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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韧性是关注教师如何面对挫折与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从心理韧性的概念、韧性拓展到教育学

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针对教师韧性现有研究情况提出研究展望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发现韧性及教师韧性

内涵大体经历了从特质论、结果论、过程论到社会生态视角的发展，同时研究对象多元，研究方法多样。

文章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即进一步丰富研究对象、更多关注社会生态视角以及更多关注混

合式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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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resilienc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ow teachers face setbacks and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prospects for existing research on teacher resil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resilience and teacher resilience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from trait 
theory, outcome theory, process theory to soci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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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s are divers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diverse.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that is, to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objects, pay more at-
tention to the soci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ybri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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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强国必须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强师先必铸魂。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离不开对教师现存问题的关注，如中小学教师在

从业过程中面临着学生难管理、家长不理解、工作压力大等问题，高校教师面临着课程压力、科研压力

以及行政工作方面的压力等一系列问题，这对教师更好地从事教育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如何应对这

些挑战与教师韧性密切相关。心理学中的“韧性”一词是指人们面临困境时战胜困难和挑战的一种心理

弹性。因此研究教师在面临从业生涯过程中的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心理韧性是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教师韧性研究展开梳理：(1) “韧性”的概念为何？(2) “韧性”拓展

到教育学有何进展？(3) 基于梳理内容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2. “韧性”概念的缘起 

关于“韧性”的研究源自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心理学对处于逆境中的儿童的研究，后来逐渐从心理学

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教育学对于“教师韧性”的研究便源自心理学。 
关于韧性的定义存在多种看法，这与韧性多维复杂的特点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心理韧性是指曾经历

过或正在经历严重压力而逆境者的身心功能并未受到损伤性影响，甚或愈挫弥坚的心理发展现象[1]。最

初人们将这种能够从逆境中恢复过来的心理现象看作个体的能力，于是便提出了特质论的观点。从特质

论的角度出发，心理韧性被看作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以克服和战胜逆境并能够恢复常态能力为

特征[2]。这种观点将韧性看作是人的品质，正是这一品质使得人们在面临挑战或者挫折时能够更好地恢

复到之前的状态。 
随着研究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视角，他们侧重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待，将“韧性”看作是个体

在逆境中恢复后的积极结果，于是便出现了“结果论”这一视角。该观点的代表人物 Masten 认为，心理

韧性是在威胁或逆境条件下仍能够表现出较好适应或顺利发展结果的一类心理现象[3]。这种界定认为韧

性是人们在面临不利环境时能够利用一些有效的资源，以达到更好的适应效果。但是，结果论较少提及

到个体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周边环境这一方面的。于是随着研究的发展，有学者便提出了综合特质论

与结果论的过程论。 
过程论者强调个体经历灾难性事件时的心理变化和发展过程，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逆境、创伤、

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时实现良好适应或成功应对的动态过程[4]。这种动态过程一方面是指个体在逆境之

下的调整和适应；另一方面，强调了个体调整和适应后的结果。 
“韧性”在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特质论、结果论和过程论三个阶段。从其发展历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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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对于“韧性”的界定越来越全面，从开始的特质论将“韧性”看作个体自身的一种能力，到结果论关

注个体在逆境中适应的结果，再到过程论关注个体适应的动态过程与最后结果，逐步将影响“韧性”的

一个关键因素“环境”纳入研究范围中去。 
纵观目前对于心理韧性的研究，可以发现的共通点有二，一是将其放在逆境中进行研究，典型的逆

境应包含消极的生活环境，一部分研究者采用基于阈值的量化方法，将逆境界定为与特定风险水平相关

联的负面经历；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持更为宽泛的质性观点，认为任何形式的困难经历、不幸遭遇或创伤

性事件所引发的痛苦体验均可纳入逆境的范畴[5]。二是面对这些逆境可以很好地适应和面对。心理韧性

水平较高者拥有更丰富的心理资源和灵活调动内外资源以应对困境的能力，并且他们更可能从逆境中获

得成长，将不利因素转化为动力[6]。 

3. “韧性”拓展到教育学：教师韧性研究 

随着人们对教育的愈发重视，教育改革注重多元化的教学内容、科学性和多样性的教学方法等方面

来满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需求[7]，对教师有了更加高标准的要求。教师在面临诸多改革时，面对诸多

的挑战，如工作内容繁纷复杂、学生个性化较强、备课压力大等。教师如何在重重挑战中仍然积极应对

和适应，是研究教师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从心理学领域延伸过来的“韧性”一词为研究这一问题

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3.1. 教师韧性概念的界定 

对于教师韧性的关注源自对于教师压力管理及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8]。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

Oswald 在评估教师的韧性因素时最早提出“教师韧性”(teacher resilience)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心理学中

“韧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基于“韧性”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者们各自的看法，关于“教师韧

性”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界定。参照心理学对于“韧性”的定义，教育学中对“教师韧性”的界定同样存在

特质论、结果论、过程论三种视角。 
从特质论角度来看，韧性扩展到教师，可以理解为教师的个体特质在压力与逆境中所展现出的应对

能力，从而帮助教师重新恢复到原始或者最优的状态，可以帮助教师依然坚守对教学和教学实践承诺的

品质[9]。Gu 和 Day 认为教师韧性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教师在逆境中快速并有效地恢复自身

优势和精神[10]。基于特质观可以发现，教师韧性是帮助教师从逆境中解脱、恢复以及坚守教师初心的一

种能力或特质。教师韧性作为一种能力，它不仅仅能够帮助教师恢复原样，同样可以帮助教师实现自我

超越。特质论强调教师韧性是教师的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同时这种稳定的特质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

对人岗匹配与幼儿教师职业韧性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人岗匹配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

韧性，当个体能力能够胜任岗位需求时，教师个人价值得以提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职业韧性[11]。但是

特质论的视角忽视了外部环境对教师韧性的影响，例如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忽视了团队和集体

的重要性，而且并且充分将教师所处的文化环境考虑在内此外，特质观是处于静态视角来对教师韧性进

行界定，认为韧性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其动态性和可塑性，未关注到教师是如何通过经验和学习逐步

发展，提高自身韧性的。 
随着研究的发展，除了考虑个体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因素也得到了关注。与特质论不同的是，结

果论将除个体的主观因素之外的客观环境因素也纳入了考虑范围。这种观点认为教师韧性是教师经历逆

境后积极适应的结果。代表人物 Beltman 和 Mansfield 认为，教师韧性是个体和环境保护因子和风险因子

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教师在面临逆境时，能够有效利用学校环境中的有利资源实现目标，进而达到良好

适应状态[12]。这种观点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教师在面临挑战后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研究者评估其韧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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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是只关注结果容易忽视教师在应对挑战时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并且为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对教师韧

性的影响，如学校文化、资源支持等。特质论将教师韧性看作是教师的内在资源，而结果论将教师韧性看

作是教师运用自身资源以实现自身发展的实际结果，特质论可以看作是结果论的前提，二者具有因果关系。

特质论解释了教师韧性的来源，而结果论解释了这些特质所展现的表现和成果，二者又具有互补性。 
随着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了特质论与结果论的局限性，它们更多关注个体自身的能力，即个体是

如何利用自己条件与外部条件来面对逆境的，较少提及周边环境对人的作用。考虑到这一局限，学者们

提出了过程观。从过程观视角来看，教师韧性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于教师自身，使教师在面临逆境的过

程中不断提升、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持该观点的研究者们提出，教师韧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师

在应对不利环境的过程中动态发展的。Castro 等人认为教师职业韧性是教师使用“各种韧性策略”的过

程。一个有韧性的教师可以利用个体特质和环境因素来帮助他们应对挑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提高自

我职业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13]。Tait 认为教师韧性是教师在压力情境下激活和养成的一种与环境中的事

件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个体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间动态作用的结果[14]。如在心理弹

性视角下乡村教师工作压力应对策略探析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乡村教师在面临来自教学业务、工作环境、

社会支持层面的压力时在自身层面可以正确定位个人职责与担当，向他人倾诉；在学校与社会支持层面

可以通过创设合作共享的组织氛围、开发相关心理弹性培训课程以及落实保障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财政

性支持三个方面来提升教师韧性，以达到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的动态作用，使保护性因素战胜风险

性因素[15]。基于过程论的研究首先认为教师韧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能够更好反映教师在职业生涯

中的适应与发展，同时这一观点不仅仅关注于结果，还关注到了教师在面临压力时的心理和行为过程。

但在研究中，这一观点涉及多个因素和过程，研究和评估过程较为复杂，需要研究者长期的跟踪，并且

动态过程难以量化，增加了评估难度。 
纵观关于教师韧性的研究，特质论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者们将教师韧性看作是个体内部的一

种能力或者特质，是一种心理现象，主要将视角聚焦于个体自身。接着，学界提出了结果论的观点。这

一观点将客观因素纳入到教师韧性研究中去。但是，虽然结果论考虑到了客观因素，仍然忽略了个体周

边的社会环境对人的构建作用，于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对人的影响的重要作用，

由此便开始关注环境的作用来研究教师韧性。如过程视角，它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考虑到了每个个体

都是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中，并不是孤立的，因此强调了个体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认为教师韧性是教师

利用保护性因素来抵抗风险性因素，以此来达到个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达到个体心理状态的平衡。按

其发展历程来看，从特质论到结果论再到过程论，这三种视角即使它们各有侧重，但其关系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与互补的。特质论关注教师内在品质，为理解教师韧性提供重要视角；结果论关

注教师面临压力与挑战后所产生的结果，为衡量教师韧性提供了依据；过程论关注教师的风险性因素和

保护性因素的在压力与挑战中的动态作用，揭示了教师在职业生涯中的适应与成长。三者结合可以更全

面地理解教师韧性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教学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人是一个复杂体，处于社会中的人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人也是一个“变化体”。尽管以上观点考虑

到了环境的作用，但是缺少对个体韧性在环境中动态变化的描述。为了全面考虑教师韧性的表现、影响

因素、维度等各个方面，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被引入到相关研究中。 
对于教师韧性的研究从社会生态系统出发可以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基于这一理论，可以全面整合与

教师韧性有关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以互动关系为焦点揭示具体情境中教师韧性的发展机制。社会生态

系统视角认为，教师韧性并不仅仅是聚焦于个体特质或行为的保护性因素的简单替代物或附加物[16]。扎

斯特罗的生态系统模型将教师韧性视为在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之间，以及微观系统内部各子

系统之间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视角不仅强调了与教师克服困境密切相关的家庭、朋友、同事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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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因素，还进一步将制度、文化、宗教、习俗等宏观背景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相较于之前的研究，社会

生态系统以更全面、更系统的优势揭示了研究教师韧性的一个关键因素——环境。 

3.2. 研究对象 

笔者主要基于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围绕“教师韧性、教师职业韧性、教师心理韧性”及

其同义词进行组合检索，主要纳入学术期刊与学位论文两种文献标准，检索的文献时间范围为 2000 年至

2025 年，以涵盖近 25 年来教师韧性研究的主要进展。通过检索发现，研究开始于 2008 年一篇名为《职

业韧性与教师职业生涯高原的产生》的文献，在随后的时间里，除 2009 年与 2010 年，自 2011 年起关于

教师韧性的研究逐年增加，不同教师在从教生涯中面对困难与挫折是如何应对的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目

前国内关于教师韧性的研究几乎涉及教育体系大部分层级类别。通过检索关键词“幼儿(小学、初中、高

中、中学、大学)教师、韧性”发现，根据教育体系的层级类别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幼儿、小学、中学、

大学教师等。根据学校情况涉及的研究有关于乡村教师的、民族地区教师的、薄弱地区教师的以及特殊

教育教师的韧性研究。从教师任教时间的角度来看还涉及新手教师韧性的研究。从任课类型来看，针对

英语和体育教师韧性的研究相对较多。 
纵观国内已有研究，目前关于教师韧性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是较为全面的，其研究对象呈现了多元

化的特点，但是仍有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如关于国际中文教师的韧性研究仅有 1 篇，除英语教师以外

的其他外语教师的研究目前同样涉及较少。 

3.3. 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教师韧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量化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以及混合研究方法。目前

国内相关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相对较多。在研究教师韧性方面，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学者首先是提出

研究假设，然后基于假设进行问卷调查，再通过 spss 等量化研究工具分析得出相关数据，来验证自己的

假设是否成立，从而得出研究结果。例如杨靖等利用 5 个省区 10 个民族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数据，综

合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民族地区教师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机

制。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显著影响教师韧性发展，并且跨文化适应会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跨

文化适应的中介作用主要建立在教师积极主动的职业情感投入和对当地贡献的感知上[17]。 
量化研究方法在客观性、广泛性、精确性和高效率方面存在明显优点。量化研究以数据为基础，使

用统计工具进行科学分析，揭示不同变量之间关系，减少了研究者主观性的影响，使结果更具客观性，

同时便于广泛收集数据，使结果更具代表性。但是量化数据难以获得教师韧性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数据

无法展示具体细节与其他详细信息，问卷中的问题难以覆盖所有情况，并且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缺乏一

定的针对性。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当我们在研究“为什么”这一问题时、

了解问题的前因后果时以及了解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时必然离不开质性研究。相较于量化研究，质性研

究的人文主义色彩浓厚，将人的个体因素、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考虑在内，可以补充量化研究在深度、灵

活性方面的缺陷。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教师韧性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相对“主观”，这里的“主观”并不是指具有主观局限性，而是质性研究能够相对较为细致地观

察到研究对象的相关情况，在研究中能够进一步发掘问题，具有较强的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如王

晓莉等在研究新手教师韧性发展时，选取 9 位新手教师为访谈对象，以半结构访谈为主，通过研究发现

新手教师韧性呈现出“应战者”、“适应者”、“观望者”三种韧性发展类型。“应战者”的韧性始终维

持着较高水平。“适应者”表现为从高到低然后趋于平缓的状态。“观望者”则表现为从开始的较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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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后来逐渐降低到最低点[18]。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深入了解教师韧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捕捉到量化研

究无法捕捉到的细节。同时研究涉及较为灵活，可以根据研究对象访谈情况适时调整，受访者在自由表

达的同时，还可能了解到未预设到的重要方面。但质性研究同样也存在不足，例如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可

能影响数据的分析，且访谈过程较长，较难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质性研究的样本一般都较少，缺乏一

定的广泛性。 
除了采用单一的质性或者量化研究方法，也有研究采用了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国内采

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文章还相对较少。在混合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运用量化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同时还运用了质性方法收集资料来探索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混合研究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研究

的严谨性和规范性，提高研究过程的科学性[19]。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能够使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之间进行

互补，从而提高文章的科学性、解释性和探索性。 

4. 不同群体教师韧性的水平 

基于目前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整体来说教师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他们的韧性也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教师韧性会随着年龄、教龄、教学经验等因素的累日增加他们的韧性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同样在不同维度也表现不同。杨珍珍在研究中学生物新手教师心理韧性时提到：在外界支持维度方面他

们的心理韧性表现较强，在教室信念维度方面表现较弱[20]。此外，教师韧性还可起到中介作用来预测其

他相关内容，如教师韧性与他们的工作投入、正念、职业承诺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 
具体来说，在涉及教师韧性水平高低的文献中，从任教层级来看幼儿教师的韧性大体上处于中等及

中等偏上水平，小学教师韧性大体处于中等偏上及较高水平，中学教师韧性大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大

学教师韧性整体上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从人口学特征来看，新手教师韧性相比经验教师相对较低，职

称高的教师比职称低的教师高，学历高的教师比学习低的教师高，收入高的教师比收入低的教师高，已

婚教师的韧性高于未婚教师。 
总体来说，国内教师韧性普遍处于中等水平，但受到年龄、教龄、婚姻状况、学校环境、社会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不同教师之间的韧性水平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5. 教师韧性研究展望 

目前关于教师韧性的研究整体朝着更加系统化、层次化的趋势发展。从特质观到社会生态系统视角

下的教师韧性反映了研究教师韧性的关键因素——环境的重要作用。从数量上来说，相较于国外，国内

教师韧性研究还相对较少，且起步较晚。从研究视角上来说，近些年的研究开始关注到社会生态系统这

一理论基础。从研究方法来说，目前采用量化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多。针对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未来教师

韧性研究大致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可以继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可关注国内除英语教师以外其他外语教

师、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国家公派教师以及特岗教师等。关注更多群体的教师将有利于我国整个教育

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教育行业的发展。 
第二，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可以更多关注社会生态视角下的教师韧性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作为系统

理论的分支，它更侧重将人放在整个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注重描述与人有关的社会生态系统如何与人

相互作用并影响其行为，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家庭、职场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社会生态视角相比之

前的研究视角更加系统、全面，为深入研究教师韧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采用量化研究方式较多，未来对于教师韧性的研究可以多关注质性

研究方法与混合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深度访谈与实物分析等手段可以更好地将人的个体因素、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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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等考虑在内。混合研究方式在于能够同时发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长处，使得文章具有更强

的说服力和更全面的解释。 
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社会、家长、学生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相比以往

也在与日俱增。在充满挑战与压力的职业环境中，教师韧性是帮助教师在任教过程中帮助教师从容应对

挑战和挫折的重要个人能力和一种心理现象。研究教师韧性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教师们在面临困难与挑战

时如何积极应对并实现自我发展，从而促进整个教师队伍的发展。中国诗句中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

韧性精神，强化对教师韧性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更好促进整个教育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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