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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 为推进和实现我国教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特

别关注教师管理、注重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不断完善学校治理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目前对教

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基于学校治理背景下，

从学校角度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较少，基于学校

治理的大背景下，不断探索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对于提高我国教师队伍的工作满足感、幸福感，

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教师对照自身期望，对所从事的

教师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条件、环境状况、

职业成就等所做出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心理

感受和主观评价。它是衡量学校管理效能的重要指标，

直接关系到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2] 我国自从

全面实施的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制度，使广大教师的

工资水平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对

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学

校治理背景下，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在实施学校治理的背景下，教师在工

作中哪些方面是满意的，哪些方面是不满意的，具体哪

些因素影响了其满意与不满意，如此才能有针对性地采

取更有效的激励措施，进一步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状

态，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从而提高我国中小学教学

质量。

二、学校治理背景下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

由上述可知，教师工作满意度主要是指教师作为个

体对自身工作的一种主观的态度或情感反应，而影响这

种情绪或感觉的因素则是多元、复杂的，且在不同的学

校环境中，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各因素强弱也有所不

同。相比与其他职业，教师职业在工作环境、工作方式

方法以及工作内容等方面都有着独自的特点，因而其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既具有一般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共性，

又有其特殊性。总的来看，在学校治理背景下，影响教

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

（一）教师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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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别因素

学校治理背景下，了解性别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对于每位教师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多数研究表明女性

在工作满意度的大多数维度上要高于男性。敖雯对我国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调查表明，除晋升

渠道方面满意度外，女性教师其他方面的满意度均较高

于男性教师，且在薪酬福利、学校环境和工作内容满意

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 而李月菊的调查发现，在地

区中小学，男教师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高于女教师。其

原因可能是在学校治理背景下，男教师在中小学的比例

较小，因而更容易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关注。[4] 刘玲

的研究表明，女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中，职业认同、工作

压力满意度方面显著高于男性教师。[5] 由此可见，在学

校治理背景下，学校领导要特别重视性别对教师工作满

意度的影响，不仅关注男教师，也要关注女教师的发展

情况，提升对男女教师的人文关怀，这样有利于提升各

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2. 年龄因素

对于年龄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年

龄越大，工作满意程度越高”的结论较为普遍。如丁宏

美、崔晓芬对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表明，

20-30 岁的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处于最低状态，但随着年

龄的上升，教师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会逐渐上升。[6] 宋

红英调查发现，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对物质

层面的满意度高于 40 岁以下的教师。[7] 王祖莉的研究表

明，40-50 岁之间的教师对学校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最高，

45 岁以上的教师在各个因素上的满意度都比较高。[8] 这

进一步证实了年龄越大，教师工作满意程度越高的结论。

但朱继荣、杨继平研究发现，教师年龄与工作满意度之

间存在“U”形关系，即工作满意度在开始时比较高，

然后一定程度下降，接着又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9] 由

此可见，年龄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满意度，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教师应从不同角度满足其需求，从而提高不同年龄

段的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3. 归属感因素

教师对学校的认同，对学校管理的肯定，对学校的

归属感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水平。李海峰通过研究

发现，教师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教师

对所在学校产生的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工作使命

感和成就感等，最终都会内化为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

归属感一旦形成，就会使教师在内心产生强烈的责任感

和忠诚度，如果教师缺乏归属感，就会对教育教学工作

缺乏责任心，从而教师对其工作的满意度也就随之下降。

[10] 李维则提出，归属感影响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可以

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条是归属感对中小学教师的直接

路径；另一条是归属感通过缓解教师们的情绪耗竭从而

提高其工作满意度的间接路径。[11] 由此可见，学校治理

背景下，学校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关注教师

职业发展、改善教师教学环境、丰富教师文体活动等增

强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淡化刚性政策，增加学校的人

文关怀，最终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二）教师外部因素

1. 校长评价因素

关于校长评价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满意的关系，

Stogdill（1981）指出，校长评价与教师的满意和工作任

务的完成之间的相关程度，依赖于不同的工作情景。[12]

在学校治理背景下，教师认为校长对教学任务的实现和

学校环境发挥影响是正当的。校长评价对教师进行一定

的工作指导是有效领导的特征，它能产生最大的效率和

满意。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校长的消极评价会导致教

师工作满意度的下降，积极评价有利于教师的获得感，

从而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张忠山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校长的积极评价与教师的工作满意呈现出正相关，说明

校长的积极评价行为的提高，也会使教师工作满意水平

提高。[13] 由此可见，人文关怀、理性管理在学校管理中

还有较大活力，学校校长要积极关注学校教师发展状况，

积极评价学校内教师的教学成果，主动帮助教师解决教

育教学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2. 绩效工资因素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只有某低层次的需求相

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而绩效工资是中小学

教师获取高一层次需求的基础。因此，绩效工资在相当

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陈虎强、杨

思研究发现，农村教师绩效工资方面的满意度显著低于

城市教师，故总体工作满意度水平比城市中小学教师低，

并且小学绩效工资方面的满意度显著低于中学。[14] 刘玲

的研究也证实，拥有住房福利、交通补贴、餐饮津贴、

子女就学帮扶等方面高水平福利的教师，对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的满意度水平远远高于低绩效工资地区的在职

教师，但教师对绩效工资的满意与否，不仅仅与绩效工

资本身的高低有关，而且还会受比较结果的影响。[15] 人

们总是喜欢将自己的工资和绩效与同事及周围其他学校

的教师相比较，从而影响到其对工作满意程度的判断。

3. 进修学习因素。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对中小学教师个体成长和专业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畅通的晋升渠道、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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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学习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

初入职的年轻教师更是如此。王爱玲对我国中小学教师

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教师对缺乏继续学习的

机会感到非常不满意，以致工作积极性不强、工作满意

度不高。[16] 刘祥辉通过调查进一步指出，学校治理背景

下的今天，学校注重教师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培训，前

往各大院校学习培训、进修次数多的教师，对其工作满

意程度相比参加培训较少或者没有参加培训学习的教师

来讲普遍较高。[17] 由此可见，在当今学校治理背景下，

学校尽可能的提供每位教师进修学习的机会已成为影响

学校内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小结与展望

当今学校治理背景下，国内外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研究状况，无论是在教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

的理论分析方面，还是在教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的成果。总的来看，目前国内

学者对教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表现出以下三个

特点：第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探讨影响教师工

作满意度的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多，但鲜有通过实验研究

法，积极探索学校治理下的学校内的各因素对教师工作

满意度的影响；第二，较少涉及教师工作满意度与校长

领导风格、学校文化氛围等方面的研究。

未来关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方面

可以兼顾内在、外在变量，开展更多探索与教师工作满

意度具有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拓宽教

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增加国家政策、学

校管理体制、校本课程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此外，

今后需要重复验证已有的研究结论，加强测试工作满意

度研究工具的信效度分析和结构验证也是今后研究需努

力的方向。在丰富相关理论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成果

的推广和使用，不断探索教师工作满意度在学校管理和

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价值，真正发挥理论

研究为学校管理服务、为教师服务、为教育教学服务的

作用与功能，不断完善我国中小学教师管理体制，提升

我国中小学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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