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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

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

冯 维1,刘 敏2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2.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摘 要:对342名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其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

关系。结果发现:(1)在班风建设上,女班主任得分显著高于男班主任;在工作责任心5个维度上,骨干班主任

得分高于普通班主任,尤其在班风建设上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2)在家校合作、班级队伍建设、班风建设和班

级活动开展上,拥有15年教龄以上的班主任得分高于其他教龄段的班主任;(3)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

任心在5个维度上与规范承诺、情感承诺呈显著正相关,班级队伍建设与持续承诺呈显著正相关;(4)特殊教

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在5个维度上与成就动机呈显著正相关,班风建设、与任课教师合作和避免失败呈

显著正相关;(5)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中的成就动机在工作责任心和组织承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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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是班级的管理者、组织者和指导者。特殊教育学校的所有工作都要依靠

班主任来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

作用。同时,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也是特殊学生日常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特殊学生的人

生导师与健康成长的引领者。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大多是寄宿制学校。全国特殊教育中小学校的寄

宿学生大约有106494人,约占全部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人数的59.30%[1]。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

与特殊学生的接触最多,甚至是朝夕相处,班主任的言谈举止、个性品质、治学态度、工作能力都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特殊学生的发展。

工作责任心是每位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搞好班级工作的必要条件和必备素质,也是责任主体

在工作中认识到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且主动承担相应后果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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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特质[2]。由于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往往比较滞后、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甚至存在自卑、不良

的情绪与行为等心理问题,所以使得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工作更加困难和复杂。特殊教育学校

班主任不仅要全面了解每位特殊学生的具体情况以便教育和管理,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

建立班级规范以及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另外,还要承担与科任教师之间的沟通、协调的重任,成

为学校、家庭、社会的重要关系纽带。这些工作都需要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心血,没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是无法胜任班主任工作的。鉴于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

任心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从目前文献上看,我国对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责任心有少

量研究,这些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小学教师工作责任心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的

工作责任心在尽职、守时、关爱学生3个方面的总分与教师的个性倾向呈显著正相关,与工作满意

度、教师任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与职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3];高中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在敬业度、主

动性、效能感、尽职尽责和职业素质5个维度上与工作绩效、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其工作责任心

通过自我控制影响工作绩效,自我控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

由上述研究发现,国内尚未有人对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进行研究。我国的研究人

员发现[5],工作责任心不仅可以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还能影响教师的组织承诺,而

教师的组织承诺与其责任心呈显著正相关。凌文辁、黄文述的研究也发现[6],个体的责任心与组织

承诺的相关要素呈显著正相关。但工作责任心可能并不直接作用于组织承诺,成就动机可能在工

作责任心与组织承诺之间起中介作用。成就动机,是人们在完成任务时力求获得成功的内部动因,

即一个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情愿意去做,并努力达到完美程度的一种内在推动力

量[7]。吴迪[8]、王宏[9]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追求成功的动机与其学习责任心、工作责任心呈显著

正相关,而回避失败的动机则与其呈显著负相关。还有研究发现,成就动机与组织承诺有密切的联

系,是组织承诺的相关变量[10]。Steers提出的组织承诺预测变量中也包含成就动机[11]。迄今为

止,我国还没有人研究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问题。因此,

有必要把这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富有工作责任心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往往会有较高的成

就动机,他们会不辱使命、埋头苦干、竭尽所能、不畏困难、想方设法地搞好班级工作,愿意为特殊教

育学校服务,认同和接受学校的价值观和组织目标,为学校发展尽心尽力、努力工作。特殊教育学

校班主任的工作责任心会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其组织承诺。研究该问题,对于了解特殊

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现状、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机制,

加强对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的培养,提高其组织承诺,搞好对特殊教育学校

班主任的教育管理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甘肃等地的400名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进行调查,获得有效

问卷342份,有效率85.50%。其中,男班主任89人,女班主任253人;普通班主任250人,骨干班

主任92人。



(二)研究工具

1.工作责任心问卷

首先,对特殊教育学校个别班主任进行访谈。然后,参考郑雪梅编制的“初中班主任工作责任

心问卷”[12],并根据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工作职责范畴,自编“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

调查问卷”。问卷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级计分法。随后,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经

检验a系数在0.750~0.891之间,分半信度在0.726~0.901之间,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经验证

性因素分析表明主要拟合指数为:χ2/df=2.160,RMR=0.047,CFI=0.791,IFI=0.909,AGFI=

0.755,GFI=0.908,RMSEA =0.073,说明问卷的拟合度可以接受。最后,形成了包含28项题目的正

式问卷,共包括家校合作、班级活动开展、班级队伍建设、班风建设、与科任教师合作5个维度。

2.成就动机问卷

采用叶仁敏和挪威 HegtvetK.A.合作译制的“成就动机量表”[13]。该量表共30项题目,包括

成就动机和避免失败两个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重测同质性信度为0.868,分半信度为0.775。

3.组织承诺问卷

在参考钟莎编制的“初中教师组织承诺调查问卷”基础上[14],自编“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组织

承诺问卷”。问卷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级计分法。经检验问卷的a系数在0.841~

0.928之间,分半信度在0.705~0.908之间,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经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主

要拟合指数为:χ2/df=2.527,RMR =0.084,CFI=0.871,IFI=0.872,AGFI=0.754,GFI=

0.792,RMSEA =0.083,说明问卷的拟合度较好。随后,形成包含20项题目的正式问卷,共包括规

范承诺、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3个维度。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全部数据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性别和职务的特殊教育班主任工作责任心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和职务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的差异发现:在班风

建设上,女班主任得分高于男班主任,骨干班主任得分高于普通班主任,且二者差异显著(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和职务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差异

工作责任心
班主任性别

男(n=89) 女(n=253) T
班主任职务

普通(n=250) 骨干(n=92) T
家校合作 26.08±5.67 27.47±6.19 -1.859 26.79±6.21 27.96±5.66 -1.574

班级活动开展 27.20±5.03 27.72±5.60 -0.774 27.24±5.73 28.53±4.54 -1.950
班级队伍建设 19.28±3.84 18.60±4.63 1.244 18.64±4.56 18.83±4.40 -0.344

班风建设 29.98±4.10 31.38±3.91 -2.870** 30.72±4.06 31.82±3.75 -2.256*

与科任教师合作 15.16±3.08 15.43±3.23 -0.706 15.31±3.04 15.50±3.57 -0.483
总分 117.7±17.50120.6±18.23 -1.308 118.89±18.79 122.45±15.71 -1.617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二)不同教龄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的差异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教龄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的差异发现:在家校

合作、班级活动开展、班级队伍建设、班风建设及工作责任心总分上,教龄越长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



任得分越高;不同教龄的班主任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班级活动开展和与科任教师合作上,教龄

为9~15年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得分高于其他教龄的班主任(见表2)。

表2 不同教龄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差异

工作责任心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教龄阶段

1~3年(n=146) 4~8年(n=19) 9~15年(n=99) 15年以上(n=39)
F LSD

家校合作 23.67±7.14 26.88±5.35 27.71±6.29 28.37±5.26 8.959*** 4>3>2>1
班级活动开展 25.53±6.77 27.33±5.24 28.25±4.68 28.23±5.18 3.882** 3>4>2>1
班级队伍建设 17.24±4.89 18.75±3.89 18.96±4.45 19.35±4.40 3.165* 4>3>2>1

班风建设 29.57±5.27 30.04±4.30 31.65±3.21 31.80±3.34 6.588*** 4>3>2>1
与科任教师合作 14.59±3.86 14.94±3.11 15.75±2.87 15.70±3.04 2.467

总分 110.6±22.67 117.9±16.64 122.32±15.09 123.4±16.77 8.050*** 4>3>2>1

  注:1为“1~3年”,2为“4~8年”,3为“9~15年”,4为“15年以上”。

(三)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工作责任心与其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

通过对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各维度的相关统计发现:特

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工作责任心在家校合作、班级活动开展、班级队伍建设、班风建设和与科任教

师合作5个维度上与组织承诺中的规范承诺、情感承诺呈显著正相关;工作责任心中的班级队伍建

设与组织承诺中的持续承诺呈显著正相关;工作责任心在5个维度上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

度呈显著正相关;工作责任心中的班风建设、与科任教师合作维度和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败维度呈

显著正相关;除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与组织承诺中的持续承诺相关性不显著外,特殊教育学

校班主任的成就动机2个维度与组织承诺的3个维度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

表3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相关分析

规范承诺 情感承诺 持续承诺 家校合作
班级活动

开展

班级队伍

建设
班风建设

与任课教师

合作

家校合作 0.251** 0.246** 0.055
班级活动开展 0.239** 0.139** 0.066 0.664**

班级队伍建设 0.165** 0.222** 0.125** 0.519** 0.630**

班风建设 0.537** 0.257** -0.070 0.442** 0.466** 0.390**

与科任教师合作 0.241** 0.327** 0.055 0.443** 0.421** 0.387** 0.487**

追求成功 0.367** 0.397** 0.066 0.329** 0.334** 0.294** 0.233** 0.264**

避免失败 0.143** 0.224** 0.282** -0.008 0.006 0.062 0.146** 0.168**

  注:**表示p<0.01。

(四)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其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以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为自变量、以组织承诺为因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班风建设和与科任教师合作维度是组织承诺的有效预

测变量。以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为自变量、以规范承诺和情感承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工作责任心中的班风建设和班级队伍建设维度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是规范承诺

的有效预测变量;工作责任心中的与科任教师的合作维度和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纬度是情感承

诺的有效预测变量。以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为自变量、以组织承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工作责任心中的班风建设维度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维度是组织承诺的有

效预测变量(见表4)。



表4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R2 F

组织承诺
班风建设 0.820 0.348 6.249 0.198 41.802

与科任教师合作 0.459 0.155 2.784

规范承诺

班风建设 0.737 0.518 10.876 0.362 63.903
追求成功 0.187 0.282 6.150
班级建设 -0.153 -0.120 -2.469

情感承诺

追求成功 0.174 0.324 6.553 0.234 34.329
与科任教师合作 0.311 0.215 4.312

避免失败 0.069 0.154 3.180

组织承诺

追求成功 0.378 0.345 7.613 0.349 60.317
班风建设 0.734 0.312 6.852
避免失败 0.200 0.218 4.890

  (五)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5],以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M)、以工作责任心为

自变量(X)、以组织承诺为因变量(Y ),进行3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见,前3个依次进行T 检验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成就动

机中介效应显著,第4个T 检验显著,说明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89*

0.413/0.377=31.66%。中介效应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sqrt(0.294-0.142)=0.3899
(38.99%)。本研究利用spss强迫输入复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见图1。

表5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回归分析

标准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1步 Y=0.377X SE=0.026T=7.497***

第2步 M=0.289X SE =0.040T =5.573***

第3步
Y =0.413M SE =0.025T =8.685***

+0.257X SE =0.032T =5.410***

图1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其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路径模型

注:***表示p<0.001,下同。

四、讨 论

(一)不同性别和职称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班风建设维度上,特殊教育学校女班主任得分显著高于男班主任。这可能是因

为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女教师占大多数,女教师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显著高于男教师,从事教师职业



更能满足女教师的职业期望,女教师更愿意投身于教师事业[16]。因此,女教师普遍对班主任工作

更加勤奋、努力、有耐心,并擅长与学生沟通。在建立团结有爱、积极向上的优良班风方面,更舍得

投入时间和精力,渴望通过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得到领导和大家的认可,所以在班风建设上女班主任

得分比男班主任要高。本研究还发现,在工作责任心5个维度上,骨干班主任得分都高于普通班主

任,尤其在班风建设上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骨干班主任的事业心更强,对自己要求

更高,工作更加敬业和勤奋。班风体现着一个班级的精神面貌,是班级管理的关键一环,骨干班主

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了班风建设上,所以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得分比普通班主任要高。

(二)不同教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家校合作、班级活动开展、班级队伍建设、班风建设及工作责任心总分上,教龄

越长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其工作责任心越强。这可能是教龄较长的教师,处于职业发展的成熟

期,他们经验丰富,对教学活动驾轻就熟,对教学环境了如指掌,对学生的心理和需求明察秋毫[17],

所以他们在班级管理方面更有魄力和策略,处理班级发生的各种事情更耐心和细致,了解和掌握学

生的发展与变化也更及时和准确。他们知道如何与科任教师进行合作与沟通,如何进行有效的班

级管理,如何追求与尝试新的班级管理方法和如何在工作中激发自我潜能。加之,他们思想比较成

熟,情绪比较稳定,专业能力已大幅提升,所以他们在工作责任心的5个维度上都比教龄短的班主

任得分要高。而教龄较短的班主任处于职业生涯的生存期,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生

存下来,教育教学经验相对不足,对特殊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班级管理策略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经

验,在班主任工作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相对较多,所以工作责任心有待提高。

(三)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与成就动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在5个维度上与规范承诺、情感承诺呈显著正相

关;班级队伍建设与持续承诺呈显著正相关;工作责任心在5个维度上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

度呈显著正相关;班风建设和与科任教师合作与避免失败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

败维度与组织承诺的3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与组织承诺中的规范

承诺和情感承诺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的班风建设

和与科任教师合作能够解释组织承诺总变异的19.8%;工作责任心中的班风建设、班级队伍建设维

度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能够解释规范承诺总变异的36.2%;工作责任心中的与科任教师

合作维度与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维度能够解释情感承诺总变异的23.4%;成就动机

各维度及班风建设能够解释组织承诺总变异的34.9%。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工作责任心是自己对工作中应承担结果的主观认识并能积极履行职

责的行为表现[18]。工作责任心强的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会自觉遵守学校组织的各种规章制度,

按照学校组织的要求贯彻执行任务,他们对学校组织有更深刻的情感和依恋。而组织承诺是职工

接受组织的目标与价值,为了组织的利益自发地尽心尽力工作,有留在组织中的强烈意愿[19]。有

研究发现,教师成就动机中避免失败的动机越强烈,其离职的意向也就越微弱[20]。对组织承诺水平

高的教师,更愿意留在学校,能够不计得失地工作以帮助学校实现其目标[21]。因此,特殊教育学校班

主任的工作责任心越强,就越会产生强烈的规范承诺与情感承诺,并在班级管理中采取积极的行为,

避免工作上的失误,同时会加强班风建设,注重与科任教师的合作与沟通,力求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四)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得出了成



就动机在工作责任心与组织承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的结论。中介作用占总作用的31.66%,这说明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责任心除直接影响组织承诺外,还通过成就动机间接影响组织承诺。本

研究证明了前面假设的正确性。

成就动机是个体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情乐意去做并努力达到完美的一种内在驱动

力[22]。以往的研究显示,教师的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教师的成就动机对主

观幸福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教师的成就动机对其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师的工作越

有成就,就越不愿离开当前的职业,也越能克服对职业产生的倦怠感[23]。因此,成就动机水平高的

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更愿意留在学校奉献自己的才智,对学校怀有更深的情感,更加热爱本职

工作,在工作中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完成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任

务,并力求达到更高标准,从而也在工作中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价值感和成就感。所以,成就动机

对特殊教育学校的班主任有重要的影响,对提高他们的组织承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教育管理建议

鉴于本研究发现的特点,有关部门和领导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大力加强对特殊教育学校

班主任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的培养:

第一,进一步强化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对工作责任心重要性的认识,培养班主任们正确的工作

价值观和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关系着特殊教育学校的兴旺发达,关系着班主任工作

质量水平,漠视或忽视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都会给特殊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要教育

班主任认清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更好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强化班主任的工作责任意识和

成就动机有利于提升教师职业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使班主任把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当成毕生的

事业去追求,使班主任能够更加热爱本职工作,愿意为学校尽心尽力服务,并矢志不渝地扎根于班

主任工作。

第二,特殊教育学校要有专门的领导负责班主任工作。有关领导要加强对班主任工作的指导

与监督,要建立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工作组,制定班主任工作规范及细则,提出明确的班主任工作

目标,把班主任责任落实到每个工作的细节上,严格考核班主任工作的业绩及执行情况。还要进一

步完善对班主任工作的奖惩制度,加大对班主任工作的支持力度,帮助解决班主任工作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及困难,点燃班主任的工作热情,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耕耘好自己的“责任田”,为班主任工

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三,建立班主任导师制,创建名班主任工作室。由优秀班主任、骨干班主任、教龄长的熟手教

师组成名班主任工作室,为新手班主任提供帮助和引导并进行监督。定期召开班主任工作经验交

流会、恳谈会,使班主任群体可以有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沟通平台。此外,还要树立优秀班主

任典型,宣传和介绍优秀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通过榜样的激励作用,提高班主任

的工作责任心和成就动机,使班主任能更好地掌握工作技能,从而提升班主任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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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ofClassTeachersWorkResponsibilitytoAchievementMotivationand
OrganizationalCommitmentinSpecialEducation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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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cultyofEducationalRehabilit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342specialeducationschoolclassteachertodiscuss
therelationshipamongtheirworkresponsibilityandachievementmotivation,organizationalcommit-
ment.Thesurveyhasthefollowingfindings.First,intheclassconstruction,femaleteacherscored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maleteacher;infivedimensionsofworkresponsibility,thescoreofthe
coreteacherwashigherthanthatoftheordinaryteacher,andthemajordifferencebetweenthecore
teacherandtheordinaryteacherisintheclassconstruction.Second,inhome-schoolcooperation,
classteamconstruction,classconstructionandclassactivities,teacherswithmorethan15yearsex-
periencescoredhigherthanotherteachers;Third,fivedimensionsofspecialeducationschoolclass
teachersworkresponsibilitywerepositivelyrelatedtonormativecommitmentandaffectivecommit-
ment,whileclassteamconstructionwaspositivelyrelatedtocontinualcommitment;fivedimensions
ofworkresponsibilitywerepositivelyrelatedtothepursuitofsuccess,whileclassconstructionand
teacherscooperationwerepositivelyrelatedtoavoidfailure.Fourth,theachievementmotivationof
theclassteacherinspecialeducationschoolwaspartlymediatedbyworkresponsibilityandtheorgani-
zationalcommitment.
Keywords:classteacher;workresponsibility;achievementmotivation;organizationalcommitment;
mediatingrole;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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