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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679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中小学教师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关系。

结果发现:(1)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上,男教师与小学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教师与

中学教师;(2)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上,学校领导干部的得分显著高于骨干教师和普通教

师;(3)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之间呈显著正相关;(4)中小学教师的希望除直接影响其

工作责任心外,还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工作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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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希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意识特征,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来源于人类的需要。希望是人心里对

将来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的一种积极期待,也是坚信愉快的结果有可能发生的信念[1-2]。希望

是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不能没有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生活在希望之中。正如伟大的

哲学家但丁所说,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希望在人生中有重大的作用,对人类

的延续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希望成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成为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

究的热点。
在教育领域,我国对希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学生的希望水平与学习心理、学业

成绩之间的关系。黎柠宁的研究发现,希望能使学生乐于学习,帮助学生克服抑郁等不良情绪和心理问

题[3]。戚亚慧、韦雪艳的研究发现,希望能使学生获得学业自我效能感,提高学生学习的持久性和心理

韧性,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4]。王亚丽、刘珍、谢祥龙等人的研究发现,希望能减轻压力对学生

学习消极情绪的影响,希望水平高的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阻碍和挫折时,往往会尝试用另外的方法和途径

来解决问题,并保持高水平的动机状态[5]。二是研究希望与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徐强的研究发

现,大学生的希望与自尊水平、主观幸福感以及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控制源、抑郁、焦虑

以及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希望是主观幸福感、自尊水平、心理控制源、抑郁、焦虑以及应

付困难的方式的重要预测因素[6]。魏军峰的研究发现,希望对留守初中生获得生活的满意度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7]。梁梦宇的研究发现,希望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希望在帮助大学生获

得生命意义中起部分中介作用[8]。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大学生或中学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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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希望的研究则非常少。国内虽然也有零星的研究探讨了教师的希望,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幼

儿教师的希望与职业认同、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的希望能够增强教师职业认同、减
少职业倦怠[9-10]。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人探讨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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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国学者着重对教师成就动机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的成就动机受到已有成就水平、年龄、性别、职称、学历等

因素的影响[12]。小学男教师追求成功的动机高于女教师,小学女教师避免失败的动机高于男教师;小
学教师的教龄、职称、学历、所教学科、年龄等对成就动机都有一定的影响,小学教师的自我实现需要与

追求成功的动机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其经济地位需要与避免失败的动机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13]。
工作责任心是责任主体在工作中认识到工作职责,并将职责内化成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主动为职

责承担相应后果的稳定的心理特质[14]。我国学者着重对教师工作责任心的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究。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工作责任心在尽职、守时、关爱学生3个维度及总分上与其内、外向个性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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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中教师工作责

任心在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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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起部分中介作用[16]。

从上述研究可见,我国学者虽然对教师的希望、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分别都有一些研究,但迄今为

止还没有人将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认为,研究三者之间

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小学教师承担着教育和培养中小学生的重任,随着社会对中小学教师认证标准的

提高,对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小学教师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希望是

心理健康的标志,是人们应对压力和挑战的精神力量[17]。美国心理学家Snyder的研究发现,拥有较高

希望水平的个体,能够设立恰当并富有挑战性的目标,然后制订相应的实施计划,并保持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和动机,从而实现其目标。而当个体缺乏希望时,会阻碍个体设定目标,从而导致个体的低自信、低
动机,很难应对出现的挫折和压力[18]。还有研究发现,高成就动机者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总是想着

如何把工作干得更好,会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直到顺利完成任务[19]。鉴

于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假设中小学教

师的希望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其工作责任心。研究该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小学教师的希望、
成就动机与工作责任心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机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提高他们的成就动机

和工作责任心、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80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获得有效问卷679份,有效率为

84.88%。其中:男教师342人,女教师337人;小学教师323人,中学教师356人;普通教师352人,骨
干教师179人,学校领导干部148人。

(二)研究工具

1.编制调查问卷

首先对重庆市6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了解他们有哪些希望,然后根据访谈情况,参考有关研究

文献,自编“中小学教师的希望”问卷。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分别赋值1~
5分。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问卷a 系数范围为0.879~0.922,分半信度为0.826~0.872,说明问卷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df=2.845,RMR=0.067,CFI=0.914,IFI=0.914,

AGFI=0.857,GFI=0.879,RMSEA=0.060,说明问卷拟合度较好。正式问卷的内容包括希望“国家强

大”“幸福生活”“出彩人生”共3个维度、27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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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该量表共30个题目,包括“追求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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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分半信度为0.763。

3.工作责任心问卷

在参考他人编制的教师工作责任心问卷基础上,结合对重庆市中小学教师的访谈,自编“中小学教

师工作责任心”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5分。通过探索性因素

分析得出问卷的a 系数范围为0.665~0.829,分半信度0.647~0.753,说明问卷具有良好信效度。验证

性因素分析表明:χ2/df=2.000,RMR=0.028,CFI=0.954,IFI=0.954,AGFI=0.938,GFI=0.955,

RMSEA=0.044,说明问卷的拟合度较好。正式问卷的内容包括“爱岗勤业”“认真勤奋”“踏实肯干”和
“勇于创新”共4个维度、16个项目。

(三)数据处理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性别和类型的中小学教师的希望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和类型的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情况。结果发现:男教师与小

学教师在问卷的3个维度及总分上得分分别高于女教师与中学教师;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
个维度及总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和类型的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

希望
性别

男(n=342) 女(n=337) T
类型

小学教师(n=323) 中学教师(n=356) T
国家强大 28.33±5.22 27.27±4.93 2.25* 28.47±4.94 27.08±5.17 2.97**

幸福生活 35.75±7.13 34.16±6.51 2.51* 35.90±6.74 33.92±6.83 3.14**

出彩人生 33.53±9.20 32.18±8.19 2.50 33.43±7.98 32.08±9.49 2.50
总分 97.61±18.61 93.61±15.55 2.51* 97.80±16.87 93.08±17.19 2.99**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二)不同职务的中小学教师的希望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职务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情况。结果发现:不同职务的中小学教

师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其得分情况是学校领导干部>普

通教师>骨干教师;在希望“出彩人生”维度上,其得分情况是学校领导干部>骨干教师>普通教师,且
差异显著(见表2)。

表2 不同职务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

希望
职务

普通教师(n=352) 骨干教师(n=179) 领导干部(n=148)
F LSD

国家强大 28.71±4.97 27.99±5.07 29.22±5.29 4.97** 3>1>2
幸福生活 34.59±6.61 34.30±7.19 37.05±6.80 5.19** 3>1>2
出彩人生 30.80±7.11 31.37±7.61 35.51±8.86 8.05*** 3>2>1

总分 96.10±16.21 95.66±16.61 101.84±19.26 9.70*** 3>1>2

    注:1为“普通教师”;2为“骨干教师”;3为“领导干部”。

(三)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关系

将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

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与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希望“国家强大”
“幸福生活”“出彩人生”3个维度与成就动机的“回避失败”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希望总分与成就动机总

分呈显著正相关,希望总分与工作责任心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说,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

度及希望总分与工作责任心的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希望“出彩人生”与工作责任心的“爱岗勤



业”“认真勤奋”“踏实肯干”3个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
表3 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相关分析

追求成功 回避失败 成就动机总分 爱岗勤业 认真勤奋 踏实肯干 勇于创新 工作责任心总分

国家强大 0.364** -0.238* 0.329** 0.339** 0.306** 0.420** 0.318** 0.365**

幸福生活 0.371** -0.235** 0.358** 0.355** 0.319** 0.319** 0.254** 0.356**

出彩人生 0.229 -0.326** 0.258** 0.262** 0.226** 0.367** 0.214 0.280**

希望总分 0.329** 0.164** 0.352** 0.327** 0.390** 0.301** 0.241** 0.387**

  (四)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以中小学教师希望的各维度为自变量,以中小学教师的成就动机和工作责任心

的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希望的3个维度对成就动机的

“追求成功”维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希望“幸福生活”“国家强大”两个维度对工作责任心的“认真勤奋”维
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对工作责任心总分有显著预测作用(见表4)。

表4 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R2 B T

追求成功

幸福生活 0.401 0.161 0.161 0.498 9.283***

出彩人生 0.433 0.187 0.186 0.238 9.955***

国家强大 0.465 0.216 0.216 0.143 9.327***

认真勤奋
幸福生活 0.397 0.157 0.157 0.090 10.398***

国家强大 0.410 0.168 0.167 0.095 8.272***

工作责任心总分
幸福生活 0.502 0.252 0.250 0.350 12.706***

国家强大 0.539 0.291 0.284 0.240 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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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1],以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M),以希望为自变量(X),以
工作责任心为因变量(Y),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到,前三步的t检验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第4个t检

验显著,说明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64*0.404/0.287=51.24%。本研究利

用SPSS17.0复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路径分析(见图1)。
表5 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1步 Y=0.287X SE =0.006t=18.809***

第2步 M=0.364X SE =0.012t=9.798***

第3步
Y=0.404M
+0.256X

SE =0.009t=13.476***

SE =0.006t=16.926***

图1 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路径模型

图1揭示了本研究变量间的路径系数之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各个拟合指标都达到了相关

要求,说明该路径图与实际数据之间有良好的适配度。该模型说明,希望不仅直接影响中小学教师的工



作责任心,还通过成就动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责任心。

四、讨 论

(一)不同性别和类型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中小学男教师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高于女教师,
且差异显著。这可能与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期望不同有关。社会普遍认为,男性应该是坚强的、独立

的、自信的,应该以事业发展为重,要有博大的胸怀,要积极发展、自我奋斗,以事业获得成功为满足;女
性应该是柔顺的、依赖的、文静的、仔细的,应多照顾家庭、赡养老人、关爱孩子,以温柔贤惠为满足[22]。
因此,女性更关心家庭,把自己定型为远离政治的贤妻良母,政治参与意识比男性淡薄,女性从政往往得

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男性比女性更关心事业、工作,更关心国家的发展和个体的前途与命运,参政

议政的热情更高[23]。本研究还发现,小学教师希望的3个维度得分及总分高于中学教师,并在希望“国
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和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中小学教师工作繁重和工作压力有

关。有研究发现,压力与希望呈显著负相关,即压力越大,希望值越低[5]。由于小学教师的工作负荷和

工作难度没有中学教师大、也没有升学的压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丰富

和提升自我、追求幸福生活,因此小学教师的希望水平比中学教师高。
(二)不同职务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职务中小学教师的希望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希望的3个维度及总分上都是学

校领导干部得分显著高于普通教师和骨干教师,这可能与社会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有关。一方面,社
会要求领导干部对国家、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同时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强
烈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以及对新事物、新观念、新环境敏锐的感受能力[24];另一方面,相关的管理部门

要求学校领导干部要注意学习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指导工

作,要学习与岗位相关的知识、信息和法规制度[25]。因此,学校领导干部更加关心国家的方针政策,更
加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加之他们参加培训学习多,综合素质较高,使得他们有更多机会去拓展和提

升自我,所以他们的希望水平比普通教师和骨干教师都高。
(三)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工作责任心的相关分析

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与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度

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希望的3个维度与成就动机的“回避失败”维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分析表明,中
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成就动机存在35.2%的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中小学教师希望的3个维度

可以共同解释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度的21.6%的变异量。这说明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
福生活”和“出彩人生”的愿望越深切,就越能激发他们奋发有为的工作动机、点燃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

愿望,由此使他们更加向往成功,敢于面对失败与挫折的挑战。可见,中小学教师的希望是影响其成就

动机的重要因素。
研究还发现,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希望总分与工作责任心的各个维

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与品质,蕴含着对未来的积极期许,这种积

极期许使人们获得了昂扬的精神力量和上进的动力,促使教师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责任心投

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本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的希望与其工作责任心之间存在38.7%的正相关。
回归分析表明,希望“国家强大”和“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希望总分可以共同解释其工作责任心30.3%
的变异量,这说明中小学教师的希望是影响其工作责任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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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检验。结果发现,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显著。这说明中小学教师的希望除直接影响其工作责任心外,还通过成就动机的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工作责任心,由此证明了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究其原因,希望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是人类前进的导航器与推动器,



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中小学教师而言,希望寄托了中小学教师的美好愿景,具有强烈

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实现价值,可以激发中小学教师产生较高的成就动机,促其实现人生价值。成就动

机是个体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对自己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工作愿意做,而且力求获得成功并达到更

高标准的内在心理倾向[26]。它对发挥教师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发挥教师在工作中的聪明

才智和潜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搞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27]。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成

就动机的人,其事业心重、责任心强,常为自己设立通过努力才可以达到的目标,总是想着如何把工作干

得更好,十分看重自己的工作表现[28]。因此,中小学教师的希望水平越高,其成就动机越大,工作责任

心也越强。

五、教育管理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该着重采取一些教育管理对策,引导中小学教师保持对国

家、个人生活和职业前途的美好希望,大力加强教师的成就动机与工作责任心。
第一,帮助中小学教师设立恰当的奋斗目标,让他们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希望作为人类所拥有的

积极心理,代表着对未来的积极期盼,是激发生命潜能的催化剂。希望在生活中体现为可以实现的一个

个具体目标。恰当的奋斗目标,能让中小学教师明确前进和努力的方向。因此,要让中小学教师的美好

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有关部门就要帮助他们设立恰当的奋斗目标,即为学校领导干部、骨干

教师、普通教师分别量身定制有关从事管理、教学、科研不同专业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明确、具体,
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切实可行。只有当中小学教师把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奋斗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才
能激发他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还要引导中小学教师思考用哪些途径和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让他

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优势,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小学教师只有付诸行动,脚踏实地地实践

与创新,并经过不懈努力,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美好的希望和目标。
第二,改善学校的管理体制,为中小学教师追求成功、提高工作责任心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学

校的环境和氛围对中小学教师的成就动机和工作责任心有很大的影响。学校要创设有利于中小学教师

成就动机和工作责任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要关心和满足中小学教师成才的需要,加强对教师远大理

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促进情感培养,提高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要对中小学

教师的工作业绩进行科学的考核与评价,注重考核与评价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通过奖勤罚懒,让工作上

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中小学教师得到公正的评价,得到与之相适的工作报酬与奖励。要抓优秀中小学

教师的典型事迹,通过树榜样、做宣传,使中小学教师认识到只有勤奋努力工作才会拥有美好的发展前

景,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成就动机,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强化他们的工作责任心。

六、结 论

(一)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在性别、类型、职务方面存在显著性差

异,男教师得分高于女教师,小学教师得分高于中学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得分高于普通教师和骨干教师。
(二)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总分,与其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维度及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即中小学教师在这方面的希望水平越高,其追求成功的动机越强烈,而希望的3个

维度与成就动机的“回避失败”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三)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及希望总分,与其工作责任心的“爱岗勤业”

“认真勤奋”“踏实肯干”和“勇于创新”4个维度及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即中小学教师在这方面的希望

水平越高,其工作责任心越强。
(四)中小学教师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和“出彩人生”3个维度,对其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

维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希望“国家强大”“幸福生活”两个维度对工作责任心的“认真勤奋”维度有显著预

测作用,对工作责任心总分有显著预测作用。另外,中小学教师的成就动机在其希望和工作责任心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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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679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toex-
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expectation,achievement
motivationandworkcommitment.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asforthetwoindexesofstrong
countryandhappylife,andtheoverallscore,thescoresofmaleteachersandprimaryschoolteachers
a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femaleteachersandmiddleschoolteachers.Second,thescoresof
schoolleadersa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backboneteachersandordinaryteachersonthe
twoindexesofstrongcountryandhappylife.Thirdteachersexpectation,achievementmotivationand
workcommitmentaresignificantlycorrelated.Fourth,achievementmotivationplaysanintermediary
rolebetweenteachersexpectationandwork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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