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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影响教师职业成熟度: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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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和控制-价值理论为基础,考察工作满意度对教师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以

及学习策略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采用“一般教学效能感问卷”、“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教师学

习策略问卷”和“教师职业成熟度问卷”对1197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教师学习策略在

工作满意度影响职业成熟度的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一般教学效能感调节着工作满意度对教师学习

策略的影响,一般教学效能感较低的教师更注重学习方法和调控,学习策略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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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职业成熟度是个体完成与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任务的程度,可以预测个体的职业发展

和职业行为[1]。教师作为特殊领域专业人员,其专业发展的表现就是在职业认识、情感和个性品质

等方面更为匹配和成熟的过程。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
升教师职业成熟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教师学习是提升职业成熟度的必然路径。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2],教师可通过决定学习目

标,控制情绪,发展学习策略以促进学习绩效。一般认为,自我调节学习的结构包括动机水平、情绪

管理、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自我效能感四个元素[3]。郭成等人[4]的研究表明,我国本土中小学

教师反思理论结构包括实践、认知、元认知、情感、批判以及道德六个维度,可见,教师的职业成熟度

与教师学习存在紧密的内部联系。因此,本研究拟探讨教师工作满意度、学习策略以及一般教学效

能感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拓宽职业成熟度的研究视野,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指导提供实证

依据。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对职业成熟度有直接影响。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theory)认为,情
绪能预测学习绩效,积极情绪体验具有促进作用,低唤醒消极情绪如失望、厌倦对学习效果有负面

影响,而高唤醒消极情绪如焦虑可能加强外在进取心[5]。工作满意度作为情绪功能的体现,是指教

师对影响工作的各个外部环境因素的评价与态度体验[6]。一般认为,教师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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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绩效成正相关[7],具有高工作满意度的教师职业成熟度更高[8],低工作满意度往往与职业倦怠

联系密切[9]。

学习策略是学习能力的有效指标,对学习质量与效果的贡献比较稳定[10]。与学生相比,教师

学习策略性更强[11],对教师专业发展绩效具有预测力。学习策略是情绪影响学习绩效的中介要

素,不同情绪促使学习者采用相异的学习策略,激活不同的学习风格[12]。有人甚至认为,仅当学习

策略发挥中介作用时,积极情绪才可能提升学习绩效[13]。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学习策略在学习

调节方式与教师工作成就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14]。由于情感与认知存在交互作用,情绪体

验及态度会影响到学习策略的类型及使用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学习策略与诸如薪酬这样的外部

因素有关,这些外部因素通过影响学习者的态度和体验发挥作用[15]。因此,根据控制-价值理论,教
师学习策略可能在工作满意度影响职业成熟度的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

在工作和学习中,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稳定的、重要的内在认知资源,可以有效缓解压力所带

来负性情绪的影响,常具有调节作用[16]。根据控制-价值理论,控制感和价值感是情绪影响学习的

核心机制[17]。有研究已经证明,中小学教师自主性及各因子对工作绩效变量有显著预测作用[18]。

教学效能感作为教师信念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可以预测教师的行为和成就[19]。一般教学效能感较

个人教学效能对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变量的预测能力更强,对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学习策略的关系可

能存在调节作用。当工作满意度一致时,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往往具有较高的计划和组织水平,

提升学习策略效果不理想时的坚持性,减轻工作满意度较低所导致的焦虑,从而提高绩效[20]。已

有研究发现,教师的高工作满意度并不总是带来高学习投入,部分低满意度教师的投入反而更高,

更具策略性[21]。这可能是因为,积极情绪与元认知策略、批判性思维等关系密切,但是低满意度对

学习策略的影响较弱且不稳定[17]。

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和控制-价值理论,情绪体验及态度、学习策略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因素

对学习绩效有重要影响。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教师学习策略是工作满意度影

响职业成熟度的中介变量;(2)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调节着工作满意度对学习策略的影响。本研究

通过科学把握教师职业成熟度的特征,探讨其相关因素及心理机制,不仅可以拓宽职业成熟度的研

究视野,深化自我调节学习理论,也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机构以及学校制订更具针对性

的实践方案,进一步提升教师发展的质量,更好地促进教师高效成长。

二、方 法

(一)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等地34所中小学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

16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97份,有效率为83.01%。被试中,小学教师479人,初中教师392人,高
中教师324人;男性342人,女性855人;平均教龄为11.15年,其中在5年及以下的教师358人,

5~10年的292人,10~15年的218人,15年及以上的328人;城市教师607人,乡镇及农村教师

590人。职称未评定的119人,初级职称455人,中级504人,高级119人;研究生学历41人,本科

930人,专科194人,中师或中专32人。
(二)研究工具

1.一般教学效能感问卷[22]

采用“教师教学效能感问卷”中“一般教学效能感”问卷。该问卷有10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

计分,1到5分别表示被调查者对题项描述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水平,得分越高表示教师

的一般教学感越强。本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数为0.88。



2.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6]

“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包括“职业活动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升迁与进修机会满意

度”、“工作收入满意度”和“学校管理满意度”5个维度,共30个条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1到

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工作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92,除“升迁进修满意度”的Cronbachsα系数略低于0.60外,其余各维度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86、0.65、0.73、0.91,均高于编制者所报告的测量学指标。

3.教师学习策略问卷[23]

“教师学习策略问卷”共36个条目,将教师学习策略划分为“知识转化策略”、“反思质疑策略”、
“观摩探索策略”、“团队学习策略”、“自我导向策略”和“信息管理策略”;采用Likert5点计分,1~5
分分别表示条目描述与被调查者实际状况的符合程度由“从不如此”到“总是如此”,评分越高说明

教师认同该学习策略。本研究中,总问卷Cronbachsα系数为0.93,各子维度在0.63~0.84之间。

4.教师职业成熟度问卷[24]

“教师职业成熟度问卷”共34个条目,包括“教学技能”、“专业发展效能”、“职业压力应对”、“职
业情感”、“同事适应”和“师生关系”六个维度;采用Likert5点计分,1~5表示条目描述与研究对象

的符合程度由“从不如此”到“总是如此”,评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专业发展的绩效越好。本研究中,
问卷Cronbachsα系数为0.90,各分量表分别为0.87、0.82、0.73、0.79、0.65、0.65。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直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theindexofmoder-
atedmediation)a1b3的显著性来判断效应是否存在[25],探讨本研究两个假设的数理模型(见图1)。
其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

准误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CI)不含零则表示相应的效应显著。

图1 研究的数理模型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针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在调查问卷的指导语中强调真实作答的必要性,并增加了反向

题和测谎题;在施测过程中匿名作答,尽可能保证调查情境一致,降低随机误差对数据的甄别和录

入采用统一的标准。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将四个心理变量的所有项目做因素分析,第一个特

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1.60%,远低于40%的判定值,故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明显。



(二)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由表1可知,职业成熟度与各变量显著相关(p<0.01),除与一般教学效能感的相关系数为

0.23外,其余均高于0.50,关系较为密切。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N=1197)

M±SD 一般教学效能感 工作满意度 学习策略

一般教学效能感 3.53±0.77 -
工作满意度 3.18±0.59 0.19** -
学习策略 3.06±0.47 0.06 0.40**

职业成熟度 3.42±0.48 0.23** 0.50** 0.77**

         注:*p<0.05;**p<0.01。以下同。

(三)教师工作满意对教师职业成熟度的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性别、学历、职称为控制变量,教师工作满意度为自变量,教师学习策略为中介变量,教学效

能感为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学习策略之间的调节变量,教师职业成熟度为因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检验(表2)。
表2显示,教师工作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教师学习策略(a1=0.41,95% CI=[0.36,0.47]),学习策

略又能显著正向预测教师职业成熟度(b1=0.67,95% CI=[0.63,0.71])。在加入学习策略这一变量

后,工作满意度对教师职业成熟度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但其作用效果减弱(c=0.23,95% CI
=[0.20,0.27]),这表明,教师学习策略在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成熟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1得到了

验证。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N=1197)

M:学习策略

B SE 95%CI
Y:教师职业成熟度

B SE 95%CI
X:工作满意度 a1 0.41 0.003 [0.36,0.47] C 0.23 0.02 [0.20,0.27]

M:学习策略 b1 0.67 0.02 [0.63,0.71]

W:教学效能感 b2 -0.02 0.03 [-0.07,0.04]

X×W b3 0.08 0.03 [0.04,0.13]

u1:性别 u11 -0.03 0.06 [-0.15,0.09] u12 0.07 0.04 [-0.01,0.15]

u2:学历 u21 -0.01 0.05 [-0.11,0.10] u22 0.06 0.04 [-0.01,0.13]

u3:职称 u31 0.10 0.04 [0.03,0.17] u32 0.01 0.02 [-0.04,0.06]

R2 0.44 0.64
F 34.71*** 296.25***

间接效应 Bootindirecteffect BootSE 95%CI
V:M-1SD 0.22 0.31 [0.16,0.29]

V:M 0.28 0.22 [0.24,0.32]

V:M+1SD 0.33 0.03 [0.28,0.39]

a1×b3 0.05 0.02 [0.02,0.09]

  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满意度与教学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对教师学习策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b3=.08,95%CI=[0.04,0.13])。同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theindexofmoderatedmediation)
显著(a1×b3=0.05,95%CI=[0.02~0.09]),这说明一般教学效能感在中介效应中的调节效应成立,主
要调节了部分中介路径中的前半段,假设2得到了验证。具体来说,当教学效能感较高时,中介效

应成立(95%CI=[0.28,0.39]);教学效能感较低时,中介效应依然成立(95%CI=[0.16,0.29])。



图2 一般教学效能感对工作满意度与教师学习策略关系的调节效应

采用简单斜率回归分析对一般教学效能感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将一般教学效能感得分高于

平均数和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划分出高分组(N=246)和低分组(N=196),分别进行一元回归

分析(教师学习策略为因变量,工作满意度为自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分别为0.54(t=9.96,

p<0.001)和0.30(t=4.38,p<0.001)。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划分高工作满意度组和低工作满意

度组,计算两组的平均数,带入两个回归方程中,得到一般教学效能感高分组和低分组条件下的学

习策略分数。结果发现,一般教学效能感对工作满意度影响教师学习策略的调节主要发生在低工

作满意度群组中,表现为低一般教学效能感教师更注重学习方法和调控,学习策略水平更高一些。
其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

四、讨 论

(一)教师学习策略的中介效应

工作满意度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既具有直接效应,也具有间接效应。由于情绪具有动机功能,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作为一种态度体验,能激励个体的活动,提高活动效率,进而直接提升职业成熟

度。学习策略部分中介了工作满意度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由于低满意度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先占

用了相关认知资源,而高满意度使个体在建构情境时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能利用有效策略促进问

题解决[26]。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工作满意度涉及对职业活动、工作环境、升迁进修、收入薪酬、
管理制度等外部因素的主观评价与体验,低满意度意味着主观评价趋于负向,易于产生不良情绪以

及职业倦怠;高满意度则可能评价较为正向,情绪体验更为积极,增强组织合作。显然,不同工作满

意度的教师为应对学习压力、促进学习效益所采取的学习策略有所差异,符合控制-价值理论中关

于情绪与学习绩效之间存在学习策略这一中介过程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教师学习策略是职业成熟度的强预测变量,决定系数(R2=β×R)约

为0.50,高于以学生为研究对象中学习策略对学习绩效预测率17%左右的稳定值[10]。这可能是因

为教师所面临的知识和技能更新压力较大,学习动机较为强烈,更为注重学习策略的使用,其收益

在成人群体中更加明显。
(二)一般教学效能感的调节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低自我效能感个体在面临困难时,会轻易地放弃而不去寻找问题解决的途

径[27]。在本研究中,一般教学效能感调节了工作满意度对学习策略的影响,在低工作满意度情境



下,一般教学效能感较低的教师学习策略水平更高一些。通常,个体的控制感越小,对环境的敏感

性就越高,其行为和决策更多地依据环境因素;控制感越大,对环境的敏感性越低,个人因素所发挥

的作用就大[28]。根据职业社会认知理论,低工作满意度情境为教师专业提供的职业成熟发展环境

和平台较为消极,高教学效能感的教师由于对环境的依赖更小,更倾向于凭自己的当前能力来解决

教学问题,忽视或否认学习的重要性以维护自我价值,导致学习策略的水平相对较低;低教学效能

感的教师对环境的敏感程度更高,在完成教学任务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更可能通过学习来改善自己

的处境。还有一种可能是,过高的效能感不利于学习者在应对学习困难时调动积极性,会导致个体

面对难度较大的任务时出现逃避行为,或做出外在归因以维护自身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而低自我

效能感的学习者能产生更大的努力[29]。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探讨工作满意度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发现教师学习策略的中介作用和一般教学

效能感对工作满意度影响学习策略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和科学地揭示了教师职业成熟度的心理

机制。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对教师的培训发展应更加关注其职业满意度和内部自我效能感等心

理特征,力求从更深层次上解决教师职业倦怠等问题。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对后继研究的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低工作满意度下,教师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情绪体验,如低唤醒消极情绪和高唤醒消极情绪,根据控制-价值理论,它们对认知和行为具

有相异的调节方式:消极低唤醒的学业情绪,如厌烦和失望,会减弱学习动机;而消极高唤醒的情绪

如生气、焦虑、羞愧等,对动机的作用则很复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两类消极情绪体验对职业

成熟度的影响机制。二是在自我调节学习的结构体系中,包含了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情绪以及

学习策略四个成分。赫恩发现,教师的教学动机越具有自主性,其教学风格越趋于以学生为中心,

否则在专业发展上更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风格[30]。可见,教师教学动机的水平与专业发展

关系密切。后续研究可以将动机成分纳入,更为深入、全面地探讨教师自我调节学习对职业成熟度

的影响。三是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尽管样本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但是仍然缺乏控制

严格的行为实验,没有进行追踪研究,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着重加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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