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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
工作动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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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工作动力是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提升教师的自我认可度有重要的影响。以广东省东

部、中部、西部的512名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为调查对象,通过分析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了广东省农村义务教

育教师队伍的工作现状。结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整体工作动力不足,在主观需求、职业价值观、使命感、

责任感和学生观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合事后访谈,从教师培养、学校建设和政府工作

3个方面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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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动力(teacherworkingmotivation)是指教师主体对教学任务所产生的一种内部唤醒状

态,是推动教师活动以达到满足内部需求的动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了“重点发展农村教育”的方针。作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农村义务教育

教师队伍的建设,一直是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国家在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农村教育始终面临着优秀教师“留不住、下不来”的困局,以及教师队伍结

构不稳定、师资总量不足、人员流失严重和年龄老化等重大问题[1]。基于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流失所导致

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国内研究者广泛地探讨了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农

村义务教育教师结构不稳定,不仅源于外部支持力量的不足,还由于教师本人对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身份

的怀疑[2]。近年来,教师工作动力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也成为教育管理者关注的热点。有研究指出,

教师工作动力是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3],对提升教师的自我认可度有重要的影响[4]。动力,使个体呈现

跃跃欲试的精神状态,并使个体产生了某种需求且引发其行动,因此,教师工作动力与教师队伍的稳定

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不仅是学校教育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落实教育政策的关键人群[5]。可见,

在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政策投入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做坚实的后盾,那么教育政策

的执行力度将会大大减弱。因此,本研究以“教师工作动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深入探

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的现状,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结构、提高农村师资建设水平,提
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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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试。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广东省发达城市、
中等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各1个。然后,在这3个城市所辖县的农村抽取研究对象,每个城市发放200
份问卷。最后,对发放问卷进行回收,在发放的600份问卷中回收有效问卷共计512份,回收有效率为

85.33%(见表1)。另外,本研究还从问卷答题者中随机抽取20名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进行深入访谈。
表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变量统计

项目 人数

性别

男 168
女 336

未报告 8

任教年级

小学低年级 92
小学中年级 82
小学高年级 86

初中 252

教龄

0~3年 195
3~10年 164
10年以上 152

未报告 1

地区

发达城市 168
中等城市 169

欠发达城市 175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现状问卷调查表”。此问卷共20个题项,由5个

维度构成,分别是主观需求、职业价值观、使命感、责任感和学生观。问卷采用Likter5点记分法,从“非
常不同意”“有些不同意”“一般”“有些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按1至5记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其

工作动力越强。经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2780.357,呈极显著性水平

(p<0.001),KMO检验值为0.945,累计解释率为73.67%。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 GFI、

TLI、NFI、CFI、IFI、RFI的指标均大于0.9,且χ2/df=2.538,RMSEA=0.069,表明问卷的结构良好。
总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5,分半信度为0.94,5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数在0.74~0.92之间,分
半信度在0.66~0.88之间,由此判定,“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现状问卷调查表”适合在本研究中

使用。
(三)施测过程

采用在教师办公室集体施测的方式。按照自愿的原则,被试在心理学专业人员宣读完指导语后对

问卷进行作答。完成一份问卷的平均时间约为10分钟。所有的问卷均现场收回。仍以自愿为原则,对
随机抽取的20名农村义务教育在职教师(青年教师与年长教师各10名)进行访谈,并在本人同意的情

况下进行录音。
(四)数据分析

对问卷回收后的数据,采用SPSS21.0进行分析。访谈收回的录音转化为文本,供研究探讨时使用。

二、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现状分析

(一)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总体现状

为了探究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整体工作动力的现状,对512名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量



表得分的均值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整体工作动力水平(M ±SD )

项目 主观需求 职业价值观 使命感 责任感 学生观 总分

得分 2.61±1.03 2.64±0.76 3.01±0.642.96±0.672.36±0.762.65±0.60

  由表2可知,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的平均得分为2.65分,按照问卷等级,处于中等水平。从

各维度来看,教师工作动力中使命感维度得分最高,其他维度的得分按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依次为责任

感、职业价值观、主观需求和学生观。

(二)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各维度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究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各维度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研究进行

MANOVA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各维度的 MANOVA分析

主观需求 职业价值观 使命感 责任感 学生观

性别 281.07*** 90.09*** 45.20*** 25.55*** 15.84***

地区 172.85*** 265.52*** 252.07*** 114.51*** 217.96***

教龄 117.41*** 99.03*** 109.81*** 193.42*** 41.02***

任教年级 152.69*** 0.85 154.62*** 106.32*** 32.55***

教龄×地区×年级 1.81 1.33 0.72 0.74 0.66

     注:***p<0.001,差异性显著。

由表3可知,4个变量(性别、地区、教龄和任教年级)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的4个维度(主
观需求、使命感、责任感和学生观)上的得分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在职业价值观维度上,除任

教年级外,在其余3个变量(性别、地区、教龄)上的得分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01)。对地区、教
龄、任教年级3个变量进行 MANOVA差异分析,结果表明,4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即地区、教龄、任教年级的主效应显著。对其进行LSD检验,各个变量(主观需求、职业价值

观、使命感、责任感和学生观)在内部各水平(性别、地区、教龄、任教年级)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在性别变量上,男性教师的主观需求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女性教师(p<0.01)。
在地区变量上,除责任感维度外,各项得分均是发达城市最高、欠发达城市最低。发达城市、中等发

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各维度上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01)。
在教龄变量上,主观需求和职业价值观两个维度随着教龄越长得分也越高;在使命感、责任感和学

生观3个维度上,随着教龄的增长得分逐渐降低。而且,不同教龄在各维度之间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即从事教师行业超过10年的教师和从事教师行业在3~10年的教师分别与从事教师行业

在3年以下的教师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
在任教年级变量上,小学低年级与小学中年级的得分与主观需求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但小学低年级与小学中年级这两组在主观需求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与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年级

的得分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小学高年级教师与初中教师在主观需求上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1)。在职业价值观维度上,各个年级组别的得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使命感维度上,随
着年级组别的升高,教师的使命感得分逐渐提高,且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在责任感维度上,随
着年级组别的升高,教师在该项上的得分逐渐提高,但小学低年级教师与小学中年级的教师两两之间不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低年级教师与中年级教师在该维度上的得分均与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组别存

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小学高年级组和初中组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在学生观维度上,随
着年级组别的升高,教师的得分逐渐下降,其中,小学低年级教师的得分和小学中年级教师的得分均存

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且低年级教师和中年级教师在学生观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与小学高年级教师

得分和初中教师得分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但初中教师和小学高年级教师在该维度上的得分无



统计学意义(p>0.05)。

三、讨 论

结合“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现状问卷调查表”结果,以及对20名在职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深

入访谈,对反映出的问题作出如下剖析:
(一)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现状不理想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工作动力不足,这可能是农村教师所处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太恶劣和落后、工作理想与现实境遇落差太大、教学任务安排不合理、教师组织结构不平衡等因素

造成的。

1.生活和工作环境恶劣和落后

据调查发现,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和落后。生活环境恶劣主要表现

在住宿和医疗条件方面:教师职工宿舍狭小、破旧、潮湿,甚至周围还常有蛇虫出没;农村医疗体系保障

不到位,教师如偶发不适,需要到县镇才能买到正规药品。工作环境落后主要表现在:教学设备陈旧、教
师评价体系僵化、教学任务繁重等方面。具体而言,首先是农村教学设备陈旧,多媒体配置的电脑经常

出现死机和黑屏,难以满足正常的教学要求;其次是农村学校教师的评价体系僵化、不公,很多教师反映

他们通过自己的教学努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在绩效工资的发放与评优等方面往往遭遇不公正

的对待;最后是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突出表现在一名教师同时需要兼任多门学科的教学

任务,教师无暇顾及学生的学习质量,更多关注教学内容的完成情况。相关研究表明:落后的生存和发

展环境会严重影响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工作动力[6],不合理的教学任务安排往往导致教师内部的自我

调节系统产生紊乱。换句话说,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是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动力不

足的主要原因[7]。

2.工作理想与现实境遇落差太大

教师工作理想与现实境遇落差太大,主要表现在使命感和主观需求两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农村

义务教育教师使命感得分仅处于中等水平。教师使命感是教师对教育成就感和职业归属感的寻找与实

现,其形成于教师个体与工作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工作在农村的教师,他们知道“教育改变命运”“寒
门出贵子”的古训,也希望通过坚守“三尺讲台”来帮助农村学生实现更大的梦想。然而,在访谈中,一些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虽然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来源于农村学生家长的压

力,农村学生家长认为农村的孩子很少有考上大学的,因此他们更多地让自己的孩子在完成义务教育后

就直接选择就业;另一方面,来源于农村教师教学效能感低下[7],有限的教育条件和落后的教育观念使

得大部分农村学生觉得读书无用,逃课、不听讲、不按时完成作业等行为问题频发,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

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另外,很多农村学校的领导不懂教师的任务是挖掘每一名学生的潜质,经常

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评判教师的教学水平,给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教学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使教师

缺乏工作成就感,这也是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流失的原因之一[8]。调查还发现,一些农村义务教育教

师在任教前,对农村学生有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对自己的教学生涯也存在憧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从教后心理上出现了落差。若这种落差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将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产生消极的工作

情绪,对职业表现出冷淡、倦怠的心理,甚至出现教育导向的偏差[9]。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主观需求得分偏低。主观需求是以一定的教师职业素

质(如师范技能、课堂设计等)为基础,在工作实践中通过顿悟和反思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需求,与教师自

身的个性、能力、实践活动、客观环境和所处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访谈中发现:很多农村义务教

育教师选择该职业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迫于没被其他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更优越的岗位聘用;还
有的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选择在本村就业是因为要照顾双亲;还有近一半的教师称自己选择教师的岗位

是因为父母中有一方曾是农村教师,他们在传承父母的“衣钵”,这也说明农村教师的家庭环境对其职业

心理发展有重要影响[10]。此外,调查中还可以看到,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学历大部分在专科以下,虽然



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多为本科学历,但大部分是毕业于近几年才升格的二本师范院校,这些师范院校在培

养师范生的过程中,对教师择业观的教育比较缺乏,对农村教育的现状认识不足。

3.教学任务安排不合理

不合理的教学任务将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据调查,很多农村学校并未给予青年教师合理

的学习期,而是让他们直接进入日常教学阶段,甚至让青年教师任教于高年级或毕业班。在我国现有的

教育体制下,担任高年级教学任务的教师工作量非常大,如更多的班级容量、更多的教学科目、更繁重的

教学任务等,而学生的升学率又常常被教育部门单独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高年级教师所教班级基本

不换,由于青年教师缺少实践经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大学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这往往导致他们工作

适应性不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经验的学习者[11]。教学实践经验是教师在教

育教学中,通过自己的感官接触教育活动各要素而获得的对各种教育现象的切身感受,具有表象性、直
接性和形象性的特征[12]。教学实践经验与教龄密切相关。教师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源于对教育过程长时

间的反思和积累。另外,在调查中还发现,很多农村青年教师很少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缺乏分析和评价

课堂的能力,很少主动了解学生掌握堂课知识的情况,在教学考评时也仅仅表达一下自己的主观感受而

已。研究表明,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经过模仿学习和实践学习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注重知识的

内化[13]。青年教师是农村教育的希望,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实践观察和学习的机会,否则会影响他们教学

工作效能感和投入农村教育的积极性。

4.教师组织结构不平衡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组织结构不平衡,年龄老化是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特点。近年来,
农村老龄教师每年提高约2.20个百分点[14]。年长教师对新的教育观和学生观往往认识不足。本研究

在调研中发现,青年教师在责任感和专业发展意识上受年长教师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教师责任感是指

教师对自己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义务有高度自觉,对本职工作能做到尽职尽责,并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5]。访谈中,青年教师大多提及当与多数年长教师的行为或意见不一致时,
会感到来自周围的压力,当这种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为了维持和他人的一致、不突显自己,青年教师

常常压抑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高素质的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和亲身实践,形成科学的学生观。
教龄在5年以上的教师大多承认自己不会花专门时间去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经

验教学;青年教师迫于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未成熟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很难抽出时间去学习,另一方面

他们不想表现得过于离群,而遵从大部分年长教师所形成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学生观。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不科学的学生观会逐渐在青年教师的教学与育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二)农村女教师比男教师对教学工作更有积极性

以性别为变量,对农村男女教师的工作动力及下属因子进行统计,结果显示,男性教师的得分在主

观需求、职业价值观、学生观、责任感和使命感维度上均低于女性,这和Razzaque在亚太地区农村的调

查结果相一致[16]。访谈中发现,农村男性教师更在意外部的条件,如薪资待遇和教学环境等,而女性教

师则更多关注内部的自我需求,如教育学生所产生的愉快体验等。此外,农村男性青年教师在访谈中透

露出了不愿意长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岗位的多种社会因素(如社会期望、工作定向等),而教龄较长

的男性教师则流露出自己已拥有“铁饭碗的工作”、没有必要在学生培养上投入太多精力的消极怠工情

绪。相反,女性教师无论教龄长短,均表达自己享受学生成长所带来的快乐体验。
(三)教龄对教师工作动力有不同的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教龄与主观需求和职业价值观呈正相关关系,与使命感和责任感呈负相关关

系。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随着时间的延长,不仅可以累积大量的教学经验,还可以促进自己相关专业要

素的发展。根据访谈结果得知,农村青年教师在教学中经常感到教学困难、教学效能低下,同时,相较同

龄人自己的收入待遇又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这种经济意识的影响下,农村教师的主观需求和职业价值

观得分不高,但因为农村青年教师初涉教学岗位,对教学相关环节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大部分青年教

师会牢记教师的使命和教学的责任,因此,在这两项上的得分较高。在对教师的访谈记录整理后发现,



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获得了相关的教学技能,在对教学目标的理解程度、教材

重难点的把握、学生认知特点的了解、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等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会将主要精力

投入到教学环节设计、学生学业进步、教师专业发展等对现实教育更加有效的方面,因此,对使命感和责

任感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肤浅的文字表述上。教师职业属于持续发展的行业,随着教学时间的延

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会逐渐上升,经济状况也会随着教师的不断努力而得到改善,因而教龄长的农村

教师在主观需求和职业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青年教师。
(四)经济发展状况对教师工作动力的影响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教师工作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村教师不仅

可以在教学风格、教学方法等方面得到更专业的技能指导,还可以学习到更先进的教育理念。从本次调

查的访谈记录分析可知,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建设学校文化、改善教师工作环境等方面作用

巨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学校文化建设能与地方传统文化特色较好的结合,这便于形成教师的凝聚力和

提升教师的工作动力,并进一步促进农村教师的主观需求、职业价值观、使命感的形成。同时,经济发达

地区的农村吸引了一些优质师资和优秀学生汇聚于此,学习效果往往较为理想,这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

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更易形成教师技能的良性循环。另外,在显著的教学效果前,教师的职业

价值得到充分认可,教师使命感也得到极大提高,在成就动机被满足的影响下,教师主观需求得分上升。
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工作的农村教师,虽然领导每天向他们强调教学责任意识,还要定期上交一些思想汇

报,但由于在教师职业价值观、使命感、主观需求等方面关注较少,因而得分不理想。

四、建 议

为切实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的工作动力,结合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可以从教师培训、学校建设和

政府工作3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加强对师范生的职业意识训练

在培养准教师方面,应充分强调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和重要性,保证师范生在选择教师职业时,对教

师职责有充分认识。另外,要训练准教师的韧性。在培养师范生时,应提醒师范生在教学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困难及应对策略,重点训练师范生对各种教学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意向从事教师行业的师范生在

未来工作的抗压能力,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开展。
(二)学校应该设立投诉机制和建立特色校园文化

不少教师对学校教学任务的设定和考核办法不满。研究者认为,其原因是学校缺乏合理的投诉机

制,教师有意见无处表达或不敢表达。因此,学校要提供专门的投诉渠道,当有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发

生时,允许教师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满足农村教师的内部心理需求,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另

外,学校应该培育充满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对教师教学责任感的形成意义重大[17]。校园文化所

产生的凝聚力,可以把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激发出来,使每一名教师都自觉地将自己的智慧和

精力聚焦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整体目标上,从而形成强大的、积极的校园氛围,促进每位教师的发展

和每位学生的成长。
(三)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学机构的环境建设

农村恶劣的教学环境对教师工作动力的负面影响巨大,使教师对工作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结合

本次调查结果认为,政府可以从提高教师的硬件工作环境和提供公平的绩效评价体系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提高教师工作环境中可控要素的质量,政府应该提高教师工作环境中的硬件设施,如对教师的

住宿条件进行升级、对陈旧的教学设备进行更新、在教学单位附近设立医疗站等;另一方面,提供公平合

理的教师绩效考核办法,适宜的教师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维护教师的基本尊严,满足教师内心的公

平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以维护教师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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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SurveyinRuralSchoolsonTeachersWorkingMotivation

DONGYang1,PENGX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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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ducationReformfocusesonteachersworkingmotivation,whichisimportantfor
teachersself-recognition.Thisstudytakes512ruralteacherscomefromtheeastern,middleand
westernpartofGuangdongprovinceassubjects.Throughquestionnaire,thesurveyinvestigatesrural
teachersworkingsituationinGuangdongProvince.Theresultshowsthat,firstly,ingeneral,theo-
verallworkingmotivationisweak;secondly,scalessuchassubjectiveneeds,occupationalvalues,
senseofmissionandresponsibility,andoutlookonstudentsaresignificantdifferentindemographic
variables.Therefore,basedontheinterviewaftersurvey,wegivesuggestionstoimproverural
teachersworkingmotivationthroughteachertraining,schoolconstructionandgovernmen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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