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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被污名化: 现实困境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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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和逻辑论证等研究方法,对体育教师被污名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体育教师被

污名化主要表现为道德形象、专业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4个方面,进而从破坏性评议、负面性

型塑、强制性施压和结构性偏见等角度,就污名化对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的负面影响进行阐释。认为,
体育教师被污名化源于当代社会的信任危机以及学校体育的异化,且有显著的 “泛污名化”特征。在

此基础上提出,体育教师需要从行为自律、专业自觉、关系自为3个方面来构建身份认同,满足社会

对体育教师的身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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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新媒体的产生和介入,对整个教育系统

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学校体育教育外在形象

的整体样态发生了系统性变革,这一情况在关于

体育教师的舆论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

显示,对体育教师形象的报道正呈现出正面和负

面两方面趋势[1]。特别是负面的报道让体育教师

这个群体,正承 受 着 许 多 来 自 行 业 内 外 的 偏

见[2]。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的梳理发

现,媒体对体育教师负面报道高达30.6%,这

也直接引发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导致社会对

体育教师 “贴标签”,以致污名化。体育教师身

份被污名化的现象不是单纯的体育教师与媒体之

间的关系,还涉及社会、家庭、学校之间的话语

空间生成。那么,体育教师遭遇污名化的根源是

什么?
  

从学理研究角度来看,有关污名化研究的领

域和主题众多,主要集中于被污名主体及其原因

探究方面,对于体育教师污名化的研究并不多

见,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如徐正旭、龚正伟认为

是多种因素 (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

伦理道德等)共同导致体育教师污名化出现[3]。
方曙光也认为是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使体育教师

背上 “暴力”“好色”的污名[4]。我国著名体育

学者卢元镇曾撰文 《体育老师岂能污名》为体育

教师发声,呼吁社会正确、公平地去看待体育教

师职业,消除对体育教师的偏见和歧视。本研究

以新闻媒体中有关体育教师的报道或消息为研究

对象,试图探讨体育教师污名化的成因及影响,
以此提出 “祛污”之策,以期达到重树体育教师

媒介形象的目的。

1 污名化:体育教师群体性遭遇之现状
  

污名化的实质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

群体低劣性的 评 判,其 带 有 严 重 的 歧 视 和 偏

见[5]。污名的实施者们总是以道德来绑架被污名

者,以此使得他们生成污名化的道德标签。“贴
标签”是污名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网络化

的今天,为某个群体 “贴标签”已成为一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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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学校教育也难逃于此,甚至愈演愈烈,体

育教师也自然在所难免。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清

晰和适于分析,通过对体育教师污名事件的信息

进行搜索,列举了近年来较受社会关注的体育教

师被污名化事件 (表1)。体育教师被污名化主

要表现为道德形象、专业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

认同4个方面。
表1 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体育教师被污名化事件

时间 事件

2018年
青岛电视台小单主持人: “你说你是个体育老师,

我觉得不违和。”

2016年
杭州某小学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遭到22名学生

家长集体 “炮轰”,最后被迫卸任。

2015年
北京某电视台春节晚会小品台词 “你的地理是体育

老师教的吧?”

2014年
《温州晚报》报道因商家消费打折算错,用 “坑爹

收银员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等文字报道。

2014年
方舟子炮轰 《最强大脑》科学评委魏坤琳博士为伪

专家,并称魏 “其实就是个体育老师。”

2014年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质疑某杂志发布的 “中

国互联网企业营收 TOP100”时说 “喂,这个数据

是体育老师做的吧?”

2010年
电视剧 《爱情公寓》台词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

的吗?”

1.1 破坏性评议损伤了体育教师的道德形象

曾几何时,体育教师在人们心中是 “健康”
“帅气”“阳光”“坚强”“勇为”的代名词。如被

网友称为 “最牛体育教师”的云南白汉场中心小

学体育教师毕首金从教30余年,通过对废品的

改造和加工,自制了8
 

000多件体育教学用具,
其中36种还申请了发明专利。其事迹被多家媒

体报道,受到社会的好评。类似这样的新闻报道

无疑对构建体育教师正面、积极的媒介形象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无形中强化和树立了体育教

师正面的道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给体育教师职

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然而,一旦有个别体育教师

发生越轨行为,就被公众冠以 “败类”等污名化

的名称,媒体也 “添油加醋”,用标新立异、尖

酸刻薄的字眼和标题,扭曲事实,将个别害群之

马的行径扩展到整个体育教师群体身上,破坏体

育教师的集体道德形象。污名化的过程是一个逐

渐扭转人的正常观念的过程,破坏性评议在此起

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一般来说,人们对一个群体

整体印象的形成是较为复杂的,其中,社会认同

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很多人并没有看见过

农民工的行为失范或者动作越轨,然而当舆论评

议出现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形成对农民工的道德

认知。显然,这是有失公允的,误导了群众对农

民工的整体认知和了解。当前,体育教师也遭遇

着类似的境况。

1.2 负面性型塑破坏了体育教师的专业身份

体育教师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正是网络媒介

对其的负面传播。我国多数新闻媒体属于企业性

质,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点击量,有些媒体不惜违

背道德和职业操守,有意识强化或刻画体育教师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文化基础差”的形象[6]。
而随着媒介消费主义的盛行,受众乐于在新闻媒

介中寻得快感和刺激。在舆论传播背景下,一些

常见的教育教学理念、育人目标、课程模式等遭

遇抵制和抨击,其中很多抨击并不是公正和理性

的,而是一种带有个人感性色彩的行为。如体育

教师为提升学生专项技术水平进行 “手把手”式

教学,在某些媒体那里就生成了 “体育教师性骚

扰”“体育教师好色”等负面评语,进而引发对

体育教师的负面评价:“这样的体育老师道德败

坏”“这样的体育教师误人子弟”等等。值得深

思的是,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关注了信息的表层,
便参与到群体评议中,众多评议的理性与道义缺

失影响了体育教师身份的合法性。

1.3 强制性施压误导了体育教师的自我认同

受社会压力的影响,焦虑不安成为当下社

会人的普遍性情绪,这时通过对某些群体实施

污名化以缓释精神压力、宣泄情绪成为某些人

的选择,而这对于被污名化的群体来讲,已经

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道义施压。如自称弱者的

学生、家长及社会支持性舆论认为:体育教师

是强者,理应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而不是以弱者身份面对学生和家长。
体育教师的行为一旦受到指责, “体育老师太

不像话”“都是体育老师的错”“体育老师素质

低”等贬损性话语便随之而来。本来是个别体

育教师的行为失范,却往往被放大到整个体育

教师群体。舆论强制性施压使得体育教师群体

集体失声和不知所措,甚至误导体育教师群体

的身份认同。正如有学者所言,体育教师之所

以是整个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是因为不平等

的观念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引发了教师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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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隔膜和肢体区隔[7]。

1.4 结构性偏见恶化了体育教师的社会认同

应该认识到,当前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参差不

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当个别体育教师体

罚、辱骂、殴打学生等负面报道出现时,体育教

师群体便遭遇来自社会的大面积的负面评议,甚

至是跟风盲从性的评价。当前,我国教育行业,
如高考、择校、就业等领域,一旦出现违法违规

行为,总会引发公众的焦虑,进而引发对整个教

育行业的污名化。虽然其中的多数人是无意识

的,但正是这种 “集体无意识”,潜藏着深刻的

社会危机。如果发生判断偏差就会加剧对个体的

结构性偏见,学校体育亦是如此。例如,2012
年江苏某学校一男生跑步突发昏厥猝死,一时间

多家新闻媒体跟风报道,更有媒体用偏激字眼报

道此事件,从而引发了社会、家长以及学生对跑

步的恐惧,一些家长更是极端地拒绝孩子再进行

跑步活动,甚至有些学校也直接取消了体育课的

长跑项目,这不仅加深了大众对学校体育的质

疑,也加深了对体育教师的误解。在素质教育全

面实施的背景下,以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为核心

使命的体育教师遭遇到了诸多不公正的评价。而

这种质疑和偏见,使体育教师 “畏手畏脚” “谨
小慎微”地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影响了其社会

认同。

2 从 “污名”到 “泛污名化”:体育教师

污名化的解释路径

  “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主要是指

社会底层的奴隶或罪犯身体上的一种印记或标

志,表明其低下的身份和不良名声。20世纪60
年代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

“污名”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他

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

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

会价值受损。”污名化主要是 “身份受损”。被污

名化的个体身 份 被 贬 低,遭 到 其 他 群 体 的 排

斥[8]。之后,Patrick
 

Corrigan等学者对其理论

进行了深化。Corrigan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污名

化概念,他认为污名应该包括公众污名和自我污

名[9]。Bruce
 

G.
 

Link等人从污名的构成要素上

将其分为标识差异、不良印象、主体性丧失和社

会歧视[10]。众多学者对污名概念的研究使其不

断丰富和发展。
  

当前学界对污名化的研究较为丰富,其表征

范围不断扩大。譬如农民工、精神病患者、女博

士、留守儿童等都是被污名化的群体。正是在这

种 “受损”的身份符号之下,被污名者在社会中

其身份、信誉与价值等都会遭受歧视和排斥。对

于体育教师群体而言,这种污名化已然表明社会

群体对于体育教师的总体感知,并形成了以下两

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方面,体育教师与其他学

科教师一样,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明精神的塑造

者,是体育教育的耕耘者[11]。处于道德上的制

高点,应该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而

体育教师的任何言行或道德事件都会受到关注和

监督,其原因在于体育教师理应为人师表。另一

方面,相对于家庭、社会而言,体育教师一般被

认为处于 “强势地位”,因为学生体质达标与身

体健康与否取决于体育教师的工作,家长与社会

对学生身体健康的期望寄托在体育教师身上,这

种 “精神光环”迫使体育教师承载着神圣的责任

与使命。基于这两个判断,建构起了体育教师的

“美好形象”,而越是这样,体育教师就越容易遭

受道义的冲击和现实的挑战。
  

一方面,体育教师所遭受的 “污名”具有污

名化的一般特征。一般来讲,即任何个人或群体

均存在遭遇污名的社会风险,而不再局限于特定

人群。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教师所遭受的污名

仅仅是一个社会群体遭受污名的正常现象。而另

一方面,体育教师所遭受的 “污名”正呈现出

“泛污名化”的特征,即从个体的或少数体育教

师推及更多的体育教师甚至整个职业群体。近年

来,一些媒体为了博人眼球,使用一些艺术化、
网络化等手段矮化、丑化体育教师形象,一些所

谓 “专家”“嘉宾”也往往质疑和调侃体育教师

工作。当教育的外延从学校体育不断扩展后,社

会舆论也将某些个案加以夸张放大,在放大个别

污点的同时指斥整个体育教师队伍 “素质低下”。
笔者曾就这一现象与很多体育教师进行交流,他

们表示:这种 “丑化”体育教师的行为,加重了

体育教师的精神压力。这种一般意义的 “污名”
实际上突出表明体育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

体正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着信任危机,实际上也是

一种带有社会性、群体性的 “信任风险”。虽然

舆论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然而将这些个别化的

污点扩展到体育教师群体的社会现象,正呈现出

与传统的尊师重教风气不相适应的特征,最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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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不仅是体育教师,学生也将难以在被污名化

的体育教师的引导下健康成长,家长、社会等均

将受此影响。

3 祛除 污 名 化:体 育 教 师 身 份 认 同 之

策略

  体育教师的身份主要依靠其在履行体育教育

职责时,与其他体育教育主体的互动中所表现出

来的行为确立和演绎[13]。污名化之痛说到底就

是一种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困境。在 “污名”
的身份笼罩之下,何以重塑自身发展的道德形

象,树立为人师表的道德尊严,是众多体育教师

亟待解决的课题。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
在 “重文轻武”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在

“唯分数论”压力下体育课沦为 “副科”的窘境

中,体育教师难以生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合理化

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行为、专业、关系

3个方面来帮助体育教师确立身份认同以满足社

会对体育教师身份的期待。

3.1 行为自律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

体育教师之所以被污名化,一个重要的事实

是个别教师存在言行失范现象。因此,走出污名

化困境的关键在于体育教师自身。“个体的借鉴

转变将会提高社会各界对个体的认同程度,从而

影响对个体所属群体的认同度。”[14] “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等师德师风要求让我们认识到,体

育教师群体的行为自律将成为解决污名化问题的

基础性路径。但昭伟曾撰文呼吁,应该解除教师

身上的传统道德枷锁。他认为 “教师不应该去背

负高规格的道德要求,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接受同

一套道德规范的约束。”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学

而合理的价值观对于体育教师形成专业化的价值

判断、科学化的专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这种价值观引导着体育教师行为的生成。在这种

价值观的引导下,只有不断强化学校体育课程改

革,重视广大学生身体健康教育,进而提升体育

教师的社会存在感和话语权,并以此约束和规范

体育教师的行为,才能在新时代的学校体育教育

结构中建构起体育教师的独特身份。

3.2 专业自觉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核心要旨

杜威于1935年在 《教师和他的世界》中认

为:报纸和无线电是灌输群众偏见的两种最有力

的手段,并由此呼吁学校的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免

疫性,使不受到其影响。学校所承载的这一使命

更需要体育教师主动构建起专业自觉,生成对体

育教师身份的专业化自觉,而这一过程所建构起

的专业自觉正是维系体育教师长期执教的核心要

旨。体育教师肩负着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课程实

施的双重使命[15]。由此可见,体育教师社会责

任重大。然而体育教师并未获得与其他学科教师

的相同回报。“同工不同酬”“体育课由其他老师

代上”等情况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体育教

师职业专业性的缺失[16]。对于体育教育而言,
体育教师所承担的专业使命更加明确而具体,体

育教师如何认识这一使命折射出的是体育教师对

自身身份的认同。我们不应因为体育教师遭遇了

污名化而遮蔽了体育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特征,相

反体育教师应更积极地关注自身专业。祛除体育

教师专业的污名,并非要重建体育教师专业的

“崇高”,而是要维护体育教师群体的 “纯净”,
即在全社会建构起体育教师身份的社会声誉。

3.3 关系自为是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基础路径

媒体舆论对于体育教师的污名化已越演越

烈。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造成体育教师群体的

“信心塌陷”,加剧体育教师与社会紧张程度,甚

至会导致人们对整个学校体育教育丧失信心。应

当看到,很多媒体在解构与阐释体育教师行为的

过程中,通过 “以点带面”、制造噱头、夸大其

词等有失公允的言论对体育教师造成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而作为被解构对象的体育教师则因话语

权缺失而被迫 “沉默”,甚至呈现被边缘化的趋

向。当负面信息 “霸占”了公共空间时,体育教

师理应予以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切实维护体育教

师在舆论中应有的主体地位。随着全民健身的深

入开展和社会对学校体育的日益重视,体育教师

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使命和教育职责,这也迫切

需要体育教师努力与各方构建良好关系,从而为

自身的身份认同创造条件。首先,体育教师要建

立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 “信任”
是维系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体育教师专业

化的一种表现[16]。其次,体育教师要建立良好

的社会关系。顾渊彦认为 “社区体育的发展需要

体育教师的参与”。体育教师应抓住这一机遇,
主动参与到社区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去,组织宣

传、指导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专业和技能积极回

报社会,并在此过程中,收获媒体和舆论的正面

评价,以 实 际 行 动 扭 转 社 会 偏 见,获 得 身 份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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