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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现状与趋势
———基于抽样的元分析研究

廖 友 国
(闽江学院 学生处,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２１)

摘　要: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间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大陆教师职业成

就感整体水平偏低,明显低于同为助人职业的公务员、医生和警察;教师职业成就感不存在性别差异;教龄在

０－５年和６－２０年的教师职业成就感不存在差异,但显著低于教龄在２１年以上的教师;学段上看,从幼儿

园、小学、大学、中学到中职的教师职业成就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建议从推进依法治教的行政理念和大力弘

扬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以及坚定立德树人的职业信念入手,促进教师职业成就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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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努力培养造就一

大批一流教师,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紧迫任

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２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人数接近１４５８万.充分激发

教师职业成就感,是使广大教师满腔热忱投身于专业实践中并不断创造新业绩的内在心理机制,是

培养造就新时期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的内在要求,也是

推动教育大计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师职业成就感指教师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所从事的工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潜

能,充分展示了自己在教育教学工作方面的能力,实现了教育教学目的,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并
由此而体验到自我实现的一种内在满足感[１].Maslach是职业倦怠研究领域的先驱和权威.在他

的职业倦怠三因子结构模型中,个人成就感降低(ReducedPersonalAccomplishment)是一个重要

向度,指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下降,自我效能感丧失,时常感到无法胜任教师工作,

从而在教学中体会不到成就感,不愿再付出努力的一种心理状态[２].依据该模型编制的个人成就

感降低量表实质上考察了个体对自身工作价值的评价和成就的体验.邓睿借鉴该量表,对我国２８
个省、市的６０７３名中学教师进行调查,得出了我国中学教师职业成就感普遍不高的结论[３].

现有的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研究基本是在职业倦怠研究框架内进行.在侧重考察教师职业倦

怠整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后果变量的背景下,职业成就感的独特性未受到应有重视.情感枯竭、个
人成就感降低和去人性化三因子在职业倦怠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不同,其中,情感枯竭是教师职

业倦怠的最主要表征[４Ｇ５],因此,对教师职业成就感变量作独立深入的分析是必要的.相关研究探

讨了性别、学段、教龄和职称等个人背景因素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由于单项研究存在着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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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样本代表性不足及统计方法不当等问题,所以造成当前的研究结论之间存在分歧、未形成明

确一致结论的现状.此外,教师职业性质决定了其职业成果展现的长期性和评价的复杂性,在这种

特殊条件下,探讨教师与同为助人职业的医生、公务员和警察之间的差异,更有助于全面把握教师

职业成就感.

本研究将 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中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的分数作为教师职业成就感的衡量指

标,运用元分析技术,整合当前研究成果,并通过职业间的对比,探索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现状及特

征,从宏观层面增进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理解.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搜集

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博论文库中,首先分别以“教师”、“职业倦怠”、“工作倦怠”和
“工作枯竭”为题名和关键词进行初步检索,然后利用万方数据库进行查漏补充.文献纳入标准:

(１)研究工具翻译或改编自 Maslach的系列量表,即 MBIＧHSS(适用于助人工作者)、MBIＧES(适用

于教育工作者)和 MBIＧGS(通用版);(２)完整报告了个人成就感降低因子的样本数、均值和标准

差;(３)研究对象为大陆教师;(４)重复发表的数据只选取其一,以初次发表为准;(５)排除明显的错

误数据.通过反复搜索和筛查,获得有效研究报告４８１篇,样本总量１５７００３人,单篇最大样本量

５６０３人,最小３０人.报告了来源地的１４６９７９份样本分布于大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样本量最多

的是广东,有１３５４４人;宁夏最少,有１１２人.以同样的方法和标准,搜集有关警察、医生和公务员

职业成就感的研究,获得有效报告分别为２０篇、２６篇和６篇.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 变量编码

对研究报告进行特征编码,根据确保纳入元分析的变量样本量充分的原则,最终确定性别、职

业、教龄、学段和年代等变量.将文献出版年代作为连续变量并按年代本身编码.职业变量分为教

师、警察、医生和公务员４类.参考新手－熟手－专家型教师研究范式对教龄的界定,并结合各原

始研究教龄分类的实际,将元分析的教龄分为３个阶段.为考察学段影响,将被试者分为幼儿园、

小学、中学、中职和大学教师５类.
表１　变量编码赋值表

变量 编码 文献数量 样本量 变量 编码 文献数量 样本量

性别 １＝男 ２４５ ３７０３７ 年代 ２００２ １ ５８４
２＝女 ２６７ ５２８５５ ２００３ ３ ８５８

职业 １＝教师 ４８１ １５７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５ ２５２９
２＝警察 ２０ ５８５９ ２００５ １５ ６８００
３＝医生 ２６ １７７６７ ２００６ ３４ １１７７８
４＝公务员 ６ ２２５６ ２００７ ５４ １６３８８

教龄 １＝０－５年 １６５ １６３２１ ２００８ ６２ ２５７４２
２＝６－２０年 １５１ ２５９１９ ２００９ ６９ １７６６７
３＝２１年以上 １０９ ６８０８ ２０１０ ５３ １５４７６

学段 １＝幼儿园 ２７ ７６８３ ２０１１ ７５ ２５１６７
２＝小学 ４１ ２０９７５ ２０１２ ４５ １４６０１
３＝中学 １２１ ４４７５３ ２０１３ ５２ １６３２６
４＝中职 ２５ ７８９５ ２０１４ １３ ３０８７
５＝大学 １７８ ５１３３９



２ 效应量计算

单个研究的效应量采用 Hedges和Olkin的计算公式:ES＝(XG１－XG２)/Sp.其中,XG１ 是实

验组的平均值,XG２ 是控制组的平均值,Sp 是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联合标准差.为了平衡从各研究

中所得数据的精确度,采用每组原始数据的样本容量作为权数,以计算最终统计指标平均效应量.

平均效应量计算公式为ES＝∑(WiESi)/∑Wi.其中,ESi 是第i个效应值,Wi 是第i个效应值

的方差权重的倒数[６].

３ 异质性检验

合并各研究的效应量时,如果各效应量之间同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算,当各效应量之

间异质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运用Q 检验对各项研究的效应量进行卡方检验,Q＝∑Wi(ESi－

ES)２,Q 值服从自由度为k－１的卡方分布.Q 值大于自由度为k－１的卡方分布临界值,表明不同

研究具有异质性;反之,各研究间则为同质.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出个人成就感降低的Q 值大

于卡方分布临界值.

数据处理采用EXCEL２００３和SPSS１７．０进行.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教师职业成就感总体状况

计算出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因子的加权平均数和标准差(２．７２±０．７５),均值接近量表的评分中

值３.元分析数据采用的是Likert５点评分法,１~５分分别代表个人成就感降低从轻到重的程度,

结果反映出教师群体存在中等水平的职业成就感低落现象.绘制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均值与年代

变化图,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６年,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得分呈略微上升的状态,即职业成就感有所下

降,之后在总体上保持较为平稳的态势.进一步对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与年代进行相关分析,求出

二者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０４(p＞０．０５),证实年代对教师职业成就感没有影响.

教师被喻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这一神圣职业的从业者并没有实实在在体会到职业带

给自己的满足感.外界赋予的神化职业期待与现实尴尬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教师职业成就

感降低直接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及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削弱了教师对组织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造成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一项针对３２所中小学１３２５名教师的调查研究发现,

个人成就感降低是显著负向预测变量,教师低职业成就感破坏组织的运作功能和效率[７].对高校

和特教教师的研究也表明,教师低职业成就感可以显著预测离职倾向,因此提升教师职业成就感,

对职业承诺起促进作用[８Ｇ９].不容乐观的现实呼吁政府、社会和学校亟须正视教师的职业心理状

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教师职业成就感的提升.
(二)教师与警察、医生、公务员职业成就感的比较

以教师为控制组,以警察、医生和公务员的平均效应量为参照常模,绘制了教师成就感降低的

统计表(见表２).根据Cohen的经验解释[１０],警察、医生、公务员与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差异均为中

等效应.从警察、医生和公务员的９５％置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简称CI)来看,都不包含０,

表明这三者与教师的职业成就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警察、医生和公务员的效应量均为负值,说
明这三者的职业成就感都高于教师,依据数值大小,职业成就感从高到低依次是公务员、医生、警察

和教师.

教师职业成就感明显低于公务员、医生和警察,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这４类职业均为典型的

助人职业,在工作特征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是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也是职业倦怠的重点研究

对象.结果表明,教师职业性质具有更强的低职业成就感.职业倦怠的组织理论认为,职业成就感



低源于职业者付出与回报的不一致.个人与组织的匹配度可以从工作强度、控制感、报酬、团队、公

平和价值观６个方面进行评定.这６个方面越不匹配,越可能产生职业成就的低落感;越匹配,越

可能体验到职业成就的满足感[１１].提升职业成就感既需要教师自身掌握积极的应对策略,也需要

外在客观条件的改善.根据职业倦怠的组织理论观点,调整教师的工作特征,增强教师与组织在上

述６个方面的契合度,是从外部增强教师职业成就感的有力措施.
表２　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效应量及描述统计

控制组 实验组 ES SD SE ９５％CI

教师 警察 －０．２１８ １．０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３０１,－０．１３４
医生 －０．３１３ １．１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３５９,－０．２６７
公务员 －０．４２８ ０．７７９ ０．０３７ －０．５０１,－０．３５４

女 男 ０．０７４ ０．９２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２,０．２０９
０~５年 ６~２０年 ０．０１６ ０．７１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３１,０．１６４

２１年以上 －０．２３８ ０．７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４０５,－０．０７１
幼儿园 小学 ０．０５６ ０．７８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０．１３９

大学 ０．１７６ ０．７７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８,０．２６３
中学 ０．２７４ ０．７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１８３,０．３６６
中职 ０．４１６ ０．７１３ ０．０４４ ０．３２８,０．５０４

(三)教师职业成就感的性别、教龄和学段差异

以女教师为控制组,计算其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加权平均值和标准差并作为比较标准进行性别

差异分析.从表２看出,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平均效应量为小效应,且９５％置信区间包含０,

即结果包含了随机因素,说明男女教师在职业成就感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得出结

论:性别并非影响教师职业成就感的直接因素.

以教龄０~５年的教师为参照,分析教师职业成就感的教龄差异.表２可以看出:教龄为６~２０
年教师的平均效应量为小效应,９５％置信区间包含０,表明６~２０年与０~５年教龄教师的职业成就

感不存在差异;２１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平均效应量为负值为中效应,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表明从

教２１年以上教师的职业成就感显著高于教龄为０~５年和６~２０年的教师.从教龄这一维度看,

本研究结果与连榕关于新手与熟手型教师职业成就感不存在差异、专家型教师成就感显著高于前

两者的结论基本一致[１２].总体而言,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和资历的增长,教师的经济待遇、职称职

务、社会地位、教学效能和专业声望都会逐步提升,学生的成长成才也激发出教师愈发强烈的“桃李

满天下”的满足感,这些都为教师体验职业成就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教师的成长路径来看,把

握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是必要的.促进处于适应期的新教师尽快转变角色,胜

任教育教学工作,平稳度过关注生存的阶段,从而认同教师职业,坚定职业信念,这是个人获得后续

发展和保持教师队伍稳定的关键.对于熟手型教师,需要各方积极创造条件,防止因循守旧或安于

现状导致专业发展停滞,促使他们加快跨越职业平缓期,有效突破职业发展的瓶颈,早日迎来职业

发展的高峰期.

以幼儿园教师为控制组,进行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学段比较.考虑到中职教育的特殊性将中职

教师单列.从表２可知,小学、大学、中学和中职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平均效应量逐步递增.其

中,小学与大学教师的效应量为小效应,中学与中职教师的效应量为中效应,小学教师的９５％置信

区间包含０,说明小学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成就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余３类教师的９５％置信区间

不包含０,说明他们与幼儿园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从幼儿园、小学、大学、中学

到中职,教师职业成就感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学段差异可能主要源于教育任务



和教育对象的不同.从幼儿园、小学、大学到中学,应试教育和升学考试压力带给教师的冲击愈发

强烈.在现行体制下,对教师职业行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学生的成绩占据相当大的权重.在激烈

角逐稀缺优质教育资源的大背景下,一味以成绩论英雄的单一评价方式必然削弱众多教师的职业

成就感.中职教师职业成就感最低可能源于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不足甚至仍存偏见的原因,

另外,中职生整体素质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教书育人还是管理服务,中职教师的付出与回报

的失衡感受将比普通中学的教师强烈得多.稳妥推进教育改革、科学实施教育评价机制以及合理

设计考核方式,可能是缩小不同层次、类型的学校和不同学段的教师职业成就感差异的重要途径.

三、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教的行政理念

以法治思维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切实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

都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充分保障教师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人事管理、

专业发展等方面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系统构建维护教师权益的协调机制、

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下大气力改善教师待遇,确保“教师工资不低于或者

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政策落实到位;持续推进师德建设制度化进程,落实教育部«关
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３]１０号)和«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１０号),采取有力措施,带动师德建设迈上新台阶,对个别道德败坏、

贪赃枉法的教师要依法惩处,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维护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因此,要深入推进依

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行政理念,综合举措多管齐下,为广大教师营造潜心教书育人的良好环境.
(二)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

着力营造新时期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新风尚,大力提升教师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教师培养专

业化水平,建立健全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从专业素质、培养培训和管理服务等方面加强各级各

类教师标准的制定和完善.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培训机制的改革创新,赋予教师更多专业发展自主

权,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提高教师培养质量,努力营造使优秀教师不断涌

现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发挥教师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师自觉提高师德修养,做
受学生爱戴敬仰的品行之师、学问之师.充分借助新媒体优势,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大力宣传师

德之星和模范教师,以优秀的事迹感染人,传播尊师重教的正能量.以教师职业的专业化、专业素

养的全面提升和高尚的师德操行带动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广泛认同,使教师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

职业.
(三)坚定立德树人的职业信念

自觉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重视激发教师内在动力.新形势下,广大教师要牢牢坚持德育

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彻底转变传统重智轻德、单纯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的局

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遵循教育和学生成长规律,因材施教,挖掘

每个学生的潜能.自觉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大力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全面的科学文化素养、健
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审美情趣.教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只要将立德树人的职业要求真正转化为

自觉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不论教师身处何地何校何种岗位,都能发挥所长、大有可为,从
而切实体验为师之快和育人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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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eachersSenseofOccupationalAchievements
———BasedonMetaＧanalysis

LIAOYouＧguo
(DepartmentofStudentManagement,MinjiangUniversity,Fuzhou３５０１２１,China)

Abstract:Inthepresentstudy,theauthormetaＧanalyzedtheresearchreportsinvestingteacherssense
ofoccupationalachievementsbetween２００２and２０１４．Theresultsareasfollows．Theoveralllevelof
teacherssenseofoccupationalachievementsi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ofthecivilservants,docＧ
torsandpolice．Thereisnogenderdifferenceinteacherssenseofoccupationalachievements．Senseof
occupationalachievementsofteacherswithateachingageof５yearsandbetween６to２０yearsissigＧ
nificantlylowerthanteacherswithateachingageofmorethan２１years．TheschoolstagefromkinＧ
dergarten,primary,college,highschooltosecondaryvocational,teacherssenseofoccupationalaＧ
chievementsshowedagradual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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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邱香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