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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和策略 
张  波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学  广东 深圳  518119） 

摘要：大多数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时都片面的聚焦于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而忽视了教师的自

我价值实现，更加忽视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在于：1、提升教师教育幸福感是师生幸福

生活的需要；2、提升教师教育幸福感是促进教师自主成长的需要。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策略就是要从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出发根据教师的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各学校在制定措施的时候要把握四点策略：1、要全方位思考教师五个层次的需求；

2、要定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措施与需求的匹配度 3、要充分考虑不同教师群体的需求 4、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需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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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

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众所周知，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教

师，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学

校的生命之源。因此，所有学校的领导都会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但是大

多数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时都片面的聚焦于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而忽视了教师的自我价值实现，更加忽视了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笔者所在的学校从 2016 年开始着力打造幸福校园，

围绕全方位提升教师教育幸福感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在教师队伍

建设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干群关系、同事关系越来越和谐、融洽，老

师们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强，学校的办学成绩越来越好。以下是笔者从

学校近四年来在打造幸福校园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一、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意义 
以提升教师教育幸福为目的的教师队伍建设措施在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实践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提升教师教育幸福感是师生幸福生活的需要 

党中央指出的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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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矛盾”。无论是教师教育工作的幸福感，

还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快乐体验，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向往中重

要的一部分。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自觉践行自己作

为教师的使命，以最大的热情和信心投入到教育中去，将幸福追求贯穿

于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各种教育活动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激发学

生幸福地学，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来自教师关爱

的幸福。学生感受到幸福，才能幸福健康地成长，将来才有可能把自己

的幸福传递给社会，造福社会。 

（二）提升教师教育幸福感是促进教师自主成长的需要 

华中师大刘良华教授认为：“幸福”才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根本动力。

教师专业发展首先不是为了学生和学校的发展，而是为了教师本人拥有

更充实、更有意义、更幸福的新生活。幸福才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原始动

力，也可以视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把教师专业发展提

高到增进教师个人幸福生活的高度，教师迟早会拒绝专业发展。学校采

取各种措施来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让教师在工作过程中有幸福的情

感体验，教师才能更加用心更加主动去钻研教学，钻研学生管理。这些

措施看似没有直接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但是却能激发教师自主成

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比让老师们被动听各种专家的讲座的效果要好

很多，是真正“治标”的措施。 

二、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策略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满

足而产 

生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根据教师的职业特点

可以把“教育幸福”简单理解成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过程中的幸福体验。

那么，如何能够让老师们体验到教育幸福呢，这就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了。当教师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幸福感自然

就产生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各学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从教师的需求出发制定针对性的教师

队伍建设措施。各学校在制定措施的时候要把握以下几点策略。 

（一） 要全方位思考教师五个层次的需求 

教师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他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学校要

想全面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就需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的

人的五个层次的需求出发，全方位思考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各种措施

同时发力、相互促进，最大限度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各学校可以参

照下表的范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教师队伍建设措施来满足

教师的多层次需求。 

表一  需求层次与针对性举措范例对照表 

需求层次 需求内容 针对性措施范例 

一 生理需求 改善饭堂饮食、改善宿舍住宿条件 

二 安全需求 加强校园安保、有效处置“校闹”行为

三 爱和归属感 工会关爱教职工举措、打造学校的“家”

文化 

四 尊重 人性化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 

五 自我实现 教师培训、评优评先 

（二） 要定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措施与需求的匹配度 

学校领导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教师队伍建设措施时，有可能会

出现采取的措施与教师的需求不匹配或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为了提高教

师队伍建设的有效性，最大限度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学校要定期进

行问卷调查，了解老师们对学校采取的各种措施的评价和意见。以笔者

在学校开展的一次问卷调查为例： 

调查的问题：学校现有的哪些举措老师们最满意？ 

表二  全校教师调查结果数据统计 

选项 
小

计
比例 

A.改善食堂伙食 76 78.35%

B.改善宿舍住宿

条件 
19 19.59%

C.丰富多彩的工

会活动 
52 53.61%

D.各类教师培训

活动 
14 14.43%

E.人性化的管理

制度 
52 53.61%

F.公平合理的评

价制度 
18 18.56%

G.葵中之星评选 5 5.15%

H.党员的先锋示

范活动 
5 5.15%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改善食堂伙食”、“丰富多彩的工

会活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这三项举措是老师们最满意的。而其他

几项的满意度偏低，尤其是学校花了大力气进行的各项教师培训活动的

满意度与学校的预期有很大的偏差，需要学校在今后的管理中进一步优

化。 

（三） 要充分考虑不同教师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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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学校里面的男教师与女教师、

年轻教师与老教师以及不同年级教师的需求都不尽相同。因此，学校在

制定教师队伍建设措施时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尽可能采取多样

化、差异化的措施来满足不同群体教师的需求。以下表中的问卷调查数

据为例： 

表三  初级教师调查结果数据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改善食堂伙食 30 75% 

B.改善宿舍住宿条件 11 27.5%

C.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22 55% 

D.各类教师培训活动 7 17.5% 

E.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18 45% 

F.公平合理的评价制度 6 15% 

G.葵中之星评选 2 5% 

H.党员的先锋示范活动 2 5% 

表四  中级教师调查结果数据统计 

选项 
小

计 
比例 

A.改善食堂伙食 32 76.19%

B.改善宿舍住宿

条件 
5 11.9%

C.丰富多彩的工

会活动 
24 57.14%

D.各类教师培训

活动 
6 14.29%

E.人性化的管理

制度 
23 54.76%

F.公平合理的评

价制度 
10 23.81%

G.葵中之星评选 3 7.14%

H.党员的先锋示

范活动 
2 4.76%

表五  高级教师调查结果数据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A.改善食堂伙食 14 93.33%

B.改善宿舍住宿条件 3 20%

C.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6 40%

D.各类教师培训活动 1 6.67%

E.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11 73.33%

F.公平合理的评价制度 2 13.33%

G.葵中之星评选 0 0%

H.党员的先锋示范活动 1 6.67%

从数据统计情况分析发现：初级老师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上的关注

减少，而在改善教师住宿条件上关注多了。这也符合初级老师的个人特

征，他们大多数都是新入职的教师，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舒适的居住环

境，以来满足他们的安全上的需求；中级教师在公平合理的评价制度上

的选择增加，说明中级教师更加渴望得到在工作的被认同感和自我实现

的需求。高级教师更关注食堂伙食的改善和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丰富

多彩的工会活动的选择有所下降。 

（四）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需求的差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教师的需求有五个从低到高的需求层

次。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更高层次的需求。表二的问卷调

查数据统计说明，教师对不同层次需求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

下，越低层次的需求的关注度越大，例如表二中教师最关注的、最满意

的项目就是“改善食堂伙食”，它属于第一层次生理的需要，而教师关

注度最低的两个项目是“葵中之星评选”和“党员的先锋示范活动”，

这些属于第五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由此可见，教师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的强烈程度是有差异的。学校在思考教师队伍建设举措时要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首先，老师们的低层次需求要尽可能优先满足，这样才能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其次，对于老师们关注度比较低的高层次需求，需要

学校营造氛围来激发他们对高层次需求的渴望，同时还要创设条件、搭

建平台来帮助更多的老师追求和体验高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教育

幸福感。例如:笔者所在的学校就在学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推行“助理制”，

积极鼓励那些有热情、有干劲、有想法的一线骨干教师进入行政管理团

队，担任部门主任的助理，为他们提供锻炼成长的平台，激励他们在助

理岗位上主动思考、积极进取，满足他们自我成长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

求。 

以上内容就是笔者对基于教育幸福理念下的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些

粗浅的思考。从教育幸福出发进行教师队伍建设，有助于帮助教师在平

凡的岗位上找到自我的价值、享受职业幸福，为教师的不断成长提供持

续不断的源动力，能够让更多的教师安心立足岗位锻炼成长、成才，能

够最大限度的进行学校人力资源的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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