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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复原力研究综述

陈玉华

摘要 教师复原力是当前教师研究的热门领域和正向转型，有助于促进教师品质性留任、保

持教学热情和坚守职业承诺。本文通过整理近些年来有关教师复原力的核心中、英文文献，

从教师复原力的概念、影响因子、结构模型、测量、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发现：

应在心理建构与社会建构综合脉络下理解教师复原力，注重内在因子、外在因子、保护因子

和危险因子对于教师复原力的复杂作用。未来，我国教师复原力研究亟需理论上整合和本土

化，实践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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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永远是一件在完成中的作品；变革不曾间断。面对持续的教育变革，教学在复杂脉

络中，已然成为 21世纪最具压力的专业之一。[1]教师面对学生差异、课改压力、父母的高

期望等，[2]却亟需不断调整，为至关重要的需求提供答案。在同等情况下，缘何一些教师效

能低下，甚至离开了教职，而另一些教师却“越挫越勇”？教师怎样在逆境中保持教学效能，

维持对专业的动机与承诺，在照顾好学生的同时，照顾好自己？[3]教师教育领域称这种能在

逆境中正向发展的现象为“教师复原力”（teacher resilience）。近 10年，教师复原力（teacher
resilience）的研究继而浮现、蓬勃升起，极大促进了教师专业提升和有品质的教学生涯形塑。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国内外教师复原力相关文献，以窥视当前教师复原力研究现状，并预期

我国教师复原力研究趋向。

一、什么是教师复原力

教师复原力（teacher resilience），来自于复原力（resilience）一词，其动词形式 resile
源自拉丁语 resilire , 意为“跳回”( jump back) 、“弹回”( recoil )。[4]在教育心理

学领域中，常见翻译为“（心理）弹性[5]”、“（心理）韧性[6]”、“（心理）复原力[7]”。

以上翻译中，作者最为认同“复原力”的译法：（1）虽然，Resilience起初的研究和压
力不无相关，也和物理学中的“弹性”有着类比和隐喻，但一旦使用于教育和心理领域，其

复杂性内涵已超越“弹性”和“恢复”本身，“复原力”为此研究的复杂性提供了词汇学意

义上的可能。（2）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更为推动 Resilience的研究，“复原力”更多蕴含
积极、正向的意蕴。（3）有关 Resilience的研究和目前教育领域中关怀取向也不无相关，“复
原力”更能表达对于教育领域中有关人的关怀取向，凸显人的主体、能动性。

当下学术界对复原力有 5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1）复原力是一种能力。如：复原力是
个体承受重大变故的能力；[8]是个体能经得起困境及在困境中能适当调适的能力[9]等。（2）
复原力是个人特质。如：复原力是人们面对改变之后的情境要求（特别是压力情境和创伤事

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变通性行为倾向，是适应持续环境的人格因素[10]等。（3）复原
力是发展结果。如：复原力是高危群体克服不利因素，仍然能够发展良好的结果[11]等。（4）
复原力是动态过程。如：复原力是压力、逆境等生活事件与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12]（5）复原力是结果、过程以及能力的综合。如：复原力是个体的各种能力和品质通过动
态的交互作而使个体在遭遇不利环境和压力时能迅速恢复和成功应对的过程。[13]以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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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存在以下共性：（1）个体遭遇了逆境或挫折。（2）个体能够从逆境中复
原过来。（3）心理复原力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的过程。

相比较于复原力，教师复原力还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14]复原力引入教师领域后，教

师复原力的概念也和复原力有大致相似的概况，作者认为，这和各研究者所关涉的研究对象、

研究偏好、研究角度、方法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相关。经和 Resilience的概念比对，教师复原
力的概念可粗略地归属为“能力说”、“特征说”、“过程说”、“互动说”、“综合说”5种，整
理相关文献，理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表 1 教师复原力概念分类表

类别 作者 教师复原力（teacher resilience）的概念

能力说

Bobek,2002 教师有能力调试各种情境，并且提升个人面对负面情境的能力。

Murray Oswald, Bruce

Johnson&

Sue Howard,2003

为克服自身弱点和环境压力，并且在面对潜在危险时能够复原并

保持良好状态的能力。

Castro, Kally,& Shin,2010 经验一个负面情境时，能采取特定的策略（的能力）

过程说
Patterson, J. H., Collins, L.,&

Abbott, G,2004

在逆境下教师有效利用各种支持性资源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

特质说
Brunetti,2006 教师的一种内在特质，该品质促进教师维持对教学的承诺，在挫

折中仍能继续坚持本职工作。

互动说 Tait,2008 与环境事件互动的模式，在压力的时刻被激发与培育。

综合说

C.F.,Mansfield, Susan

Beltman, Anne Price &

Andrew McConney, 2012

复原力是动态的过程，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复原力的过程

中，保护因子和危险因子扮演重要角色；复原力受到个人能力的

影响，包括特质、归因、才能或能力等。

从“能力说”到“综合说”，学者们对于教师复原力的概念，有两种重要的论点：[15]（1）
教师复原力是一种“心理建构”的概念。以 Fedrickon发展的“正向情绪扩建理论”（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为此论点的架构，如高兴、兴趣、知足和爱等正向情
绪会促进教师个体激起心理上的复原力。（2）教师复原力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此论
点认为教师复原力要放在社会系统中动态理解，是脉络中动态过程的结果，如关怀的教育场

域、正向的学习环境以及社群与同侪的支持等。[16]心理建构的观点更加倾向于复原力与个人

特质和能力有关；社会学建构则认为复原力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二、影响教师复原力的因子与框架模型

（一）教师复原力的影响因子

从复原力的概念来看，个体要想有比较高的复原力，需要积极人格特质的建构，家庭支持系

统的建立，社会支持和外在资源的建构。[17]根据复原力的内容不同，可以将复原力分为内部

影响因子和外部影响因子。所谓内部影响因子，是指个体在认知、情感及行为层面所具备的

特质、态度和技能。外部影响因子，是指个体从外界获得的支持情况和受助情况。根据各因

子影响复原力的功能不同，还可分为保护因子和危险因子。保护因子是指能减轻不利处境中

的个体所受到的消极影响、促使个体心理复原力发展的各种因素。危险因子是指阻碍个体正

常发展，使个体更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或者环境方面

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危险性因子并非一定导致不良的发展结果，只是它能产生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