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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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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农村教育发展成为关乎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话题，而

农村教师工作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村教育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在职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合理分析农村教师工作的现状和期待改善的方

面，并进一步分析各因素与满意度的关系， 后依据分析给予提高农村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建议，为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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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于教育巨大的正外部性和促进社会公平等特征，农村教育

事业的发展逐渐被提上日程，并对我国教育总体质量产生重要影
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
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提出要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
在农村的义务教育。《意见》的颁布和实施表明了我国重视并关
注农村教育的 度和决心。 

以农村小学为例，从绝对量来看，2001 年到 2011 年，我国
农村普通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从 6100089 万元增至 37249144 万
元，增长了 5.1 倍，年均增速 19.83%，农村普通小学财政性教育
经费投入总量逐年增大，并在 2006 年以后得到迅速提高。从相
对量来看，农村普通小学占普通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在
2001 年—2007 年间一直升高，2007 年达到 高 67.6%，2007 年
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可见，在纵向上政府对农村教育越来越
重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年递增；在横向上虽然有下降的趋势，
但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占比。尽管政府投入在逐年增加，但农村教
师真得如政府所期待的一样，随着投入增大，各方面的改善，越
来越满意吗？ 

笔者发现，尽管政府的投入和关注只增不减，但农村教师在
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等方面，仍旧表现出许多不满。于是，笔者
以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为例，对当地学校教师满意度进行深入调
查，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梳理农村教师满意度的现状和期待改
善的方面，并根据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政策实施提供参
考，并引起全社会对农村教师现状的再度重视和思考。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山东省日照市两城街道的在职工教

师，问卷采取随机发放，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01 份，数据结果
通过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问卷中采用共 14 题李克特矩阵量化题对教师工作满意度进
行调查， 高分 70 分， 低分 14 分，14—21 分为非常不满意，
22 分—35 分为较不满意，36 分—49 分为中等，50 分—63 分为
较满意，63 分以上为十分满意。在对问卷的满意度分析中，调
查问卷中问卷 高分 65 分， 低分 31 分，平均分 47.86 分，总
体满意度持中等偏上水平，表明农村教师的满意程度并不十分理
想，方差 44.38，个体满意度差异适中。 

51.5%的教职工表示对目前的工作较为满意，21.8%的教职工
持中等 度，14.9%的教职工表示较不满意，少数教职工表示很
满意或者很不满意。说明农村教师的满意度总体上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接下来笔者将从其影响因素方面进行探讨。 

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将直接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分为 5 个方面：工资待遇、社会认可度、工作环境、个人
发展和职业热爱程度，而上文提到的性别和学历不能直接影响满
意度，只作为相关因素考虑。问卷中 Q9v1—Q9v4 为工资待遇方
面，Q9v5—Q9v7 为社会认可度方面，Q9v9—Q9v12 为工作环境
方面，Q9v13—Q9v14 为个人发展方面，Q10 为个人职业热爱程
度。 

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大于 0，且相关系数均在 0.01（双

侧）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以上因素与满意度之间分别存在正的
相关关系，即教职工以上因素的满意度越高，总的满意度越高。 

1.工作待遇满意度情况 
本文将教师的工资待遇分为 4 个方面进行调查，分别是：收

入情况、住房保障、交通补贴和工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教师工
资待遇满意度的均值为 2.9307 分，低于量表中等水平 3 分，只
有 26.7%的教职工对工资待遇水平较为满意，73.3%的农村教师
对目前的工资待遇持不满意或中等 度。该数据显示农村教师普
遍对自己的工资待遇方面表示不满。 

2.社会认可度的满意度情况 
笔者从领导、家长和学生三方面来衡量教师对社会认可度的

满意程度，其中工作被领导认可度均值为 3.76 分，被家长认可
程度均值为 4 分，被学生认可程度为 4.2 分，总体均值较高，表
明教师在社会认可度方面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满意。 

3.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情况 
笔者将教师的工作环境分为教学条件是否完善、教师资源是

否充足、校园文化是否满意和与同事的相处关系是否融洽四个方
面，工作环境满意度均值为 3.71 分，其中 54.5%的教师表示对工
作环境比较满意，36.6%的教师持中等 度，只有极少数教师表
示不满意，总体上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较好。 

4.个人发展满意度的相关情况 
经调查，农村教师对个人发展满意度的均值为 2.41 分，总

体上较不满意，说明政府在农村教师的个人发展上确实需要做出
更多的努力。数据显示教职工对晋升制度的满意程度只有 2.75
分，对学校外出学习机会的满意程度为 2.52 分，这两方面的低
满意度诠释了农村教师为什么对个人发展不满意。进一步将学历
与个人发展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在非常不满意的分组下，90.9%
的教职工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在较不满意的群体中，55.5%的
教职工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历高的教职工通
过作用在个人发展的低满意度上，从而作用于工作的总体满意
度。研究发现学历与个人发展满意度呈显著高度正相关，进一步
采取对称度量分析，输出 phi 值和 V 值，phi 值为 0.542，V 值为
0.38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学历不同的教师在个人发展的满
意度方面存在显著不同，从而影响其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 

5.教师热爱职业程度 
教师职业的热爱程度均值为 3.8 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只

有百分之 9.9%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表示出讨厌或者不太热爱，
大部分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仍旧是较为热爱的，进一步对教师职业
热爱程度与总体满意度进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因此，从教师的热爱职业程度出发，提高教师对自己职
业的热爱程度，进而提高教师的总体满意度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结论、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 
（一）调查结论 
农村教师的满意与否直接关乎着中国农村教育的质量好坏，

进而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进程。根据两城镇调查结果，农村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工资待遇和个人发
展需求方面，教师满意度普遍较低，而在社会认可度、工作环境
满意度和职业热爱程度上表现良好。 

（二）原因分析 
1.大部分农村教师对薪酬有着较高的期望值，而教师在事业单位
群体中长期属于低收入群体。2.农村教师对社会认可度的满意度
在五个影响因素中居于 高，不仅与上世纪“尊师重教”政策的
有密切关系，也是因为教师的待遇逐步提高，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引起了农村教育观念的显著改进，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和对老师的
尊敬程度都有所提高。3.农村教师对工作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较为
满意，但是在教师资源充沛这一子元素下均值不高，大量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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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育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建设上，而忽视了教师资
源的配置。4.农村教师对个人发展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主
要是农村教师的晋升制度不够合理和外出学习的机会不够多。 

（三）对策及建议 
1.针对财政体制上的建议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总量。政府

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经费调控上实行适度倾斜，将本应
该投入到城市的教育经费适度向农村地区转移。a.提高农村教师
的收入，加大农村教师的住房保障力度和交通补贴力度。b.赋予
农村教师更大的晋升机会，并配套去外地调研学习的专项经费。
c.尽快建立农村教育的预算体系和专项补贴制度。 

2.针对农村学校的建议 
a．要制定并组织教师定期培训、进修和外出调研学习制度。

b.要继续推进学校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建设，建设有自己学校
特色的校园文化，提高学校的整体形象，从而加强农村教师的归
属感。 

3.针对农村教师的建议 
加强自身思想道德建设，明确自己的理想和选择。教育本身

是一项圣洁的事业，是服务于学生和国家的崇高的事业，教师要
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不应该奔着功名利益而碌碌终生。 

（四）结语 
2010 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
农村教师的满意度直接关乎着我国农村教育的质量，因而关注农
村教师的满意度不仅具有政策意义，更具有远大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处于教育滞后
端的农村教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工作，大幅度加大经费投入，提
高农村教师待遇和地位，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教师的满意度仍
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认为，不仅要从总量上加大投入，更
要关注农村教师现状及其不满意的方面，对症下药，才能使农村

教师对自身工作感到满意，扎根于基层，服务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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