位及权力架构、机构和实践共同体边界及开放性

的过程( 见图 11) 。教师角色认同与个体、社会结构

之间相互形塑。

图 11 符号意义协商与教师角色认同建构

四位教师通过与机构聘请的校外学科专家、学
校管理者等互动，协商在学科研究、课程建设、课程

教学中的主体性。他们摒弃被物化的幕后组织者角

色，努力扮演课程内容提供者和学术支持角色，充分

彰显主体性和能动性。四位教师在多重角色中协商

教师 角 色 身 份 的 专 业 性 与 复 合 性，主 张 专 业 分

工———回归专业教学和科研，或者主张整合“在线

教学、教学设计和技术支持”等角色，成为复合型人

才。四位教师在与实践共同体中的行政权威、学术

权威、技术权威的博弈和互动中，协商教学与行政、
教师与舶来教师、教学与技术的权力架构，协商其平

等性和受制性。他们主张管理、技术为教学服务，应

尊重开放大学本土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四位教师建

构角色认同的过程，也是协商教师角色身份流变与

固化的过程，他们不同程度实现了从最初角色身份

向重构后的角色身份流变的过程。

( 三) 建构的角色认同对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及

开放大学机构之影响

四位教师建构的角色认同影响教师个体的角色

参与 和 专 业 发 展 路 径 选 择。他 们 摒 弃 了 刘 云 杉

( 2006) 所说的被普罗化———“成为非能动的行动者

和没有想象力的被动控制者、工作琐屑化、专业非自

主性”———的角色境遇，基于各自的显要性角色认

同，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补足自身短板，向着专业

化、技能化、自主能动性、有掌控力的远程教学领域

的教育专家发展，在不同程度实现了角色联盟和跨

越“学科、教学、技术”边界性实践的专业发展。
他们的角色认同建构也是通过与开放大学和实

践共同体协商的过程: 协商资源建设及教学工作流

程、时间节点、行为标准、工作节奏等参照系统，协商

管理规则及其执行; 协商开放大学及其实践共同体

边界和开放性，探讨开放大学是否应该面向社会提

供在线开放课程和非学历教育服务，协商教师是否

应该突破开放大学职业圈子，走向更广泛的实践共

同体; 协商组织机构及实践共同体中的地位与权力

架构。四位教师建构的角色认同经由教师个体与社

会结构的互动，能在某种程度反作用于开放大学和

实践共同体，促使其向更有利于教师认同建构和专

业发展的开放性社会结构演变。

六、讨论与反思

( 一) 角色认同建构中的社会结构性和主体性

因素

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是社会性建构的，是在

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互联网 + 教

育”、在线教育迅猛发展的社会结构性背景中建构

的，也是在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战略转型的历

史进程中建构的。
教师角色认同建构的宏观社会结构性因素包括

远程教育专业化分工发展程度和在线开放教育情境

等。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建构涉及角色分化与角

色融合的博弈，涉及学科、教学、技术等维度的权衡。
以埃米尔·涂尔干( 2000 ) 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

学派指出角色分工的灵活性、选择性、溢出性和创造

性。以卡尔·马克思 ( Karl Marx) 为代表的冲突论

学派也指出角色专业分工可能带来的原子化、孤立

化和对人的压迫(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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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著作编译局，1995 ) 。我国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实

践场域目前处于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的阶段，即其

核心教学业务如内容提供、教学设计、学习辅导、技
术支持、团队管理等没有实现精细的专业化分工，目

前主要由主持教师承担各项复杂的角色职责，这迫

使机构和教师需要在专业性和复合性、角色分化和

角色融合间谋求平衡，既不能让机械的角色分工成

为异化教师角色身份的强制力量，又不能打着角色

融合、管理主义的旗帜，使教师角色超载。
对教师角色认同建构影响最紧密的社会结构性

因素是开放大学机构和教师所在的实践共同体。机

构和跨越组织边界的实践共同体为教师个体提供了

角色认同建构的规则和资源，提供了可供协商、确认

的角色认同原型———“主持教师”。然而，开放大学

科层化组织结构和行政为尊的学校微观政治，办学

主体抑或管理主体的机构定位的摇摆，对教师职责

定位的模糊不清( 组织协调者抑或是学术自主的教

师) ，乏力的教师管理制度，教学式微、重技轻人的

组织文化，机构及实践共同体的权力架构失衡等结

构性因素可能导致教师边缘参与和角色认同危机，

可能使其游离于更广泛的职业和学术共同体之外，

影响其专业发展。
角色认同建构是教师在社会结构性因素制约下

彰显其主体性、能动性的过程。教师的主体性、能动

性、反思性监控、转化能力影响其角色参与、角色互

动、角色认同的内容和属性。四位教师对“管课、资
源建设、充当辅助者和组织者”等机械分工视角的

例行化角色实践进行反思性监控，通过“主体性和

被物化、专业性和复合性、平等性和受制性”等符号

意义的协商，解构了部分不能实现自我确证的角色

身份，抵制、摒弃了被普罗化、去专业化的角色境遇，

充分发挥其能动性，进行角色溢出、创新和统整，朝

向更专业自主、技能化、平等化的远程教学领域的教

育专家努力，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跨越学科、教学、技
术等边界性实践的专业发展。

( 二) 促进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建构及专业

发展的建议

基于教师在角色认同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学校微

观政治、教师管理制度、组织文化等障碍，建议政府

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定开放大学办学地位、性质、任务

及职责，赋予开放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开放大

学应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努力实现与学校转型

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流程的重构，对教师

进行更清晰、明确的角色定位，进一步落实教学在学

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对教师增权赋能、尊重教师专

业自主权，探索分类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类

型流动的机制。开放大学应营造自主、能动、协作、
创新性整合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文化，为教师营造

更开放、多元的实践和学习共同体，尊重其自主角色

选择，推进教师多元和开放式角色参与，鼓励其探索

角色边界和跨界从业，引导教师由边缘性参与向充

分参与演进，使教师不断体验新的能力形式和标准，

习得新的角色认同，提升其专业化水平。

［注释］

①“管课、打杂儿、紧箍咒、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敲边鼓”等用引

号标注的是研究个案在访谈中运用的本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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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Teachers’Ｒo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Ope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onstructivism

ZHANG Xia1 ＆ ZHU Zhiy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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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Ｒ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o Open University demands teach-
ers’role change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the role experience，role predicament and identity choice of the
marginalized teacher in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this study invited four Open University teachers as research partici-
pants，and investigated the 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University teach-
ers’role identity? What is the process of the ro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What is the role identity impact on individual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generic，contextual，and trans-case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participated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s，we explored their role participation
status，the four types of role identity salience，the trend of role ident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aning system of
their role cognition．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four role identity salience constructed b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
cluded teaching experts on face to face teaching，experts on online tutoring and teaching design，online teaching ex-
perts and researchers，research expert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ree teachers who were fully involved in role par-
ticipation achieved career fulfillment and happiness; the other one that marginally involved in the role participation
was of more loss and confusion． Two participant teachers tended to achieve increasingly high identity; one teacher sus-
tained a low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other one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The meaning system of their role cognition
included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 the questioned role environment of“de-professionalization，resource develop-
ment agencies，prominent administrative powers and declined teaching power”; 2 ) the appeal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rientation of teachers’role should focus on“teaching”instead of“course management”and teachers should
have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3) the expected role trans-
formation to onlin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4)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each type of role identity salience．

The role identity c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reification of teaching roles in Open Uni-
versity:“presiding teacher”，in the realm of orientation，responsibility，ability，and behavioral criteria． Ｒole identity
could be socially constructed in the negotiation with multiple roles，as well as in the decision between the forms of
boundary practice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content provision，subject teaching，teaching design，and technical sup-
port． The role identity c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on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subjectivity and reifi-
cation，special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equalization and restriction，variability and fixity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d social structure and teachers＇ self-efficacy and agency which affected the ro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approaches related to government legislation and Open University’s teacher
management to promote teachers’ro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achers in Open Universities; role ident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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