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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教育社会学的视野中，教育问题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折射，几乎所有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宏观
问题、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都可以从教育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和解读。
由吴刚主编的《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议题》在此做出了尝试，他们追踪国际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并将全
球视野与本土探索相结合，希望形成参与国际对话的理论视野和学术素养。
与国际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前沿议题相呼应，《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议题》分析和探讨的话题包括语码理
论与符号控制、课堂的社会过程与隐性课程、社会资本与教师群体的专业成长、教育平等的女性主义
视角、国际媒体素养教育、转型社会中的教师身份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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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角色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顺序并不相同，教师需要根据自身状况以及情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
、重组自身的角色呈现，表演好特定情境预设好的角色。
由于教育情境复杂而多变，因而教师角色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教师需要扮演许多并不相同甚至相互
冲突的角色，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承诺。
不同的角色对教师造成困扰，教师被夹在各自有着自身合理性的不同角色之间，但是对教师进行评价
的时候人们往往以某一单一角色、功能的履行状况作为基本标准而不考虑其他角色对教师实现这一功
能的可能损耗。
　　教师的不同社会角色是与特定的社会功能相对应的。
而且，尽管角色都是由外界界定的，但是终究需要教师来具体展现，不同角色之间的紧张最终会在教
师行动中体现，造成教师的角色紧张和内心冲突。
　　事实上，教师只能部分而不是整体实现角色功能，作为教师他（或她）是合格的，能够按照学校
要求做好各项事务，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或者父亲或许是不称职的，而且中小学教师更多的是女教师，
不能照顾子女对于她们来说更难以承受。
尽管受到“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意识形态洗礼，但传统上抚养照顾子女仍是女性天然的职责，教
师职业对于母职的剥夺不论是否恰当毕竟是现实，其后果则需要女教师独自承担。
“教学占去大部分时间，很少有时间陪女儿，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受访者语）。
教师职业对传统母职角色的压制造成了教师的角色紧张，成为妨碍女教师身份认同的职业性因素。
　　与社会公众对女教师的常识性看法有所不同，尽管做女教师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符合我们对
女性的角色预设，但是事实上女性在从事教师职业之后往往深陷在不同角色的相互冲突中。
不同角色在时间、精力、资源上的排他性占有、限制了女教师可能采取兼顾行为的空间，在非此即彼
的对立选择中，女教师往往只能优先选择工作而不情愿地放弃家庭。
尽管在传统上女性被要求呆在家里，女性工作被讥笑，甚至被认为有损男性的面子，但是进入现代社
会，女性工作不只是维持家庭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女性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如果工作得不
到认可，会影响女性的自我认同。
实际上这也宣示了女性母职在女性价值世界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工作开始以强有力的方式塑造女性的
认同。
不过不同地区的女性、不同的女性赋予母职在自身价值世界中的权重并不一致，呈现出地区性、个体
性差异。
教学对教师日常生活的侵犯，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性领域对于私有领域的压制，系统对于生活的
入侵，女教师的情感、经验受教育规则制度的约束不断狭小化、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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