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 第4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2年7月
Vol.9 No.4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Jul.,2022

DOI:10.13718/j.cnki.jsjy.2022.04.004

职业价值与自我效能:
教师幸福感的双重促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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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幸福感是个体自我感知与对外部因素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446名在职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考察了教师职业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个人价值层面,教师自

我效能感能直接预测教师幸福感,并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教师幸福感;在社会价值层面,教师职业价值感

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教师幸福感。基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教师职业特征,可以从教师个体职业感受和

对社会认可感受两条路径入手,构建社会文化与环境、教育管理与学校环境、教师个体心理保健三个层面的

良好生态环境,提升教师幸福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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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群体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类

永恒不变的动机[1]。从个体层面看,幸福是个

体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达成后,精神舒畅的状

态。心理学大多从个体的主观情绪和对生活

的满意程度来评价和研究幸福。主观幸福感

是个体根据自身的衡量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

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主观感受,由情感和认

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

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认知成分指个体对

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幸

福体验是人类的高级心理过程与结果,一方面

与客观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密切

相关[2],另一方面又受到自我认知如对自己能

力、外貌、价值、成就等方面的评价影响。不论

是自身的客观特征判断还是主观认知,幸福感

都是基于社会标准的心理判断,是个体与他人

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并受社会变化影响。以

受教育程度为例,1991年我国大学入学人数约

为62万,大学本科即为高学历,而到2021年研

究生教育招生约为117.7万人,研究生学历这

一客观特征带给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

甚至已经低于40年前的本科学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

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人民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向往更

加迫切,教育和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高度关注教

师发展和教师幸福。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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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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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量研究发现,教师的总体幸福感

水平并不高,中小学教师等多学制阶段教师的

幸福感水平仅仅高于理论中值[4],且农村教师

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5],教师

的压力较大、消极情绪较为严重[6]。为了分析

不同年代教师幸福感的变化,有研究者对2002
年至2019年间教师幸福感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结果发现:年代显著负向预测教师主观幸福感

均值的变化,且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约11%的

变异;中小学教师幸福感随着年代的推移下降

趋势更加明显[7]。教师低水平的幸福感可能与

社会对 教 师 高 要 求 造 成 其 职 业 价 值 异 化 有

关[8]。教育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要求教师时时

关注教育发展动态,不断更新理念,不断将国

家教育举措转化为课堂实践,这对教师的专业

能力和专业学科素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既没有给教师的成长

提供足够的机会,也缺乏足够的耐心,这难免

引发教师对自身职业能力的担忧。社会在对

教师职业提出高要求的同时,却低估了教书育

人的复杂性,对教师专业能力和专业学科素养

不断质疑。家长在高度参与教育过程甚至教

学过程时,往往会随时提出非专业的意见。教

育过程中一些小概率事件或者寻常事件,往往

被网络媒体放大,随之,教师遭到全社会质疑

和批评。教师个体的特定失范行为也容易被

扩大到教师群体。这些非专业的质疑和无限

放大的舆论声音,极大地干扰了正常教育教学

工作,教师成就感被削弱[9]。从教师自身层面

看,由于外部要求提高,备课和教学难度增大,

教师自身知识更新、能力提升的速度跟不上实

际的教育要求,不能适应新的教育评价机制,

这也给教师带来了挫败感,削弱了积极的职业

体验感。

幸福感既离不开个体心理需要的满足,也

不能缺少外部环境的认可,是个人价值和社会

价值有机结合的体验。因此,理解教师职业幸

福要同时考虑个人需求和社会需要。具体来

说,教师的幸福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源自教

师对职业的积极体验,即个体既通过工作满足

了生活需要,又借助工作发挥自身潜能与优势

满足了自我成就需要,实现途径为个体主观能

力与岗位需求相匹配;二是源自教师对社会认

可的感知,感受到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可,从

职业中体会到价值感,感受到在社会发展中人

生价值得到实现。因此,可以从教师的个体职

业感受和社会认可感知两个方面来理解教师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寻找相应的提升路径。

教师的积极职业感受表现为在教育过程

中产生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影

响自己生活的事件以及对自己的活动水平施

加控制力的信念,是个体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评

估。自我效能感既有对自己能力的概括认知,

即一般自我效能感,也有在具体领域中,反映

个体在从事特定任务时的能力信念,即领域效

能感。因此,教师的职业效能感包括个人教学

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两个方面。自我效

能感影响着个体的活动选择和对环境的选择,

尤其是个体在困难情境中的表现,是幸福感的

重要影响因素。在困难情境中,高效能感的个

体会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事件,采用适宜的解决

问题方式,而低效能感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情绪

指向的应对方式。因此,高效能感的个体应对

事件时取得的效果更好,其心理体验也更加积

极[10]。这是由于在自我效能感中包含着一种

“激活成分”,它能帮助个体“随机应变”以完成

任务并适应环境的变化[11]。自我效能感高的

个体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情境的要求上,

遇到困难或阻碍时会激发出更大动力,因而在

不同环境尤其是困难环境中应对能力更强、应

对方式更加有效。另外,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

通常具有较强的自信,这种自信促使个体产生

积极情感,从而增强幸福感[12]。

社会认可是职业存在的价值体现。教师

幸福感与社会认可度感知即职业价值感有关。

从社会角度看,教师职业价值感是社会对教师

职业价值表达在教师群体内部的感知和映射,

反映着社会对教师职业的看法与期望。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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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个体角度看,教师感知到社会对职业的看法

并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产生对本

职工作的认同感[13]。教师职业价值感不仅仅

是静态的特征表达,也是教师在从业过程中对

职业社会贡献的感知,并且将其内化于心指导

行为的动态建构过程。职业价值感是职业效

价维度和个体-社会互动维度整合的结果。

效价维度,即职业价值的高低,与特定职业的

社会声望、职业收入等因素有关。如果社会声

望和职业收入都高,则为高价值职业,从业者

的职业价值感也高;如果社会声望和收入都

低,则为低价值职业,从业者的职业价值感也

低。当然,有的职业其社会声望与职业收入并

不总是同向正相关。职业价值感还与个体-
社会互动维度有关,即个体感知到的职业期

望、职业感受与社会对该职业价值的看法之间

存在关联:一致性高,则职业价值感高;反之,

一致性低,则职业价值感低。另外,有的职业

其社会声望虽高但收入很低,如果不符合个体

的职业期望,那么个体自我职业价值感也较

低。职业价值感是个体职业幸福感和一般幸

福感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个体如果感到自

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匹配,那么就会产生职业倦

怠[14],并引发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教师职

业价值“理想与现实”差距小,那么教师工作积

极性就会比较高,对职业探索的愿望就会比较

强烈;如果教师职业价值“理想与现实”差距

大,那么教师对职业的认可度就会比较低,对

工作投入也会比较少[15]。因此,社会对教师职

业的看法与教师个体感受所产生的职业价值

感都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幸福感。

所谓“自尊”,指个体对自我的总体评价,

也称之为自我价值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

标,也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基石。多种文化情

境研究 都 已 证 明 了 自 尊 与 个 体 幸 福 感 的 关

系[16]。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受到否定性信息的

威胁,面对失败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程度更

大;高自尊个体则更加自信,倾向于积极评价

自己[17]。作为工作环境中重要的个人心理资

源,自尊调节着个体应对压力源的方式,高自

尊者将工作压力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进而产

生更高的幸福感[18]。对我国教师幸福感的研

究发现,教师自尊与幸福感联系紧密,并且教

师的人格特质[19]、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是

影响教师幸福感的中介因素。另外,自尊可能

是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的中介因素。一

方面,自我效能感与自尊都是自我评价的重要

概念,二者高度相关,教师作为个体的职业身

份,是自我评价的重要内容,教师对教学的效

能感可能影响其对自身价值感的评估,教师如

果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受挫,可能会降低其自

尊,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另一方面,群体认同是

个体自尊的重要来源,成为群体中的成员能够

获得归属感与生活意义,进而促进个体自尊水

平的提高[20],社会对教师群体的看法,影响教

师自身的职业认同,因此,职业价值感可通过

影响自尊间接作用于教师的幸福感。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核心要义是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通过劳动

这一实践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虽然已有大

量研究探讨了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如有的

研究关注教师个体因素(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及

人格特征等方面)、有的研究关注教师职业本

身相关因素(从工作压力等方面)、有的研究关

注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从经济条件、人际关系、

工作家庭冲突及环境支持等方面),但是这些

研究都仅是选择某一个因素单独分析其对教

师幸福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的

幸福感是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是教师重要的职业感

受,反映了人的主体性;教师的职业价值感是

社会对教师职业的看法和期望以及教师个体

对其职业的感知和理解,体现了人的社会性。

本研究以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人的

主体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构建综合模型,以

考察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感对教师幸福感

的双重影响,为提升教师幸福感乃至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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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网络随机取样方式,使用问卷星

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收回问卷513份,按照回

答时间少于1分钟、连续10个题目答案相同视

为无效问卷的标准,剔除无效问卷,共收回有

效问卷446份,问卷有效率为86.94%。其中:

从性别上看,男性教师128名(占有效样本量的

28.70%),女性教师318名(占有效样本量的

71.30%);从教龄上看,5年(含5年)及以下教

龄的教师有120人(占有效样本量的26.91%),

6~10年教龄的教师有67人(占有效样本量的

15.02%),11~15年教龄的教师有63人(占有

效样本量的14.13%),16~20年教龄的教师有

64人(占有效样本量的14.35%),21~25年教

龄的教师有63人(占有效样本量的14.13%),

26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有69人(占有效样本

量的15.47%);从所受教育程度上看,专科学

历的教师有24人(占有效样本量的5.38%),本

科学 历 的 教 师 有279人(占 有 效 样 本 量 的

62.56%),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有123人(占

有效样本量的27.58%),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教

师有20人(占有效样本量的4.48%);从所教学

制阶段上看,幼儿园教师有15人(占有效样本

量的3.36%),小学教师有55人(占有效样本量

的12.33%),初中教师有137人(占有效样本量

的30.72%),高中教师有129人(占有效样本量

的28.92%),大学教师有110人(占有效样本量

的24.66%)。

(二)研究工具

1.主观幸福感量表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认知

水平的评估,具有稳定性。本研究使用生活满

意度量表来测量教师的主观幸福感[21]。量表

由5个题项组成,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从

“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

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对该问卷结构进行验

证性 因 素 分 析,结 果 发 现:X2/df=2.498,

RMSEA=0.058,SRMR=0.020,GFI=0.999,

NFI=0.999,CFI=0.999,TLI=0.999,IFI=

0.999。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研究中α=0.895,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2.教师职业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Schwarzer等人编制的教师职

业效能感问卷[22],该量表包括个人教学效能感

和一般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共10个题项,如

“如果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捣乱,我肯定能够快

速制止并引导他/她学习”等。采用李克特7点

计分法,从“1=非常同意”到“7=非常不同意”,

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对该问

卷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X2/

df=2.409,RMSEA=0.056,SRMR=0.045,

GFI=0.996,NFI=0.989,CFI=0.993,

TLI=0.990,IFI=0.993。结果表明,问卷结

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α=0.814和0.745,表

明问卷信度良好。

3.自尊量表

本研 究 采 用 Rosenberg编 制 的 自 尊 量

表[23]。该量表由10个题项组成,采用李克特7
点计分法,从“1=非常同意”到“7=非常不同

意”。该量表的得分是各项目评分的总和,得

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对该问卷结构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X2/df=7.949,

RMSEA=0.125,SRMR=0.071,GFI=0.989,

NFI=0.982,CFI=0.984,TLI=0.979,IFI=

0.984。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本研究中α=0.816,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4.教师职业价值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魏淑华编制的教师职业价值

感量表[24],选取职业价值观维度,共4个题项,

如“教师职业对促进人类个体发展非常重要”

等。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符

合”到“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职业价值

感越高。对该问卷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 发 现:X2/df=3.76,RMSEA=0.079,

SRMR=0.054,GFI=0.996,NFI=0.995,

CFI=0.996,TLI=0.995,IFI=0.996。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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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

α=0.921,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三)数据处理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SPSS24.0和R.4.0.1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与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可能

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进行检验。笔者对数

据进行 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主成分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

6个(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7.646%),其中第一个

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384%,低于临界值40%,

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三、研究结果

(一)教师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

感的特征以及相关分析

分析发现:幸福感得分略高于中位数4,表

明教师幸福感处于一般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

得分高于中位数4,但是一般教学效能感水平

低于中位数;自尊水平和职业价值感得分都高

于中位数4,表明教师的自尊水平和职业价值

感水平都较高。

为了分析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职业价值

感和自尊之间的关系,笔者进行了相关性分

析。结果发现,教师的幸福感与个人教学效能

感(r=0.481,p<0.001)、职 业 价 值 感(r=

0.256,p<0.001),以及自尊(r=0.347,p<

0.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一般教学效能感

无显著相关。
表1 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幸福感 4.348 1.383 -
个人教学效能感 4.757 1.234 0.481*** -
一般教学效能感 3.212 1.214 0.012 0.098* -
自尊 5.372 0.825 0.347*** 0.255*** 0.124** -
职业价值感 6.247 0.782 0.256*** 0.320*** -0.033 0.490***

       注:*p<0.05;**p<0.01;***p<0.001

  (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教师幸福感、自我

效能感和职业价值感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

学历等与幸福感的关系,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建模分析,将学历、所教学制阶段和从教

时间等类别变量设置为哑变量,参照组(如以

学历中的专科为参照组)为0,其余组设置为1,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控制了模型中其

他变量之后,男性教师的幸福感和自尊水平分

别比女教师低0.463分、0.342分。与教龄含

5年及以下的教师相比,教龄6~10年的教师

其个人教学效能感得分低0.536分,教龄26年

及以上的教师其一般教学效能感得分低0.410
分。与幼儿园教师相比,初中教师主观幸福感

低0.783分。与专科学历教师相比,本科学历教

师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得

分分别低0.591分、0.642分。另外,教师收入

越高则幸福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

能感、自尊以及职业价值感水平越高。

(三)教师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感对幸

福感的影响路径分析

自尊是在对自身价值进行判断基础上产

生的情感体验,高自尊的人在困难面前更乐

观,更容易改变现状,而低自尊是导致社会问

题和功能障碍的个人根源。自尊作为有重要

心理功能的人格特质,可以抵御压力等消极因

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能够促进心理生

活质量的提高[25]。因此,本研究将自尊纳入结

构模型中,考察自我效能感、职业价值感与幸

福感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按

照研究假设建立结构模型,路径系数结果见

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尊(β=0.247,p<

0.001)和 个 人 教 学 效 能 感(β=0.247,p<

0.001)能够直接预测教师幸福感;职业价值感

(β=0.467,p<0.001)、个人教学效能感(β=

0.093,p=0.031)、一般教学效能感(β=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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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均能正向预测教师的自尊。

起初,笔者采用bootstrap法,评估自我效

能感和职业价值感通过自尊所起的中介作用

对幸福感产生的间接效应。随后,笔者又采用

重复随机抽样法,在原始数据中抽取n个样

本,生成并保存这些样本的间接效应值,以提

供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如果在该置信区间

中不包括零,则认为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计算了5000个bootstrap的间接效应,

以校正偏差置信区间。职业价值感、自我效能

感通过4条路径影响教师的幸福感:一是职业

价值感通过自尊所起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

教师幸福感(B=0.204,SE=0.047,90%CI=
[0.118,0.303]);二是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直

接影响教师幸福感(B=0.062,SE=0.032,

90%CI=[0.000,0.125]);三是个人教学效能

感通过自尊所起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教师

幸福 感(B=0.026,SE=0.015,90%CI=
[0.000,0.060]);四是一般教学效能感通过自

尊所起 的 中 介 作 用 而 间 接 影 响 教 师 幸 福 感

(B=0.037,SE =0.013,90%CI= [0.013,

0.065])。
表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测量变量的OLS模型估计

主观幸福感

B SE
个人教学效能感

B SE
一般教学效能感

B SE
自尊

B SE
职业价值感

B SE
性别(1=男) -0.463** 0.143 -0.050 0.131 0.120 0.129 -0.342*** 0.086 -0.138 0.084
收入 0.381*** 0.063 0.155**0.058 0.121* 0.057 0.111** 0.038 0.075* 0.037

学历(参照组:专科)

本科 -0.272 0.301 0.221 0.275 -0.591* 0.272 -0.196 0.182 0.020 0.177
硕士研究生 -0.532 0.334 0.132 0.305 -0.642* 0.033 -0.216 0.202 -0.003 0.196
博士研究生 -0.620 0.446 -0.402 0.407 -0.486 0.402 -0.052 0.270 -0.263 0.262

所教学制阶段(参照组:幼儿园)

小学 -0.238 0.391 -0.338 0.357 -0.243 0.353 0.062 0.237 -0.074 0.230
初中 -0.783* 0.386 -0.550 0.352 0.229 0.348 0.198 0.233 -0.083 0.227
高中 -0.609 0.387 -0.282 0.354 0.524 0.349 0.250 0.234 -0.109 0.228
大学 -0.688 0.402 0.074 0.367 0.552 0.363 0.186 0.243 0.146 0.237

从教时间(参照组:含5年及以下)

6~10年 -0.103 0.206 -0.536** 0.188 -0.103 0.186 -0.045 0.125 -0.232 0.121
11~15年 0.271 0.212 -0.046 0.193 -0.307 0.191 0.171 0.128 -0.201 0.124
16~20年 0.179 0.220 0.028 0.201 -0.363 0.198 0.335* 0.133 0.055 0.129
21~25年 0.013 0.223 0.184 0.203 -0.450* 0.201 0.172 0.135 0.095 0.131
26年及以上 -0.208 0.225 -0.076 0.205 -0.410* 0.203 0.265 0.136 0.041 0.132

  注:*p<0.05;**p<0.01;***p<0.001;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E是标准误;N=513

注:*p<0.05;**p<0.01;***p<0.001

图1 教师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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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一)教师幸福感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发现教师总体幸福感水平不高,与

以往研究一致,这说明教师的幸福感水平并未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也

未与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提高的趋势保持一

致,表现出特定且相对稳定的职业幸福感特

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包括

教师在内的所有群体收入更高、物质生活更加

充裕,人们的幸福感来源越来越依附于具体物

质、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享受物

质生活成为与幸福感密切关联的影响因素[26]。

但是,教师群体的幸福感却没有与其他群体同

步呈现明显的物质依赖特征。在教师群体内

部,收入依然可以显著预测幸福感水平,即收

入水平越高,教师自身的职业价值感和效能感

也越强烈。因此,收入既可以直接影响教师的

幸福感,也可以作为社会职业价值的表征之一

间接影响教师幸福感。

不同学制阶段的教师其幸福感也不同,其

中,初中教师的幸福感水平最低,这可能与教

育对象特征有关。初中学生正值青春期,身心

发展变化大,在学习和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多,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更多、耗费

的时间和心理资源也更多。研究已经证实,初

中教师在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方面的压力

显著高于高中教师[27]。同时,在升学压力、家

长期望值、学校绩效评估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

响下,中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急剧增大。无论是

收入还是学制阶段,都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对教

师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从职业发展过程

看,新手教师幸福感指数最高,教龄6~10年的

教师幸福感指数最低,此后略有提升,与其职

业倦怠的发展趋势一致[28]。这种一致性也从

侧面证明教师幸福感与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消

极情绪有关。

另外,教师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可能与男性

和女性对教师职业的择业偏好有关。由于社

会规范要求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因此女性更

愿意选择稳定且有更多可支配时间的职业,教

师职业更受女性的偏爱,因此女教师群体的幸

福感指数更高。

(二)教师自我效能感直接和间接影响教

师幸福感

教师的职业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包括个

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都通过自尊

所起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教师幸福感,其中

个人教学效能感可以直接影响教师幸福感,表

明个人教学效能感对幸福感的作用更大。但

是,以往研究却发现一般教学效能感对教师职

业活动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个人教学效能

感[29]。与一般教学效能感不同,教师个人教学

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教学能力高低的判断,体

现了教师对自己职业胜任力的判断和评价,因

此可以直接影响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职业幸

福感资源模型认为,由社会支持、组织公正、工

作控制和报酬等因素构成的外在工作资源具

有动机作用,外在工作资源能增加工作投入,

产生高职业幸福感;与外在资源相对的内在资

源,其在胜任力等方面也有动机作用,如知识

储备丰富、与工作要求直接相关的能力强等,

会提高工作自信,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取得成

绩,并成为职业幸福感的积极来源,进而扩展

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等与幸福感相关的一般

因素[30]。因此,一般教学效能感对幸福感的作

用是间接的。

教学效能感作为教师的自我职业评价,当

泛化到一般自我评价即自尊层面时,会影响幸

福感。高自尊会增强人们的主动性和愉悦感。

高自尊的人在问题面前表现得更乐观,在职业

领域中动机更强,且更容易产生积极的行动并

有效解决问题,因此稳定且积极的自尊体验能

够带来健康的心理状态。职业成就是个体自

尊稳定的来源,甚至暂时情境性的自我评价,

如教学过程中一节自己满意的课等,也会对自

尊产生影响,因此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会直接影

响自尊并进而影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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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现实困境会通过教师感知与评

价降低教师幸福感

柳海民等认为,社会的高要求、收入低、工

作评价严格、压力大等外部现实困境会直接影

响教师职业价值感并降低教师幸福感[8]。社会

普遍对教师有超出一般职业角色的道德要求,

甚至有人认为教师就应当人格崇高、不知疲

倦、无欲无求。这种高要求带来的是对教师严

苛的道德评价,在网络传播如此便利尤其是自

媒体高度发展的环境中,教师的偶发行为极易

被网络放大,既造成个人巨大的身心伤害,又

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压力,二者效应叠加往往

造成对当事教师的过度惩罚。这种过度惩罚,

一方面让当事教师不堪其重,极大地打击了教

师自尊,降低了教师职业体验,甚至会实质性

终止教师职业生涯;另一方面使整个教师群体

产生了寒蝉效应。但是,社会的高要求并没有

带来教师职业环境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了教师的

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

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使得教师的收入有了法

律保障,但是有关调查显示,70.90%的教师认

为“工作的付出和回报根本不成正比”[31]。劳

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重复单调、环境相

对封闭、评价指标量化过细且刚性等诸多问

题,与教师“百年树人”的工作特征不匹配,也

与教师获得的回报不匹配,教师难免因此而产

生心理落差,降低了积极的心理体验。工作环

境、收入水平与社会对教师职业高要求之间的

差距形成了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这

种现实困境被教师感知后直接导致职业价值

感、成就感降低,进而影响了教师幸福感。

(四)自尊是教师幸福感的促进因素

自尊是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作用于幸福

感的保护因素。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是

个体对社会接纳或拒绝的主观计量器,监控和

调节着人们的人际关系。个体维持自尊的动

机便是对抗社会的拒绝和排斥以保护自己,因

此会对自己的社会关系质量进行主观监控和

评价。在监控过程中,个体会对拒绝、排斥或

者贬低自己的信息十分敏感,这会引起个体认

知和情绪的警觉,以改善当前的不利状态,如

立即启动修复或者保护机制以维持心理健康

等。大量研究证实了自尊与积极心理健康正

相关,并且发现高自尊的个体有更多的积极情

绪体验,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

自我感觉更好,积极情绪体验更多,主观幸福

感更高。由于自尊的计量器作用,自尊可能会

对外部特定情境中的消极因素有缓冲效果。

如果个体拥有稳定的高自尊,那么职业领域的

消极评价,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加工对个体产生

补偿作用,从而保证自尊水平总体的稳定,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个体整体心理健康水

平的稳定,成为个体幸福感的安全阀。

五、建议与展望

基于教师幸福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

机制,笔者构建了一个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

合的立体生态环境,从社会文化与环境、教育

管理与学校环境、教师个体心理保健三个层面

保障和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一)维护教师的职业尊严

宏观层面需要实现社会的价值认可与经

济地位认可,维护教师的职业尊严。我国有尊

师重教的传统,千百年来对孔子的尊崇为教师

群体的价值认可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舆

论基础。新时代需要重塑尊师重教、维护教师

职业尊严的宏观社会环境,以职业尊严来塑造

个体自尊,从而实现个体自尊对心理健康和幸

福感的安全阀功能。同时,切实落实教师法中

的相关规定,保障教师的经济收入、工作待遇

和权益,提高教师福利。教师职业的基本功能

是教师通过劳动获得相应收入,以此来维持其

基本的生存与生活需要。只有生存和生活不

成问题了,教师才会有感受幸福的可能;只有

付出与经济收入回报匹配了,教师才能有积极

的心理体验并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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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职业环境

中观层面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遵循

教育规律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职业环境。为此,

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要做好如下工作:充分尊

重教育规律,设立弹性且柔性的教师考核标准

与考核方式,坚持量化和质性评价标准并行,

突出“全人理念”,弱化教育的“产品导向”,坚

决杜绝以考试分数、升学人数等短期、表面、功

利化的指标来评价和考核教师;关注教师的工

作态度、工作过程和学生的品行发展与身心健

康状况,尤其要重视教师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

法,以弹性、柔性、质性的方式全面评价教师的

工作;在确保立德树人的前提下,扩大教师教

育教学的自主空间,给予教师教育过程和教育

方法自主权及时间裁量权;充分利用现有校

本、省培和国培等培训体系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扩大参与人数、参与频率,提升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和水平。

(三)建设有效的教师身心保护系统

微观层面需要学校建设有效的教师身心

保护系统。首先,要保护教师的人身安全,避

免因师生冲突或家校矛盾引发教师人身安全

事故。要充分认识教师职业风险,多途径保障

教师身心健康,在中小学建立全覆盖的定期体

检制度,监测教师身体状况并及时解决与教师

职业密切相关的“职业病”。相关机构对中小

学心理健康的服务对象要从学生扩大到教师,

要传授教师消减压力、促进心理健康的知识和

技能,要培养教师积极的心理品质,要为教师

提供常规的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服务,及时消

除教师心理问题,保护教师心理健康。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

感两个方面考察了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

理解教师幸福和提升教师幸福感提供了科学

依据。由于研究样本有限,研究结论需要谨慎

推广,尤其要谨慎地用于特定群体。另外,本

研究使用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广泛用于幸福感

的测量,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多种量

表测量的方式,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32],以

更加科学地揭示教师群体的幸福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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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ValueandSelf-efficacy:ADualPathtoPromoteTeachersWellbeing

ZHAOYufang
(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eacherswellbeingarisesfromtherealizationofpersonalvalueandsocialvalue.Thisstudy
investigated513in-serviceteacherstoexploretheinfluenceofteacherssenseofprofessionalvalue
andself-efficacyontheirsubjectivewellbeing.Theinvestigationhasthefollowingfindings.Atthe
levelofpersonalvalue,teachersprofessionalself-efficacydirectlyaffectedteacherssubjectivewell-
beingandindirectlyaffectedteacherssubjectivewell-beingviaself-esteem.Atthelevelofsocial
value,teachersprofessionalvalueindirectlyaffectedtheirhappinessviaself-esteem.Basedonthe
influencingfactorsofhappinessandtheprofessionalcharacteristicsofteachers,thedualpathmodelof
improvingteacherswellbeing,measurestoimproveteachershappinesscanbeimplementedfrom
threeaspects:socialcultureandenvironment,educationalmanagementandschoolenvironment,and
teachersindividualmentalhealthcare.
Keywords:teachers;wellbeing;professionalself-efficacy;valueofprofessionalrole;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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