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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释义与辨析
罗 儒 国

(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以及工作特性、工作

环境、薪酬福利、组织管理、职业晋升、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作为一个多层面、多维

度的复杂范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不仅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精神生活质量

等相关概念存在着差异,也和教师教学生活方式、教学质量等范畴有所不同,因而需要区别开来,通过进一步

比较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加深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认识与理解,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

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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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工作生活质量运动的兴起,工作生活质量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而重视和

关心员工需求及其需求满足程度则逐渐成为各种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策略.深入开展教师工

作生活质量研究是生活质量或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笔者看来,加强教师工作生

活质量研究不仅是国家宏观教师政策的制定与教师队伍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教育改革、提升

学校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是提升教师生存质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诉求.然而,教师工作

生活质量作为教育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有着特定的内涵.那么,何谓教师工作生活质

量,它有何特点,它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相关概念和范畴有何区别和联系等诸如此

类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

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与特点

(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

为了揭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生活质量”的基本含义.有研

究者曾指出:“‘生活质量’这个术语在演进中往往引人注目,但把它引入研究概念时,如果在思维和

措辞上不赋予其一个清晰的定义和严格的学科属性,它就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工具.”[１]３３何谓生活

质量?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活质量的内涵进行了诠释和说明,见仁见智.综观各种生活质

量定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３种不同的观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Ｇ０４Ｇ２０
作者简介:罗儒国,教育学博士,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小学教师教学生活质量评价研究”(１０YJC８８００８５),项目负责

人:罗儒国;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资 助 项 目 “农 村 教 师 工 作 生 活 质 量 评 估 与 保 障 机 制 研 究”
(２０１２M５１１６３６),项目负责人:罗儒国.



１ 客观状态说

该观点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持这一观点的冯立天教授认为:“所

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换言之,生活质量就是生活条件

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无疑包括许多方面,诸如生活环境、教育、供给、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文化娱

乐、社会风尚、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等.”[２]此定义主要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

件的角度来理解生活质量,并将其作为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生活条件、生活水平以及体现社会发展

程度的重要维度.

２ 主观感受说

此观点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生活总体水平和各种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或将生活质

量理解为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生活各领域的满意度.如一些学者将生活质量视为一种

普遍的心理学现象,并且认为“生活质量作为一种总体的一般幸福,包含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社

会的和精神幸福的主观评估”[１]６３.

３ 综合说

此观点综合了生活质量的“客观状态说”与“主观感受说”两种不同观点,认为生活质量是“环境

提供给人们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社会成员

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和评价”[３].因此,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大多采用的是综合性

指标,既包括反映客观生活水平的客观指标,也包括体现人们主观生活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

指标.

人们对生活质量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迄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生

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范畴.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生活质量这个概念内容庞杂,因

此缺乏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和标准的测量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１]３３综合来看,生活质量可以界

定为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基于对生活质量内涵的认识与理

解,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社会、学校提供

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从狭义来讲,教师工作生活

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以及工作特性、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组

织管理、职业晋升、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

(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特点

第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从客观上看,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反映了社会、学校为教师提供工作生活条件的“供给”的水平与充裕程度,如教师

工资福利水平、办公条件、医疗待遇、学校教学设施与设备状况等.通常而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在

客观上与社会和学校为教师提供何种程度的工作生活物质条件有直接关联.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

其工作生活状况及其优劣程度的表征,受到工作生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从主观上说,教师工

作生活质量反映教师对工作生活总体状况以及工作环境、身心健康、晋升发展、学校管理、薪酬福

利、工作条件等方面的主观感受与评价.正是由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主观性,不同教师所处的

社会环境和工作生活环境不同,教师价值观念、教学经验、生活需求不同,所以他们在工作生活的主

观感受和满意度方面往往存在着差异.

第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范畴,是由不同要素、不同层面构成的.

从构成要素来看,路易斯(S．K．Louis)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结构划分为７个不同维度,包括他人尊

重与认可、职业上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具备提高教师效能感的设备和程序、获取充分利用现有知识

和技能的机会、具备完成教学任务所需的资源以及个人目标与学校目标的一致性[４].笔者结合中



小学教师工作生活需要,构建了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教师工作生

活质量问卷,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研究结果表

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结构由个体维度、工作维度、组织维度、社会维度４个维度组成,具体包括身

心健康、工作家庭休闲、工作尊荣与成就、工作特性、工作环境与条件、薪酬福利、组织管理、培训与

发展、人际氛围、社会保障、社会支持１１个要素.从类型来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或教学生活质

量)可分为主观教学生活质量与客观教学生活质量、现实教学生活质量与虚拟教学生活质量、宏观

教学生活质量与微观教学生活质量、群体教学生活质量与个体教学生活质量等不同形态与类型.

第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状

况及各个维度的主观感受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或者说,在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

段,教师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会有所不同.在卡洛斯马尔曼看来,人的生活质量是由多种成分构

成的,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决定了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需求层次不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

价也就不同.他说:“就像需要系统中具有众多的需要一样,生活质量也有许多构成的成分.一个

人对于想要得到的满足物与实际上获得的满足物之间的关系的评价和理解实际上决定了生活质量

的构成成分.”[５]５４此外,社会、学校的供给程度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教师工作生活

质量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另一方面,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变化发展

之中.由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的复杂性、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教学生活实践的特

殊性,所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在结构上也呈现出多维性、多面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与教师

教学生活领域、时空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认识的加深,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结构

维度也将相应地发生改变.

第四,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质量,有其特殊性.教师工作生活质

量的特殊性主要是由教师工作性质、工作环境与场域(主要是学校)、教师个性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需

求的独特性所致.卡洛斯马尔曼曾指出:“为了从生活质量的构成成分过渡到生活质量本身,每

一个体基于对需要和满足物的次序优先选择都有其个人的标准.个体依据他们的社会环境和他们

的秉性的不同,要程度不一地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得他们的满足当他们的生存需要、共存需要、

成长需要及完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即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的生活质量

是良好的.”[５]５５教师的工作生活既不同于教师日常生活,也有别于其他职业群体的工作生活,具有

专业性、独立性、复杂多样性、“无边界性”等特点.此外,教师的工作生活需求与其他职业人员的工

作生活需求存在着差异.有研究者认为,不论中学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包

括:提高社会地位的需要,改善生活条件的需要,发挥专长、取得成就的需要,业务上进修提高的需

要,受到尊重与信任的需要.与其他行业比较,教师的工作生活需求具有３个明显特点:“基本生活

条件需要的迫切性,自尊、荣誉需要的关切性,成就、创造需要的强烈性”[６].

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相关学科概念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容易与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精神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等相关范畴相混淆,

因而需要区分开来,通过进一步比较分析,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加深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内

涵的认识与理解.

(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主观幸福感

当考察教师教学生活或工作生活如何、是否有意义与是否幸福时,经常用主观幸福感、幸福指

数加以反映.那么,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主观幸福感究竟有何区别? 在笔者看来,两者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 内涵及性质上的差异

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界定,学术界主要存在３种不同取向.一是从认知层面加以理解,将主

观幸福感等同于满足感.主观幸福感就是生活满足感,是“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

的总体评价”[７].二是从情感层面加以把握.“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

价,这种评价常常可以用那些情感性的术语加以表达.当你问到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何时,他常

常会这样回答‘我感觉良好(good)’.”[７]三是从体验角度加以解释.主观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

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

体验.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

的正向心理体验,它是满足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内容方面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

验到的一种积极的生存与发展状态[７].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反映的是社会、学校提供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教师工作生

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它不仅包括教师对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差距的

主观认知与评价,还涉及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等客观方面(如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工作环境舒适度

等),因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

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或教学生活质量)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教师主观

幸福感体现的是教师在工作生活中获得的一种满足、愉悦、快乐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它侧重于

情感层面的体验和评价.这种情感层面的体验和评价比较短暂、容易变化,受情绪影响较大.而教

师工作生活质量反映的是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及其各个维度的满意程度,主要侧重于认知层

面的评价.这种认知层面的评价比情感层面的评价更稳定、持久.

２ 内容构成上的差异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比教师主观幸福感宽泛得多的概念,是一个涵盖多个维度或层面的

复杂概念,主要包括工作尊荣、工作特性、教学条件、人际氛围、学校管理、专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等不

同维度.卡西欧认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包括８个维度,即人际交流、员工参与、工作的动机与热

情、工作的安全性、职业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薪资、工作自豪感[８].此外,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不仅

包括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及其各个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还包括教师工作生活的客观条件,

即社会、学校对教师工作生活的“供给”程度.而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构成则有别于教师工作生活质

量.在笔者看来,教师主观幸福感主要由３个部分组成:一是工作生活满意度,即对工作生活质量

的整体评价;二是积极情感,包括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三是消极情绪,包括抑郁、

悲伤、孤独、厌烦等.教师主观幸福感可分为不同类型.英国学者霍姆斯曾将教师幸福感分为４
类,即生理幸福感、情绪幸福感、智力幸福感、精神幸福感[９].

３ 评价体系的差异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在评价体系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评价对象、评价工具、评

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其一,从评价对象来讲,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测评对象主要以教师个体为

主,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测评对象往往是多元的,既可以是教师个体,也可以是教师群体.其二,

从评价工具和评价内容来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评价与测量既可以借鉴“生活质量量表”,也可以

采用工作生活质量量表或自编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问卷,主要涉及教师工作生活总体满意度和工作

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等评价内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与测量多采用心理测验量表(如“夏普

量表”、“情感平衡量表”、“自陈幸福感量表”),主要涉及教师个体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心理承受能

力等评价内容.其三,从评价标准来看,教师主观幸福感是教师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的总体评价,因而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往往以教师自己内心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为依据.教



师工作生活质量不仅包括教师对工作生活各方面的主观评价,还包括反映教师工作生活状况与水

平的客观指标,因而其评价标准并非只是个体自定的主观标准,也包括外在的客观指标,如教师身

体健康水平、教师工资指数、教师人均办公用房面积、教师每周平均工作量等客观指标.

(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精神生活质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工作生活或教学生活是一种精神生活.正如徐继存教授所说:“教学本

质上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其本身就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意义的功能,因为

教学就其过程的本质来看是人类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实现转换和生

成新的精神能量的过程.真正的教学精神生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内容,如崇高的教

学理想、健全的教学理性、积极的教学情感、坚强的教学意志.”[１０]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

精神生活质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教师在工作生活中获得积极情感体验或职业成就感,必然有助

于教师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过来,教师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会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从而

有助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提升.然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质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

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 指涉对象的差别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同属于生活质量范畴,反映的是教师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

但二者指涉的对象、满足的需要是有所不同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主要是指教师对工作环境、工作

特性、组织管理、晋升发展等工作生活不同方面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及社会、学校对教师工作生活

条件的供给程度.它反映的是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既涉及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

有学者将高校教师主要需要归纳为薪酬满意需要、环境和谐需要、职业发展需要３个层次[１１].教

师精神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供的精神生活资料对教师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教师个人对精

神需要满足程度的感受或认可程度,因而它反映的是教师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满足的仅仅是

教师的精神需要.

２ 结构上的相异

由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或教学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类型的复杂范畴,可以将其

划分为不同类型,如主观教学生活质量与客观教学生活质量、个体教学生活质量与群体教学生活质

量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在结构上包括工作维度、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具体涉及教师教学生活质

量的各个层面,包括工作环境、薪酬福利、身心健康、晋升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社会支持、社会

保障等.精神生活作为区别于物质生活而相对独立的生活形态,包括３个不同层次:相对于肉体生

活的“心理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生活”[１２].由此看来,教

师精神生活质量相应地包括心理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和心灵生活质量３个层面.

３ 衡量指标各有侧重

如前所述,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质量所指涉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因而衡量教师工作

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各有所侧重.有研究者根据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相对性

与动态性相结合以及简明实用等指标选取原则,提出从精神生活特性、精神生活要求、精神发展程

度、精神感受等４个方面来衡量人的精神生活质量[１３].也有研究者以人的精神生活内容为主线,

构建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个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个人在工

作后和余暇休闲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社交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家庭生活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

标[１４].教师作为社会成员,诸如此类的指标也同样适合教师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教师工作生活

质量主要以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为衡量依据,衡量指标自然不同于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

指标.譬如,哈特(P．M．Hart)基于生活满意度量表,整理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衡量指标,包括工



作生活接近预期目标的程度、工作条件、工作满意度、工作生活中的价值感以及换岗意向５个

指标[１５].

(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心理学概念,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教师对其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工作条件与状况

的一种总体感受和看法,是教师对工作各方面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状况”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

评价,是教师对“工作应该如何”与“工作实际如何”之间差距的一种主观感受与评价.因此,教师工

作满意度与工作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教师工作满意度可以作为衡量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或

主观教学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两者存在着一些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３个

方面:

１ 性质上的差异

教师工作满意度主要是对教学工作各个维度的主观感受与体验,是由教师个体作出的主观评

价,因而具有主观性.另外,虽然教师工作生活的客观状态是产生主观感受的基础,但是处于相同

客观生活条件下的教师,由于个体需要、兴趣、价值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主观感受各不相同,

呈现出个体差异性.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反映的是社会、学校提供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裕程度

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或者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既包括社会和学校的供给程度,也

包括教师对工作特性、工作环境、专业发展、组织管理等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和评价,因而是主

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此外,尽管教师对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观感受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可能

会有所不同,但社会提供的工作生活条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这就使得教师工作生活质量

(主要是客观教学生活质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动

态性与相对稳定性.

２ 构成维度的不同

教师工作满意度主要涉及工作维度和组织维度,包括对工作性质、工作强度、工作条件、工作环

境、工资收人、工作关系、工作管理、工作成就的主观评价.由陈云英、孙绍邦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

度量表”包括６个维度、４０项评价指标,其中６个维度是工作性质、物理条件、薪水、进修提升、人际

关系、领导管理[１６].冯伯麟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包括自我实现、工作强度、工资收人、领

导关系、同事关系５个因素以及２６项指标[１７].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构成主要涉及个人层面(如身

心健康、工作与家庭休闲平衡、工作尊荣)、组织层面(如薪酬福利、组织管理、晋升发展、人际氛围)、

工作层面(如工作特性、工作条件)和社会层面(如社会支持、社会保障).此外,教师工作生活质量

不仅包括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及其各个维度的主观感受,还涉及社会、学校为教师提供工作生活条

件的充分程度.

３ 测评工具的区别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测量方法一般包括单一整体评估法和工作要素总和评估法.单一整体评估

法是通过教师对工作总体感受的回答而对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价的方法.工作要素总和评估法是通

过教师对工作各个维度的主观感受来测量其工作满意度的一种评价方法.教师工作满意度测量工

具主要有工作满意度问卷(JobSatisfactionSurvey)、工作诊断量表(JobDiagnosticSurvey)、彼得

需求满意度调查表(PorterNeedSatisfactionQuestionnaire)、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MinnesotaSatＧ

isfactionQuestionnaire)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测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评价教师工作生活

的客观状态;二是测评教师对工作生活各方面的主观满意度.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测评方法主

要是综合评定法,而可借鉴和参考的评价工具则主要有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Ｇ７４)、工作

生活质量问卷、工作满意度量表等.



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育学相关概念之比较

作为教育科学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除了与精神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

工作满意度等相关概念存在差异外,还容易与教学生活方式、教学质量等概念混淆.因此,有必要

对此进行分析和比较,以进一步揭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构成要素和评价指标.

(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师教学生活方式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学生活方式是教育科学概念体系中相关的两个范畴,它们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然而,无论是从内涵来看,还是从构成要素来讲,或是从评测指标而言,教师教学生活方式

与工作生活质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 内涵方面的差异

教师教学生活方式是指教师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下,依照特定的教学生活观念,为满足生命存在

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它关涉的是“为什么生活、如何

生活、应该怎样生活”等问题.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环境、工

作特性、薪酬福利、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不同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主要是对“生活得怎样”的回

答,如对教师教学设施与办公条件怎样,校园环境是否安全、舒适,教师对进修与培训效果、薪酬福

利、职务升迁等是否满意等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教师教学生活方式主要是指教师教学行为的定型

化、模式化,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则体现的是社会、学校提供教学活动条件的“供给”水平、充裕程度

和教师对教学生活的满意程度.

２ 构成要素不同

人的生活方式是由一系列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构成的.有研究者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一般具

有６个要素,包括生活主体、生活资料、生活活动、生活关系、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生活观念[１８].

教师教学生活方式亦不例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教师教学生活方式是由教学生活观

念、教学生活形式、教学生活条件、教学生活时空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构成则

不同于教学生活方式.彭小虎认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工作特性、工作条件、组织氛围、专

业发展和工作待遇５个要素[１９].

３ 测评维度与指标各有侧重

由于教学生活方式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在构成要素上存在着差异,因而两者的测量维度与评

价指标亦有所不同.威尔士和道格拉斯(Wells& Douglas)提出了 AIO 量表,并将它作为测评生

活方式的量表.AIO量表中的“A”即为活动(Activities),指一种具体、明显可见的行动;“I”代表兴

趣(Interests),指人们对于事物、事件、主题的兴奋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别或者连续性的注意;

“O”表示观点(Opinions),用来描述对问题的解释、期望与评价[２０].由此看来,教师教学生活方式

的测量维度不仅涉及教师教学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等具体的教学生活领域,还涉及教师教学生活

价值取向与观念等方面.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及其各个维度的主观

感受与评价.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主观评价指标和客观评价指标.客观评价指标

反映的是社会和学校提供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包括教师工作强度、教学设施设备状

况、教师闲暇时间总量、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教师人均培训经费等指标.主观评价指标则体现的是

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包括身心健康、工作条件、薪酬福利、人际关系、晋升发展、社会保障

等指标.



(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学质量

当前,提升教学质量已成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何谓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是指学校教

学是否达到了一定的质量要求,即学校在一定的条件下,满足学生身心发展、满足当前和未来社会

发展需要的教学活动过程及结果的特征的总和,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学生的

发展变化达到某一标准的程度以及不同的公众对这种发展变化的满意度.”[２１]３２７教学质量与教师

工作生活质量均属于质量的范畴,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工

作生活质量.教学质量高的教师,其教学效能感也相对较高,容易获得积极情感体验或幸福体验,

从而有着较高的教学生活满意度.反过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好坏、优劣程度,也会影响教师工

作积极性与工作热情,从而影响教学质量.虽然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学质量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与教学质量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主体、构成要素、评价目

的３个方面.

１ 价值主体不同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个体或群体对教学生活状况以及自身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因

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价值主体是教师个体或教师群体.教学质量体现的是学校教学满足“目标

公众”(如教育政策制定者、家长、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需求和期望的程度.其中,学生是学校

教育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而是教学质量的直接体现者.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社会、政府等,他

们间接投入并接受学校教育服务,因此是教学质量的间接评价者.由此看来,教学质量的价值主体

是多元的,不仅包括教师、学生,还涉及教育管理者、家长等.

２ 构成要素不同

一般而言,学校教学质量表现在学校教学的各个方面,不仅涉及课程结构体系与教材质量,还

包括课堂教学水平以及学校教学管理水平等方面.因此,我们不能将学校教学质量简单地等同于

课堂教学水平或课堂教学质量.有学者曾指出,教学质量是由３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是课程建

设,包括课程结构、教材质量、教学实践基地;二是课堂教学水平,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

略与方法、教学能力、教学效能及特色;三是教学管理,包括教学指导思想、教学管理制度与目标、教

学研究与教学改革[２１]３２８.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则包括薪酬福利、工作环境、专业发展、组织管理、人

际关系等要素.

３ 评价目的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教学质量是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教学质量评

价的目的在于:检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确保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切实提升学校办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不仅是教师工作生活状

况的反映,也是国民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国民生

活质量、幸福指数,也关系到学校组织效能建设,更关系着教师生活质量.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

评价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主要有公共政策导向、组织诊断、个体辅导３种取向.公共政策导向主

要关注的是特定社会中教师群体的主观感受以及社会满足教师群体需求的程度,通过对教师工作

生活质量的测评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进而达到社会诊断的目的.组织诊断则是通

过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考察与分析,为学校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以便完善教师工作质量方案,

提升教师工作生活质量.个体辅导主要是通过对教师个体工作生活状况的诊断,为教师个体工作

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咨询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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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ParaphraseandAnalysisonTeachersWorkingandLivingQuality

LUORuＧguo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China)

Abstract:Basedoncertainmaterialconditions,teachersworkingandlivingqualityreferstoteachers
subjectiveevaluationoftheiroverallworkingandlivingcondition,especially,thesubjectivefeelings
ofeachdimensionofworkandlivingsuchasworkingcondition,salaryandwelfare,organizationadＧ
ministration,promotion,andlivingcondition．Asamultifaceted,multiＧdimensionalandcomplicated
category,teachersworkingandlivingqualitydiffersfromsomerelatedconceptssuchassubjective
wellＧbeing,jobsatisfactionandspirituallifequality,andalsodiffersfromteachingstyleandteaching
quality．Therefore,itisnecessarytomakeadistinctionamongthem．Byrevealingtheirsimilaritiesand
differencesthroughfurthercomparativeanalysissoastoenhanceknowledgeandunderstandingofworking
andlivingquality,itprovidesareferenceforimprovementofteachersworkingandlivingquality．
Keywords:teachers;workingandlivingquality;subjectivewellＧbeing;jobsatisfaction;qualityof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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