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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各大高校与缅甸各学校签订合作项目后,很少有汉语教师或者学者针对非志愿者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本文

是结合笔者的亲身经历,研究中国赴缅非志愿者实习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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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随着“汉语热”的发展,世界各地都在学习汉语,作为汉语教师,就需

要对自身进行调整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教学制度与教学环境。 

“角色”是指处于一定地位并按其相应的行为规范形事的人。一个人

获得某种社会地位,他就扮演着某种角色。
[1]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种身份都

有其社会规范、要求和规范,所以讨论教师角色,就离不开教师的身份及其

相关的行为规范,一种社会角色确立后,相应的,也就产生了社会对这种角

色的期望,期待特定的角色遵循其行为规范而行动。当承担某种社会角色

的人的行为并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时,便会出现困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很

可能出现跨文化冲突。 

张淑华等人提出“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

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
[2]
 

1 案例 

曼德勒云华师范学院是一所集教学和文化交流为一体,面向全缅华人

华侨招生,以培养华校小学语文、数学教师为主,幼稚园、小学至高中基础

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性公益学校。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华裔。学校除了

开设有关汉语的课程还有缅文课,由本土缅文教师授课。 

笔者于2017年2月赴缅甸曼德勒云华师范学院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习,

在实习过程中,笔者在“体罚”问题上发现了差异并展开了研究。据笔者

调查,在云华师范学院,低年级学生不太能接受汉语实习老师对他们进行

“体罚”,即使是轻微的罚站也是不接受的。在实习期间,一名实习老师因

为二年级学生经常迟到,且教育无效后,要求学生站在教室后面听课,下课

后,实习老师又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但学生可能紧张或者害怕咬破了

自己的嘴唇,放学被妈妈看到后,同班同学说是被老师打的,该学生也没解

释是自己咬的。后来家长知道真相后觉得,即使是自己咬的,实习老师也不

能罚站孩子。笔者还对基础部其他实习老师进行了访谈,都表示学生不能接

受实习老师对他们进行“体罚”。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缅文老师用戒尺打

他们,随后我对学生进行了访谈,学生直接回答,缅文老师可以“打”他们,

但是实习老师不可以。并且缅文老师“打了他们”,家长知道也不会责备老

师。所以实习教师则反问自己“我也是老师。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 

由案例可以看出,实习教师在实习过程中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还存在不

解,就会反问自己一些问题。如：“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

都是老师,而我却做不到那样”等问题。 

2 案例分析 

2.1原因 

2.1.1家庭影响 

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华裔,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所以父母

会受中国教育的影响。在中国,有法律规定不允许对学生进行体罚,所以父

母会依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2.1.2教师自身影响 

赴云华师范学院实习的一般为硕士研究生或者本科生,虽然都接受过

汉语教育,但是很少有实习生参加过教学实践,教学能力不足。 

2.2措施 

2.2.1学校 

派出学校和赴任国学校都应该对实习教师进行定期的有针对性的培

训,能根本性地为实习老师解决文化冲突。 

2.2.2实习教师 

实习教师应该学会自我调节,做好独自面对各种跨文化交际的问题,

学会坚强,自我调节。除此之外,还应该学习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分析典型

案例,以便应对。 

3 建议 

3.1对个人的建议 

加强与同事、领导的交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习教师对人际身

份认同低就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交流构建和谐关系。 

3.2对机构的建议 

(1)学校应该注重培养志实习教师的志愿者精神,可以通过讲座、纪录

片等方式来激发实习教师的服务意识。 

(2)赴任国学校及外派学校应该采用人性化管理模式,增强对志愿者

教师的关心和帮助。让实习教师获得组织上的归属感。 

(3)赴任国学校应该为实习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和指导,重视其个人发

展。提供更多专业技能、教学知识方面的培训。 

4 结语 

通过笔者对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来看,实习教师在对实习过程中需要

在对“我是谁”“我何以属于教师群体”以及“我要成为怎样的人”问题

的思考中,完成教师身份认同。
[3]
除此之外,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难免会遇

到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这时,就需要实习教师对自身进行调

节并适应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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