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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指教师对工作所持的态度和情感反映。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教师工作满意度

的研究概况 ,介绍了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定义、测量、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包括诸如学校类型、组织环境、领

导方式、教师授权、教师的性别和年龄、班级规模和师生互动等 ,最后展望了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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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满意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组成部

分 ,在国外组织行为学理论体系中已占据重要

地位 ,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工

作的满意度被定义为通过评价个体的工作所达

到的愉快的情绪状态 ,是个体对工作的态度。

工作满意度的理论主要有四种模型 :影响理论、

情绪倾向性理论、双因素理论 (保健 ———激励因

素理论 )、工作因素模型。影响理论是指一个人

想要在工作中得到什么与他已经在工作中得到

了什么之间的差异。情绪倾向性理论是指情绪

的倾向性引起特定的认知方式 ,产生与情绪相

关的评估类型。双因素理论表明工作的满意和不

满意是由不同的因素 (动机和保健因素 )引起的。

工作因素理论提出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五个核心因

素 ,它们是技能多样性、工作特性、任务的重要性、

自治、反馈。国内外的众多心理学家和学者先后

对员工的满意度进行了研究 ,研究对象除了公司

员工之外 ,还涉及了学校的教职工。

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指教师对工作所持的态

度和情感反映。探讨教师工作满意度有助于深

入了解教师的职业态度、执教热情和工作积极

性 ,有助于提高学校管理的绩效 ,减少人才流

失 ,对学校的管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介

绍一下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和影响因素。

2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测量

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问卷法、

访谈法研究教师工作满意度 ,他们编制了一些

测量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量表 ,例如 :台湾学者黄

金茂 (1993)的《国小校长沟通行为与学校组织

气氛及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 1 ]、林素卿

(1993)的《特殊教育教师工作满意问卷 》[ 2 ]、何

惠玲 (1995)的《初任教师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文

化调 查 问 卷 》[ 3 ]。 Papadopoulos, Constantine

(2003)使用明尼苏达满意度调查问卷测量了教

师工作满意度 [ 4 ]。张宇 (2006)编制了《中学教

师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 6 ]等。

3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3. 1　学校类型

Holder, B renda Jared (2003)的研究表明 ,社

区学校与传统学校的教师工作满意度没有明显

的区别 [ 7 ]。王红霞 ( 2005)的研究发现 ,区重点

中学在整体满意度、工作性质、社会支持方面的

满意度较高 ,在工作强度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在

学校管理方面 ,乡镇中学的满意度低于重点中

学 [ 8 ]。张宇 (2006)的研究发现 ,重点学校和非

重点学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差别不大 [ 6 ]。项丽

萍 (2006)的研究表明 ,城乡高中教师在工作满

意度上有显著性差异 ,农村高中教师除了在工

作强度的满意度上稍高于城市教师外 ,在其余

各方面的满意度都低于城市教师 [ 9 ]。

3. 2　组织环境

柯惠玲 ( 1995)的研究表明 ,国民小学初任

教师以人际互动的满意度最高 ,工作环境的满

意度最低 ,学校组织文化的知觉愈明显 ,则初任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愈高 [ 3 ]。Hollifield, Sy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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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2006)通过调查表 ,研究了教师工作满意

度与学校相关因素的关系 ,包括安全和有秩序

的环境、明确的学校使命、教育指导能力、高期

望、学习的机会、频繁的教学监督、家庭和学校

的 关 系 [ 10 ]。 Chernipeski, Randy A lexander

(2004)的研究发现个人和集体的交流是影响教

师工作满意度的主要方面 [ 11 ]。Xiaofeng Steven

L iu和 Jase Ram sey (2006)的研究发现 ,教师最满

意学校的安全性 ,其次是学校行政管理和教师

专业发展 ,最不满意学校的工作环境和补贴 [ 5 ]。

宫火良 (2002)的研究发现 ,高中教师在自我实

现与发展满意度较高 ,在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较

低 [ 12 ]。王红霞 (2005)研究发现 ,教师对同事关

系的满意度较高 ,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处于中

等水平 [ 8 ]。潘小莉 (2005)的研究表明 ,自我实

现、领导关系和社会认可是影响高职学院教师工

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 13 ]。项丽萍 (2006)的研究

表明 ,高中教师对学校人际关系比较满意 [ 9 ]。

3. 3　领导方式

黄金茂 ( 1993)的研究表明 ,校长沟通行为

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具有中度相关关系 [ 1 ]。赵伟

胜 (1995)的研究发现 ,校长通过转型领导可以

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并由工作满意转换为工

作投入 [ 14 ]。Zigrang, Cheryl B. (2000)的研究表

明 ,校长对教师采取关心的领导模式与教师工

作满意度有正相关关系 [ 15 ]。N ihart, Constance

(2007)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校长的人格特征和

领导方式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 16 ]。 Ivie,

Sharon C. (2007)进行了更具体的研究 ,他们发

现领导者的 13个特点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 :有远见的领导能力、建立知识团体的目标统

一、组织管理、有指导和教育意义的领导能力、

课程、教育、协作、评估、多样性、专业发展、反

省、调查、专家地位 [ 17 ]。Martino, Anne Marie

(2004)研究了公立小学校长的领导者方式、教

师权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并做了领导

风格 (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非交易型领

导 )、教师授权 (行为决策、自治、自我效能感、冲

突、地位和职业成长 )和工作满意感 (内在的和

外在的 )三者之间的两两相关分析 ,发现教师工

作满意度与变革型的领导方式之间有显著的相

关关系 [ 18 ]。

3. 4　教师授权

Martino, Anne Marie (2004)的研究发现 ,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水平随着教师授权的提高而提

高 [ 18 ]。 Zembylas, M ichalinos , Papanastasiou,

Elena C. (2005)的研究发现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水平随着以学校为核心的生活而变化 ,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与教师授权有相关的关系 [ 19 ]。

3. 5　教师的性别和年龄

黄金茂 (1993)和林素卿 (1993)认为教师工

作满意度与性别有显著差异 [ 1, 2 ]
,但是柯惠玲

(1995)认为无显著差异 [ 3 ]。Chernipeski, Randy

A lexander(2004)的研究表明 ,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与年龄有显著的相关 ,与教师的性别有轻度

的相关 [ 11 ]。Xiaofeng Steven L iu和 Jase Ram sey

(2006)的研究发现 ,男教师比女教师更满意安

全性和工作环境 ,女教师比男教师更满意与学

生的互动关系 [ 5 ]。宫火良 ( 2002)的研究发现 ,

女教师在学校条件、工作强度和教学活动的满

意程度上普遍低于男教师 [ 12 ]。王红霞 ( 2005)

对深圳宝安区初中教师的研究发现 ,男教师在

领导管理和工作强度上的满意度高于女教师 ,

年龄、职称和整体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 ,中级职

称、31 - 40岁的教师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低 ,

在整体工作满意度、工作性质、领导管理、社会

支持方面 ,随着年级递增 ,教师满意度呈现“ U

”形 ,八年级教师的满意度较低 [ 8 ]。潘小莉
(2005)的研究发现 ,男女教师在工作满意度方

面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男教师比女教师在自

我实现和社会认可两方面较满意 ,女教师比男

教师在职业引力、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三方面

更满意 [ 13 ]。张宇 (2006)发现 ,教师工作满意度

在不同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的教

师工作满意度的总分没有差异 [ 6 ]。

3. 6　班级规模和师生互动

Terry, Ernest, J r. ( 2002 )使用教师工作生

活质量量表、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人口统计学

量表来研究教师工作满意度与班级规模的关

系 ,研究表明 ,班级学生的人数越少 ,教师的工

作满意度越高。教师工作的满意度与活动的丰

富性、班级构造、学生的互动有明显的相关关

系。Xiaofeng Steven L iu和 Jase Ram sey ( 2006 )

在 7个方面的工作满意度研究中 ,教师与学生

的互动关系表现出了最高相关 [ 5 ]。项丽萍
(2006)发现 ,学生的配合程度与高中教师的工

作满意度显著相关 [ 9 ]。

4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的

成果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今后的研究可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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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重视研究教师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之

间的关系。管理者对工作满意度的兴趣主要集

中在工作满意度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上。很多文

献都谈到了公司企业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绩效

之间的关系 ,但是现有的文献很少涉及到对教

师工作满意度和绩效的研究。无论对公司企

业 ,还是对学校来说 ,组织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是

组织效益的最大化。而组织效益是由许多个体

的工作绩效来实现的。因此研究教师工作满意

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动态的变

量 ,它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改变。除了要

研究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之外 ,今后还

需要研究教师的情绪情感对工作满意度的相互

作用。例如积极和健康的情绪情感是否可以提

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提高

是否可以使教师的情绪情感更加积极和健康等

问题均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不可否认的是 ,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专

业性很强的实践活动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展开、

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管理对象的日趋复杂 ,要求

学校管理更加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与教师的管理密切相关 ,通过教师

工作满意度的研究 ,学校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了

解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基本情况 ,了解教师群体

的激励的关键因素和迫切需求 ,从而提供人力

资源管理的依据 ,还可以帮助学校管理者发现

管理中诸如薪酬制度、绩效考核、确定人事编制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校管理者只有通过深

入、持续不断地研究 ,明确把握教师在工作中满

意与不满意的内容、程度、影响因素 ,才能采取

有效的改进措施、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调动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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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那么对目标的距离知觉也还是相对远的。

距离估计的现场研究关注交通驾驶过程中

驾驶员的知觉体验 [ 13 ]。O ta分析了白天在 70米

内驾驶员对前方对向行驶车辆的距离估计 ,表明

随着车速的增加 ,驾驶员估计的距离越近。Cavallo

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有雾的情况下 ,能见度降低 ,深

度线索减少 ,空气透视失真 ,造成驾驶员车距估计

偏大。Cándida Castro等人探讨车前灯间距和车灯

亮度对夜间驾驶员车距估计的影响 ,结果显示车灯

亮度不是关键因素 ,而车前灯间距的改变在不同距

离范围内会带来不同的车距估计偏差。

5　展望

距离知觉是空间知觉的基本组成。目前的

研究以 Gibson的有关空间理论为主体 ,分析距离

知觉的形成机制 ,系统探讨其外部线索与主体变

量 ,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 ,我们也发现以

往的实验多聚焦在目标与观察者都处于静态的

情境中 ,关于观察者与目标发生相对运动时距离

知觉的情况尚缺乏详细解答 ,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 ,随着交通方式的多元发展 ,社会愈发重视

道路便捷与行驶安全 ,距离知觉研究领域的实际

意义也与日俱增 ,我们未来的研究将着重于把现

有的基础性成果结合到有关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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