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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因素理论在幼儿园教师管理中的应用
李　婷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激励 - 保健双因素理论在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笔者

借此分析了教师的现状满意度，进而得到幼儿教师管理的一些启

发，认为园长应：善于区分两类因素；注意激励因素的发展性；

提高活动乐趣，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让教师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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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 么 还 不 发 工 资 啊？”“ 这 和 我 想 的 不 太 一 样 啊， 太

累了”……这些幼儿教师每天萦绕在耳旁的疑问引起了我的思

考，幼儿教师每天工作的动力来自何方？为什么教师职业倦怠频

生？……或许我们可以从双因素理论中找到答案。

园长是幼儿园发展规划的设计师，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

是发展理念的推广者，是教师发展的领头人。园长在激励教师时，

常关注于外部客观环境，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园长还

要注重从工作本身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教师在工作中得到

幸福感。

一、双因素理论的内涵

在工作中能够给教师带来满意感、能够激励教师的因素，赫

茨伯格称为激励因素。在工作中能够安抚教师、消除教师不满意

感的因素，赫茨伯格称为保健因素。在幼儿园教师管理中，幼儿

园的政策和行政管理、与领导主任之间的人事关系、与同事之间

的人事关系、与幼儿及家长之间的人事关系、工作环境或条件、

薪酬、个人的生活等都属于保健因素。激励因素主要包括：工作

上的自豪感、成就感、职务上的责任感等。

利用保健因素消除教师的不满意；利用激励因素激发教师活

动动机，使他们更投入、更积极。二者相互成就，相互影响。

二、幼儿教师现状满意度

幼儿教师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主要体现在其个体发展、职

业要求、面对对象三个方面，当然其满意程度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其中个体发展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生活生存上的主要规划；职业要

求主要指的是幼儿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专业态度；面对对

象主要是发展尚未成熟的幼儿，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时间。

（一）“生活压力大”

只有保障保健因素的稳定，才有可能谈发展。据了解，幼儿

教师普遍认为“太累了，还赚不到钱。”“我一个月工资只够我吃饭，

买衣服、化妆品有时候还找我爸妈借。”“研究生出来千万别干这个，

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其实这样的心态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两

个幼儿园的状态，好像慢慢演化成了一种偏见，但主要是经济基

础的问题。也就是说保障因素直接影响了幼儿教师的工作动机，

从而产生不满。

（二）“职业疲乏”

也许当初还怀抱希望，所以奋勇向前，可是渐渐还是要回归

现实，日复一日看得到头的日子让无数幼儿教师选择习惯。“算

了，就这样吧，反正也不会怎样。”这种工作本身并不会让人满意，

这种害怕出错、选择重复，倦于思考、选择重复的状态其实很可悲，

久而久之重复到厌倦就会放弃，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心理建设上，

激励因素未落到实处。

三、双因素理论对领导者的启示

（一）善于区分两类因素。

园长应该针对政策要求和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运用激

励措施。首先应当通过保健因素的合理运用，满足教师对客观物

质等外部因素的需要。比如，根据教师工作年限，设置教师基本

工资，时间越长，工资越高。但这并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只能留

住教师，不能使教师高水平高效率努力工作。因此，更要因人而

异，了解教师的需求和职业发展规划，适时地运用激励因素，比

如设置更加公平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鼓励教师在职培训与进修、

肯定教师工作成绩，给予教师自我发展的空间与机会等，从而增

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幸福感。

（二）注意激励因素的发展性。

激励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受经济、政策、个人生活等的

影响，一段时期可能呈现新的发展特点，园长应灵活地加以确定。

激励因素还是保健因素与期望有关：一般而言，合同制中根据绩

效考核确定工资是激励因素；教师编制则是保健因素。

（三）提高活动乐趣。

激励因素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园长应切记体察，统筹规划，

如合理搭配合作教师，丰富园内活动设施，适时放权，使教师在

有限的环境中有无限发挥的可能，激发创造的欲望，满意自己的

杰作。并且，还要注意从工作本身对教师进行精神激励，如优秀

教师的奖励等。

考虑到增加工作的乐趣，总的原则是：给教师提供挑战性和

有意义的活动，增加教师对于自己工作的控制程度。具体说来，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保证工作的自主性，即在活动的具体实践中，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活动评价等方面，教师应有较大的选择权及自主权。 

第二，提高教师的活动技能，即在活动中，教师有扎实的

专业基础，处理材料的多种方式，有灵活应对活动变化的能力。

这样在活动中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也会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体验

及感受。

第三，保证任务的完整性，即在活动安排中，为了避免交接

带来的误差等不便，应保证教师的参与程度，提高教师的责任感。  

这样，通过放权式的激励就会使教师体验到工作中自我的价

值，带来支配的满足感，从而对工作本身获得乐趣。

三、结语

总之，激励因素是以工作本身为核心的，要重视工作本身对

教师的意义，努力探索如何使工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让教师在

工作中积极主动，感到自豪，能称得上“佼佼者”，就是一种重

要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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