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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文献综述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专业 20151241234 韩梅梅 

一、前言 

自 1995 年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我国就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发展观，这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维护

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

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强调了教育在国家战略中优先发展的地位。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引导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教师也是一份职业，

员工对这份职业是否满意，也决定着员工的工作效率以及学生学习的效率。教师的工作

能力、工作态度等就对国家的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 

工作满意度是指人们因为感觉到工作本身可以满足或者有助于满足自己的工作价值

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感觉。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提高教师的激励水平应基于

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状况的调查研究，了解中学教师在工作中哪些方面是满意的，哪些方

面是不满意的，什么因素导致满意或不满意，对症下药，才能实现有效激励，使教师个

人和组织都能够得到长远发展。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又可由年龄、性别、所教科目的不同

而产生差异，研究教师工作的满意度，总结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就可从这些方

面进行改进，提高教师的满意度，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以及促进教师对学生的良

好影响，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以及教师的共同发展。 

二、正文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工作满意度的概念界定 

最早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始于 1935 年的霍桑实验，该实验假设了“快乐的工人是

生产效率高的工人”，开创了探究工作满意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先河。 

Locke（1976）认为工作满意度源于工作的一种愉快且正面的情感性反应。将它定义

为差距性定义，持这类定义的学者将满意的程度视为“员工从工作环境中所获得的价值

与其预期应获得的价值的差距而定”。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差距越小，满意程度越大；反之，

则满意度越小。 

Landy F J（1989）认为“教师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教师对其工作

与所从事职业、以及工作条件与状况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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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满意度有关的理论 

（1）需要层次理论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各种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而动机产生于人们本身所

存在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需要划分成了五个层次，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

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该需要层次理论可分为两个论点：

第一，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可分为已得到的和缺少的，只有缺少的需要才能影响人

的行为。第二，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之分，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高一层的需要才

会出现。 

（2）期望理论 

V·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人采取一特定行为的前提是这一行为能给人带来有吸

引力的结果。期望理论认为，员工工作是否满意，取决于员工个人的感觉，而不是实际

的情况。无论实际情况怎样，员工认为自己通过努力就能达到绩效，就能获得奖励，他

就会努力工作。目前国内外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的齐全激励就建立在期望理论之上。 

（3）公平理论 

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是一种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主要讨论员工所获报酬

的公平性对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其包括两种比较方式，即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

向比较是指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来判断所获报酬的公平性。但因为人们倾

向于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投入量，而过低地估计自己所得的报酬，且对别人则与此相反，

所以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中是很难把握的。 

3.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Smith（1984）对以色列 36 名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

相关的内外部因素。不过，研究发现某些因素（学生的关系、工作时间的利用、工作负

担的程度等）不仅与满意度有关，同时也与工作压力有关。 

胡咏梅（2007）对北京七个区的中学教师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

校内的人际关系感到最为满意，对学校得到的社会认可程度和校领导的管理较为满意，

对所在学校的发展环境以及自我实现满意度较低，对付出和回报的不均衡最不满意。 

孙汉银、李虹、林崇德（2008）采用“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对北京地区 5 所中学

的教师进行了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学教师对工作总体满意；人口统计量中

的学历、年龄、职务、职称等在工作满意度中具有显著差异，但是性别因素的差异不大。 

河南大学组织管理心理与人力资源开发专业学生代照甜（2013）也对九年义务教育

教师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九年义务教育教师的工作满

意度较高，其中女性教师在工作满意度的总分、工资收入、同事关系、自我实现等维度

上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教师；已婚教师在工资收入上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未婚教师，而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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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系上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婚教师。在工作满意度总分和自我实现的维度上，50-60 岁

教师满意度最高，然后为 30 岁以下教师。30 岁以下的教师，对工资收入满意度最高，

对同事关系满意度最差。教师学历越低，工作满意度越高，不同学历的教师在工作满意

度总分、工资收入、自我实现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实现的维度上，大专学历得

分明显高于本科学历。在工作满意度总分、工资收入、自我实现维度上，乡镇办农村小

学得分明显高于直属初中、直属小学以及乡镇办农村初中；在工作强度上，直属初中得

分显著高于乡镇办农村初中。不同教龄的九年义务教育教师在工作满意度总分、自我实

现、工资收入、同事关系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工作满意度总分和自我实现维度上，教

龄 30 年以上的教师满意度最高，教龄不满五年的教师满意度次之。在工资收入的维度

上，教龄不满 5 年的教师满意度最高。在同事关系的维度上，教龄越高，满意度越高。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 

 目前有些工作满意度和教育管理的文献，较少将中学教育和教师特点与企业管理的

先进成果结合，一味地只谈管理科学或只关注教育现象。西方的研究者们通过构建整合

的幸福模型，纵向设计和实验来揭示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基本过程和心理机制，探讨各种

方法提高人们主观幸福感，从而提高工作等的满意度。而中国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

研究总体进展缓慢，甚至有的照搬国外研究成果，缺乏独创性和原创性。 

三、总结 

以上的综述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的定义可以分为综合性定义、差距性定义和参考

架构性定义；国外和国内研究者对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采用的理论多为双因素理论

和需要理论；研究工具为 JSS、JDI、MSQ、JD6 或参照其中某种或两种工具自行编制的

问卷；研究中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前因变量（如个人因素、工作因素、薪酬福利、晋升

进修、人际关系）研究较多，对其工作满意度的结果变量（如教师倦怠、教师缺勤、教

师的心理健康）涉及较少。教师工作满意度作为中学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已经引起教

育管理人员和教育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其了解，以正确地认识教师对工作的满

意状况，并为中学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供依据，最终达到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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