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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
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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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岗计划”实施15年来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是

审视“特岗计划”实施成效的重要维度,不仅影响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影响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实现。对

全国31个省份特岗教师进行调查后,从健康幸福感、认知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4个维度,深入

剖析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同时,也从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区域、乡县、学校文化等

因素,对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工作环境、社会环境、专业

发展等因素对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可以从扩大理解与支持范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把握服务地特点、推动差异性补偿政策落实,建立与完善科学、动态的特岗教师管理系统,发挥人才优势、提

供多种发展途径与支持渠道等不同方面,采取有针对性与差异性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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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简称“特岗计划”)始于2006年,由教育部、
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4部门联合启动实

施,旨在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引导和鼓励

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促进城乡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特岗

教师职业幸福感不仅影响教师自身的生活质

量,也影响“特岗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乎农

村义务教育发展质量。15年来,特岗教师职业

幸福感现状究竟如何,这是检验“特岗计划”执
行效果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数据与方法说明

本研究以全国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覆
盖我国31个省份,从健康幸福感、认知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4个维度分析了教师

职业幸福感的状况[2-3],并从个体层面、专业发

展、工作环境以及社会环境4个方面分析了教

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这两部分内容均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计分形式,有完全不符

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5
个选项,分别记为1、2、3、4、5。特岗教师招考

要求规定报考者年龄不超过30周岁,在剔除了

年龄超过45岁的样本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

为1766人,其中男性269人(15.23%),女性

1497人(84.77%),样本群体呈现年轻化特点,
有98.60%的特岗教师集中在21岁至35岁年

龄段。样本中既包含正在服务期内的特岗教

师,也包含曾经担任过特岗教师现已转岗的教

师。本文 研 究 数 据 均 在 SPSS26.0中 生 成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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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分析

分析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要重点考察两

个方面:一是教师个体在各维度上的感受,包
括绝对感受(各维度幸福感水平)和相对感受

(与非特岗教师群体的差异);二是教师群体之

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这是因为教师职业幸

福感与个人特征和工作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区位变量考察特岗教师

的职业幸福感现状更为准确。
(一)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状况

1.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状况较好,健

康幸福感水平较低

特岗教师总体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的

职业幸福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特岗教师健康幸福感得分最

低(M=3.32)。进一步考察教师职业幸福感各

维度的二级指标发现:在健康幸福感维度中,
身体健康状况和负面情绪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M=3.23、3.29);在认知幸福感维度中,职业

安全感和职业吸引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M=
3.48、3.59);在主观幸福感维度中,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M=3.38);在社会

幸福感维度中,同事关系和家校关系是主要的

影响因素(M=3.95、3.96)。

图1 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子维度得分情况

2.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非

特岗教师

特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非

特岗教师(t=-2.006,p<0.05),主要反映在

健康幸福感维度上,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
特岗教师在健康幸福感因变量检验的t统计量

上均达 到 了 显 著 性 水 平(t=-8.775,p<
0.01),而在认知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幸

福感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健康

幸福感差异的来源可以发现,特岗教师在身体

健康、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及健康预测4个子维

度检验的t统计量上均达到了0.01的显著性

水平,这表明特岗教师健康幸福感的各子维度

水平均显著高于非特岗教师。
表1 是否为特岗教师在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上的比较

特岗教师 M±SD t检验 二级指标 特岗教师 M±SD t检验

教师职业

幸福感

否

是

3.68±0.58

3.71±0.59
-2.006**

身体健康

正向情感

否 2.90±1.11
是 3.23±1.15
否 3.30±1.03
是 3.39±1.02

-11.759***

-3.467***

健康幸福感
否

是

3.13±0.84

3.32±0.87
-8.775***

负向情感

健康预测

否 3.17±1.06
是 3.29±1.07
否 3.40±1.04
是 3.54±1.00

-4.740***

-5.498***

  注:**p<0.05,***p<0.01。

  (二)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的人口统

计学变量分析

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学历

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1.女性特岗教师的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

福感不足

在性别上,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

性差异。女性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平均分为

3.70,男性特岗教师为3.78,表明女性特岗教师

职业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男性特岗教师(t=
1.972,p<0.05)。特岗教师性别差异性主要体

现在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两个维度上。
特岗教师性别变量在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福

感因变量检验的t统计量上均达到了0.05的

显著性水平。女性特岗教师健康幸福感水平

(M=3.30)显 著 低 于 男 性 特 岗 教 师(M =
06



3.44),女性特岗教师社会幸福感水平(M =
3.78)也显著低于男性特岗教师(M=3.88)。

2.不同年龄段和教龄的特岗教师其职业

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以不同年龄段、教龄的特岗教师为自变

量,以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过程先是采取F
检验或 Welch检验,以判断是否符合方差齐性

检验条件,然后采取 LSD法或 DunnettsT3
法,进行多重比较。不同年龄段特岗教师职业

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18~20岁(A)、21~25岁

(B)、26~30岁(C)、31~35岁(D)、36~40岁

(E)、41~45岁(F),共6个年龄段的特岗教师

在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年龄较小的特岗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

感。总体来看,18~25岁年龄段的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30岁以上年龄段的特

岗教师。研究还表明年龄和教龄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r=0.532,p<0.01)。结合教龄来看,

教龄为0~2年的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最

高,其次是6~10年、3~5年教龄的特岗教师,

10年以上教龄的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

最低。
表2 不同年龄段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比较

年龄(岁)
健康

幸福感

M±SD
F

认知

幸福感

M±SD
Welch

主观

幸福感

M±SD
Welch

社会

幸福感

M±SD
F

教师职业

幸福感

M±SD
Welch

18~20
(A)

3.11±2.01

21~25
(B)

3.36±1.15

26~30
(C)

3.22±1.14

31~35
(D)

2.94±1.11

36~40
(E)

2.74±1.38

41~45
(F)

1.67±0.47

6.629***

B>D

B>E

C>D

C>E

4.12±0.76

3.78±0.58

3.76±0.55

3.68±0.47

3.58±0.65

3.28±0.39

11.044***

A>B

A>C

A>D

A>E

4.42±0.14

3.80±0.67

3.79±0.64

3.67±0.59

3.52±0.96

2.95±0.74

47.570***

A>D

A>E

A>F

B>F

D>F

4.59±0.31

3.80±0.67

3.81±0.64

3.72±0.60

3.56±0.88

3.27±0.37

2.330**

A>B

A>C

A>D

A>E

A>F

4.20±0.11

3.74±0.60

3.72±0.58

3.60±0.51

3.47±0.83

3.05±0.22

13.905***

A>D

A>E

B>D

  注:健康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差异比较采用F检验,认知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教师职业幸福感采用 Welch检验;

***p<0.01,**p<0.05。

  3.高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较低,

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

最低

特岗教师的招聘对象以普通高校本科毕

业生为主,鼓励本科师范专业毕业生应聘,特
殊情况可适当招聘高等师范专科毕业生[4]。因

此,样本中80%以上的特岗教师具有大学本科

学历(C),而大学专科(B)、硕士研究生(D)、高
中及以下或中专/技校(A)、博士研究生(E)学
历 的 特 岗 教 师,分 别 占 17.95%、1.19%、

0.17%、0.11%。不同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

感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

维度在学历因变量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整体

上呈现学历越低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越高的

变化趋势,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职业幸

福感水平最低,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感水平相对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特岗

教师有小幅提升。特岗教师学历变量在职业幸

福感及其子维度因变量检验的t统计量上均达

到了0.01或0.05的显著性水平。就健康幸福感

而言,整体检验的F值为2.681(p=0.030<
0.05),表明不同学历的特岗教师在健康幸福感

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专科学历的特岗教

师其健康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大学本科和研

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就认知幸福感而言,

Welch值为9.481(p=0.013<0.05),表明不同

学历的特岗教师在认知幸福感维度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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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其认知幸

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高中及以下或中专/技校、

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的特岗教师。就主

观幸福感而言,高中及以下或中专/技校学历

的特岗教师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硕士

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特岗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

平依次递减。就社会幸福感而言,硕士研究生

学历特岗教师的社会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高

中及以下或中专/技校学历的特岗教师。总体

而言,硕士研究生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

平最低,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

福感水平较高。

表3 不同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比较

学历

健康
幸福感

M±SD
F

认知
幸福感

M±SD
Welch

主观
幸福感

M±SD
F

社会
幸福感

M±SD
Welch

教师职业
幸福感

M±SD
Welch

高中及以下或
中专/技校(A)

2.74±0.90

大学专科(B) 3.42±0.86
大学本科(C) 3.30±0.87
硕士研究生(D)2.94±0.51
博士研究生(E)3.39±1.34

2.681**

B>C
B>D

4.20±0.15

3.82±0.60
3.74±0.54
3.41±0.34
3.73±0.46

9.481**

A>D
B>D
C>D

4.35±0.30

3.87±0.68
3.76±0.65
3.41±0.59
3.76±0.71

4.011***

A>D
B>C>D

4.59±0.31

3.82±0.70
3.79±0.64
3.47±0.52
3.68±0.12

5.632**

A>D

4.14±0.01

3.78±0.62
3.70±0.58
3.36±0.41
3.68±0.57

177.343***

A>B
A>C
A>D
B>D
C>D

  注:***p<0.01,**p<0.05。

  (三)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的区位变量分析

1.中部、东北部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

水平高于东、西部地区

不同地区特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存在显

著性差异,如图2所示。
图2反映了在1766名样本中,不同地区

特岗教师在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上的均值

情况。具体而言:中部地区(B)、东北部地区

(D)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均高

于东部地区(A)和西部地区(C),东部地区(A)
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最低。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特岗教师

在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中部、东北部地区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 感 水 平 均 显 著 高 于 东 部 和 西 部 地 区

(Welch=41.419,p<0.01)。就健康幸福感而

言,东部地区得分低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

得分又低于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就认知幸福

感而言,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得分均高于东、西
部地区。就主观幸福感而言,东北部地区的特

岗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东、西部地区,中
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就社会幸福感而言,东
北部地区的特岗教师社会幸福感水平最高,其
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特岗教师社

会幸福感水平最低。

图2 不同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概况

表4 不同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比较

地区

健康
幸福感

M±SD
Welch

认知
幸福感

M±SD
Welch

主观
幸福感

M±SD
Welch

社会
幸福感

M±SD
F

教师职业
幸福感

M±SD
Welch

东部地区(A) 2.35±0.72
中部地区(B) 3.47±0.81
西部地区(C) 3.02±0.77
东北部地区(D)3.41±0.89

36.734***

B>C>A
D>C>A

3.29±0.54
3.79±0.50
3.54±0.49
3.84±0.58

37.220***

B>A
B>C
D>A
D>C

3.20±0.86
3.84±0.60
3.54±0.60
3.87±0.66

31.584***

B>C
D>A
D>C

3.44±0.63
3.81±0.60
3.56±0.62
3.90±0.67

30.078***

D>B>C
D>B>A

3.18±0.62
3.76±0.54
3.47±0.52
3.81±0.61

41.419***

B>A
B>C
D>A
D>C

  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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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乡镇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

样本中包含已经转岗的教师,调查中有

1.42%的特岗教师现工作地位于城市(A)。除

此之外,大部分特岗教师工作地的学校在县城

(B)、乡镇(C)或乡村(D)。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不同工作地特岗教师在职业幸福感及

其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乡镇地区特

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城市、县城和

乡村地区,其子维度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如
表5所示。

表5 不同工作地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比较

工作地

健康
幸福感

M±SD
Welch

认知
幸福感

M±SD
Welch

主观
幸福感

M±SD
F

社会
幸福感

M±SD
F

教师职业
幸福感

M±SD
F

城市(A) 2.76±0.78

县城(B) 3.07±0.89

乡镇(C) 3.41±0.89

乡村(D) 3.26±0.82

11.778***

C>B
C>D>A

3.49±0.51

3.68±0.51

3.81±0.57

3.70±0.53

8.310***

C>A
C>B
C>D

3.58±0.68

3.68±0.68

3.84±0.65

3.71±0.64

7.065***

C>A
C>B
C>D

3.60±0.54

3.69±0.62

3.86±0.66

3.73±0.64

6.580***

C>B
C>D

3.44±0.54

3.60±0.58

3.78±0.60

3.65±0.57

9.502***

C>A
C>B
C>D

  注:***p<0.01。

  3.合作共享、改革创新学校文化氛围中的

特岗教师其职业幸福感较强

学校文化建设水平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

显著的影响[5]。本研究重点关注学校文化建设

水平对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

果显示,不同学校文化氛围中的特岗教师在职

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如
表6所示。

从表6可知,绩效竞争型(B)和放任自流

型(D)的学校文化氛围不利于教师职业幸福感

的提升,合作共享型(A)和改革创新型(C)的学

校文化氛围往往使教师有更强的职业幸福感。

表6 不同学校文化氛围中的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水平比较

学校文化
类型

健康
幸福感

M±SD
Welch

认知
幸福感

M±SD
Welch

主观
幸福感

M±SD
F

社会
幸福感

M±SD
F

教师职业
幸福感

M±SD
Welch

合作共享型(A)3.50±0.83

绩效竞争型(B) 2.80±0.76

改革创新型(C) 3.40±0.87

放任自流型(D)2.81±0.83

其他(E) 2.93±0.79

55.093***
A>B
A>D
A>E
C>B
C>D
C>E

3.85±0.55

3.49±0.44

3.81±0.56

3.43±0.39

3.49±0.49

49.529***
A>B
A>D
A>E
C>B
C>D
C>E

3.89±063

3.46±0.61

3.87±0.63

3.38±0.52

3.46±0.64

41.950***
A>B
A>D
A>E
C>B
C>D
C>E

3.91±0.64

3.52±0.61

3.81±0.64

3.47±0.56

3.52±0.61

30.832***
A>B
A>C
A>D
A>E
C>B
C>D
C>E

3.83±0.58

3.39±0.49

3.77±0.59

3.34±0.43

3.41±0.52

58.901***
A>B
A>D
A>E
C>B
C>D
C>E

  注:***p<0.01。

三、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探究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
以将幸福感量表及影响因素量表中的各项均

值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设

定如下:

Well-beingi=β0+β1Gen+β2Indii+β3Profi+

β4Jobei+β5Socii+εi

其中,Well-beingi代表个体的教师职业幸

福感,Gen代 表 性 别 虚 拟 变 量,Indii、Profi、

Jobei和Socii 分别代表个体层面因素、专业发

展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εi为随

机扰动项。利用SPSS26.0软件进行 OLS回

归分析,解释不同因素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

响,其结果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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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师职业幸福感多元回归估计结果与模型

教师职业幸福感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Se Beta
t p

共线性 样本独立

容忍值 VIF D-W检验

常数 0.192 0.039 4.892 0.000

Gen性别 0.051 0.016 0.031 3.299 0.001 0.999 1.001

Indii个体层面 0.426 0.015 0.412 28.934 0.000 0.447 2.237

Profi专业发展 0.103 0.019 0.120 5.364 0.000 0.181 5.513

Jobei工作环境 0.261 0.020 0.303 12.759 0.000 0.161 6.230

Socii社会环境 0.153 0.013 0.189 11.756 0.000 0.352 2.837

1.964

整体模型
R2=0.8404  adjR2=0.8399

F(5,1760)=1853.656(p=0.000)

  回归结果表明,性别(Gen)的非标准化系

数为0.051,个体层面(Indii)的非标准化系数为

0.426,专 业 发 展(Profi)的 非 标 准 化 系 数 为

0.103,工 作 环 境(Jobei)的 非 标 准 化 系 数 为

0.261,社 会 环 境(Socii)的 非 标 准 化 系 数 为

0.153。以上数值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男、女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

异,男性职业幸福感得分比女性高0.051。个

体层面每增加1个单位,教师职业幸福感就会

增加0.426个单位。性别、个体层面、专业发

展、工 作 环 境 和 社 会 环 境 的 标 准 误 分 别 为

0.016、0.015、0.019、0.020和0.013。各解释变

量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对被解释变量教师

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均达显著性水平。其中,个
体层面因素具有最佳的解释力,Beta系数达

0.412,即个体层面每增加1个标准差,教师职

业幸福感就会增加0.412个标准差。共线性

VIF值为1.001~6.230,均小于10,因此自变量

无共线性问题。R2 达到了0.8404,表示这5
个自变量可以解释教师职业幸福感84.04%的

变化量,具有高度的解释力。Durbin-Waston
值为1.964,介于1.5~2.0,说明样本具有独立

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效果达显著性水

平,F(5,1760)=1853.656,p=0.000,由此可

得出回归方程式为:

Well-beingi=0.192+0.051Gen+0.426Indii+

0.103Profi+0.261Jobei+0.153Socii
结合差异比较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

出,影响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主要有4个因素。

(一)个体层面因素是特岗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主要来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影响因素中,

个体层面的影响具有最佳的解释力,其中,个

体从业动机和职业信念的影响尤为明显。从

从业动机角度可以看出,是否为特岗教师在职

业幸福感上有显著性差异。45.24%的特岗教

师认为职业幸福感来源排第一位的是喜欢当

教师,27.86%和20.21%的特岗教师将学生的

成长进步与成就排在了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工

作稳定安全居于第四位,如表8所示。可见,出
于兴趣和喜爱的内在从业动机是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追求工作稳定的外在

动机也是特岗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在职业信念方面,80.63%的特岗教师表示

自己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会选择坚持到底;

83.58%的特岗教师表示不管外界对教师作何

评价,都会坚持做好本职工作;84.82%的特岗

教师表示做学生喜爱的教师是自己的职业理

想。同时,特岗教师还认为,在所有职业中,中

小学教师是列公务员、大学教师之后,位居第

三的具有幸福感的职业。可见,高水平的从业

动机和坚定的职业信念使得教师成为特岗教

师心中幸福感较强的职业选择。

结合差异分析还发现,不同地区个体层面

因素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Welch=
18.110,p<0.01)。其中,东部地区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感个体层面得分最低,均值为3.52,显著

低于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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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来源排序频次

第一位

个案数 百分比

第二位

个案数 百分比

第三位

个案数 百分比

第四位

个案数 百分比

总计

频次 百分比(%)
喜欢当教师 799 45.24 80 4.53 59 3.34 65 3.68 1003 14
有专业发展空间和平台 143 8.10 323 18.29 133 7.53 121 6.85 720 10
学生的成长进步与成就 387 21.91 492 27.86 357 20.21 119 6.74 1355 19
工作稳定安全 236 13.36 299 16.93 259 14.67 267 15.12 1061 15
工资福利待遇好 79 4.47 151 8.55 200 11.32 135 7.64 565 8
工作上有成就感 44 2.49 162 9.18 249 14.10 290 16.42 745 11
同事关系融洽 28 1.59 103 5.83 160 9.06 198 11.21 489 7
领导和家长尊重与支持 16 0.91 71 4.02 149 8.44 206 11.67 442 6
学校办学条件和文化氛围好 10 0.57 26 1.47 90 5.10 134 7.59 260 4
社会地位较高 13 0.74 27 1.53 69 3.91 128 7.25 237 3
有充分的专业自主权 11 0.62 32 1.81 41 2.32 103 5.83 187 3
合计 1766 100 1766 100 1766 100 1766 100 7064 100

  (二)工作环境是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

直接影响因素

特岗教师所处的校园文化环境与其职业

幸福感水平有密切关系。研究发现,特岗教师

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在学校文化氛围上呈

现显著性差异。合作共享型和改革创新型学

校文化氛围能促进教师在个体成长、专业发

展、工作业绩等方面有更出色的表现,有助于

提升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在工作环境

差异比较中,乡镇地区学校的校园文化对特岗

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城市

和乡村地区;西部地区学校的校园文化对特岗

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水平最低,显著低于中部

和东北部地区。

特岗教师承担的工作内容直接影响其职

业幸福感水平。特岗教师有效缓解了乡村学

校教师紧缺问题[6],但教师结构性缺编等问题

仍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难题[7]。政策要求特岗

教师的工作安排要注意结合当地实际需求,按

照学科结构进行科学配置。调查发现,特岗教

师所学专业与所教科目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依

然存在,这可能也是部分特岗教师健康幸福感

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均值比较的结果显示,

健康幸福感在专业匹配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t=-2.746,p<0.01),即所学专业与所教学

科相 一 致 的 特 岗 教 师 其 健 康 幸 福 感 水 平

(M=3.38)显著高于所学专业与所教学科不一

致的特岗教师(M=3.27)。这是因为所学专业

与所教科目不匹配增大了工作强度,从而降低

了特岗教师健康幸福感水平。进一步考察特

岗教师健康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发

现,专业与科目匹配性变量在个体层面、专业

发展、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4个因变量中,仅工

作环境因素检验的t统计量在0.1的水平上呈

显著性差异(t=-1.711,p<0.1),其中,在工

作环境子维度中工作强度的t统计量在0.05
的水平 上 呈 显 著 性 差 异(t=-2.160,p<
0.05)。这表明所学专业与所教学科不一致的

特岗教师其工作强度显著高于所学与所教学

科相一致的特岗教师。在工作环境的差异比

较中还可以发现:乡镇的工作条件得分显著高

于县城和乡村,表明乡镇的工作条件优于县城

和乡村;乡镇的工作强度得分最低,城市的工

作强度得分最高,表明城市的工作强度大于乡

镇;西部地区的工作条件得分显著低于中部和

东北部地区,而工作强度得分显著高于中部和

东北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学校的工作条件较

艰苦且工作压力较大。

情感支持对女性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有

显著影响。情感支持是工作环境对教师个体

产生直接作用的一种表现,在教师职业幸福感

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人文关怀

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重要影响因素[8]。对女

性而言,情感支持对她们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尤

为明显,特别表现在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两个方面。就健康幸福感而言,女性特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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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感的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得分都显

著低于男性特岗教师,如表9所示。女性特岗

教师在工作中更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体验,如
焦虑、疲惫、枯燥等。就社会幸福感而言,女性

特岗教师社会幸福感受到领导关系、师生关

系、社会声誉的影响,检测的t统计量均达到了

0.05的显著性水平。女性特岗教师在工作中易

缺乏领导的欣赏、认可和支持,缺乏学生的关心

和信任,对社会声誉的感受更倾向于负面。

表9 不同性别特岗教师在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子维度水平比较

健康幸福感 性别 M±SD t检验 社会幸福感 性别 M±SD t检验

身体健康

正向情感

负向情感

健康预测

男 3.34±1.18
女 3.21±1.14
男 3.53±1.09
女 3.36±1.00
男 3.43±1.10
女 3.27±1.06
男 3.64±1.90
女 3.52±0.98

1.730

2.452**

2.205**

1.683

领导关系

师生关系

社会声誉

男 3.65±0.805
女 3.54±0.732
男 3.96±0.800
女 3.82±0.763
男 3.79±1.031
女 3.66±0.914

2.143**

2.756***

1.974**

  注:**p<0.05,***p<0.01。

  不同学历的特岗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感受

也不同。学校文化、工作条件、管理强度和政

策支持维度均呈现出学历上的显著性差异,如
表10所示。这种差异性呈现随着学历层次上

升而逐渐递减的趋势。在学校文化层面,特岗

教师的学历越高,对学校文化的认可度越低,

研究生学历特岗教师对学校文化的认可度最

低;在工作条件层面,高学历的特岗教师往往

觉得现有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办公设

备、员工体检、活动空间等;在管理强度层面,

学校政策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也难以得到高学

历特岗教师的认可;在政策支持层面,大学本

科及硕博研究生学历的特岗教师在生活环境

感受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大学专科学历特岗教

师。这反映出高学历特岗教师更倾向于认为

政策支持不足。

表10 不同学历特岗教师对工作环境感受的差异比较

二级指标

不同学历特岗教师

高中及以下 &
中专/技校(A)

大学专科
(B)

大学本科
(C)

硕博研究生
(G)

F LSD

学校文化

工作条件

管理强度

政策支持

M 20.00 16.08 15.76 14.35
SD 0.00 3.23 2.97 2.62
M 13.67 11.54 11.04 9.43
SD 2.31 2.80 2.80 2.39
M 17.67 18.76 18.28 16.78
SD 5.78 3.95 3.85 3.41
M 14.67 14.78 14.12 13.43
SD 2.31 2.98 2.86 2.41

4.741***
A>B,A>C,A>G
B>G,C>G

6.468***
A>G,B>C
B>G,C>G

2.634** B>C,B>G

5.137*** B>C,B>G

  注:**p<0.05,***p<0.01。

  (三)社会环境是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

基本保障

社会环境维度在各影响因素中得分最低

(M=3.36)。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子维度中生

活环境 得 分(M =3.60)高 于 社 会 舆 论 得 分

(M=3.17)和社会地位得分(M=3.25)。这反

映出社会对特岗教师的评价欠佳,尊师重教的

氛围不足,教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不高

等问题,这些都影响着特岗教师对自身及职业

价值的认识,影响着其职业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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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不同地区和工作地特岗教师在社会环境及其子维度上的比较

地区/工作地
社会舆论

M±SD
F/Welch

社会地位

M±SD
F/Welch

生活环境

M±SD
F/Welch

东部地区(A) 2.88±0.97
中部地区(B) 3.26±0.76
西部地区(C) 2.97±0.72
东北地区(D) 3.23±0.90
城市(a) 2.62±0.87
县城(b) 2.99±0.85
乡镇(c) 3.23±0.84
乡村(d) 3.15±0.80

14.232***

B>C

D>C

7.177***

c>b>a

d>a

3.08±0.76
3.30±0.70
3.02±0.70
3.33±0.82
2.83±0.81
3.06±0.78
3.32±0.79
3.20±0.75

18.665***

B>C

D>C

8.242***

c>a,c>b

c>d,d>a

3.21±1.11
3.64±0.86
3.25±0.93
3.76±0.89
3.33±0.96
3.61±0.90
3.69±0.90
3.49±0.93

31.559***

D>B>C

D>A

7.302***

c>d

  注:***p<0.01。

  不同地区和工作地的特岗教师在社会环

境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11所示。从地区

来看,东、西部地区社会舆论和社会地位得分

显著低于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生活环境上,
东、西部地区同样处于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

是,影响西部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社会环境因素,还包含专

业发展、工作环境和个人层面等因素。西部地

区整体上对特岗教师的支持存在不足。从工

作地来看,乡镇特岗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最

高,在社会舆论、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均

高于其他工作地。城市特岗教师的社会舆论

水平较低,县城特岗教师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地

位水平也不高。乡村特岗教师的生活环境和

社会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对社会舆论的感受

与县城和乡镇地区的特岗教师差异并不显著,
社会地位水平较乡镇地区明显更低。可见,乡
村地区的特岗教师依然面临着生活、工作和专

业发展上的困境[9-10]。
(四)专业发展是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

持续动力

特岗教师较强的专业发展需求与较弱的

发展支持之间存在矛盾。专业发展水平是造

成不同学历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的重要

原因,在发展路径、发展空间、发展共同体和专

业自主权子维度检测的F统计量上均达到了

0.05的显著性水平,尤其是研究生学历的特岗

教师其职业幸福感在上述4个子维度中均呈现

较低水平,表明对高学历特岗教师专业发展的

支持更是严重不足。在乡村发展较为落后的

现实困境下,我国实施“特岗计划”,旨在鼓励

有志青年、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农村、边远地区

为农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但是,高职业内部

动机和人生追求与低职业外在支持和专业发

展形成了鲜明冲突。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需

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这不仅影响教师职业幸

福感的可持续性,还降低“特岗计划”对高素质青

年人才的吸引力,阻碍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不同发展阶段特岗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

差异性未得到足够重视。调查显示,30岁以上

的特岗教师其职业幸福感水平明显低于30岁

及以下特岗教师,30岁及以下特岗教师在发展

路径和专业自主权两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

于30岁以上的特岗教师。不同教龄段的特岗

教师职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在0.01的水平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究其原因,专业发展同样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教龄段的特岗教师在

专业发展子维度上呈现显著性差异,F/Welch
值均小于0.01,如表12所示。从教师专业发展

阶段来看,从教0~2年的新入职特岗教师,健
康状况良好,工作专注度、自我效能感、工作价

值感等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在专业发展路径、
发展空间、发展共同体、专业自主权等维度的

得分均高于其他教龄段;从教3~5年的特岗教

师,容易步入迷茫期,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挫折

易产生疲惫感,幸福感水平骤降,其发展空间、
发展路径、专业自主权水平逐渐降低,在教研

团队中的参与感不足、话语权不大,专业发展

水平明显低于其他教龄段;从教6~10年的特

岗教师,虽然健康幸福感仍处于较低水平,但
是在发展路径和发展共同体等维度其幸福感

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升;从教10年以上的特岗

教师,健康幸福感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工作成

就和价值感进一步降低,对领导、同事、师生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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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感受水平也变低,专业发展支持全面不足。
表12 不同教龄段特岗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比较

二级指标
不同教龄特岗教师

0~2年(A) 3~5年(B) 6~10年(C) 大于10年(D)
F/Welch

LSD/

DunnettsT3

发展路径

发展空间

发展共同体

专业自主权

M 3.79 3.58 3.71 3.40
SD 0.69 0.66 0.73 0.70
M 3.84 3.59 3.79 3.42
SD 0.81 0.84 0.85 1.09
M 3.72 3.49 3.70 3.46
SD 0.74 0.73 0.79 0.86
M 3.98 3.76 3.84 3.52
SD 0.73 0.81 0.84 1.00

11.737***
A>B,A>D

C>D

10.118*** A>B

11.808***
A>B,A>D,

C>B

9.627*** A>B

  注:**p<0.05,***p<0.01。

  不同地区和工作地的特岗教师其专业发

展环境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特岗教师的专业

发展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Welch=34.750,

p<0.01)。西部地区特岗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均低于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发展路径、发展

共同体、发展空间、专业自主权等维度均呈现

显著性差异。不同工作地特岗教师的专业发

展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F=7.094,p<0.01)。
乡镇地区特岗教师专业发展获得的支持最为

全面,在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等维度的得分均

显著高于城市、县城和乡村地区的特岗教师。
城市地区特岗教师专业自主权得分最低,显著

低于县城、乡镇和乡村地区的特岗教师。
可见,特岗教师专业成长助力不足,特岗

教师针对性培养问题被忽视,特岗教师在学

历、发展阶段、地区等方面的差异也未被充分

重视。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与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
一,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高水

平,且高于非特岗教师,但健康幸福感水平显

著低于其他幸福感水平;第二,特岗教师职业

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和区域、乡县、学校文化等因素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第三,个体层面、工作环境、社会环境、专
业发展等因素,都对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有显

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4点建议。
(一)扩大理解与支持范围,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塑造

农村教师的良好形象———普通却不寻常。在

全国范围内加大特岗教师对乡村教育贡献的

宣传,在教育基层评选全国优秀的特岗教师,
增强特岗教师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形成良好

的舆论 风 向。作 为 上 层 建 筑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文化建设———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制

度的建设。所以,提高特岗教师社会地位的前

提是要保障其待遇,提升其经济地位,巩固其

社会地位,而这些都离不开各地政府对教育事

业的重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保障

特岗教师待遇,解决好特岗教师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学校领导也要给予特岗教师更多支持,
要把握不同年龄段特岗教师特点,帮助特岗教

师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对特岗教师取得的成就

要给予肯定和认可,要关心特岗教师的身心

健康。
进一步完善与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政府

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和行动影响着特岗教

师的社会地位,影响着社会对特岗教师的认识

与态度。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是相关政策得以

实现的坚实基础。多方主体要共同努力,进一

步完善与落实包括“特岗计划”在内的国家相

关政策,为特岗教师营造更加适宜的生活与工

作环境,增强特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从而不

断提升农村的教育质量。
(二)把握服务地特点,推动差异性补偿政

策落实

把握服务地特点,就是要结合地区、工作

地等具体特点,找准制约特岗教师发展的主要

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升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
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86



因此,提升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要构建全面支

持体系,找准着力点,以点带面实现整体突破。
在经济地位上,要通过多措并举保障特岗教师

的经济地位,解决特岗教师的生活困难;在管

理制度上,要结合特岗教师所在学校的教学和

学生实际,对特岗教师的管理方式进行变革,
如制定与推行更加有温度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等;在专业发展上,不仅要为特岗教师提供充

分的校内外学习资源,更要为他们提供广阔的

专业发展平台,如外出进修、研讨交流等。针

对乡镇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较高、县
城和乡村地区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水平较低

的局面,要对症下药。
县城地区:一方面,要提倡人文关怀,倾听

特岗教师的心声,从教师主体性出发,制定与

完善保障性政策,增强特岗教师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另一方面,要切实减轻特岗教师工作负

担,为他们潜心教育教学提供制度保障。乡村

地区:一方面,要重点做好待遇保障和专业发

展的促进工作,关注弱学科特岗教师的专业发

展,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学校要做

好校园文化建设,为特岗教师营造更加积极向

上的文化氛围,增强他们的幸福感,激发他们

的工作活力。
(三)建立与完善科学、动态的特岗教师管

理系统

影响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
加强管理过程的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提升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就要建立与完善科

学、动态的特岗教师管理系统。
在教育行政层面:首先,制订招聘计划时,

要结合学校的实际科学配岗,充分考虑专业与

岗位的适配性,在招聘时,融入对应聘者从业

动机与职业信念的考察,严把入口关;其次,实
施灵活的岗位信息化管理机制,减少信息的滞

后性;最后,加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调配功

能和特岗教师的服务功能,根据区域内师生变

化情况,灵活调配师资。
在学校层面:首先,学校管理层应树立服

务意识,正确认识“特岗计划”对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重要作用,将政策的执行与学校的

发展统一起来,并根据学校的实际进行适时调

整,避免任务被动推进;其次,合理安排工作内

容,建立特岗教师工作强度调节机制,促进特

岗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后,建立与完

善高效的意见反馈机制,为特岗教师的合理诉

求提供及时帮助和有力支持。
(四)发挥人才优势,提供多种发展途径与

支持渠道

调查显示,尽管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特岗

教师占样本总人数的80%以上,但他们的职业

幸福感水平并不高,硕士研究生学历特岗教师

的职业幸福感水平更是处于谷底。要提升特

岗教师职业幸福感、发挥特岗教师人才优势,
不仅要考虑他们的从教动机与信念、工作环

境,更要为他们的专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畅通的专业发展路径、开阔的专业发展空

间、和谐的发展共同体以及合适的专业自主

权,是提升特岗教师尤其是高学历特岗教师职

业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要对不同学历的特

岗教师提供多种专业发展途径。例如:提供更

多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赋予合适的专业

自主权,资助可以发挥不同学历特岗教师研究

才能的项目,开展服务于学校教育的相关实践

和研究,等等。学校要充分发挥高学历特岗教

师的优势,不仅挖掘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参与

到学校的改革与建设中,还要营造良好的团体

协作氛围,鼓励他们成立教师成长共同体,增
强他们的成就感与幸福感。对经验丰富的中

年特岗教师,学校要巩固和提升他们的价值

感,协助他们讲好农村教育教学故事,为他们

提供技术支持,开展必要的相关培训,如互联

网信息获取和筛选的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等,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15年来,特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呈现中高

水平的发展态势。正因如此,特岗教师为促进

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得

益于特岗教师对农村教育事业的热爱和不断

完善的政策制度。进一步提高特岗教师职业

幸福感,既要营造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提供

更具支撑力的工作环境,又要着眼于特岗教师

的专业发展,平衡好政策的差异性和一致性。
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涨的特岗教师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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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助力农村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教

育公 平,促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宏 伟 蓝 图 的 全 面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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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ImprovementStrategiesofOccupationalWell-beingofSpecialPostTeachers

ZHAOLan,CHENYujie
(Facultyof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Inthe15-yearimplementation,the"SpecialPostPlan"hasplayedanimportantroleinpro-
motingthedevelopmentofruraleducation.Theoccupationalwell-beingofspecialpostteachersisan
importantdimensionforexaminingtheeffectivenessofthe"SpecialPostPlan"policy.Itaffectsnot
onlytheconstructionoftheteamofruralteachers,butalsotherealizationoffairandqualityeduca-
tion.Basedonthesurveyofspecialpostteachersfrom31provincesofChina,thecurrentsituationof
specialpostteachersoccupationalwell-beinghasbeendeeplyanalyzedfromthefourdimensionsof
physicalandmentalhealthwell-being,cognitivewell-being,subjectivewell-beingandsocialwell-be-
ing.Atthesametime,italsoanalyzestheirdifferencesintermsofdemographicvariablessuchas
gender,age,educationalbackground,andlocationfactorssuchasregion,township,andschoolcul-
ture.Theresultsofregressionanalysissuggestthatfactorssuchasindividuallevel,workingenviron-
ment,socialenvironment,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occupational
well-beingofspecialpostteachers.Therefore,weshouldadoptsometargetedanddifferentiatedim-
provementstrategiesfromdifferentlevels,suchasexpandingthescopeofunderstandingandsup-
port,creatingagoodsocialenvironment,graspingthecharacteristicsofserviceareas,promotingthe
implementationofdifferentialcompensationpolicies,establishingandimprovingascientificanddy-
namicspecialpostteachermanagementsystem,givingfullplaytotheadvantagesoftalents,andpro-
vidingavarietyofdevelopmentpathwaysandsupportchannels.
Keywords:SpecialPostTeachers;SpecialPostPlan;occupationalwell-being;investigation;impro-
ving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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