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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乡村中小学教师
职业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以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为例

张 娟1,覃 丽 君2

(1.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贵州 毕节551700;2.天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天津300072)

摘 要: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不仅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重要影响,也对乡村中小学教育质

量的提升有决定意义。采用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对贵州省X县的370名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教师

性别及任教学校建设水平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一定影响;教师的月收入水平及任教学科对教师职业幸福

感有显著影响。基于实证数据,提出了提升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相应对策,为实现我国建设“美丽乡

村”的宏伟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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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幸福感是伴随着教师对职业、教育教学活动及从业收益的认识和评价不断深入而产

生的、以积极体验为主导的较稳定的情感体验[1]。因此,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不仅包含教师对自身职

业所承担的教书育人使命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包含教师个体在履职时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是教

师对其职业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整体性评价。教师职业幸福感不仅与其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有

关,也与其所承担的教育教学职责之外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系统等。
教育是一种旨在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美的伟大职业,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

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受教育者的完善和发展[2]。具有较高职业幸福感的教师,更能感受到教育工作

带给自己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并相信教育工作可以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和提升,进而对待

教育的态度更为积极、乐观。只有具备较高职业幸福感的教师,才会发自内心地热爱教师职业、热
爱学生。学生有可塑性,同时也有向师性。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呈现的积极状态会对

学生的未来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教师自觉地完善自己,在职业生涯中不断体会到教师

职业的幸福感,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教师和学生通过教育活动共

同获得发展和完善,共享幸福,实现教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乡村教育质量的改进问题。乡村教师是我国乡村教育的重要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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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每个乡村儿童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就需要大力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为了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6月印发了《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体现了国

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决心。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

福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3]。当前我国教育的“短板”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

地区[4],作为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力量———教师职业幸福感———会对教师队伍建设及教师整

体素质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提高西部地区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建设高质量

的西部地区师资队伍,进而提升西部地区教育质量,有必要对西部地区乡村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当前对西部地区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以川、渝等地区为主,而贵州省乡村中小学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为进一步了解贵州省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也为提升西部老少边穷地区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以及师资队伍整体建设水平提供科学参

考,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贵州省X县的370名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进

行实证调查。调查从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角度,对影响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

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分析了学校建设水平、月收入水平以及任教学科等变量对乡村教师职业幸福感

的影响。
贵州省X县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外出务工人

员较多,乡村教育质量不高,乡村教师流失严重。为了促进X县的教育发展,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于2010年在该地合作共建了贫困山区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2011年,该县

也入选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验区。因此,作为乡村教育改革的重点试验区,对该县乡村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具体来说,本研究涉及的问题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当前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

福感处于何种水平;第二,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在性别、学校建设水平、月收入水平及

任教学科维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对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何种影响;
第三,基于实证调查结果,如何结合我国乡村教师的实际状况,提出提升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针对性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研究选取贵州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0份,回收率为

92.5%。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358份,有效率为96.8%。其中:男教师143名,女教师

212名;小学教师171名,中学教师186名;10年以下教龄的教师185名,11~20年教龄的教师137
名,2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34名;初级职称的教师119名,中级职称的教师140名,高级职称的教师

92名①。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赵斌编制的“教师职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6个维度(22个题目),分别是:
工作效能感维度(4个题目)、情感幸福感维度(5个题目)、社会支持感维度(3个题目)、身心愉悦感

维度(4个题目)、收益满意感维度(3个题目)、职业高尚感维度(3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法,分数

越高表明教师职业幸福感越强。总问卷的α系数是0.847,各因子系数为0.709~0.833,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43。

① 注:部分调查对象没有填写人口统计学相关信息,存在数据缺失。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一般特点

对职业幸福感各维度及总分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根

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得分为3.83(SD=0.59),高于中

等临界值3分,说明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进一步对各维度进行分

析发现,平均分得分最高的是工作效能感,以下依次是职业高尚感、情感幸福感、收益满意感和身心

愉悦感,得分最低的是社会支持感。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贵州省X县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情况

工作效能感 情感幸福感 社会支持感 身心愉悦感 收益满意感 职业高尚感 职业幸福感

M 4.47 3.99 3.24 3.27 3.85 4.03 3.83
SD 0.78 0.68 0.79 0.75 0.75 0.79 0.59

  (二)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各维度及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

同性别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男、女教师在收益满意感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女教师的收益满意感显著高于男教师;在职业幸福感总分及其他维度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除情感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外,在其他维度上女教师的得分均高于男教师。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男教师

M±SD
女教师

M±SD
t 显著性

工作效能感 4.47±0.74 4.84±0.81 -0.067 0.946
情感幸福感 4.01±0.63 3.98±0.72 0.396 0.692
社会支持感 3.27±0.80 3.22±0.79 0.631 0.528
身心愉悦感 3.24±0.76 3.28±0.74 -0.514 0.607
收益满意感 3.74±0.73 3.91±0.75 -2.148 0.032*

职业高尚感 3.99±0.83 4.05±0.76 -0.681 0.496
职业幸福感 3.81±0.55 3.84±0.61 -0.441 0.660

         注:*p<0.05,**p<0.01,下同。

(三)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学校建设水平变量上的差异

以学校建设水平为分组变量,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各维度及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

验,分析不同类别学校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优质学校的教师在总

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非优质学校;在工作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感维度上差异显著,即优质学校

的教师工作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感显著高于非优质学校的教师。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学校建设水平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优质学校

M±SD
非优质学校

M±SD
t 显著性

工作效能感 4.79±0.74 4.45±0.74 2.304 0.022*

情感幸福感 4.04±0.73 3.99±0.64 0.454 0.650
社会支持感 3.54±0.79 3.21±0.76 2.194 0.029*

身心愉悦感 3.39±0.76 3.26±0.73 0.957 0.339
收益满意感 3.88±0.83 3.84±0.71 0.280 0.780
职业高尚感 4.22±0.77 4.02±0.76 1.371 0.171
职业幸福感 3.99±0.63 3.82±0.55 1.618 0.107



  (四)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月收入水平变量上的差异

以教师月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职业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发现:不同月收入水平的教师在工作效能感、身心愉悦感两个维度和职业幸福感总分上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进一步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月收入水平为2000~2500元的

教师其工作效能感、身心愉悦感和职业幸福感总分显著高于月收入水平少于2000元的教师。具

体结果见表4。
表4 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月收入水平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2000元

M±SD
2000~2500元

M±SD
2500~3000元

M±SD
>3000元

M±SD
F 显著性 事后多重比较

工作效能感 4.39±0.80 4.71±0.70 4.57±0.68 4.56±0.68 2.880 0.036* B>A*

情感幸福感 3.93±0.74 4.13±0.50 4.10±0.56 4.18±0.47 1.773 0.152
社会支持感 3.19±0.81 3.32±0.73 3.37±0.78 3.48±0.62 1.125 0.339
身心愉悦感 3.18±0.77 3.48±0.63 3.40±0.76 3.34±0.39 2.887 0.036* B>A*

收益满意感 3.80±0.79 3.88±0.69 3.98±0.54 4.09±0.71 0.906 0.438
职业高尚感 3.99±0.81 4.22±0.63 3.97±0.94 4.03±0.73 1.379 0.249
职业幸福感 3.77±0.62 3.98±0.49 3.92±0.51 3.97±0.41 2.767 0.045* B>A*

   注:A为月收入少于2000元,B为月收入2000~2500元,C为月收入2500~3000元,D为月收入多于3000元。

(五)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任教学科变量上的差异

以教师任教学科为自变量、以职业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在情感幸福感、社会支持感、收益满意感和职业幸福感总分上,不同任教学科的教师存在显著

性差异。进一步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工作效能感维度上,语、数、外学科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

政、史、地、物、化、生学科教师;在情感幸福感维度上,语、数、外、体、音、美学科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

政、史、地、物、化、生学科教师;在社会支持感和收益满意感维度上,语、数、外学科教师的得分显著

高于政、史、地、物、化、生学科教师;在职业幸福感总分上,语、数、外、体、音、美学科教师的得分显著

均高于政、史、地、物、化、生学科教师。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任教学科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检验变量
语、数、外
M±SD

政、史、地、物、化、生
M±SD

体、音、美
M±SD

F 显著性 事后多重比较

工作效能感 4.50±0.80 4.21±0.79 4.50±0.75 2.213 0.111 A>B*

情感幸福感 4.00±0.73 3.73±0.54 4.06±0.63 2.973 0.048* A>B*,C>B*

社会支持感 3.28±0.79 2.89±0.86 3.24±0.83 3.773 0.024* A>B*

身心愉悦感 3.30±0.75 3.05±0.81 3.20±0.77 1.827 0.163
收益满意感 3.91±0.78 3.55±0.67 3.85±0.67 3.607 0.028* A>B*

职业高尚感 4.05±0.80 3.83±0.92 4.03±0.81 1.276 0.281
职业幸福感 3.86±0.62 3.57±0.56 3.84±0.53 3.909 0.021* A>B*,C>B*

  注:A为语、数、外教师,B为政、史、地、物、化、生教师,C为体、音、美教师。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对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调查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水平并不低,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其中,工作效能感和情感幸福感得分最高,身心愉悦感和社会支持感的得分最低。工

作效能感和情感幸福感得分最高是与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特性有关,而且在乡村地区,教师的社会

地位相对较高,教师职业普遍受村民尊重。有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进行

调查,也发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虽然生活条件艰苦、待遇低,但在当地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精



神生活较为富足[5]。而身心愉悦感和社会支持感得分最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乡村中小学校普

遍缺乏师资,很多教师身兼数职,既要上语文课,还要上数学课、美术课、体育课等,教师教学工作异

常繁重;二是许多乡村中小学教师既要履行班主任职责,又要承担心理辅导、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

工作任务,导致教师身心异常疲惫;三是很多乡村学校的教学和考核评价指标混乱,评价体系僵化、
不公,努力教学的教师得不到应有的薪资待遇和评优晋升机会,评价制度体现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

与理解不令人满意;四是领导对教师不够关心、同事之间缺乏沟通、学生难以管理、家长对教育的不

理解等因素,使得教师感到缺乏社会支持,难以形成内在的自我认同感。

2.性别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除情感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维度

外,在其他维度及总分上女教师的得分均高于男教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传统文化中对

不同性别的成就期待有差异以及对教师的职业定位有关[6]。一般认为,教师职业较为稳定、工作环

境较为单纯并有寒暑假期更适合女性担任,而男教师因为工资待遇、职业前景等因素的影响对教师

职业幸福感的体验要弱于女教师。董洋和彭旭的研究也发现,乡村女教师比男教师对教学工作更

有积极性,男教师更在意教学条件和薪资待遇,而女教师无论教龄长短,均能享受教学工作所带来

的积极体验[7]。

3.学校建设水平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优质学校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非优质学校的教师,在工作效能感

和社会支持感维度上差异显著。这是因为:优质学校在师资、生源、教学条件等方面更能得到保障;
在教育投资上,优质学校获得的经费也远高于非优质学校,学校的硬件设施(如教室、教学设备、实
验设备、运动场地等)更为优越,教师的工作环境更为舒适;优质学校的教师有更多进修、深造的机

会,获得专业提升及职称晋升的可能性更大。由于优质学校的工作条件、生源、资源、社会声誉、个
人职业发展、学生家长支持等都普遍优于非优质学校,所以优质学校的教师更容易从工作中体验到

较高的职业幸福感。

4.月收入水平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月收入水平不同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当教师的工资待遇达到一定

水平后,教师的职业保障感及安全感会得到提升,进而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贵州省X县属于

贵州较为偏僻落后的地区,该县教师工资水平低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而乡村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

更低。因此,乡村教师对工资并没有过高期待,当工资水平高于2000元时,职业幸福感便有了显

著的提升。

5.任教学科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语、数、外、体、音、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政、史、地、物、化、生教师。语、数、外是传统的

核心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社会支持感等相对较强,教师更容易从工作中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
而随着体、音、美科目逐渐得到国家的重视,其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也随之得到加强,硬件设施也得

以改善,对体、音、美学科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体、音、美学科的教学方式

及考评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任教教师承受的考评压力要小于其他学科教师,对教师职业幸福感

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提高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建议

针对当前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提升其

职业幸福感:

1.提高乡村教师身心健康水平

教师的身心健康水平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较大的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主要受工作繁重、
压力大、在校时间过长、考评频繁、职称晋升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当教师长时间面临以上问题时,如



果无法获得有效的途径进行疏导和缓解,会致使教师出现身心健康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非

常关注教师身心健康问题,我国虽然也要求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学

生,极少关涉教师。另外,学校教师也对心理咨询及心理干预存在一定的认知错位,导致针对教师

身心健康而开展的工作进展缓慢。为了提高教师的身心健康水平,进而促进其职业幸福感,可以采

取帮助教师提升对身心健康重要性的认知水平、为教师提供专业化的身心健康辅导课程及定期组

织教师参与团体辅导活动等措施。

2.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教师是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专业人员,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时,
除了保障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之外,还需要有“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以确保针对教师的考评

制度及激励制度能够真正做到从教师的职业需求出发,赋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在遵循教育规

律的前提下,为发挥教育的创新性及创造性功能提供制度依据。同时,上级部门和学校领导也应加

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以待遇留人、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乡村学校由于待遇低、职业上升渠道

少,教师的倦怠感较强、跳槽和离职意向较高,所以学校领导不能总以高高在上的施令者和指挥者

自居,而应加强和教师的沟通交流,尊重教师的意见,帮助教师解决教学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教

师感受到学校的人文关怀,同时增强其被需要、被尊重之感。

3.增强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针对性

学校在开展各类专业发展活动时,应在组织目标、工作规范和活动程序中更多融入教师个性化

的专业发展愿景与目标[8]。对新手教师,为其提供同事之间沟通交流的学习机会,让有经验的老教

师“一带一帮扶”,同事之间相互听课、磨课、评课,使其积累经验、增强自信,尽快从新手教师成长为

专家型教师。对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师,为其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帮助其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使
其尽快成长为骨干教师、教学名师。因此,要针对每位教师的特点、特长、性格、能力水平等差异,确
定每位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方向。根据调查结果,男教师及政、史、地、物、化、生学科的教师职业幸福

感较低,要有针对性地给予这些学科教师更多的职业关注,为其职业发展定位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指

导和更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帮助其在职业生涯中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最终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和

职业幸福感。

4.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社会支持感维度的得分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我国社会

舆论环境有关。社会支持感不仅来自校内,同时也受校外因素的影响,如家长、社会大众对教师队

伍的看法和评价等。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违背师德的负面个案通过新媒体得到迅速传播与发酵,
由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等,导致信息出现歪曲,社会对个别教师的不满扩大到对整个教师队伍的不

满,致使教师队伍被“污名化”[9]。这使得许多教师在正常的教学工作中变得谨小慎微,对学生的一

些不良言行不敢言、不敢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发挥。为了提升教师的社

会支持感,需要社会各界正确、理性地报道和看待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构建良好的舆论反馈机

制,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5.提升乡村地区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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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

观感受与评价[10]。因此,要提升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乡村学校

的资金投入,改善教学设施,美化教学环境,增加师生运动、休闲、娱乐的场所,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

待遇,增加教师的培训经费,使乡村教师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工作舒适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应
从精神上满足教师对工作和生活上的需求,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为教师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建
立公平合理的职称晋升制度,完善教师工作流动机制,营造温馨和谐的人际氛围等。工作生活质量

的提升,能有效增强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其教育教学质量。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而孩子们得到高质量教育的前提是有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总的来说,基于实证研究数据可以发现,贵州省X县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受性别、学校建设水平、月收入水平以及任教学科等因素的

影响这对于我国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整体提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作为乡村教育乃至乡

村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乡村中小学教师———在职业生活中是否感受到了幸福,是否能够将幸

福感传递给乡村儿童,对于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

让乡村教师安心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知识精英的作用,成为陶

行知先生所说的“改造乡村社会的灵魂”[11],就需要对乡村教师当前在职业生活中所面临的影响职

业幸福感的各因素进行整体把握,以采取适切的政策及保障措施来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从
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改进乡村落后面貌,最终实现我国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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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ruralareasgainhappinessintheirposts
hasanimportantinfluenceonthebuildingofahigh-qualityruralteachersteam,andalsoplaysasig-
nificantroleinimprovingthequalityofruraleducation.Wesuedthequestionnairetoinvestigate370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feelingofhappinessinXcityofGuizhouprovince.Theresults
showthattheoveralllevelofteachersprofessionalwell-beingisatintermediatelevel.Teachersgen-
derandwhetherornottoteachatkeypointschoolshavesomecertaininfluence,andteacherssalaries
andtheteachingsubjectsaresignificantlyrelatedtotheprofessionalwell-beingofteachers.Basedon
theempiricaldataabove,thisstudyputforwardssomemeasurestoimprovethewell-beingofrural
teachers,toachievethegoalofbuildingabeautiful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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