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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自编的“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量表”与“中小学教师组织承诺量表”，通过对 433 名中小学教师

的问卷调查，探讨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知觉与组织承诺的现状与关系。结果表明：（1）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知

觉较为积极，组织承诺水平较高；（2）在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部分分量表上，存在性别、教龄、学校地域、学

校级别之间的差异；（3）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之间存在相关，教师对组织气氛的知觉能部分预测其

组织承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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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如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人格特质，组织也有自己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就是“组织气氛”。

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组织成员的工作动机、价值观念和行为态度，进而影响着组织的绩

效。[1]组织承诺是组织成员对特定组织及其目标的认可，并且希望维持组织成员的身份的一种心理

现象。[2]教师组织承诺是指教师坚信学校目标、认同并接受学校价值观、自动自发地为学校竭尽全

力、渴望能够在该学校中一直工作下去的心理定势。[3]教师对学校高水平的组织承诺是教师接纳学

校目标并努力实现学校目标的表征，对于建立与维护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学校环境，增强组织凝聚力，

促进教师队伍稳定，提高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影响到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 
当前随着社会的急遽变化，学校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校长负责制、全员聘任制、岗位责任制、

结构工资制、教师流动制、家长参与制等一系列学校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小学教师的感受与行为。特

别是当前作为学校文化深刻变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中小学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

机遇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学校变革大背景下，中小学教师的组织气氛知觉与组织承诺状况如何，不

同性别、教龄、城乡、级别的中小学教师对学校组织气氛的知觉与组织承诺是否存在差异，教师对

学校气氛的知觉能否有效地预测组织承诺，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状态，促进

教师稳定，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工作绩效，进而建立和谐校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 研究方法 
（一） 问卷的编制 
1．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量表的编制 
参考 Hoy 等修订的“小学组织气氛的描述问卷”[4]和 Kottkamp 等开发的“中学组织气氛的描述

问卷”[5]，并根据对部分教师的访谈和专家鉴定，初拟出项目 30 个，以 5 点 likert 型量表记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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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问卷。从暑假在某高校集中参加教师培训的中小学教师中随机抽取 4 个教学班（文科与理科

各 2 个），发放问卷 291 份，实际收回 286 份，删除部分作答不完整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274 份，

占实际发放问卷的 94%。对预测数据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碎石图与理论构想，提取 4
个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51.1%。采用正交旋转，将负荷小于 0.4 或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

0.4 的项目删除，因子负荷矩阵如表 1 左栏“组织气氛问卷”所示。 

表 1    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问卷因子负荷表 

组织气氛问卷 组织承诺问卷 

项目 

编号 

校长 

支持 

专业 

协作 

人际 

和谐 

校长 

干扰 

项目 

编号 

组织 

认同 

努力 

意愿 

留职 

意愿 

Q1 0.718    Q31 0.660   

Q2 0.762    Q32 0.722   

Q4 0.810    Q34 0.606   

Q5 0.761    Q36 0.609   

Q6 0.689    Q37 0.714   

Q12 0.680    Q38 0.731   

Q13 0.515    Q40 0.705   

Q16  0.812   Q41 0.737   

Q17  0.762   Q42 0.607   

Q18  0.822   Q44 0.722   

Q19  0.722   Q50 0.760   

Q20  0.647   Q51 0.576   

Q23   0.500  Q43  0.627  

Q26   0.595  Q46  0.650  

Q28   0.692  Q49  0.736  

Q29   0.764  Q52  0.554  

Q30   0.652  Q53  0.630  

Q3    0.575 Q56  0.759  

Q9    0.513 Q35   0.517 

Q10    0.732 Q45   0.650 

Q11    0.705 Q47   0.435 

Q14    0.690 Q55   0.580 

Q24    0.521 Q58   0.721 

     Q 59   0.725 

根据项目内容，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校长支持”，计 7 个项目，内容涉及校长尊重、关心、称

赞教师，设法改善教师工作环境、主动协助教师解决问题等行为；第二个因子命名为“专业协作”，

计 5 个项目，内容涉及教师之间彼此合作、讨论交流、经验分享等行为；第三个因子命名为“人际

和谐”，计 5 个项目，内容涉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相处愉快，彼此关心等行为；第四个因子命名为

“校长干扰”，计 6 个项目，内容涉及校长干涉教师工作计划、经常开会等行为。量表维度与理论构

想吻合，结构效度理想。各分量表内在一致性信度α 系数分别为 0.909、0.894、0.811、0.722，总量

表一致性信度α 系数 0.862，表明信度较高。  
2．中小学教师组织承诺量表的编制 
参考台湾学者施碧珍编制的“国民小学教师组织承诺量表”[6], 并根据对部分教师的访谈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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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初拟出项目 30 个，以 5 点 likert 型量表记分，作为预测问卷。预测对象与“中小学教师学校

气氛量表”相同。对预测数据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碎石图与理论构想，提取 3 个因子，

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58.7%。采用正交旋转，将负荷小于 0.4 或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 0.4 的项目

删除，因子负荷矩阵如表 1 右栏“组织承诺问卷”所示。根据项目内容，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组

织认同”，计 12 个项目，内容涉及教师对目前所服务的学校目标与价值的认同，以身为任教学校一

员为荣，对学校发展充满信心，与任教学校荣誉共存。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努力意愿”，计 6 个项目，

内容涉及教师愿意为其教学工作牺牲奉献、愿意为其教学工作付出额外的努力，并以任教学校利益

为个人利益，在工作中努力追求新知、提高教学效能；第三个因子命名为“留职倾向”，内容涉及教

师个人希望继续留在现在任教的学校服务，成为学校的一份子，不愿调到别的学校任教等行为。量

表维度与理论结构吻合，结构效度理想。各分量表内在一致性信度α 系数分别为 0.911、0.787、0.719，

总量表一致性信度α 系数 0.791，表明信度较高。 
（二）正式调查对象 

正式调查对象是从暑假在某高校集中参加教师培训的中小学教师中随机抽取 8 个教学班（文科

与理科各 4 个），发放问卷 465 份，实际收回 453 份，删除部分作答不完整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433
份，占实际发放问卷的 93%。其中，男教师 211 人，女教师 222 人；教龄在 3 年以下 83 人，3~6 年

189 人，7~12 年 132 人，13~25 年 24 人，26 年以上 5 人；农村教师 227 人，城市 206 人；小学教师

116 人，中学 317 人。 
（三）数据处理工具与程序   
运用 SPSS15.0 处理数据，描述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总体现状，再分析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

承诺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最后采用相关与回归分析探讨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的总体情况 
以被试在各分量上单个项目得分的平均数代表被试在分量表上的表现，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平均数与标准差 

 组织气氛 组织承诺 

 校长支持 专业协作 人际和谐 校长干扰 组织认同 努力意愿 留职意愿 

平均数 3.29 3.50 3.72 3.34 3.33 4.40 3.21 

标准差 0.89 0.82 0.73 0.71 0.83 0.60 0.81 

得分越高表明教师对学校组织气氛知觉越积极，组织承诺水平越高。教师在学校组织气氛四个

维度上，在组织承诺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大于 3（中位数），表明教师对学校气氛的知觉较为积极，

组织承诺的水平较高。尤其是“努力意愿”承诺水平最高，表明教师愿意为学校工作乐于奉献、乐

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并以任教学校利益为个人利益，在工作中努力追求新知、提高教学效能。随着

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教师工作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教师对职业的满意度上升；近些年

中小学教师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善，职业的稳定性受到社会青睐。另外，当前社会竞争日趋激烈，

一些地区教师招聘中出现教师职业“一职难求”的状况，特别是学校人事制度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

得教师的职业危机感增加，从而更愿意为学校努力工作。 
（二）不同背景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差异比较 
以组织气氛和组织承诺各分量表单个项目得分平均数为因变量，以教师性别、教龄、学校地域、

学校级别为因素变量做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不同性别的教师在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的各维度上得分并无显著性差异。这与科技进步和我国

倡导的男女平等等相关政策有关。女性的传统职责、角色定位已逐渐淡化，我国已进入非常弱化的

男性社会。知识女性也与男同事一样参政议政、获得权利、重视生涯发展，致力追求自身的理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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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7]因此，男女教师对学校气氛知觉与组织承诺上并无差异。 
表 3   不同人口学变量之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的 F 值 

 组织气氛 组织承诺 

 校长支持 专业协作 人际和谐 校长干扰 组织认同 努力意愿 留职意愿 

性别 1.33 3.64 3.11 1.05 0.01 0.24 2.74 

教龄 4.60** 2.00 1.72 0.73 5.92** 0.17 1.30 

地域 12.82** 10.55** 1.79 0.02 0.85 1.39 17.67** 

级别 1.45 0.54 0.08 8.04** 3.02 0.08 1.34 

（注：*p<0.05,**p<0.01，以下同） 

不同教龄的教师在校长支持、组织认同上存在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检验表明，教龄在 7~12 年的

教师与其他教龄段教师存在差异，知觉水平最低。张民选基于菲思勒提出的“教师生涯发展进程理

论”，卡曾枚亚和默勒提出的“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假说”，提出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六个阶段理论。

其中，教龄在 7~12 年的教师正处于“专业挫折期”。一方面，年富力强，对自身的价值认同较高，

也是其他单位人才“猎取”的主要对象；一旦在学校不受重视，便易与学校发生冲突。另一方面，

他们也面临更多压力，结婚、生子、家务、住房、养老、职称、科研等工作繁多；一旦学校未能及

时关怀、理解、鼓励与调整，就易于产生怨气，影响对学校气氛的评价与对组织的承诺。[8] 
在校长支持、专业协作、留职倾向上存在城乡差异，城市教师的知觉水平较高，农村教师更渴

望离开工作的学校。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管理过于僵化，许多农村学校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形式

主义严重，加之教师编制紧张，校长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另一方面，农

村教师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与感情生活的困惑，工资低，待遇差，个性保守，生活圈子狭窄，加

之信息闭塞，发展机会较少，因此更渴望跳槽，走进“外面精彩的世界”。 
在校长干扰上，中学教师知觉水平低于小学教师。这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学教师

学历水平较高，独立意识更强，自我认同度较高，一旦工作中受到限制，便感到自尊受到伤害，引

发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中学比小学面临更直接的升学压力，升学导向的学校目标也可能使得

校长对教师的工作干预过多。 
（三）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之相关与回归分析 
计算组织气氛各分量表得分与组织承诺各分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4 所示。组织承诺

各维度与组织气氛各维度相关系数介于 0.223~0.637 之间，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1。 
表 4  教师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相关系数 

 校长支持 专业协作 人际和谐 校长干扰 

组织认同 0.637** 0.569** 0.567** 0.263** 

努力意愿 0.262** 0.256** 0.335** 0.224** 

留职倾向 0.305** 0.319** 0.223** 0.261** 

进一步以组织承诺各分量得分为因变量，以组织气氛各分量表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逐

步回归法，结果显示：（1）在预测组织认同上，校长支持、人际和谐、专业协作、校长干扰依次进

行回归方程，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364、0.209、0.180、0.115；（2）在预测努力意愿上，人际和

谐与校长支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310、0.182；（3）在预测留职倾向上，专

业协作、校长干扰、校长支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208、0.197、0.123。上

述结果表明，组织气氛对组织承诺具有部分预测作用。这是因为，校长的支持行为使教师产生主人

公的责任感，教师之间的专业合作与交流、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助于形成集体的规范，增强集体

的凝聚力，进而使教师对学生产生认同感与依恋，愿意为组织奉献自己的努力。另外，在对组织承

诺三个维度的预测上，校长支持都进入回归方程。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具有决



 
 
 
4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策功能的关键人物，校长的管理思想、工作作风是形成教风、学风的主导因素，也是决定学校教风、

学风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9]，教师往往是透过校长的支持体会到学校的信任，进而对学校的

目标产生认同，并愿意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中小学教师组织气氛知觉水平较为积极，组织承诺水平较高。 
2．不同性别教师在组织气氛与组织承诺各维度上不存在差异；教龄在 7～12 年的教师对校长支

持、组织认同的水平比其他教师低；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在校长支持、专业协作、留职倾向上知觉

水平较低；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认为校长干扰较大。 
3．中小学教师的学校气氛知觉与组织承诺存在相关，学校气氛知觉能部分预测组织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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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evance of Current Organization Climate and Teachers’ Commit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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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of current organization climate and teachers’ commit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y self-compiled quantitative tables to sample and investigate 433 teachers involved. The 
results indicates: （1） the positive organization climate and higher level of  commitment; （2）differences existing in sex, 
teaching age, district and school ranks; and （3）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tmosphere closely relevant to 
commitment concerned. 
Key Words：organization climate；organization commitment；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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