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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在“卷”你
□ 陈永华

“现在连开学典礼也内卷了”“学生营养餐都内

卷了”……常常能听到这些带着些许自嘲和抱怨的

感叹。前几年，虽然学生和家长的内卷把教师带入

了内卷的圈子，但教师总能用“教育是一种社会现

象”“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考试制度等评价指挥

棒跟不上学生的发展”等客观原因为自己辩护，让

自己适当地置身事外。但现在，不少教师自身也成

了内卷的主角。

实际上，内卷成为热词已有多年时间。它曾入

选《咬文嚼字》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智库公

布的“2021年度十大热词”中也有内卷一词。内卷

是指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

时，每个人能够得到的资源不断减少，但付出却不

得不增加。内卷可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内部竞争

或“被自愿”竞争的代称。

当人们说“卷死了”时，实际上是在以情绪化的

方式表达对过度竞争的看法，其中既有一种不得不

参与的无奈感，又有一种想力争上游却彷徨无助的

焦虑感。内卷一词之所以在教师群体中广泛流传，

是因为它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不少教师的共

鸣。他们通过内卷这面镜子看到了投射其中的自

我，以及那些同样对“被内卷”的现状感到不满和无

奈的同道，由此产生一种共享现实的心理。在共同

感受到的强大压力的作用下，群体中的个体会不自觉

地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研究表明，个体越是认同

内卷的存在及其无法超越的特性，就越会进入“被

内卷”的状态，进而在客观上强化这种现实。这实际

上就是内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产生的文化影响。

社会学上，按文化在一个社会内的共享范围进

行划分，可以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教师竞争文化

的主文化指的是多数教师共享的，在教师群体中占

主导地位的，用来推动适度竞争、维护竞争机制、尊

重竞争规则的一种共识和氛围。自然地，内卷不应

占据文化主导地位，而应是教师竞争文化中的一种

亚文化。理性地看，内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

可以促进精益求精，带动更多人追求上进。但当其

脱离价值主义而向功利主义发展时，这一亚文化就

会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文化”，违背原本正常的

社会竞争秩序，对教师的专业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其中，有人走向“超脱主义”，成为“佛系教师”和“躺

平教师”；有人加剧职业焦虑，产生不健康的心理，

成为“跛脚教师”；有人不断强调自己的好胜心，成

为“好斗勇士”；有人偏执地埋头苦干，丧失活力和

创造力，沦为片面的“实务教师”。虽然表现各有差

异，但这都是偏离教育理想的表现，会降低教师身

份的神圣性，导致教育低效甚至无效。

为避免教师陷入内卷的泥沼，一方面，教师需

要不懈努力，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反思“卷什

么”“为何卷”“谁在卷”等问题，用“教师是谁”“教师

为谁”等问题拷问自己，不盲从、不聒噪，促进自我

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自觉的形成。要知道，教师不仅

要凸显自身的专业性，更要凸显自身的价值性。另

一方面，学校需要不断匡正组织的价值立场，回归

自身的教育属性，为教师创造生长与发展的空间。

就当下而言，学校亟须从以数据指标为考核标准的

工具治理走向由正确理念驱动的价值治理。

价值观的问题始终是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教

师发展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在被内卷文化裹挟

的当下，重提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何其重

要！只是，我们自身首先要守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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