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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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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不仅关系教师队伍的建设,更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基于“教师工作价

值观量表”从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利他奉献和安全稳定７个维度对湖北省１８个

市县区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是一个多维心理

结构,较之其他教师群体,“８０后”青年教师拥有对职业更高的价值认可度;“利他奉献”是“８０后”青年教师的首

要工作价值取向;“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受性别、城乡、教龄、家庭及毕业院校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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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由

教师是教育的首要资源,教师的品质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教师工作价值观是教师对教育

工作所形成的稳定的、内在的信念与评价,影响并促进教师的工作行为及其结果发生转变.教师的

工作价值观只有与当前的工作环境相匹配,才能唤起心中对职业的热爱,树立终生奋斗的目标,并
表现出积极的工作状态,爱岗敬业,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８０后”是成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殊群体,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见证了中国经

济的稳定发展,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伟大成果,并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成长起来的一

代人.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下,“８０后”群体相较于前一代和后一代有显著的不同特质.具体

而言,表现在:追求自我,坦诚相待;努力工作,追求开心;勇于创新,充满激情;跳槽频繁,缺乏忠诚;
个人工作能力强,团队意识薄弱[１].随着“８０后”青年教师作为未来师资队伍中的主力军,他们能

否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影响着教育质量能否提高,影响着教育公平正义能否实

现,也影响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因此,研究“８０后”青年教师的工作价值观现状,
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持续、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问卷抽取了湖北省黄石、荆州、咸宁、襄阳、孝感等１８个市县区的２００名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

间出生的中小学教师,所教学科覆盖初中数学、化学、综合实践和小学数学、科学、综合实践,共计６
门课程.本次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７月,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８２份,回收率为９１．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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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问卷１６７份,有效率约为９１．８％.其中:男性４６名,女性１２１名,占比分别为２７．５％、７２．５％;已婚

１３１名,未婚３４名,离异２名,占比分别为７８．４％、２０．４％、１．２％;党员６４名,非党员１０３名,占比分

别为３８．３％、６１．７％;农村７８名,城区８９名,占比分别为４６．７％、５３．３％.
(二)调查工具

“‘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在参照胥兴春２００７年编制的“教师工作价值观量表”
(TWVQ)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问卷共２７个题项,采用 Likert量表５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８０
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越积极,越趋于适应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本问卷将教师工作价值观分为７
个维度,分别为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利他奉献及安全稳定[２].该量

表α系数为０．９１,重测信度系数为０．８５,各维度α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范围分别为０．６３~０．８５和

０．７３~０．９０,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同时,χ２/df＝２．３８,RMSEA＝０．０７,NFI＝０．８０,GFI＝０．８６,说明

问卷拟合度较好.
(三)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１７．０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三、调查结果

(一)“８０后”青年教师与非“８０后”教师工作价值观比较

非“８０后”教师工作价值观的７个维度数据源自胥兴春的博士学位论文«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

影响效应研究».由表１可以看出,“８０后”青年教师在工作价值观问卷中的总体平均分为４．５６,大
于非“８０后”教师群体.这说明“８０后”青年教师的工作价值观认同水平高于其他教师,且“８０后”
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更趋向于正面、健康和积极向上.同时,不管是“８０后”还是非“８０后”的教师,
他们的工作价值观均大于临界值３,这也说明我国教师工作价值观整体上呈积极的态势.

具体从７个维度来看,“８０后”青年教师在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

理、利他奉献及安全稳定上的问卷得分均高于非“８０后”教师,其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为:利他奉献、
物质报酬、组织管理、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声望地位、安全稳定;而非“８０后”教师在这７个维度上

的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为:利他奉献、组织管理、物质报酬、声望地位、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安全稳定.
这一方面反映了“８０后”青年教师群体和非“８０后”教师一样,都关注工作中的利他奉献,认同工作

中的无私奉献精神,但对安全稳定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８０后”青年教师相较于非“８０后”
教师更重视物质报酬和人际关系,更不关注声望地位.这可能与“８０后”群体追求自我、自信张扬、
追求物质享受的个性有关.

表１　“８０后”青年教师与非“８０后”教师工作价值观比较分析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８０后”教师 ４．６７±１．１９ ４．４３±０．７６ ４．４６±０．６８ ４．６２±０．５４ ４．６６±０．５１ ４．７３±０．４３ ４．２３±０．６６ ４．５６±０．５０

次序 ２ ６ ５ ４ ３ １ ７ —
非“８０后”教师 ４．４８±０．６２ ４．３９±０．７２ ４．２５±０．６４ ４．２５±０．６３ ４．４９±０．６５ ４．５７±０．５６ ３．９４±０．７７ ４．３４±０．５０

次序 ３ ４ ６ ５ ２ １ ７ —

　　(二)不同被试特征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差异

从性别、教龄、城乡、家庭及毕业院校类型５个方面对“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７个维度

进行数据分析.

１“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性别差异比较

表２显示,在p＜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下,女性“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总体得分高于男性

“８０后”青年教师.在具体维度上,除“物质报酬”外,女性教师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男性教

师,同时,“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在p＜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组织管理”在p＜０．０１水平下差异



显著.这说明性别因素对“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影响显著,女性“８０后”青年教师拥有更高的

工作价值观认可度.
表２　不同性别“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维度的差异比较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性别
男 ４．７６±２．０７ ４．２０±０．９４ ４．２０±０．７９ ４．５０±０．６７ ４．５０±０．６４ ４．６４±０．４９ ４．１３±０．６４ ４．４２±０．６６
女 ４．６２±０．５８ ４．５２±０．６７ ４．５６±０．６２ ４．６８±０．４８ ４．７３±０．４３ ４．７６±０．４０ ４．２７±０．６７ ４．５９±０．４０

T检验 ０．４７ －２．４５ －３．０９∗ －１．９２∗ －２．６３∗∗ －１．６４ －１．２２ －２．０２∗

　　　注:∗代表p＜０．０５,即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代表p＜０．０１,即在０．０１水平下差异显著;∗∗∗代表p＜０．００１,即在０．００１

　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２“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城乡差异比较

表３显示,农村“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认可度与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大致相当.从总体

上看,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得分略高于农村“８０后”青年教师,农村“８０后”青年教师仅

在“物质报酬”一项上高于城市教师(p＜０．０１),除此之外各项维度值均低于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
且“声望地位”“职业发展”在p＜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人际关系”“利他奉献”在p＜０．０１水平下

差异显著.这说明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认可度更高.
表３　城乡“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维度的差异比较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学校
位置

农村 ４．７３±１．６０ ４．３９±０．７６ ４．４４±０．７０ ４．５９±０．６０ ４．６６±０．４９ ４．７０±０．４５ ４．２０±０．６１ ４．５３±０．５３
城市 ４．６０±０．６６ ４．４７±０．７６ ４．４８±０．６８ ４．６６±０．４８ ４．６７±０．５２ ４．７６±０．４１ ４．２７±０．７１ ４．５６±０．４６

T检验 ０．７０∗∗ －０．６９∗ －０．４４∗ －０．７７∗∗ －０．２０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３９∗

　　３“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教龄差异比较

表４显示,不同教龄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具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认识水平.从整体上看,教龄

为５~１０年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得分最高,教龄１~５年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

得分最低,１０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工作价值观得分大体一致.其中:对“物质报酬”维度关注度最高

的是执教１０~１５年的“８０后”教师;对“声望地位”维度关注度最高的是执教５~１５年的教师;对“职
业发展”维度关注度最高的是执教１~５年的教师;对“人际关系”维度关注度最高的是执教５~１０
年的教师;对“组织管理”和“利他奉献”维度关注度最高的是执教５~１０年的教师;执教超过１５年

的教师则更关注“安全稳定”维度.
表４　不同教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维度的差异比较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教龄

１~５年 ４．５３±０．５６ ４．３７±０．６７ ４．５１±０．７１ ４．６３±０．５６ ４．６４±０．４９ ４．６６±０．４９ ４．０７±０．６５ ４．４８０．４６
５~１０年 ４．５４±０．６６ ４．５０±０．６８ ４．４８±０．５２ ４．７２±０．４３ ４．７３±０．４３ ４．８７±０．２４ ４．１２±０．５５ ４．６２０．３７
１０~１５年 ４．８３±１．８０ ４．５０±０．６６ ４．４５±０．６５ ４．６２±０．４５ ４．６７±０．４６ ４．７１±０．３９ ４．５２±０．６９ ４．５６０．４８
＞１５年 ４．６１±０．７６ ４．３４±１．０５ ４．４４±０．８４ ４．５８±０．７１ ４．６４±０．６６ ４．７６±０．５０ ４．５４±０．６４ ４．５４０．６２

T检验 ０．７１∗∗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３４∗ ０．１８ １．６５ １．７１∗∗∗ ０．１３∗

　　４“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毕业院校类型差异比较

表５显示,毕业院校为师范类院校的“８０后”青年教师总体工作价值观认同水平高于非师范类

院校毕业的“８０后”青年教师,且在p＜０．０１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师范类“８０后”青年教师在７个

维度上得分均高于非师范类“８０后”青年教师.其中:“物质报酬”维度在p＜０．００１水平下有极度

显著性差异;“声望地位”“职业发展”“组织管理”和“安全稳定”维度在p＜０．０１水平下有显著性差



异;“人际关系”和“利他奉献”维度在p＜０．０５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较之非师范类院校毕

业的“８０后”青年教师,毕业于师范类院校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取向更积极.
表５　不同毕业院校类型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维度的差异比较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毕业
院校

师范 ４．７２±１．２７ ４．５０±０．６７ ４．５０±０．６２ ４．６５±０．４６ ４．７０±０．４５ ４．７４±０．４１ ４．２７±０．６３ ４．５８±０．４５
非师范 ４．４３±０．８４ ４．２１±０．９９ ４．３３±０．８９ ４．５６±０．７６ ４．５６±０．６８ ４．７０±０．４９ ４．０７±０．７７ ４．４１±０．６０

t检验 １．２８∗∗∗ ２．００∗∗ １．３３∗∗ ０．９２∗ １．３８∗∗ ０．５４∗ １．５９∗∗ １．８８∗∗

　　５“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家庭差异比较

表６显示,具有教师家庭背景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认可度的总体水平要比非教师家

庭背景的高,且除“物质报酬”维度外,前者在其余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后者.同时,除“利他奉

献”“安全稳定”维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物质报酬”“声望地位”“人际关系”和“组织管理”维度在

p＜０．０５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职业发展”在p＜０．０１水平下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来自教师家

庭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比来自非从教家庭的教师认可度更高.
表６　不同家庭背景“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维度的差异比较

项目
物质报酬

M±SD
声望地位

M±SD

教师工作价值观维度

职业发展

M±SD
人际关系

M±SD

组织管理

M±SD
利他奉献

M±SD
安全稳定

M±SD

总体
工作价值观

M±SD

家庭
背景

从教 ４．５２±０．７２ ４．４０±０．９３ ４．５３±０．７２ ４．６３±０．６３ ４．６９±０．５５ ４．７４±０．４６ ４．３１±０．６７ ４．５３±０．５２
非从教 ４．７１±１．３４ ４．３４±０．６８ ４．３３±０．６７ ４．５３±０．５０ ４．６５±０．５０ ４．７２±０．４１ ４．２４±０．６６ ４．４５±０．４８

t检验 －０．９６∗ －０．２９∗ ０．７９∗∗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２０∗

四、分析与讨论

(一)“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总体状况

调查研究显示,“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总体上趋于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在教师工作

价值观的诸维度中,“利他奉献”始终是“８０后”青年教师最为重视且不断践行的价值观.这不仅充

分体现了国家、社会及公众对于教师职业价值的定位,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教师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

理念.“８０后”青年教师在工作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由高到低排列顺序为:利他奉献、物质报酬、组
织管理、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声望地位、安全稳定.这与胥兴春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调查结果虽

有不一致(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为:利他奉献、组织管理、物质报酬、声望地位、人际关系、职业

发展、安全稳定)[３],但也存在着一致性,即“利他奉献”排序最高,“安全稳定”排序最低.这表明目

前我国不同学段的教师对教师职业和教育工作的认识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从各选项具体得分来看,排名前３位的依次是“教师的付出与回报合理”“教师对学生有爱心”

“对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认为这３项“非常重要”的占比分别为７１．３％、８２．６％、８８．６％,其中“教
师对学生有爱心”和“对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与张建人等人对长沙市５００名幼儿教师的研究结果

一致.早期魏淑华等人对教师工作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研究也表明工作价值观中的“利他奉献”因
素可以促使教师形成更高的职业认同,同时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越高,对“利他奉献”精神的理解也

越深刻[４].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中国

人,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职业标准又塑造着教师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当今

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呈现出对这一社会价值的尊崇,体现在教师行业的行为就是“利他奉献”,就是对

学生的爱心和责任心.“８０后”青年教师的工作价值观不仅具有教师群体的共性,还有他们这一代

人特有的个性.社会经济的极速进步,竞争压力的增大,生存和发展必然成为“８０后”青年教师的

关注重点,但与非“８０”后教师普遍看重的“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更为不同的是,“８０后”青
年教师群体信奉的是“教师的付出与回报合理”.换句话说,“８０后”青年教师努力工作是为了实现



自我价值,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自在,而不是较高的工资、住房等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外在东

西,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并追求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回报是“８０后”青年教师典型的工作价值观.
“能与同事融洽相处”“领导公正评价教师工作”等选项得分居于前列,也是“８０后”青年教师群体这

一工作价值观的充分体现.此外,得分最低的是“教师工作岗位应相对稳定”,这说明“８０后”教师

群体有勇于创新、充满激情的特质,也凸显了提高“８０后”青年教师职业认同感,避免教师群体过度

流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不同被试特征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１ 不同性别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调查研究显示,“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教师工作价值观认

可度高于男性.不仅量表数据显示如此,而且在题项“整体而言,我认为自己的工作价值观正确”
上,女性教师的自评得分高于男性,高达９５．８％的女性教师认可自己工作的价值.目前,已有不少

研究表明,教师工作价值观在性别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如胥兴春等人研究发现女性教师在“声望

地位”“职业发展”“利他奉献”和“安全稳定”维度上的认同水平明显高于男性教师,有极度显著性差

异[５].诚如魏淑华所指出:“受我国长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对男性的成就期望高于女

性.”[６]男性迫于社会对其价值定位的影响,加之自身对教师职业的判断与评价,往往认为教师职业

过于稳定和枯燥,不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提升机会,从而对教师工作的认可度不高,甚至

部分男性教师把教师工作当作未来职业起跳的垫板.而教师工作的稳定性恰好符合女性的性别特

点和思想观念,她们更倾向于选择教师职业并对其产生较高的认可度.

２ 城市和农村“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认可度高于农村教师,二者均关注“物质报酬”,但农村“８０”
后青年教师表现得更为关切.此外,城市“８０后”青年教师更多关注“职业发展”“声望地位”及“安
全稳定”.一方面,受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教师群体普遍希望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物质报酬,城市

教师群体由于有得天独厚的便利资源及政策优势,加之目前尽管“新机制”政策实施后农村教师待

遇有所提升,但与城市教师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城市教师工资水平仍普遍高于农村教师,因而城市

教师对物质报酬的需求程度稍低于农村教师;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使城市教师不堪重负,
对于工作有着强烈的安全需求,渴望工作岗位稳定,也希望自己的职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此

消除工作中的不安全感.

３ 不同教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张建人等人对幼儿教师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发现,不论教龄长短都对教师工作价值观产生影

响[７].已有研究认为,教师工作价值观作为个体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是教师个体对从事或不从事某

一行为、看重或不看重某一方面的一种稳定的观念,而这种稳定性不受执教时间长短的影响.较之

前人研究,本调查研究还发现,在教龄方面,“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存在显著性差异.据美国

北卡罗纳州１９９６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教龄为１年的教师中有１７％的人放弃教师职业;教龄为３年

的教师中有３０％的人放弃教师职业;教龄为５年内的教师中有３６％的人放弃教师职业;新入职的

教师中有２２％的人由于低成就感和职业倦怠而离开教师岗位[８].杨玲将教师职业认同的发展阶

段划分为职前、入职、成熟３个阶段.其中,入职阶段包括职业初入期和职业适应期,成熟阶段包括

职业高原期和职业稳定期.每个阶段的教师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水平、任务和影响因素.在职业

适应期形成正确、健康的工作价值观,在职业稳定期形成内在的教育理想.教师离岗行为及在各阶

段的特点,无一不与其内在的工作价值观有关,因而,本研究将教龄分为１~５年、５~１０年、１０~１５
年和１５年以上４个阶段,分别对应职业初入期、职业适应期、职业高原期和职业稳定期.教龄为１
~５年的“８０后”新入职教师由于存在认知上的冲突、情感上的焦虑、取向上的波动和职业情绪的不

稳定等问题,因而对教师工作价值的认可度最低;而教龄为５~１０年的“８０后”教师由于认知的深

化、情感的特质化和取向上的稳定化,对教师工作价值的认可度最高.



４ 不同毕业院校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调查研究显示,师范类院校毕业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在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组织管

理和安全稳定５个维度上的认可度均高于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教师.这与师范类院校学生的学习

生涯及职业倾向有关.在读大学之前,这类学生大多从家庭及社会中了解到教师职业的社会状况,
校园环境中愉快的情绪体验和经历,促使这部分人选择师范专业;专业学习期间又受到重要他人的

影响,个体职业心态进一步成熟,也促使这部分人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可以说,他们的就业动机更

多的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教师职业具有理想化的情感倾向[４].同时,前人一项关于师范生职

业认同的研究显示,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水平高于非师范生.工作价值观作为职业认同的内在前因

变量,与职业认同具有理论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同时,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教师在学生阶段掌握了深

厚的教育理论专业知识,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更能得心应手,产生较少的挫败感和失望情绪,更能

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从而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更高.而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教师多属于跨专业

就业,由于教育技能、社会和学校支持及心理准备的缺乏,更易出现职业倦怠和松懈,从而导致较低

的工作价值观认可度.

５ 不同家庭背景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拥有从教家庭背景的“８０后”青年教师较之非从教家庭背景的教师其工作价值

观认可度的总体水平更高.这一调查结果既在情理之中又与前人的研究相反.已有研究认为,家
庭中没有人从教会对教师职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体现出职业认同水平不高.为了解释这种现

象,笔者对原始数据进行观察,发现有从教背景家庭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多为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

生,这与上述毕业院校类型与教师工作价值观的分析结果相同.在访谈中也有类似发现,一名初中

数学教师如是说:“我的父母均为教师,教书几十年来培养了无数的学生,每逢节日都会收到来自五

湖四海的学生的问候,我也想像父母一样深受爱戴,桃李满天下,所以我大学毕业选择教育专业,毕
业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初中教师.”这恰好是对非从教家庭背景的“８０后”教师更看重“物质报酬”,
而教师家庭背景的教师更看重“利他奉献”这一结论最好的解释.因此,可以理解为家庭环境的影

响和专业学习两方面的因素强化了“８０后”青年群体选择教师职业的倾向.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教师工作价值观量表”从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利他奉献

和安全稳定７个维度对湖北省１８个市县区的“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较之其他教师群体,“８０后”青年教师拥有更高的工作价值认可度;
第二,“利他奉献”是“８０后”青年教师的首要工作价值取向;
第三,“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受性别、城乡、教龄、毕业院校类型及家庭背景等多个因素

的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第一,学校要加强对“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了解和引导.根据“８０后”青年教师的性

别、年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学校地域、成长经历等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方式满足不同教师的现

实需求.
第二,对“８０后”青年教师的价值观教育应注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每一位“８０后”青年教师作

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其工作价值观必然是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结合体,片面强调“８０后”
青年教师对社会的“索取”或片面强调“８０后”青年教师对社会的“给予”,都不是完整的工作价值

观.教育管理者在对“８０后”青年教师进行工作价值观教育时,要充分考虑当下价值观现状,注重

理想与现实结合,增强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８０后”青年教师已成为我国目前中小学教师的主力军,了解和研究“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



观现状及特点,不仅有利于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受人力、物力制约,目前本研究仅停留在对“８０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的浅层描述上,还未

对“８０后”青年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深层影响因素、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等关键细节进行深层的研

究.因此,后期将对这一群体进行进一步的追踪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８０后”青
年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感、工作幸福感、流动意愿及行为等的交互关系,以期为

培养切合当代教育环境的教师工作价值观、强化“８０后”青年教师职业认同、增强教师队伍的稳定,
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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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ai,LUOdan
(CollegeofMarxism,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Youngteachersworkvalueisnotonlyrelatedtotheteamconstructionofteachers,butalso
influencestheeducationdevelopmentinChina．ThepostＧ１９８０syoungteachersfrom１８countiesin
HubeiprovinceweretestedbytheTeachersWorkValueQuestionnairefromsixdimensions,themaＧ
terialrewards,prestigeandposition,careerdevelopment,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altruisticdediＧ
cationandsecurityandstability．Theresearchhasthefollowingfindings．Comparedwithotherteacher
groups,theyoungteachersborninthe１９８０shaveahigherdegreeofrecognitionontheirwork;altruＧ
isticdedicationistheprimaryworkvalueorientationforyoungteachersborninthe１９８０s;thework
valueofyoungteachersborninthe１９８０sisinfluencedbymultiplefactorssuchasgender,urbanand
ruraldifferences,lengthofteaching,educationalbackgroundandfamilybackground．Researchshows
that:workvalueoftheyoungteachersborninthe１９８０sisamultidimensionalpsychologicalstrucＧ
ture;altruisticdedicationisitsprimaryvalueorientation,andalsoitshouldfurtherstudytheinteracＧ
tionrelationswithotherrelevantvariablesinthefuture．
Keywords:workvalues;youngteachers;youngteachersborninthe１９８０s;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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