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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大五人格测试模型为基础，以作者个人测试结果作为个案，主要分析了教师人格特质中责任心、外向性、神经质三

个因子变量与教师工作表现以及教师效能感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尝试依据此做出相应的解读，对寻求更高教师效能感给出

建议。

大五人格测试；教师个人人格；教师效能感；职业倦怠感

教师的个人人格在教育教学中是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的一
个变量。（盖泽尔斯和杰克逊，1963 年；桑德斯和里弗斯，
1996 年）。大量有关于教师个人人格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开
创了一系列后续研究，这其中包括： 有关教师类型的研究，有
关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有关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等等。对于教
师个性进行分析研究以及对于教师个体属于哪种人格类型进行
分析研究能帮助教师避免教学中不当言行的产生并最终促使教
师成为更优秀的教育研究者及实践者 （凯斯曼 , 1949 ）。

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教师优秀与否？这个问题已经在世
界各地的教育领域被研究了几十年。早期的研究结果没有呈现
教师个性与教师工作表现之间有任何联系（盖恩 & 戈蒂尔，
1965）。随后，有关学习科学的研究不断出现，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进行有效教学的研究。然而，在
出现更广泛人格因子模型（如大五模型）以及更先进的研究方
法 ( 如元分析方法 ) 之后，教师人格领域和教学工作表现之间
的关系被研究发现（波罗帕特，2009）。

丽莎（2019 年）等人使用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大五模型中
教师人格与教师工作表现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教师效率和职业
倦怠的关系。也有其他研究报告认为，大五人格所测试相关五
大领域确实与教师的工作表现之间有重要的联系（克拉森等，
2014）。在大五人格测试所涉领域的五个方面（开放性、外向性、
亲和性、神经质和责任心）中，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责任心
与教师效率及工作表现有极强关联。

本文作者以自身为例，完成了五大框架的问卷调，结果的
超链接如下：

https://www.outofservice.com/bigfive/results/?o=69,
75,100&c=94,88,88&e=81,69,44&a=63,81,50&n=25,25,50&
y=1970&g=f

结合测试结果做教师人格与工作表现具体分析如下：
测试分值：开放性：0.81，责任心：0.95，外向性：0.65，

亲和性：0.65，神经质：0.33（标准化分值范围为 0 到 1）。
测试结果显示，测试者，即本文作者在责任心及开放性方面得
分非常高，在亲和性和外向性领域得分较高，而是在神经质方
面得分非常低。根据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测试者是一名具有创
造力、自律、善于交际、同情心和冷静等人格特质的教师。测
试结果让我们重新考虑测试是否真实反应了教师本人的人格特
质，以及它对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怎样的信息暗示，又具有
怎样的指导意义？身为教师，怎样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一名教师
是否具有优异工作表现呢？

现从大五人格测试中重点测试的五个广义人格因子（如责
任心、外向性、神经质）中选择三个因素进行讨论。这三个人
格领域被认为与教师的效率呈正相关。我们引入一个衡量教师
教学绩效的主要指标——教师效能感，它表示教师在教学中最
终的教学效果 ( 戈登，2006)。

上面的大五测试结果表明测试者的责任心因子百分位数值
为 0.95，这说明测试者相较于比较样本中其他测试者，比其他
95% 的人更具有责任心，高责任心持续直接产生目标实现的冲
动，高责任心的测试者，倾向于呈现出高度自律、高度负责、
系统性强、组织性强、高度重视整洁度等特质 ( 约翰，2008 年；
金斯，2011)。在工作，以及工作相关领域活动中，这些特质极
大程度地参与形成了长期的优秀教学工作相关表现，系统规划、
提前组织、精心计划、长期坚持、极度负责，最终形成高效能
感的教学工作。在测试者过去的教学经验中，确实也得到了来
自同行观察评议和学生学业成绩等不同方面的积极反馈。

测试者的神经质因子百分位数值为 0.22，这显示，测试者
是一个情绪偏向稳定的人，通常可以被描述为具有“平静”、“放
松”、“安全”等人格特质 ( 金斯，2011)。低神经质、高情绪
稳定性意味着该测试者擅长建立信任、友好的正面关系，特别
是在教学工作中实现的人际互动方面 ( 芒特，1998；巴里克，
1991）以及贾奇等人（2013）指出稳定的情绪与任何工作的表
现都呈正相关。在教育教学工作过程中，情感是具有传染性和
流动性的，抑郁、焦虑等神经质情绪特质会导致消极情绪传播
从而进一步会导致消极的教学体验和学习体验，极大可能导致
低教学效能感的出现。情绪稳定的老师向学生传递稳定的情绪
信息，最终导致高教学效能感的出现。

测试结果同时显示，测试者社交友好，外向性百分位数值
为 0.65。有研究发现外向性水平较高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教学
效果会更优异，教学效能感更高，特别是在大学教师中 ( 艾萨
克森，1963 年；菲尔登，2015)。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在教
学团队间，在师生间进行人际互动，教师人格外向性因子与教
学效果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有意识地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提升
会帮助教师取得更优异的教学表现。

相反，相对不够高的外向性会产生教师职业倦怠感。许多
研究者研究了这个领域，倦怠感是与教师效能感方向相反的课
题，与上述大五人格测试模型的各项因子呈负相关。就以上测
试者的结果而言，外向性因子分值 0. 65，不够高的分值显示，
测试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教学职业倦怠感，需要做出调整以求
更高效能感，降低职业倦怠感。

尽管五大模型被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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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金斯，1998；斯里伐他瓦，2010），但它在评估人们在
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为和个性时，并不能做到完全科学和足够
精确（麦克亚当斯，1992；波普金斯，1998）。

此外，由于自我报告普遍被认为不如其他报告那么客观和
科学，在本文作者测试结果报告的基础上对大五测试因子进行

解读分析，相对削弱了本文的客观科学性及参考性，也应被读
者纳入考虑。

尽管如此，大五人格测试，或者其他人格测试的结果分析
对于追求教学效能感的提升是有相对科学客观正面的参考意义
的，这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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