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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应有

之义。教师职业幸福的实现要以对教师职业幸福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的本土化研

究,对揭示我国教师职业幸福规律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奠基的

20年,在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共同努力下,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教师为本、以心理为

根和以发展为重的基本取向。这20年间,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四大理念(教育

质量论、专业发展论、职业境界论、幸福教育论)协同作用,夯实了伦理基础;高师院校领衔,深描了教师职业

幸福心理特征;多元主体并重,廓清了教师职业幸福提升路径。未来,为满足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师

队伍建设的要求,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应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是深化伦理研究,加快教师职业幸福标准的开

发;二是扩大调研规模,推动教师职业幸福心理模型的建构;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

升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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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已成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要目标与议题。2018年,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颁布,明确提出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广
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
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的建设目标[1]。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前提是

认识教师职业幸福。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我们

必须把握教师职业幸福的规律,把握我国教师

职业幸福的规律,把握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师

职业幸福的规律。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中小

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奠基的20年,对我国中小

学教师职业幸福的研究及其规律的揭示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本文重点回顾和总结21世纪

前2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幸福的研究与提升、为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基本取向

20世纪末,教师职业幸福问题受到我国学

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开始了对高校教师职业

幸福问题的讨论。进入21世纪,教师职业幸福

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日

益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哲学、
积极心理学、职业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等理论

学说的指导下,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

在这20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以教师为本、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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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根和以发展为重的基本取向。
(一)以教师为本

以教师为本是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

研究的根本立场,是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研究理念上

表现为尊重教师追求幸福的正当性,在研究逻辑

上表现为立足教师职业实践的主体性,在研究内

容上表现为聚焦教师幸福观念的科学性。

1.尊重教师追求幸福的正当性

尊重教师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是21世纪前

20年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价值前

提。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观点认为,教师职业

幸福是教师职业生活质量的标志,享受职业幸

福是教师的正当权益。研究者不仅将中小学

教师职业幸福问题视为一个科学问题,更将其

视为一个人文问题,并深度探讨教师职业身份

背后更为基础的身份———人的身份。研究者

普遍认为,教师的幸福追求是人类幸福追求的

特殊形式与具体表现,人类追求幸福的正当性

为教师追求职业幸福提供了正当依据。教育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教育者不论被

套上多少光环,如“人类灵魂工程师”“太阳底

下最光辉的职业”等,或被期待作出怎样的贡

献,其所具有的“人”的第一属性都不会改变,都享

有作为一个正常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主张并追

求体面的物质生活与自由精神生活的权利[2]。

2.立足教师职业实践的主体性

立足教师职业实践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

研究的分析逻辑中。长期以来,以知识、技术

为本位的教师观使人们忽视了教师作为主体

人的存在。在这种教师观支配下,教师作为鲜

活的生命个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迸发的生

命激情,被渐渐销蚀掉,教师难以体验到职业

生命中的内在幸福感[3]。因此,研究者在教师

职业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实

践主体———教师———的职业幸福作为探究方

向。一方面,研究者尝试从主体性角度阐释教

师职业幸福的内涵。例如:研究者檀传宝提出

教师的幸福就是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自

由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

态[4]。另一方面,研究者尝试从主客体相统一

的角度阐释教师获得职业幸福的内在机理。
例如:研究者刘次林认为幸福是主客体相统一

时的体验,这种幸福体现在教师与教材、与学

生、与自己的融合中[5]。

3.聚焦教师幸福观念的科学性

帮助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幸福观是以教

师为本的必然要求。尽管教师作为职业实践

主体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这种幸福追求的

正当性并不能在教师的思维与实践中直接转

化为科学的职业幸福观。因此,纠正教师所持

有的错误的职业幸福观,帮助教师形成科学的

职业幸福观,便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教师

职业幸福观念的分析主要聚焦于教师职业幸

福观念形成的思维过程,既有对错误教师职业

幸福观念的解构,也有对科学教师职业幸福观

念的建构。例如:研究者柳海民与林丹指出,
关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来源问题是存在诸多

误解的,主要表现为把工作快乐、职业声望和

利益获得等同于职业幸福,其实,将“生活方

式”作为教师职业观,才是教师职业幸福感的

真正来源[6]。
(二)以心理为根

以心理为根是指心理学研究范式在中小

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教师

职业幸福研究主要包含哲学思辨研究与心理

实证研究两种基本类型。心理学研究范式为

教师职业幸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撑。
从研究目的与对象的角度看,21世纪前20年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主要围绕幸福

感的3种变量展开:第一种是对结构性变量的

研究,其核心目的是要明确幸福感的核心维

度;第二种是对标志性变量的研究,其核心目

的是要探寻幸福感的群体差异;第三种是对调

控性变量的研究,其核心目的是要确立幸福感

的提升手段。

1.结构性变量研究:明确幸福感的核心维度

结构性变量是对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

心理结构拆解的产物。结构性变量是在工具

的开发与应用中确定的,信效度分析是判断其

科学性的基本手段。

21世纪之初,我国主要使用外国研究者编

制的幸福感量表。例如:莱福(Ryff)的“心理幸

福感量表”,主要包括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

关系、掌控环境、自主性、生活目标感、个人成

长等6个维度[7];也有研究者使用迪纳(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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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要包括

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感体

验等3个维度[8];还有研究者使用美国国家卫

生统计中心(NCHS)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

表”,主要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水平、对生

活的满足和兴趣、心情忧郁或愉快、对情感和

行为的控制、精神松弛或紧张等6个维度[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研究者开始尝

试编制更具针对性和本土性特点的教师职业

幸福感调查量表。例如:研究者姜艳编制的

“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下设领导关系、躯体

健康、从业动机、成效感、同事关系、学生关系、
工作情感、工作热情等8个维度[10];研究者谭

贤政、卢家楣等人编制了“教师职业活动幸福

感问卷”,包含期望性活动幸福感、成就性活动

幸福感、自主性活动幸福感、人际性活动幸福

感等4个维度[11]。

2.标志性变量研究:探寻幸福感的群体差异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标志性变量是指一些

不具有实践操作性,但又与教师职业幸福感有

显著相关的变量。在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中,
寻找到的标志性变量,是建立在“教师幸福感

存在群体差异”假设之上的。这种差异既可能

表现在教师整体幸福感中,也可能表现在1个

或多个教师幸福感的具体维度中。在此种假

设下,发现标志性变量就可以帮助人们有效识

别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进而能更有

针对性地提升特定教师群体的职业幸福感水平。
目前,我国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对标志性

变量的研判,一般围绕与教师队伍结构紧密相

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展开。这些变量主要包

含教师的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专业、
婚姻状况、学校类型、任教学段、执教学科、聘
任状况、学校所在区域等信息。许多研究发

现:男、女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显著性差异,低
年级教师职业幸福感一般高于中高年级教师,
已婚教师职业幸福感一般高于未婚教师,教龄

与教师职业幸福感之间一般呈“U 型”关系。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年龄、性别等变量与教师

职业幸福感的一些结构性变量之间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

3.调控性变量研究:确立幸福感的提升手段

作为同样与教师职业幸福感呈显著相关

的变量,调控性变量相较于标志性变量的突出

特点是其具有实践操作性。这意味着研究一

旦证明某些调控性变量与教师职业幸福感之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便能够通过对这些变量

的控制与调节来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
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关注了两类调控性

变量:一类是内部调控性变量,另一类是外部

调控性变量。内部调控性变量主要指由教师

内部因素决定且与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相

关关 系 的 调 控 性 变 量。研 究 发 现,工 作 投

入[12]、心理健康[13]、核心自我评价[14]、自我效

能感[15]、心理资本[16]、教学胜任力[17]、应对方

式[18]、职 业 承 诺[19]、职 业 人 格[20]、职 业 认

同[21]、教学素养[22]、教学动机[23]等内部调控性

变量与教师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外部调控性变量主要指受外部条件决定且与

教师幸福感有显著相关的调控性变量。研究

发 现,社 会 支 持[24]、组 织 支 持 感[25]、组 织 资

源[26]、校长教学领导力[27]等外部调控性变量

与教师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工作压

力、工作与家庭的冲突[28]等外部调控性变量与

教师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三)以发展为重

以发展为重是指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

福感研究的价值落脚点是教师专业发展。20
年来,我国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就是教师职业幸

福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对这

一关系的讨论中,研究者逐渐确立了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的两个基本议题。

1.价值议题:以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教师职

业幸福研究的核心目的

不同研究主体开展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

动机不同,目的也不相同。这主要由不同国家

或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和现实困境

所决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
为例,在其2005年颁布的《教师事业:吸引、发
展和留住有效教师》中便已涉及对教师职业幸

福相关内容的探讨[29],而其在2020年颁布的

《教师幸福感:数据搜集与分析框架》中更直接

将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内容聚焦于解决“两高

一低”(高流失、高短缺和低职业 吸 引 力)问
题[30]。与OECD不同的是,尽管我国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也旨在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但
24



“两高一低”并不是21世纪我国中小学教师队

伍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研究的基本思

路是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焦点和总抓手,进而统

摄以教师自我实现为个体目的、以教师队伍发

展为集体目的、以教育质量提升为根本目的的

整个目标体系。

2.路径议题: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提

升教师职业幸福的关键手段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因素有内部

与外部之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协同并用,
涉及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两点论问题。以教

师专业发展作为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键

手段,涉及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重点论问题。
路径议题明确了教师专业发展是提升教师职

业幸福感主渠道的主张。研究者冯建军提出,
幸福的教师是拥有专业自由、富有创造力、持
续发展的教师[31]。研究者斯日古楞认为,教师

只有主动追求专业发展,其幸福感才能不断萌

发和提升[32]。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

我国研究者对教师专业发展重要特征的把握。
首先,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专业性,教师专业的

教育教学实践正是教师职业幸福的主要来源。
其次,教师专业发展具有持续性,教师专业发

展能够为教师幸福追求提供持续的动力。最

后,教师专业发展具有自主性,即教师可以自

主选择与自身职业幸福追求相一致的专业发

展方向。

二、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四大理念协同,夯实了伦理研究基础

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价值基础是教师职

业幸福伦理。教师职业幸福伦理生发于“快乐

论”和“实现论”等理念中[33],是幸福伦理普遍

性与教师职业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教师职

业幸福伦理属于价值伦理,其核心是研究教师

职业幸福追求与相关主体多种实践目的之间

的关系。科学的幸福伦理基础有助于弥合实践

主体间的价值分歧,达成多种实践目的的内在统

一,是教师职业幸福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综合来看,21世纪前20年我国中小学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形成了由4种主要理念所构成

的伦理体系。第一种是教育质量论,关涉教师

职业幸福与学校教育质量的价值关系。例如:

研究者曹俊军认为,没有教师在教职中“自我

实现”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就不会有真

正的教育[34]。第二种是专业发展论,关涉教师

职业幸福与教师专业成长的价值关系。例如:
研究者刘国艳认为,幸福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起点与归宿,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是唤起教师

主体参与意识、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条

件[35]。第三种是职业境界论,关涉教师职业幸

福与教师生命质量的价值关系。例如:有研究

者认为,教师职业境界有4个层次,其中最高境

界便是把教育活动当作幸福来体验[5]。第4种

是幸福教育论,关涉教师职业幸福与学生幸福

成长的价值关系。例如:研究者冯建军认为,
教育要使学生获得幸福首先要让教师获得职

业幸福[36]。以上这4种理念都具有相对独立

性,在分析教师职业幸福的具体问题上,都展

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与适切性。同时,这4种理

念又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处理教师职业幸福感

提升的价值冲突问题上,都展现出较强的规范

性与引领性。
(二)高师院校领衔,深描了教师职业幸福

心理特征

教师职业幸福伦理基础回答的是教师职

业幸福研究价值标准问题。但仅有标准是远

远不够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脱离研究主体而

独立进行。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并非政策驱动

型研究,开展对教师职业幸福的研究活动必须

依靠研究主体对任务的主动承担。研究主体

的适切性和研究布局的合理性也直接决定了

研究的质量以及研究未来发展的空间。

21世纪前20年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

研究自发地形成了以高等师范院校为主,以综

合性大学为辅,以区域辐射为基本样态的研究

格局。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

学等数十所高等师范院校,以及浙江大学、吉
林大学、广州大学等十余所综合性大学都参与

其中。高师院校领衔的区域化研究格局已形

成,这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结果。
它充分发挥了我国高师院校的机构功能和资

源优势,同时又释放了综合性大学办教育所具

有的科研能量。这个格局为21世纪前20年我

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
也为新时代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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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20年间高师院校与所在区域

的中小学校紧密联系,细致深入地描摹了我国

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的心理特征。从内容分

析的视角看,教师职业幸福研究较为充分地探

究了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心理的结构性

变量、标志性变量与调控性变量,较为清晰地

展现了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的基本内容、
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从比较教育的视角看,
研究还展现了中西方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的

差异。受尊师重道传统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影

响,我国中小学教师更加重视在集体中获得幸

福的体验,职业幸福的内涵更偏重社会性,也
更易受集体因素的影响。

(三)多元主体并重,廓清了教师职业幸福

提升路径

将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定位于教师的专业

发展,直接影响了研究者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提

升路径的选择。在以发展为重取向的影响下,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形成了以教师

发展共同体为职业幸福依托的基本观点,并将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小学校、教师教育机构

和中小学教师确立为提升教师职业幸福的4个

关键主体。

21世纪前20年学界依据不同主体的基本

职能,对提升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可

行路径有了清晰的认识。第一,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应做到:提高教师的薪酬标准,改善教师

福利待遇;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提升教师社会

声望;加强政策法规制定,保障教师专业发展

权。第二,中小学校应做到:提高管理水平,凸
显以人为本理念;加强教师共同体建设,提升

教师职业认同感;建立完备的保障体系,保障

教师经费投入。第三,教师教育机构应做到: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塑造科学的教师职业观与

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升教师心理资

本;加强职业素养教育,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第四,中小学教师应做到:加强专业发展

自主意识,树立终身发展的职业目标;提高自我

调适能力,积极应对职业活动中的复杂问题。

三、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未来展望

进入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

究发展的总体趋势表现为“稳中求进”。“稳”

是指研究中以教师为本、以心理为根和以发展

为重的底层逻辑没有变;“进”是指研究立足于

新时代教师职业幸福的新特征,服务于新时代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目标。因此,面对幸

福追求、理论诉求与实践需求的时代变革,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要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是深

化伦理研究,加快教师职业幸福标准开发;二
是扩大调研规模,推动教师职业幸福心理模型

建构;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凝聚多元主体力量。
(一)深化伦理研究,加快教师职业幸福标

准开发

深化教师职业幸福伦理研究是我国中小

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时代命题。这是由新

时代教师职业幸福追求的变化所决定的。幸

福既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一个历史的

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

发展,教师对职业幸福的追求也发生改变。教

师的职业幸福追求已经从“拥有幸福”上升为

“享受幸福”。这就要求新时代教师职业幸福

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教师从“拥有幸福”到“享
受幸福”观念的转变,向学界提出了教师职业

幸福伦理的革新问题。以“拥有幸福”为价值

追求,这是21世纪前20年我国中小学教师职

业幸福研究的历史情境。在这一背景下,教师

职业幸福研究的焦点问题是幸福的“温饱”问
题,这也使相关研究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应然追

求、职业境界、人文关怀去探讨,并未过多地涉

及对幸福更高水平的深入研究。目前,这一研

究已无法满足新时代教师享受职业幸福的新

需求,因此,研究者必须再次深入探讨教师职

业幸福伦理问题。
教师职业幸福伦理的革新与深化以教师

幸福标准的建构为重要标志。这是与教师职

业幸福内容深化相适应的形式上的深化。建

立教师职业幸福标准的目的在于发挥标准的

认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
在职业幸福的测量方法上,教师职业幸福标准

的建立应力求突破心理量表自我报告的方式,
超越“自称”(avowed)幸福的研究范式[37]。在

职业幸福的评价维度上,教师职业幸福标准的

建立应有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新时

代教师职业幸福的新内涵来确立我国中小学

教师职业幸福的考察维度,以此评估我国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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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职业幸福发展水平。
(二)扩大调研规模,推动教师职业幸福心

理模型建构

新时代向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研究提出

了更高的理论诉求。这就要求研究者更为准

确、更加系统地揭示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心

理的基本规律。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扩大调研规

模,着力推动教师职业幸福心理模型的建构。
扩大调研规模是破解心理实证研究信效

度问题的重要方法,其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的准

确性。扩大调研规模的策略选择有其现实针

对性。一方面,既往研究的样本数量过小,以

200至400的样本量居多,可能存在统计学方

面的问题;另一方面,高师院校与地方中小学校

合作的调研模式使样本及其展现出的规律带有

一定的区域性。因此,必须扩大调研规模,增加

样本数量,扩大研究主体区域辐射范围。
不仅需要以调研规模的扩大来提升规律

揭示的准确性,还需要通过建构教师职业幸福

心理模型来提升规律揭示的系统性。尽管既

往研究基于直接作用与中介作用的心理结构

分析,对教师职业幸福心理模型的建构问题已

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对教师内在心理机制的揭

示仍是碎片化的。倘若无法整体全面地描述

教师职业幸福心理的核心机制,便无法满足教

师职业幸福感提升实践对心理理论提出的系

统性诉求。因此,要着力加强对教师职业幸福

心理诸要素间内在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三)加强顶层设计,凝聚多元主体力量

随着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推进,教
师职业幸福研究的实践焦点从“分工”转向“合
作”。换言之,教师职业幸福研究的重点从对

提升主体身份认同感,逐渐转向对多元主体协

作方式和科学方案的探讨。
加强顶层设计是教师职业幸福感得以有

效提升的基本要求,是凝聚发展共同体力量的

关键。尽管既往研究对多元主体应采取的幸

福提升路径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但教师职业

幸福的提升不是多元主体各行其道,而是彼此

之间达成高度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的标志

特征就是共同体中的多元主体能以协作的方

式存在。因此,有关部门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依法治教的优越性,加强对教师发展共

同体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协同机制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形成共同

体的凝聚力,即将多元主体有意识地结成发展

共同体,以便更好地完成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的任务。因此,在促进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

提升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应当携手打造共同愿

景,树立共同体共享的幸福理念和培育共同体

共享的幸福文化。顶层设计的另一重要议题

是共同体的运作,即要建立发展共同体中多元

主体的协作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应重点探寻

如何建立以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为引领、以
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为主导、以中小学校为

核心主体、以教师教育相关机构为保障的稳定

关系,从而达到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升

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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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sarethemainforce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inthenewera,
andmakingteacherstoenjoythesenseofwell-beingisanimportantgoaloftheconstructionofthe
teachingstaff.Theimprovementbasedonthecognitionofteachersprofessionalwell-beingwhilethe
localresearchisofgreatsignificancetorevealthelaw.Theresearchonschoolteacherswell-beingin
Chinastartsfromthefirsttwodecadesofthe21stcentury.Withjointeffortsofeducationalandpsy-
chologicalscholars,theacademicworksonteachersprofessionalwell-beinghavegraduallyrevealeda
researchorientation:(1)torecognizethewell-beingasthefundamentalrightofteachers;(2)was
mainlybasedonpsychometrictheoryandquantitativeresearchmethods;(3)toserve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teachingprofession.Overthepasttwodecades,fourconceptshavebeensynergizedto
buildtheethicalfoundation;thepsychologicalcharacteristicsweredeeplydescribedbyscholarsfrom
normaluniversities;improvementpathwasgraduallyclearedwiththejointeffortsof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schoolsandteachereducationalinstitutions.Inordertomeettherequirementsof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and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ingstaffinthenewera,we
shouldfurtherstrengthentheresearchonethicsand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standards;enlarge
anddiversifythestudysample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psychologicalmodels;deepentheresearchon
thetop-levelpolicydesignandgatherthestrengthofmultiplesubjectsofeducationalinstitutions.
Keywords:teachersprofessionalwell-being;teacherswell-being;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
schoolteachers;the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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