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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身份影响教师的自我期望和专业发展，关乎教师对于教育改革的态度，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升。幼儿教师身处幼儿

园场域，教学方式与其他教师有很大差异，身份的建构更具独特性。本文从布迪厄“场域——惯习”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对幼

儿园场域以及幼儿教师的惯习与资本进行分析，归纳出影响幼儿教师身份构建的因素，其中，幼儿园场域是幼儿教师身份构建

的情景基础，幼儿教师的惯习是方向指导，文化资本是动力源泉，可以通过建构积极场域，培养动态惯习和兑现等值资本等措

施更好地促进幼儿教师身份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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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erre Bourdieu’s“Field-Hab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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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a teacher affects teachers’self-expectation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nd it affects teachers’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reform and eve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in the kindergarten field，and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eachers，s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y is more unique. Based on Pierre Bourdieu’
s“field-habitus”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kindergarten field and the habitus and capital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and summari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identity. Among them，kindergarten field is
the situation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the habitus of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 provides direction
guidance，and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source of power. 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identity can be promoted
by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field，cultivating dynamic habituation，and cashing out equivalent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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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身份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观念。“我是谁”

决定了“我想要什么（利益）”和“我以什么样的方

式存在”［1］。教师角色和身份有很大不同，角色

是外部赋予的，它的形成有赖于外部期望和规范

界定［2］，而专业身份主要是个体内化的过程，需

要个体内部不断进行自我协调，是主观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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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个体”和“专业”方面融合的一个持续过

程［3］。因此，身份是一种构建的过程，并且必须

由互动所产生的结构构建起来。教师们经常对

教学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教师具有严格的看

法［4］，教师身份影响教师的自我期望和专业发

展，关乎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关系到教育

质量的提升。在学前教育领域，越来越注重幼儿

教师的专业发展，“幼儿教师身份”是幼儿教师对

“我是一名怎样的幼儿教师”“我如何才能成为更

好的幼儿教师”等问题的回答，它表征了幼儿教

师在专业地位、实践领域、实践方式和生存状态

在专业实践过程中应该遵循的特定制度和专业

文化［5］。研究已经揭示出不同学段教师身份构

建上存在的较大差异［6］。而学前阶段教育对象

的身心特征、教学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与中小

学大相径庭，加之世界范围内幼儿园教师均以女

性为主，她们的专业性有独特内涵，同时，幼儿教

师在教育实践中保教结合，面临的环境与挑战和

其他教师有很大不同，其身份构建的过程也一定

有其特殊性。

布迪厄所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由场

域、资本和惯习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这

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和分析现

实的社会世界。

二、幼儿园“场域-惯习”分析

布迪厄用关系主义思维方式来看待社会现

实，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就是布

迪厄所说的“场域”。场域是布迪厄构建其社会

分析的基本单元，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不

再是一个整合的整体，而是由很多相互独立的社

会小世界构成，例如经济场域、教育场域、科学场

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

间，它们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运作逻辑，场域中行

动者的实践策略也必须适合其中的逻辑［7］55。

（一）幼儿教师所在场域分析

国家是场域的聚合体，教育机构在国家运

转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教育场域，

按照层级又可以分成不同的小场域。幼儿教师

所在的场域为幼儿园场域。置身于幼儿园场域

不同空间位置的行动者可以分为：幼儿教师、管

理者、幼儿、家长四类。幼儿和幼儿教师是幼儿

园场域的主体，通过他们之间以知识为中介，以

知识传播生产为依托，以培养幼儿的发展为目

的而开展活动。幼儿园场域不仅仅存在于幼儿

教师、管理者、幼儿、家长等要素，各个要素之间

的关系比要素本身更重要。幼儿园场域可以划

分为三个空间，一是物理环境空间，包括幼儿园

设备、班级群、幼儿园网站等硬软件、园所物理

环境、精神环境、园风等。二是权力资本空间，

包括幼儿园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管理者的风

格与方式以及对教师的考核评价等。三是心理

交往空间，包括幼儿教师与同事、管理者、家长、

幼儿之间的交往。文化传递是幼儿园场域的纽

带，幼儿教师因传递知识与照看幼儿和幼儿发

生关系，幼儿也因此与教师交往互动，家长为使

幼儿更好地成长而与教师建立关系，教师与同

事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幼儿园管理者对整个过

程进行管理、组织和评价。教育者、受教育者、

管理者以及家长都是围绕“幼儿的快乐健康快

乐成长”这一核心问题组织活动，这些人际群体

帮助幼儿教师知道自己应该认同什么，区分什

么［8］，从而对自我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我国

学前教育情境下，幼儿园教师与情境中的关键

利益者包括幼儿、家长、园长、同事以及自我的

互动，都在其身份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

使幼儿园教师构建其身份特征与类型［9］。幼儿

园场域空间模型图如图1所示。

（二）幼儿教师惯习分析

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中，惯习的概念是

一种明确地构建和理解具有其特定“逻辑”（包括

暂时的）的实践活动的方法［10］。不同的场域各有

其性情倾向系统，这一性情倾向系统就是惯习。

不同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惯习，他们通过将自己

所在位置的社会背景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赋

以内在化，从而获得惯习。惯习一方面表现在行

动者内心情感的主观精神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行

动者社会活动的客观实践。惯习使行动者的某

一特殊身份得以永久的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

则，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行动者之间

的间隔、距离和等级关系［7］148。在特定的场域中，

那些在相同或相似位置的行动者，被分配在相同

或相似的条件和要求下，因此也产生相同或相似

的惯习，践行相似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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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园场域关系模型图

幼儿教师的惯习是其在幼儿园场域的工作

生活中，思想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逐渐积累

内化，从而形成的持久的、长期的行动倾向。幼

儿教师的惯习主要包括：个人角色定位、教学发

展理念、教师成长文化等。幼儿教师的社会地

位、经济水平、工作环境、生活方式有很大的相似

性，他们承担者幼儿阶段的启蒙工作，主要面对

3-6岁的幼儿，工作内容相似，幼儿园的环境也具

有很大相似性。多数幼儿教师生活比较有规律，

社交较少，加上与幼儿长时间的互动交流，使得

这一群体思想比较单纯。随着幼儿教师的文化

水平逐步提升，教师地位相比之前也有所提升，

越来越多地得到家长和幼儿的尊重与认可。幼

儿教师在幼儿园场域中占有的位置大致相同，在

这一位置形成的惯习也暗含了对这一位置的适

应，正是对自我身份的位置感，让幼儿教师与其

他幼儿教师交往时，无意识地引领他们也保持在

这一位置。因此，幼儿教师的个人角色定位、教

学发展理念、教师成长文化都具有相似性和独特

性，这些惯习能够指挥和调动个人或群体的行

为，与教师的身份构建息息相关，并促进教师的

专业成长。每个教师都可以是惯习积极主动的

建构者，吸纳更新知识和经验，将知识和实践构

建成自身专业素质体系，进而调整或强化惯习。

（三）幼儿园场域内的资本分析

场域制约资本，资本制约场域。资本主要分

为四种，教师的经济资本主要是指福利待遇与工

资收入，文化资本主要是指教师内在的发展水平

以及外在的文凭类的教育资格［11］，社会资本是指

教师关系网累计资源的总和，符号资本是指教师

身上带有的某种“光环”。幼儿教师作为教育场

域的一部分，主要资本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赋

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常规和规则，并从中

产生利润的权力［12］139，它不像其他资本那样对社

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幼儿园教学活动不仅是知

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对幼儿良好生活与行为习

惯的养成，为幼儿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因此幼儿教师对社会的贡献也具有间接性和潜

在性。幼儿园场域和其他场域一样，也是充满斗

争和权利的运作，幼儿教师、幼儿、家长、教育管

理者之间以及它们内部都存在着斗争，他们争夺

资本以拥有更多话语权，合理的资本争夺是他们

之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关系，从而促进发展。

三、影响幼儿教师身份构建的因素分析

教育场域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思维

方式、教学行为的内在结构、对自身专业的认识、

对未来专业发展的憧憬等［13］。幼儿教师的身份

构建处于幼儿园场域，不断的社会实践以及与周

围行动者的互动中，幼儿教师逐步明确了自身身

份，身份的逐步构建影响着他们的教育教学甚至

日常举止。幼儿的成长关乎一生的发展，整个社

会对他们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以幼儿为中心，家

长、幼儿教师、园所管理者、社会监督者保持密切

联系，在这种联系下，幼儿教师的身份不断被再

生产，不断进行重构。各个构成要素都意识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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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师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幼儿教师的身份构

建，幼儿教师在场域内部得到了支持、获得了尊

重，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是积极的。从外部

来说，幼儿教师的身份构建受到国家政策背景和

时代社会文化对自己角色期待的牵引，这些政策

或文化会通过教师所处的场域和人际情景对教

师施予影响；从内部关系来看，教师在面对外来

的角色需求时，自身要达到一个平衡，这个过程

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与反思。外层的力量一层层

向内影响渗透，真正的改变依赖于内层的改变，

这种从外向内的方式，构成了幼儿教师建构其身

份的动态机制图，如图2所示。

图2 幼儿教师身份构建动态机制图

（一）幼儿园场域是幼儿身份构建的情境基础

工作场所的影响在塑造教师对教学的理解、

促进或阻碍他们的专业发展以及构建他们的职业

身份都起着关键作用［14］。幼儿园以游戏为主要活

动，教师实施教育时要保教结合，这样的教育教学

活动与其他教育场域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另一

方面，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起步晚，教师学历总体

比其他层次的教育场域教师低，加之“幼儿教师

是保姆”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幼儿园场域的地

位和物质待遇远远不及其他层次的教育场域。从

物理环境空间来说，幼儿园大多具有多彩的环境

装饰和相似的人员结构，幼儿教师几乎全部的工

作学习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教育教学或

科学研究的地点都是园所，幼儿教师常常需要面

对繁杂的工作，与外界的交流不多，长期处于单一

的幼儿园场域。从权力资本空间来看，幼儿园管

理者的风格与管理方式虽然不同，但都以幼儿的

健康发展、幼儿园的有序运转为目标。他们会为

幼儿教师组织共同研讨学习、增加与师范学校的

交流合作等等，教师们会听从幼儿园的安排，履行

幼儿园赋予的角色，根据管理者倡导的教育教学

理念来践行自己的实践。从心理交往空间来看，

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家长、管理者、同事进行交

流互动，多方互动会带来教师对自我感官的改

变［15］，教师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感知来源于与

他人的互动中，以他人为镜而获自知之明［8］231。幼

儿园场域中幼儿教师所处的人际关系是幼儿教师

身份构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二）幼儿教师惯习是幼儿教师身份构建的方

向指导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圈子的人通常会越来越

相似，该群体的人彼此为镜，相互影响和促进，幼

儿教师的惯习会影响其身份构建过程中各个观

念的博弈进程，为身份构建提供方向指导。幼儿

教师惯习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对自身

专业发展的需求，使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专

业能力，更好地适应发展，这个过程中，幼儿教师

逐渐巩固了自己的身份。封闭的场域也使教师

的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新教师对前辈们积累下

来的方式和经验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新入职的教

师会慢慢接受这样的惯习。幼儿教师在长期的

固定模式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逐渐适应了当下

的生存方式，接受变革就意味着走出舒适圈、迎

接困难和挑战，多数幼儿教师是拒绝的。这会导

致教师们不愿进行自我反思，丧失变革的勇气，

影响自我认识判断，从而影响教师思维方式和教

学质量和效率。固化的惯习导致幼儿教师拒绝

变革，阻碍身份构建与专业成长。

（三）教师文化资本是幼儿教师身份构建的动

力源泉

作为教育者，文化资本是教师最大的资本，

在幼儿园要对幼儿进行生活习惯与学习能力的

培养过程中文化资本的作用没有被充分认识。

学前教育的培养对幼儿的一生都具有重大意义，

越来越多优秀的幼儿教师默默耕耘在这一教育

领域，他们的学历并不低，知识文化水平也越来

越高，然而他们的作用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

可。从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视角来

看，幼儿教师的经济待遇偏低［16］。我国目前幼儿

教师收入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差异大，总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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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幼儿教师的文化资本

与他们的收入有很大差距，不能带来丰厚的物质

待遇，从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较低，也不

能充分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满足他们的精

神需求［17］。这就使教师们对体制内的身份产生

不满，体制对幼儿教师文化资本的架空，让幼儿

教师对自我身份产生怀疑，从而挫伤身份认同感

和身份构建的积极性。

四、幼儿教师身份构建的实践路径

教师身份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

根据一些生活、职业和环境因素的不同，或多或

少是稳定的，也或多或少是支离破碎的［18］。目前

整个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身份普遍认同度不高，这

对正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幼儿教师来说影响很大，

加之幼儿教师工作的特殊，容易让教师产生职业

倦怠或身份低认同，甚至产生离职意向或行为，

影响教师队伍稳定性。因此，幼儿教师身份的构

建从根本上影响了幼儿园场域的稳定性，促进幼

儿教师身份构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迫切性。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为幼儿教师身份构建路径

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积极场域的创建

惯习的形成和场域息息相关，为教师提供

发展的制度场域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19］，有时不是幼儿教师不愿改变自己

的惯习，而是惯习受到了场域的制约，国家政策

制度的理念与主张也要通过场域来传递，所以

我们要为幼儿园教师创造身份构建的积极场

域。在幼儿教师的人际互动方面，幼儿园管理

者的领导地位容易造成与教师互动中的消极情

绪，管理者应本着尊重、理解的人际原则遵循

“以教师为本”的人本管理理念，尤其应该注重

情感关怀，提高与幼儿教师的互动质量，对幼儿

教师专业发展进行大胆放权，促进教师对自我

身份的认同。教师间的互助共享可以提升其教

学能力胜任感和团队融入感［20］，幼儿园管理者

应组织教师成长团体或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师

自主构建专业身份，借助这种共同体的参与和

实践，为教师提供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讨论与对

话，交流、探讨、分享成功经验，营造共同学习、

合作反思的良好氛围，提升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活力和构建专业身份的意识，让教师通过自身

主动的社会实践来构建自身［21］。在家长方面，

幼儿园或相关教育部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宣

传，减少家长对幼儿教师身份的否定和质疑，让

社会对幼儿教师身份多一份理解和认可。

场域内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幼儿教师的身

份构建，不确定的身份环境会给身份认同带来困

扰［22］。当教师充分认可场域赋予的身份，并且处

在被支持的良好场域环境内，其建构的身份会与

场域赋予的一致，甚至超越，对认定的身份也会

比较坚定［23］。幼儿园场域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和

规律运行的同时，政府应增加幼儿园场域的物质

投入，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构建起场域自主管

理系统，使幼儿园场域在物理空间环境、权力资

本空间以及心理交往空间上都有完善的规律可

循，形成一个合理规范的场域。

（二）动态惯习的培养

场域与惯习相依共存，相互制约。幼儿园场

域应给予幼儿教师更多鼓励和支持，举行相关指

导实践的讲座和报告，解决针对性的教学问题和

教师互动问题，在教育教学上更具专业性，尊重

教师，爱护教师，树立幼儿教师专业自信。在园

内成立有质量的学习共同体，鼓励教师对工作进

行反思总结，使幼儿教师认识到自我互动的意义

和原理，对自己的教学惯习进行重新审视，进行

反思性选择以建构积极真实的教师自我，为固化

的惯习注入活力。

幼儿教师在向外界他人寻求角色支持和认

同的同时，应当注意自我认同、自我角色确认和

不断自我反思重塑，积极与幼儿、家长、管理者等

利益相关体互动。幼儿教师要在场域中不断进

行“理论—实践—再理论”，不断加深对自我身份

的认知，构建独特的幼儿教师身份［24］。幼儿教师

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要保持理性的清醒意识，

通过惯习的整合和重构，采取更为能动性的行动

策略，改变不合时宜的观念和方法，推动幼儿园

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三）等值资本的兑现

不同的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经济资

本的多寡影响幼儿教师的生活质量，幼儿教师也

期待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不可否认，

文化资本是幼儿教师的主要资本，文化资本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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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应当将这种资本进行

同等价值的兑现。然而目前幼儿教师工资水平普

遍不高，国家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高其

工资待遇，促进幼儿教师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

进行转化，提升教师从教荣誉感，稳定教师群体，

从而提高幼儿教师积极的身份构建。幼儿教师进

入幼儿园场域，是在已有专业资本的基础上实现

自身的专业成长的，幼儿教师入场时所持资本的

数量和结构就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提高职前教

育的质量，增强实践性知识的学习，甚至可以提高

入场教师学历，增强教师入场时的文化资本。

现实中教师身份的构建过程是在各个影响

因素不断博弈下，教师基于自身对价值取向进行

判断与赋值，最终形成观念并付诸行动的过

程［25］。这个困难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有时在教师

的自我观感上没有什么变化［26］，有效促进幼儿教

师的身份构建，应注重各个因素潜移默化的作

用：既要国家政策与社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幼

儿园场域以及幼儿教师自身的努力探索和实践

反思。推动幼儿园场域的积极创建、培养幼儿教

师的惯习、实现文化资本的兑现，加之场域-惯

习-资本的相互作用，推动幼儿教师身份的积极

构建，促进其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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