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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区教师的公正观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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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 5．12汶川地震后教师与非教师群体间在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上的公正观 、满意度及■者关系 

的差异。方法：在地震 8个月后 ．采用公正观量表(BJw)、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政府满意度量表对 259名教师和 199名 

非教师进行测查。结果：①教师的一般公正观、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均显著低于非教师群体，个人公正观无职业 

差异；( 教师与非教师群体的一般公正观、个人公正观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③教师群体的一般公 

正观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非教师群体的个人公正观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结论：教 

师 的一般公正观及满意度较低 ：公 正观对满意度预测作用的组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满意度上 ：教师群体主要受一 

般公正观的影响，非教师群体 主要受个人公正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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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Their Safisfaetion with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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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eachers’belief in a just wodd and their satisfactions with life and government in 

5．1 2 Wenchuan Earthquake sites．Methods：Just World Belief Scale (JWB)．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Scale were used upon 259 teachers and 199 counterparts eight months after “5．12”Sichuan 

Earthquake．Results：Teachers endorsed lower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dd(GBJW)，life satisfaction and government 

satisfaction，whereas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dd(PBJW)reveal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the counterparts． 

Government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could be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GBJW，while that of the counterparts could by 

PBJW．Conclusion：Teachers endorsed lower GBJW and satisfactions with life and government．The difierence of 

prediction patterns of teachers and the counterparts was mainly unfolded in government satisfaction，that is，GBJW was 

important for teachers，while PBJW was for the counterparts． 

【Key words】 Belief in a just wodd；Life satisfaction；Government satisfaction；Teachers；Intellectua1 

人们在灾难过后容易出现认知图式与客观环境 

的不一致 ，如怀疑 自己的运气不够好 、世界不够公 

正 ，因此公正观(Belief in A Just WoAd)是灾后心理 

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Ill一它是一种“世界公正合理 ， 

人们各得其所”的信念，可使个体相信他们所处的物 

理和社会环境是稳定有序的 ．从而有利于个体适应 

灾难环境 ；同时 ，它又是对事实上并不总是公正的客 

观世界的一种幼稚看法，会导致个体为了维护这种 

信念而对无辜者进行贬损和指责[2-5]。公正观的自 

我一他人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矛盾分离。即指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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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般公正观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Ad) 

与对受害者的指责、对政府的迎合、政治主张上的保 

守主义等公共态度联系更密切[61．而指 向个人遭遇的 

个人公正观(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Ad)与个体 

的压力水平等心理健康指标联系更密切c 6．7l。同样， 

灾难也给个体带来了生活的剧变与心理的冲击 。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自身和社会的主观感受『l1。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体现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而政府满意度反映 

了个体对现行政府的总体评价 ．是其社会态度的重 

要指标。二者作为个体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评价，分别 

与个人公正观和一般公正观有关18．9]。 

从古至今 ，教师就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作为知识 

分子的典型，教师通常 比其他职业群体更具有批判 

精神和社会良知，是“人类价值的守护者”ll0]。但另一 

方面，教师在某种程度上 已蜕变成为一种职业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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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定的经济利益阶层，并且待遇低、工作压力大、 

主观幸福感低l Jl,l 2】，其本身正在成为需要特别关注 

和保护的群体。尤其是在 5．12地震后，教师既要承 

担受难者的痛苦、又要肩负守护者的责任，主观幸福 

感大幅下降【l3]。内疚、压抑、失去信心、无意义等负性 

心理体验突出[14'。在这双重特殊的背景下，我们想知 

道。面对灾难 。教师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考察 5．12汶川地震 

后教师与非教师之间 ，在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上的 

公正观、满意度以及二者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汶川地震 8个月后 ，在四川重灾区(北川I、绵 

竹 、什邡)收回有效问卷 825份 ，其中教师 314人，非 

教师 51 1人。在对教师与非教师的年龄 、性别 、地区、 

教育水平进行匹配的前提下，随机抽取问卷 558份 

(年龄为 l6岁至 72岁 ．平均年龄 35．94+9．74岁 )。 

其中教师 299人，非教师 259人(干部 122人，工人 

30人，农民 l8人 ，学生 2O人 ，商户 18人，其他 46 

人 )；男性 269人、女性 269人 ，性别缺失 20人 ；中等 

教育水平(初中至本科以下)l87人，高等教育水平 

(本科及以上)371人：教师组与非教师组样本的性 

别 、地区 、受教育水平分布差异均不显著 (0．61<x < 

1．68，P>0．05)。 

1．2 工具 

公正观量表。原量表由德 国心理学家 Dalbert编 

制『l51，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修订_lJ。量表包括 l3个条 

目。分为一般公正观和个人公正观两个分量表，采用 

Likert式 1-6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 

生活满意度量表(LS)。原量表由 Diener等人编 

制(胤，包括5个条目。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150多个国家应用过，被广泛地证明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 。本研究在施测时采用 1-6点计分 (1=非 

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克隆 巴赫 内部一致性系数 

(仅)为 O．86。 

自编政府满意度量表(GS)。量表共有7个条目 

(如政策宣传、信息沟通、经济补助、情绪安抚、组织 

管理 、工作方式 、工作态度 )，采用 Likert式 1—5点记 

分(1：很不满意，5=十分满意)，克隆巴赫内部一致 

性系数(0【)为 0．995。 

2 结 果 

2．1 公正观及满意度的组间差异 

以一般公正观 (GBJW)、个人公正观(PBJW)、生 

活满意度 (LS)和政府满意度(GS)为因变量进行多 

元方差分析。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年龄与职业(教 

师／非教师)无显著交互作用，而教育水平与职业有 

显著的交互作用( ．4ll1=12．24，P<0．01)。因此以职业 

与教育水平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为协变量，进行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及教育水平主效应显 

著，其交互作用不显著( -榴，=12．24，P>0．05)。结果 

如表 1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后，教 

师与非教师的一般公正观和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 

教师群体的一般公正观、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 

均显著低于非教师群体：个人公正观的职业差异不 

显著。 

表 1 公正观及满意度的职业及教育水平差异 

● 

表 2 公正观、政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2．2 公正观、政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 

分别以教师和非教师的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将性别、年龄组 、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进入回 

归方程，再将一般公正观和个人公正观作为预测变 

量进入方程 。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多重共线性检 

验表明，各 自变量的容限度均在 0．55到 0．97之间， 

大于 0．10的诊断标准f】81，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年龄对非教师群体的生 

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非常显著(P<0．001)，而对 

教师群体无预测作用：对于教师与非教师群体，一般 

公正观和个人公正观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 

均非常显著( 0．001)。 

2。3 公正观、生活满意度对政府满意度的预测 

分别以教师组和非教师组的政府满意度为因变 

量．将性别、年龄组、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进 

入回归方程．再将一般公正观 、个人公正观和生活满 

意度作为预测变量进入方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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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 ，各 自变量的容限度均在 

0．50到 0．97之间 ，大于 0．10的诊 断标 准} 】．不存在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教 

育水平对非教师群体的政府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 

显著(P<0．05)，而对教师群体无预测作用：一般公正 

观对教师群体的政府满意度正向预测作用显著(P< 

0．05)，而对非教师群体无预测作用：个人公正观对 

非教师群体的政府满意度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Pl< 

0．05)，而对教师群体无预测作用。 

表 3 公正观、生活满意度对政府满意 度回归分析的 比较 

3 讨 论 

对于社会维度的一般公 正观和政府满意度 ，教 

师的评价明显较低，这是他们用更高标准来要求社 

会的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相一致：选择社会工作性 

职业的人具有较低的公正观 ．对政府态度更消极 ．他 

们认为社会公正既非 自然而然 、又非难以得到，因此 

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活动来改变当前的社会状态_5l 91。需 

要指出的是 ，该结果是在控制了教育水平的情况下 

得到的，因此教师的社会忧思并非来源于教师更高 

的教育水平 。 

教师生活满意度低于非教师群体。这与以往大 

部分研究结论一致[Ii,t2，201。繁杂的重复劳动、部分地 

区“因教致贫”的经济困境、陷入怪圈的职称评定，使 

得教师已经是名 副其 实 的高压力职业[12,21】。而在四 

川地震之后，教师生存状况和心理健康更是已成为 

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it3A41。与预期不符的是，教师群 

体与非教师群体的个人公正观并没有显著差异，即 

教师并没有因此认为命运对 自己更加不公。可见 ，虽 

然教师对 自身境地具有客观上的失望 ，但却能够较 

为平静的看待，并没有 由失望发展出“怨天尤人”。 

对于个人维度的生活满意度 ，两个群体的一般 

公正观与个人公正观均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其中个 

人公正观的预测系数较高 ．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I5I61。 

虽然在教师群体中，公正观的解释率更高一些，但是 

总体而言公正观对个人生活维度的预测在教师与非 

教师中具有一致性。 

公正观对满意度影响的职业差异主要体现在社 

会维度上 ：对于教师而言 ，对政府的满意与他们认为 

整个社会比较公正有关 。而不以自身遭遇为评判标 

准；但是对非教师群体，对政府是否满意与社会无 

关 ，而只取决于 自己的遭遇是否公正。另外 ，在回归 

分析 中可以看到 ，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相互 的 

预测作用都不显著。这再次体现了中国人所惯有的 

私我与公我相隔离的思想行为方式_IJ。 

在本研究中还有两个人口学变量的效应也值得 

关注。首先，教育水平较高者的生活满意度、个人公 

正观和政府满意度均高于教育水平较低者。个人维 

度(生活满意度和个人公正观)上的较高评价可能来 

源于高教育水平带来的工作机会、经济状况、社会地 

位等方面的优势，进而影响到对个人遭遇是否公正 

的判断。例如，容易失业、依靠社保、低收入的社会群 

体持有更低的公正观 。而非教师群体中教育水平 

对政府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则可能是由于非教 

师样本中大部分高等教育水平者为机关干部的缘故。 

其次，在非教师群体中，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升高，这应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所谓的 

积极偏向．即年长者出于追求情感意义 的动机和熟 

练的情绪调节能力 ，更倾向于看到生活阳光的一面[231。 

但是 ，在教师群体中，这种年龄效应却消失了 ，可能 

由于教师群体无论年龄大小 ，均以知识导向、理性判 

断为准则 ，因此其情感偏向上 的年龄效应就变得不 

明显 。 

总之，在当今社会，教师仍然是具有较强社会责 

任感的一群人。当然 ．教师在灾难的特殊经历中表现 

出的忧思与责任感如何转化为灾后重建的动力与一 

贯的公民行为1251，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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