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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荣誉制度实施及其提升教师地位效应研究
———基于２２３６９份教师问卷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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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荣誉制度是提高教师队伍地位和质量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建设新时代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２２３６９份教师调查问卷，采用量化分析方法探讨了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现状，及其对提升教师社会
地位的实质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师荣誉制度较为健全，但制度内部有待优化；获得荣誉称号有助于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感知，在城市教师和乡村教师间影响存在差异；教师荣誉制度对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具有显
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社会氛围、专业地位发挥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为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研
究建议应完善教师荣誉制度设计，构建多层次荣誉体系；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
专业地位，激发教师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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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４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大教师荣誉表彰力度，
加强对优秀教师激励奖励，弘扬教育家精神，进一
步巩固提高教师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２０２１年出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则明
确将教师荣誉制度写进法律，充分肯定了教师荣
誉制度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教师荣誉制度旨在通
过对有重大贡献或在教学、科研、师德方面表现突
出的教师进行荣誉表彰和称号授予，增强教师职
业的荣誉感，在全社会营造出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同时，积极宣传教师群体中的正面典型与优
秀事迹，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已成
为提升教师地位的关键举措。［１］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教师荣誉制度在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挑战，如政策效能不足，［２］
教师荣誉体验感不高、激励措施不到位等，［３］在
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发挥教师荣誉制度应有的价
值与效用。［４］２０１６年起开始颁发的“乡村学校从
教三十年教师荣誉证书”项目，同样存在类似问
题。［５］一项关于教师荣誉称号对教师地位影响的
混合研究发现，获得荣誉称号对县城教师地位认
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乡镇教师来说影响
并不显著。［６］基于此，本研究将从教师个人层面
和制度实施层面进行双重分析，探究教师荣誉制
度的实施现状和影响效应，及其对教师社会地位
的作用机制，为优化教师荣誉政策、促进教师地位
提升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和策略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荣誉和教师荣誉制度的相关研究
荣誉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经典概念，通

过授予荣誉的形式体现社会对个人或团体价值、
贡献的承认与认同。［７］由此，荣誉的内在价值在
于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人类本性，外在价值则
在于赢得社会的积极肯定评价。［８］没有荣誉制
度，荣誉便无法产生从而授予个人或组织。［９］作
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教师荣誉制度是国
家运用法治思维和制度权威肯定教师价值、激励

教师发展、提振师道尊严的政策工具。［１０］主要发
挥以下主要功能：一是政治功能，塑造价值导向。
教师荣誉制度不仅是对教师个人卓越表现的认
可，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正如赫伯特·克吕格
尔（Ｈ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üｇｅｒ）所说，荣誉奖赏是激励和促进
民众自愿做出设立者所期望的行为的重要手
段。［１１］二是激励功能，激发教师活力。教师荣誉
制度能够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促使教师不断追
求卓越，勇于探索教育创新。研究显示，获得荣誉
对教师工作投入感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２］三是引领
功能，构建社会共识。教师荣誉制度通过将教师
群体的优秀事迹与卓越贡献置于公众视野之下，
不仅增强了教师的社会认同感与自豪感，也深刻
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教育的认识与态度。［１３］

（二）教师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
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地位已经成为了社会学

和经济学领域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当谈
及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教师社会地位，一般指教
师的经济收入、参与政治的权利、文化资源的分配
和创造等方面在社会各个部门和行业总体中所处
的位置。［１４］鉴于早期关于教师社会地位的研究，
大多基于教师工资收入多少来分析教师社会地位
的高低，奥布里·贝里（Ａｕｂｒｅｙ Ｌ． Ｂｅｒｒｙ）提出要
进一步研究法律对教师地位的影响。［１５］此后，有
学者从教师职业声望的整体评价、奖励和认可、教
师工作条件、职业自由和自主、控制和监视等五个
方面来对教师地位进行测评。［１６］我国学者在已有
研究基础上将教师地位划分为政治地位、报酬待
遇、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四个方面。［１７］关于影响
教师社会地位高低的因素，相关研究表明，性别、
有无子女、学段、地区、职称、工资、教龄、学历、岗
位等因素都会对教师社会地位产生影
响。［１８］［１９］［２０］

（三）教师荣誉制度促进教师社会地位提升
的效应
１．教师荣誉制度与教师社会地位
教师荣誉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政策设计，以国

家的权威性来彰显教师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
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和示范性。［２１］一方面，由于荣
誉本身不具备普通的交换功能，其价值承载于符
号或物质资本之中并通过相应仪式得以彰显。［２２］
另一方面，教师荣誉制度旨在通过表彰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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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果、专业贡献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借助象征
性、仪式化的活动生产象征符号，不断生成象征权
力，从而持续提升教师社会地位。［２３］相关研究表
明，综合奖励、获得专业认可以及受社会尊重的荣
誉是提高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有效途径。［２４］社会
认同理论则指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其在社会中
获得的认同和尊重密切相关。［２５］教师荣誉制度作
为一种公共荣誉，不仅是对教师辛勤付出和教育
成就的肯定，更是赞扬其所做出的社会贡献。［２６］
这种荣誉的赋予能够增强教师内在职业自豪感，
强化教师专业身份认同，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Ｈ１：教师荣誉制度
能够正向预测教师社会地位。
２．社会氛围的中介
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Ｇｒａｍｓ-

ｃｉ）主张国家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途径塑造公
共价值，进而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２７］一方面，教
师荣誉制度通过公开表彰、宣传的方式，引领并塑
造了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共识与尊重，提高教师
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颁发荣誉称号，真正
表彰那些在专业和教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师，
提高教师自身职业认同。相关研究表明，荣誉制
度对塑造公民认同和社会声望具有重要意义，这
正是构成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２８］根据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获得他人尊重和认可有助于提
高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认同。［２９］获得荣誉称号意味
着教师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认可，这种
正向反馈极大地增强了教师的自我认同感，提高
教师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据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Ｈ２：社会氛围在教师荣誉制度对教师社
会地位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３．专业地位的中介
荣誉体现了对教师个体的专业贡献和价值的

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自我成长与心理
资本。［３０］研究表明，教师参与荣誉评选的目的不
仅在于获得荣誉本身，更在于通过这一过程深化
教学反思和改进，从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３１］同
时，荣誉制度作为社会认同的强化剂，通过公开表
彰的形式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外部形象与专业地
位，增强了其职业荣誉感。因此，获得荣誉能够通
过内外部共同作用，提高教师对自身专业地位的
感知。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６年的提议和

美国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提升
教师专业化水平是增强其社会地位的关键路径之
一。［３２］［３３］通过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建立
规范的教师专业制度，包括教师准入、培养和培训
等，将教师职业打造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当教师
荣誉制度对教师专业成就进行认可与表彰时，不
仅增强了教师的专业信心与职业满足感，也为其
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尊重与信任，进而提高教师
社会地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Ｈ３：专
业地位在教师荣誉制度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路
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４．社会氛围与专业地位的链式中介
教师专业地位还可能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

根据职业认同理论，社会对某一职业的认知和评
价会影响个体对职业地位的感知，当社会环境支
持较多、阻碍较少时，个体更有可能制定出适合自
己职业生涯发展的行为。［３４］也就是说，当教师职
业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时，教师会不断提升
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教育教学能力，从而在社会中
树立更为积极的教师形象。这种社会认可会强化
教师对自身专业地位的认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和专业自主性，提高教师专业地位。相关研究发
现，相较于荣誉奖励，农村教师在其所在场域获得
的社会承认与尊重更能提高其地位认同。［３５］据
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Ｈ４：社会氛围、专业地位
在教师荣誉制度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路径中发
挥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１所示：

图１　 链式中介效应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新时代提高教师地位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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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体系研究》课题组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２３年１
月开展的“提高教师地位政策实施情况”的全国
性抽样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对东、中、西部６个
省份的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回收
问卷２７６３７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２２３６９份，问卷有效率８０． ９４％，其中女性教师占
比６５． ８２％，乡村教师占比５３． ７８％，高级以上职
称教师占比２２． １２％。

（二）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教师社会地位。由教师主观感知

到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专业地位以及社会声望
取均值而来，５点计分。
２．自变量：教师荣誉制度。通过问卷调查，得

到教师所在学校或政府在实施荣誉制度方面的情
况，共计４个题项，５点计分，例如“当地政府和我
所在的学校会授予优秀教师各类荣誉称号”等。
同时，获得教师荣誉称号情况包括是否获得荣誉
称号、获得最高荣誉称号级别（校级、县级、市级、
省级及以上）、获得荣誉称号次数三方面。
３．中介变量：社会氛围和专业地位。社会氛

围由教师感知到的“我所在地区（城区、乡镇）形
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一题而来，５点计分；
专业地位由教师主观感知到的专业地位而来，５
点计分。
４．控制变量：将还可能影响教师社会地位感

知的相关因素进行控制，包括教师性别、教龄、最
高学历、任教学段、教师职称、省份、学校位置、学
校类型等。

（三）数据分析方法
１． ＯＬＳ回归模型。本研究旨在探究教师获得

荣誉称号能否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感知，构建模型
方程如下，数据分析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６． ０进行：

Ｙｉ ＝β０ ＋β１Ｈｏｎｏｒｉ ＋β２Ｘｉ ＋εｉ
其中，Ｙ表示教师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Ｈｏｎ-

ｏｒｉ表示教师获得荣誉称号情况，包括是否获得荣
誉称号、获得最高荣誉称号级别、获得荣誉称号次
数。Ｘｉ为控制变量，β０为截距，εｉ为随机扰动项。
２．链式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检验社会氛围、

专业地位在荣誉制度对社会地位路径中发挥的中
介作用，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首先，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数据收集采用自我报告法，
为了控制共同偏差问题，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

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经旋
转的条件下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是３５． １９％，低
于４０％的临界值标准，说明第一个因子对变异量
的解释程度并不起主要作用，数据并不存在明显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次，对变量间相关性进
行检验。由表２可知，四变量见均呈显著正相关，
符合理论预期，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使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宏软件的ｍｏｄｅｌ ６进行检验，采用偏差校
正的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估计法，对样本进行
随机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估计中介变量的９５％置
信区间，检验链式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表１　 各变量相关矩阵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１．荣誉制度 １
２．社会氛围 ０． ５７** １
３．专业地位 ０． ３２** ０． ３３** １
４．社会地位 ０． ４０** ０． ５１** ０． ７８** １

　 　 注：*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教师荣誉制度现状
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现状
通过对当地政府和学校会授予教师各类荣誉

称号、建立教师荣誉展示柜（墙）、宣传教师先进
事迹以及建立荣誉教师跟踪指导与服务制度等４
个题项，对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现状进行考察。研
究结果如图２所示，结果表明：教师荣誉制度建立
情况较好，大部分学校建立了颁发荣誉称号制度
并设立了配套制度，建立跟踪指导与服务制度最
为薄弱。
２．教师荣誉称号获得情况
结果显示，６７． ９６％的教师曾获得荣誉称号，

获奖类型集中于县级（４５． ００％）和市级（２５． ８０％）
荣誉，省级及以上荣誉不到四分之一，乡村教师以
获得校级和县级荣誉为主，城市教师则更可能获
得市级和省级荣誉。其次，平均获奖次数为４． ７５
次，超过一半的教师表示获奖次数不足三次。此
外，职称较低的教师很少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而
高级教师更有可能获得高级别荣誉称号。可以发
现，教师专业工作受到相关部门认可，大多数教师
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荣誉称号，但获得荣誉称号的
次数有限，获高级别荣誉称号机会在地区和职称
方面存在不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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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现状

图３　 教师荣誉称号获得情况
　 　 （二）荣誉称号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效应
１．全样本检验
表２呈现出获得荣誉称号情况对教师社会地

位感知的影响。模型１ －３分别显示出：获得荣誉
称号有助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感知；获得荣誉级
别对教师社会地位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
获得荣誉次数对教师社会地位感知的影响效应呈
现倒“Ｕ”形，在获得第６次荣誉称号时达到影响
效应的最大值。

表２　 荣誉称号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数项 ６． ４０３***

０． ２０１
６． ０７４**

０． ２８５
６． ０９０***

０． ２８５

是否获得过荣誉 ０． １１８***

０． ０３０

获得荣誉级别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获得荣誉次数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获得荣誉次数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Ｎ ２２，３６９ １５，２０１ １５，２０１

Ａｄ-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注：*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ｐ ＜０． ００１，下同。

　 　 ２．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进行分样本回

归，研究发现：就是否获得荣誉而言，模型４ －５显
示出对城市和乡村教师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对乡
村教师影响效应更大；就获得荣誉级别而言，模型
６ －７显示出对乡村教师影响不显著，但对城市教
师有显著正向影响；就获得荣誉次数而言，模型８
－９显示出对乡村教师影响不显著，对城市教师
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呈现倒“Ｕ”形，并在获得
第８次荣誉称号时达到最大。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影响效应的稳定性，将

结果变量替换为“教师是否参加政策制定”，教师
参与政策制定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
结果显示影响效应与上文研究结果一致，影响系
数变化不大，表明模型稳健性较好。

（三）教师荣誉制度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
机制

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荣誉制度
对教师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同时加入性别、最高
学历、学校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图４所
示，首先，荣誉制度能够直接影响教师社会地位
（ｂ ＝０． ０４０，ｐ ＜０． ００１），直接效应占比仅９． ８１％，
研究假设Ｈ１得到验证；其次，荣誉制度———社会
氛围———社会地位这条间接路径的效应值为
０． １５１，占总中介效应比为４０． ５３％，９５％ ＣＩ不包
含０，说明社会氛围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研究假
设Ｈ２ 得到验证；再次，荣誉制度———专业地
位———社会地位这条间接路径的效应值为０． １３２，
占总中介效应比为３５． ３９％，９５％ ＣＩ不包含０，说
明专业地位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研究假设Ｈ３
得到验证；最后，荣誉制度———社会氛围———专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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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社会地位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０． ０９０，
占总中介效应比为２４． ０９％，９５％ ＣＩ不包含０，说

明社会氛围和专业地位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研
究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表３　 城乡教师异质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４乡村 模型５城市 模型６乡村 模型７城市 模型８乡村 模型９城市
常数项 ６． ２６０***

０． ３０１
６． ３０４**

０． ２６９
５． ８９９***

０． ４７９
６． ００５***

０． ３５９
５． ９２０**

０． ４８０
６． ０１８***

０． ３５８

是否获得过荣誉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４

获得荣誉级别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２６

获得荣誉次数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６

获得荣誉次数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Ｎ １２０３１ １０３３８ ８０４６ ７１５５ ８０４６ ７１５５

Ａｄ-Ｒ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３

图４　 荣誉制度对教师社会地位的链式中介模型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教师荣誉制度有待优化。研究发现：我

国教师荣誉制度已基本建立，涉及评选、宣传和誉
后管理等环节。然而，获荣誉称号情况存在级别
偏低和次数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低
职称教师，高级别荣誉的获取机会更显不足。

表４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点估计值 ＳＥ

９５％ＣＩ
上限 下限 应量占比

总效应 ０． ４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４２４ ０． ４００ １００％
直接效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１ ９． ８１％
总间接效应 ０． ３７２ ０． ００６ ０． ３８３ ０． ３６０ ９０． １９％

荣誉制度一社会氛围一一社会地位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３ ０． １４４ ０． １２０ ４０． ５３％
荣誉制度一专业地位一社会地位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６ ０． １４３ ０． １２０ ３５． ３９％

荣誉制度一社会氛围一专业地位一社会地位 ０． ０９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３ ２４． ０９％

　 　 第二，获得荣誉称号有助于提高教师社会地
位感知。研究发现：获得荣誉称号对提升乡村教
师的社会地位感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由于乡村
教师在乡土社会中的独特角色和荣誉的稀缺性，
荣誉称号成为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显著增强
了其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相对而言，城市教师
社会地位的提升与获得更高级别的荣誉密切相
关。以往的研究较少针对荣誉称号获得、获得次
数、获得级别对教师社会地位影响进行细致分析，
而本研究发现其差异化影响，为优化教师荣誉制
度和提升教师社会地位提供了实证依据。

第三，社会氛围和专业地位在教师荣誉制度

对教师社会地位之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研究发
现：教师荣誉制度对教师社会地位感知的直接效
应较小，社会氛围和专业地位的单独中介和链式
中介产生间接影响效应较大，其中社会氛围的中
介效应更为显著。社会氛围涵盖了公众对教育的
态度和对教师职业的尊重程度等文化因素，共同
构成了提升教师社会地位的基础。同时，教师荣
誉制度作为对教师专业能力的认可，增强了教师
的职业自信和专业权威，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社
会地位。以往的研究较少分析教师荣誉制度是如
何提升教师社会地位，而本研究结果深入地揭示
出教师荣誉制度通过塑造社会尊师重教氛围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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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师专业认可，结合内外路径共同实现教师社
会地位的提高。

（二）研究建议
第一，完善教师荣誉制度设计，构建多层次荣

誉体系。首先，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荣誉体
系，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荣誉架构，确保各级各
类教师都能感受到荣誉制度带来的正向激励。其
次，均衡荣誉称号获得机会，增加对农村地区、偏
远地区教师的倾斜政策，打破地域、职称等限制，
确保各类教师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高级别荣
誉；制定多元化的评选标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
同职称的教师特点，打破单一标准限制，确保公平
公正。再次，设立专项荣誉奖项，针对特定贡献或
特殊岗位的教师给予表彰，如“乡村教育突出贡
献奖”、“青年教师成长奖”等。最后，建立荣誉评
选监督机制，加强社会监督，确保评选过程公开透
明，建立评选危机处理机制，及时调整评选策略；
建立荣誉获得者的跟踪服务机制，定期了解荣誉
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持续推进教师专业高水平
发展。

第二，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弘扬教育家精
神。首先，利用媒体、网络等多种媒介渠道，加大
对优秀教师事迹的报道力度，例如增加专题报道、
推送优秀教师故事等，提升公众对教师职业价值
的认识。其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组织教育家
精神主题论坛及制作教育家纪录片等，传播教育
家思想、展现教育家风貌，通过典型人物的示范效
应，带动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和支持。最后，
加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沟通与合作，举办家长开
放日、教师节庆典等活动，增进教师与家长、社区
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树立教育行业的正面形象，
提高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与认可。

第三，提升教师专业地位，激发教师发展动
力。首先，加强教师职前教育和在职培训，提供多
样化的培训资源和学习机会，涵盖教学技能、课题
研究、心理辅导等多方面，帮助教师不断提升专业
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从而增强其职业自信和专
业地位。其次，将荣誉制度与教师专业成长紧密
结合，合理设置晋升通道，通过荣誉激励教师不断
追求卓越，也为获得荣誉的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
发展机会，如参与国际交流、教学改革项目等，确
保荣誉制度能够有效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和个人

成长。最后，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建立荣誉奖励机
制，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将荣誉获得情况纳入薪酬
调整考虑范围，体现荣誉的实际价值，激发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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