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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解教师语用身份构建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笔者对中国知网近十年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分
析。研究发现：国内教师语用身份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教师的身份建构类型研究、话语
构建策略研究和教师语用身份构建的理论框架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师，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师的语
用身份，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研究对象相对单一，未能反映教师语用研究的多样性。因此，未来关于此领域
的研究需要拓宽思路，探索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语用身份，为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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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身份是指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属性。随着２０世纪末

身份研究的兴起，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身份进行了解读。
Ｔｒａｃｙ（２００２）曾指出身份是一种“动态的、基于情境获得的结
果”，身份是在情境中构建的，通过说话者话语传达出来的一
种属性，不是固定不变的。我国学者陈新仁（２０１３）基于此提
出了语用身份论，即：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中发出或理解特定
话语时所有意或无意做出的身份选择。在人际交往的过程
中，说话者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话语策略构建某种特定的身份
来达到其交往的目的。

教师身份研究是教师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影响
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十年来，自语用身份理论
提出后，国内学者对教师语用身份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加，以
“教师语用身份”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截至
２０２４年１月底，其相关研究的论文共６５篇。自２０１５年徐敏、
陈新仁发表的篇名为“课堂语境下大学英语教师的身份建构
及顺应性”的学术论文后，对该领域的研究几乎呈上升趋势。
本文拟对近十年内中国知网关于“教师语用身份”的论文进
行综述整理。以期探索三个核心问题：一是近十年来我国教
师身份研究的成果有哪些？二是国内教师语用身份的研究
对象和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三是现有的研究对
未来的研究有何启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梳理和深入
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教师语用身份的内涵、特点和演变，
希望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成果概述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笔者发现６５篇关于教师语用身份的

研究论文中，学位论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共计２０篇，其中
硕士论文１８篇，博士论文２篇。英语类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
数量次之，有１７篇，学报论文１４篇，ＣＳＳＣＩ或核心期刊论文
为５篇。从语用身份论出发，教师语用身份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教师的身份
建构类型研究、语用身份话语构建策略研究以及教师语用身
份构建的理论框架。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教师的语用
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教师的身份建构类型研究
笔者对除学位论文外的４５篇学术论文出现的身份研究

进行归纳发现：在教师身份类型的研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
是依次是权威型（１８次）、博学型（１４次）、亲和型和同伴型
（各１２次）。学者张润晗（２０２２）、郭奕彤和江颖（２０２０）以及
徐敏和陈新仁（２０１５）等人课堂语境中探讨了这一研究发现。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的推广，教师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身份
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教师身份构建研究的视角也在不
断丰富。从传统的语用学视角逐步转向“三全育人”“课程思
政”和文化自信等多元视角。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丰富了教
师身份构建的类型，也使得研究范围从传统的线下课堂语境
扩展到线上课堂语境，如慕课和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模式。
同时，研究范围还进一步延伸至课堂之外的语境，如硕士论
文答辩和学术会议等场合中的教师语用身份。如，袁春波与
顾荣荣（２０２３）指出受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教师职称晋升、
工作绩效考核、文化传承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等多种因素的驱
动，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建构教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文化传播者和国际合作者等多元语用身份。教
师的身份建构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随着视角和研究的不断丰富，我们对于教师语用身份的
理解和认识也将更加深入。

（二）语用身份话语构建策略研究
在语用身份理论的视角下，身份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并且可以通过话语来实现。当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采
用教师话语标记法来探究话语构建的策略。例如，王爱霞
（２０２３）通过主题标注法，深入剖析了四位高职英语教师的课
堂语言，进而提出了“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英语教师语用身
份的话语建构策略。王丽娜（２０２２）运用话语标记俄语教师
课堂教学中的话语，研究其话语策略。

在话语分析的类型上，学者陈新仁提出的宏观和微观层
面分析被广泛采用。他指出话语类型宏观层面包括语码、语
体、语篇特征、话语内容、话语方式；微观层面包括言语行为、
称呼语、语法、词汇短语、语音特征以及副语言特征。如，黄
菁菁、肖伟、李欣（２０２１）指出教师在教学语境中使用语体、话
语内容、称呼语和言语行为这四种话语策略，动态地构建身
份。佟丹丹（２０２０）认为，在网络授课过程中，教师通过不同
语体选择、称谓语、多模态及言语行为等策略，塑造了在线课

１５

第３８卷第３期　 总第３８５期
２０２５年２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３（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５）
Ｆｅｂ．（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堂中的六种语用身份，增强了在线教学的互动性。
吴珏（２０１５）通过对两位英语网络课程教师的语体、言语

行为、称谓语和多模态策略深入对比分析，揭示了网络教师
的默认身份和偏离性身份，为理解网络教育环境中教师的身
份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高燕姣（２０２３）、陈铭与王雪
玉（２０２１）从元话语策略角度对教师语用身份进行研究。代
慧婷（２０２３）分析多模态话语策略在身份构建中的应用，为我
们提供了更广的研究视角。

（三）教师语用身份构建的理论框架
在教师语用身份的研究中，学者们构建了多种理论框

架。大部分研究者基于语用身份论视角，探讨教师在课堂语
境中的身份类型和话语策略（如，孙铭钰，２０２２；郭奕彤，
２０２０；代慧婷，２００３）。此外，顺应论视角也得到了学者们的
关注，关注语言选择与语境之间的顺应性（如，宋世芹，２０２１；
古平、孟荣新，２０１６）。少数研究者从下列理论视角出发研究
教师身份构建：如，从元话语视角下，基于元话语分类，考察
构建身份的元话语使用情况（王佳琦，２０２２）；从活动理论框
架下，探讨冲突对教师身份形成的中介作用（李玉建，２０２２）；
从言语行为视角出发，分析教师的语言行为如何构建身份
（刘娣、王雪玉，２０２１）。从产出导向法视角，探究教师在驱
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中教师话语策略如何构建身份（黄
菁菁、肖伟、李欣，２０２１）。或从语义波理论视角下，研究教师
语言中的语义变化与身份构建的关系（李洋，２０２０）。

此外，一些学者尝试将多种理论结合，进行综合分析。
文希蕾（２０２３）综合运用顺应理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和学
习共同体理论，全面探讨教师语用身份的构建过程。高燕姣
（２０２３）以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９９９）的顺应论为基础，结合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的元话语人际模式，深入分析教师在不同语境中的语
用身份。

二、研究方法述评
教师语用身份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研

究话语、语境、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这四大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动态意义，这些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动态意义构成
了教师语用身份研究的核心内容。正是由于语用学的学科
特点，关于教师语用身份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如，前面提
到的学者袁春波与顾荣荣对大学英语教师在课堂语境中和
课堂语境外的语用身份构建及其动因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
了教师在不同语境下的身份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李媛霞
（２０２３）从课程思政语境的角度探索外语专业教师社会身份
建构路径。

然而，实证研究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实证主要通
过收集和分析语料，对提出的理论和假设进行验证（何兆熊，
２０００：３５１），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两者的结合。在语
用学中，定性分析法倾向于采用访谈、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
料，并根据主观理解和解释进行分析。具体应用包括归纳、
演绎、分析、概括等方法。教师语用身份的话语构建策略主
要基于课堂语境，通过对教师课堂话语分析，研究者们得出
构建的身份类型以及所使用的话语策略。或者研究者们通
过分析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话语策略，得出其构建语用身份
的类型。

因此，当前对教师语用身份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当然，也有一些定量分析的尝试。例如，徐敏和陈新仁
（２０１５）通过分析２０名教师的教学视频所建立的语料库，深
入探讨了教师话语的言语行为类型以及指令类言语行为，进
而得出教师所构建的身份类型。这种研究方法在教师语用
身份领域算是较为少见的定量分析。总体而言，教师语用身

份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偏多，其中定性研究方法
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定量分析则相对较少。

三、研究对象概述
通过对６５篇关于教师语用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笔者发

现国内研究涵盖了线上和线下（慕课、翻转课）课程类型，涉
及的教师层次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涉及了各个教育阶段。数
据分析显示，教师语用身份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
领域的教师，如英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和俄语教师。在二
语习得课程中，语言既是学习的目的，也是课堂教学的媒介。
教师所使用的教学用语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因此作为语料
库对教师的语用身份进行分析具有可信度。

根据研究对象学科统计图显示，英语教师在教师语用身
份分析中占据绝对多数，占总比例的８５％。这一比例与全国
英语教师的总数有一定的关联。此外，在所有教学层次中，
研究大学英语教师的论文居多，有３７篇，占比达到５７％。这
种现象可能与从事该领域研究学者的职业背景有关，论文作
者中大部分是高校教师，他们对大学英语教学比较熟悉。
如，５篇核心论文的作者均来自各大高校，如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京大学和常熟理工学院。而硕士论文
中出现的研究对象则大多以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总之，教师语用身份研究对象涉及了不同层次和学科的
教师，但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领域的教师，尤其
是英语教师。这一现象可能与该领域研究者的职业背景和
全国英语教师的总数有关。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到
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师，以更全面地了解教师语用身份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

四、未来研究趋势
随着身份研究的深入，语用身份的研究发文量逐年上

升，国内知网检索近五百多篇，相关核心论文也近８０篇。教
师语用身份作为语用身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
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区间。然而，现有的研究
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现有文献中的研究对象过于单
一，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英语教师的语用身份上，其他学科
的教师较少涉及。这导致了一些学科教师的语用身份研究
仍处于空白状态，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填补。其次，研
究路径相对单一。尽管陈新仁教授（２０１９）提出了五种研究
路径，但后续学者大多秉承这些研究思路，没有创新。这限
制了该领域的发展，对该领域的深度探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走。此外，对教师语用身份分析的语料逐渐从课堂语境研
究转向其他语境，如网络课堂、论文答辩、微信群、学术会议
等。然而，混合研究设计仍然较少涉及。在同科目教师间，
对新手教师、熟练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对比研究则能更好地了解不同语境下教师语用
身份的特点和变化。因此，研究者需要深入挖掘该领域，拓
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加强混合研究设计和对比研究，以
推动教师语用身份研究的深入发展。

五、结语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知网中关于教师语用身份的文献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了国内教师
语用身份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目前教师语用身份的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师群体，且学术论文的作者大多
来自高校英语教育领域。在研究热点方面，当前该领域主要
聚焦于身份构建、话语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框架。这些发现
不仅丰富了笔者对教师语用身份的理解，同时也为未来的研
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下转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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