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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及其相对优势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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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情感体验、物质交换、价值匹配、公平分配和工作量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及这些因素

在影响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上的相对重要性,采用问卷法对重庆市15所幼儿园227名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① 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总体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得分均高于随机水平;② 公平分配、情感体验和工作量对幼儿园

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③ 公平分配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最大,在可解释方差中的贡献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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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满意度指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评价产生的积极的或愉悦的情绪状态,包括对工作本身的特征和

工作环境的认知和评价[1].工作满意度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已有研究证明,工作满意度与总体健康状

况[2]存在正相关,对组织公民行为[3]有积极影响,工作满意度更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涉及2个领域:一是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水平的研究,主要考虑教师工作满

意度水平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4].由于地区和所用量表不同,其研究结果不一致,可比较性也较

差[5-6];二是对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因素的研究.国外研究主要探讨了环境匹配[7]、自尊、控制点和

自我效能感[8]等因素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国内研究主要探讨职业承诺、职业倦怠、课程改革参

与性[9]、同事与师生关系[10]、职业价值观[11]等因素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其中,涉及系统的教师工作

满意度预测模型多应用于对中学教师的研究[10,12].
目前关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水平上,较少探讨幼

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目前仅有姜勇[9]等人提出预测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模型,但该模型

中提出的影响因素仅包含2个维度,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解释力度可能不够充分.
ChengJao-nan[13]提出的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模型包含情感体验、物质交换、价值匹配、公平分配、

工作量和通勤时间等维度.本研究借鉴Cheng的模型,运用改编的量表研究重庆市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同时,利用相对优势分析,获取各因素的相对权重.

1 方 法
以重庆市15所幼儿园的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34份,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样本数

的97.0%.研究对象均为女性.
1.1 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所用问卷包含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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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类别、是否有编制、任教年限、任教班级、班级人数和月薪;第二部分基于Cheng编制的工作满意

度问卷改编而成,共26道题,采用6点计分,1-6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

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
1.2 问卷的信效度

以克伦巴赫α系数为内部一致性指标,结果显示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以上,表明本问

卷具有较好的信度.计算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发现,情感体验、物质交换、价值匹配、公平分配以及工作满

意度之间在0.01的水平上两两正相关,而工作量与各维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说明本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2 结 果

2.1 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与量表各个预测因素的评定现状

将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评定与随机水平(3.5分)进行比较,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各个预测因素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总体情况

df t M±SD MD

情感体验 224 15.31*** 4.53±1.01 1.03
价值匹配 226 11.40*** 4.25±1.00 0.75
物质交换 226 2.43* 3.67±1.04 0.17
公平分配 226 5.46*** 3.91±1.12 0.41
工作量 226 6.22*** 3.94±1.07 0.44

工作满意度 226 4.53*** 3.86±1.20 0.36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01.

2.2 回归分析的结果

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步骤为:第一步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
第二步以情感体验、物质交换、价值匹配、公平分配、工作量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由表2可知,有3个

维度进入回归方程,分别是公平分配、情感体验和工作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达到58%.
表2 工作满意度回归分析的结果

变     量
工作满意度(β)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控制变量

年龄 0.19 0.16
婚否 0.02 0.03

最高学历 0.17 0.08
职称 -0.26 -0.06

幼儿园类别 0.39 0.22
编制 0.13 0.05

任教年限 -0.05 -0.10
班级 -0.11 -0.01

班级人数 -0.02 0.04
月薪 0.06 -0.05

第二步 自变量

公平分配 0.40***

情感体验 0.24***

工作量 -0.16***

物质交换 0.06
价值匹配 -0.01

F 7.31*** 24.86***

R2 0.26 0.61
ΔR2 0.22 0.58

  注:*** 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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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对优势分析的结果

为进一步确定进入回归分析的3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采用相对优势分析,分析

结果见表3.对于预测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方差中,公平分配贡献了

56.0%,情感体验贡献了31.1%,工作量贡献了12.9%.
表3 公平分配、情感体验和工作量预测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相对贡献

变   量 R2 公平分配 情感体验 工作量

- 0 0.4980 0.3270 0.1410

X1(公平分配) 0.498 - 0.0350 0.0190

X2(情感体验) 0.327 0.2060 - 0.0860

X3(工作量) 0.141 0.3760 0.2720 -

X1,X2 0.533 - - 0.0200

X1,X3 0.517 - 0.0360 -

X2,X3 0.413 0.1400 - -

X1,X2,X3 0.553 - - -

对R2 的分解 0.3097 0.1722 0.0712

已预测方差中的百分比/% 55.9976 31.1332 12.8692

3 讨 论

3.1 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表明,重庆市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显著超过随机水平,表明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总体较

高,该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5].然而,有研究[6]在对安徽省幼儿园教师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其工作满

意度总体水平中等偏下.Cheng的研究[13]发现,台湾地区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这种差异很可能

是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测量工具的差异而导致.

3.2 各个变量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

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在公平分配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说明幼儿园教师对自己的投入和获得的

回报满意度是较高的,本研究结果表明,公平分配是影响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已有研究

证明[14],组织公平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公平分配对工作满

意度的预测作用可能是跨文化和跨行业存在的.
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在情感体验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说明幼儿园教师和园长的情感交流较密

切.这与Cheng对台湾地区幼儿园教师的研究结果一致[13].回归分析显示,情感体验能预测幼儿园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0],说明情绪体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积极关系

有助于教师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并在集体中获得归属感,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
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在工作量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随机水平,说明幼儿园教师的工作量较大.回归分析显

示,工作量能够预测工作满意度.在Cheng的研究中[13],工作量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Klassen等

人[15]在其研究中发现工作量压力解释了31%的教师工作压力.这与我们的结果一致,表明工作量的增加会

降低工作满意度.
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在物质交换维度上得分高于随机水平,说明幼儿园教师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高,

但是幼儿园教师的物质交换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与Cheng[13]的结果不一致.有研究发

现[16],内部因素(例如情感、价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的满意度,但是外部因素(例如薪水等)对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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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感有更大的影响.重庆市幼儿园教师在价值取向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随机水平,说明教师和园长的教育

管理理念一致程度较高.回归分析显示,价值取向维度并未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与Cheng[13]的

结果不一致,需进一步的研究.

3.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以重庆市幼儿园教师为例,探讨影响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验证了Cheng的幼儿园教

师工作满意度模型,并且进行了优势分析,进一步探讨模型中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解释力更强的因素.
但是由于样本主要选自重庆市,而重庆市属于西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样本不足以代表全国,后续研究

中可以进一步扩大取样的范围,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结论的可推广性.
国外已有研究讨论了环境匹配[7]以及自我效能感[8]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可以将这些因素

加入到工作满意度的模型中.此外,工作满意度与工作表现的关系还存在争议[17].这些问题仍需进行进一

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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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minanceAnalysisontheJobSatisfactionofKindergarten
Teachers:FeelingExchange,ValueFitness,Material

Exchange,DistributiveJusticeandWorkload

ZHANGMing-ming1, YANG Chang2, LONGChang-quan1
1.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Kindergartenaffiliatedto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Purpose:toinvestigatethevariablesthatinfluencingthekindergartenteachers'jobsatisfaction,

whichincludingfeelingexchange,valuefitness,materialexchange,distributivejustice,andworkload.

Method:asurveyonjobsatisfactionofthekindergartenteachersinChongqingwasconductedby“Ques-

tionnairesofPreschoolTeachers'WorkSituation”.AlldataanalyzedbySPSS16.0program.Results:(1)

scoresofjobsatisfac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randomlevel;(2)there-

sultsoftheregressionrevealedsignificantimpactofdistributivejustice,feelingexchange,andworkload

withjobsatisfaction;(3)dominanceanalysisfurtherindicatedthatwhenpredictingjobsatisfaction,56%

ofthepredictedvariancewasattributedtodistributivejustice.Thegovernmentandthekindergarteninsti-

tutions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distributivejusticeforimprovingthejobsatisfactionofteachers.

Keywords:kindergartenteachers;jobsatisfaction;distributive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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