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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此研究采用修订的学校组织气氛问卷和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对 131 名初中教师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新课

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对学校组织气氛的知觉程度以及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并揭示了中学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

满意度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在学校组织气氛各因子中，亲密行为得分最高，其次

为支持行为、同事行为、限制行为、疏离行为，监督行为因子得分最低。（2）教师对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处于中

等水平。其中对学生的满意度最高，其次为同事、教学工作，对工作报酬的满意度最低。（3）学校组织气氛各

因子中的支持行为、同事行为和亲密行为与教师总体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正向高相关；限制行为和疏离行为

与教师总体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负向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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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研究表明，学校组织气氛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1~3]如 Miskel、McDonald 和

Bloom 认为，学校组织气氛越开放，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越高；黄盈彰认为，学校组织气氛中的教师

亲密行为、同事行为、校长支持行为得分越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1]而工作满意度高的教

师更愿意改进教学，教学质量和成绩也更好。当前新课程改革（以下简称为“新课改”）在课程内容、

课程管理、课程实施等方面都做出了全新的规定，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教师素质的更高要求、教

师工作量的显著增加、教育评价体系的滞后等都给教师的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据调查，由于

新课程的实施，很多教师产生消极体验，教学积极性受挫。[4]近 60%的教师在工作中经常伴随有紧

张、焦虑、压抑、担忧等不良情绪。[5]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着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影响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并且还将制约教师心理健康的发展。[6]因此，如何通过改善学校组织

气氛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对于增进课程改革成效和学校组织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旨在探讨新课改下初中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状况及其相关关系，从而为学校管理部门

从学校组织气氛入手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福鼎市实施新课改中学的初中教师 150 人，共发放问卷 1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31 份，

回收率为 87.3%。其中男教师 75 人，女教师 56 人，平均年龄 28.75±10.65。主科教师 92 人（主科

是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副科教师 39 人；班主任 68 人，非班主任 63 人；初一教师

55 人，初二教师 41 人，初三教师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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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1．学校组织气氛问卷。该问卷以曹艳琼编制的学校组织气氛问卷为蓝本[7]，参考 Hoy & Clover

修订的学校组织气氛描述问卷（OCDQ-RE），[8]根据中国内地中学实际情况，并根据心理测量学的

要求，对其项目进行了修改，经预试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构成 30 个项目的正式问卷。该问卷共 6 个

一阶因子和两个 2 阶因子。一阶因子分别为支持行为、监督行为、限制行为、同事行为、亲密行为

和疏离行为，其中支持行为、监督行为和限制行为属于二阶因子校长行为；同事行为、亲密行为和

疏离行为属于二阶因子教师行为。支持行为指校长对教师表达真正关怀和支持的程度；监督行为指

校长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与任务，对教师及学校活动经常维持严密的监督与控制；限制行为指校长交

给教师各种与教学工作无关的事务，以致形成教师的工作负担，影响其正常的教学工作；同事行为

指教师之间互相支持的行为；亲密行为指教师不论在校内或校外都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能互相

给予支持与协助；疏离行为指教师对彼此、对学校保持心理与生理的距离，没有共同的目标，对教

学工作缺乏兴趣与投入，而且往往表现出消极批评的行为。本问卷采用 5 点量表记分法，从“非常

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分别给予 5、4、3、2、1 分。支持行为、同事行为和亲密行为三个因子的

得分越高，表明教师对这三个因子的满意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监督行为、限制行为和疏离行为

三个因子的得分越高，表明教师对它们的满意度就越低，反之则越高。经预测，学校组织气氛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54~0.79 之间，各因子与总量表相关系数在

0.34~0.67 之间 P<.05），各因子累积贡献率 54.38％。这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 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该问卷以曹艳琼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为蓝本，[7]根据中国内地

中学初中教师实际情况，并根据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对个别项目进行了修改，剔除掉不符合内地初

中教师实际的项目，修改了意义表述不清、模糊、重复及不易解释的项目，经预试后因素分析，构

成 30 个项目的正式问卷，共 6 个因子：教学工作、工作报酬、升迁机会、上司、同事、学生。教学

工作考查教师对自己目前工作安排的满意情况，如工作安排是否与所学专业和专长是相配合；工作

报酬考查教师对待遇、薪酬福利的满意情况；升迁机会主要考查教师对升迁渠道及升迁公平感的满

意情况；上司因子主要考查教师对上司的态度以及教师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满意度情况，如教师与上

司间是否相互了解、上司能否帮助教师解决问题等；同事因子主要考查教师对自己与同事之间关系

的满意度情况，如同事间能否相互支持与鼓励；学生因子主要考查教师对自己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满

意度情况，如与学生相处是否愉快。问卷采用 5 点量表计分，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分

别给予 5、4、3、2、1 分。得分越高，则工作满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经预测，教师工作满意度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9~0.84 之间，各因子与总量表相关系

数在 0.38~0.71 之间（P<.05），各因子累积贡献率 58.54％。这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 数据收集与统计处理。数据收集采用统一书面指导语，由心理学专业人士担任主试，利用每

周的班主任例会时间对班主任教师进行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对于科任教师，则是利用各科任

组的开会时间，对科任教师进行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将问卷所得的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并

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课改下学校组织气氛状况分析 
经描述统计分析，初中教师在学校组织气氛各因子中，各个因子的平均得分介于 2.94~3.74 之间，

其中亲密行为因子的得分最高（3.74±0.78），其次为支持行为、同事行为、限制行为、疏离行为，

监督行为因子得分最低（2.94±0.78）。这表明教师本身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支持

系统；校长方面也能给予教师一定的支持和关心，且较少过于监控教师。 
Hoy & Clover 认为学校组织气氛是由校长行为和教师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根据校长和教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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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趋向开放还是封闭，可区分出四种学校组织气氛类型：开放型（校长和教师行为均为开放）、封

闭型（校长和教师行为均为封闭）、投入型（校长行为封闭但教师行为开放）、疏离型（校长行为开

放但教师行为封闭）。其中校长行为和教师行为的开放指数如都在平均数（M=3）以上，则学校组织

气氛为开放型；校长行为和教师行为的开放指数如都在平均数（M=3）以下则为封闭型。校长行为

开放指数=支持行为-监督行为-限制行为，教师行为开放指数=同事行为+亲密行为-疏离行为。[8]据

此，本研究中校长行为的开放指数小于平均数 3，为封闭型；教师行为的开封指数大于平均数，为

开放型。由此判断，新课改下初中学校的组织气氛类型为投入型。即校长表现比较专制，不能尊重

教师的需要和专业能力，但教师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助支持并能够专注于教学工作。 
（二）新课改下教师工作满意度状况分析 
经描述统计分析，教师工作满意度平均分为 3.12，可以得知教师对目前的工作总体上讲是满意

的。其中教师对学生因子的满意度最高（4.00±0.48），其次为同事、教学工作、升迁机会和上司因

子，而工作报酬因子的得分最低（2.84±0.74），即教师对工作报酬的满意度最低。这表明新课改下

师生关系良好，对教学工作的安排也较满意，但教师与领导之间的沟通还有所欠缺，教师对领导还

有较多不满意的地方，同时对升迁机会及其公平性、工资待遇方面也较不满意。 
（三）新课改下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由表 1 知，学校组织气氛中除监督行为外的各因子都与教师总体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相关。

其中支持行为与教师总体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最高正相关（t=.81， P<.001）；限制行为与教师工

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最高负相关（t=-.70，P<.001 ）；亲密行为与教师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向

中相关；疏离行为与教师整体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向中相关。这表明对支持行为、同事行为和亲密

行为越满意的教师，其工作满意度就越高，而对限制行为和疏离行为感受越多的教师，其工作满意

度就越低。其中限制行为会对降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有更多影响；支持行为对增加教师工作满意度

有更多影响。此外，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中的上司、同事和学生呈极其显著中相关，这

表明学校组织气氛主要是通过影响教师与上司、同事及学生的关系来影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表 1 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相关分析 

 支持行为 监督行为 限制行为 同事行为 亲密行为 疏离行为 学校组织气氛 
教学工作 0.76*** 0.17* -0.74*** 0.63*** 0.44*** -0.60*** 0.23** 
工作报酬 0.50*** -0.20* -0.24** 0.18* 0.30 -0.02 0.18* 
升迁机会 0.40 -0.13 -0.17 -0.05 -0.12 -0.27 -0.21* 
上司 0.71*** -0.07 -0.68*** 0.74*** 0.69*** -0.44*** 0.49*** 
同事 0.33** -0.23 -0.21* 0.50*** 0.58*** -0.12 0.55*** 
学生 0.56*** -0.09 -0.53*** 0.79*** 0.79*** -0.41*** 0.61*** 
工作满意度 0.81*** -0.15 -0.70*** 0.75*** 0.65*** -0.42*** 0.51*** 

注  *P <0.05  **P < 0.01  *** P < 0.001 

四、讨论 
（一）关于新课改下学校组织气氛状况 
本研究表明，目前新课改下学校组织气氛从整体上来讲属于投入型气氛，即教师表现出较开放

的行为，教师间能够相处融洽，表现出高度的团队精神；但校长行为趋向封闭，校长在支持和鼓励

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教师解决在新课改中遇到的难题等方面有所欠缺。但描述统计分析中监督行

为得分低于平均数，这表明校长方面也能给予教师一定的支持和关心，似乎与根据 Hoy & Clover[8]

相关理论得出学校组织气氛为投入型的结果相悖。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基本还是反应出新课改

中校长在关心教师方面有待加强。研究表明，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学校组织气氛中，教师具有较低的

工作压力，较少会对工作不满意。因此在新课改实施过程中，领导应注意在学校里营造一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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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工作气氛，让教师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心情舒畅地工作。同时，校领导还应该主动地接近教

师，关心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在教学和生

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等，从而促进开放性学校组织气氛的营造。[9] 
（二）关于新课改下教师工作满意度状况 
本研究表明，新课程改革后初中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满意度排前三位的是师

生关系、同事关系和教学工作。其中不满意的是上司、升迁和报酬。这表明，他们在新课改中付出

的努力得到了学生的承认、理解和支持；教师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共同面对新课改中遇到的困难；

同时新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教师接受的教育培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成长，

因此教师总体对他们的教学工作是满意的。[10]研究表明，新课程改革给教师带来了普遍的工作压力，
[11]而根据本研究，学校的管理者欠缺对教师的支持和关心，这可能是教师对上司感到不满的原因。

而不管进行新课程改革与否，对薪资福利和升迁的不满是教师长久的痛。教师对工作报酬和升迁的

不满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社会比较。另外，在新课改中教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没有得到

相应的经济回报，这也加大了教师对薪资福利的不满。[9]因此，在新课改中，应出台一些有利于提

高教师薪资待遇的政策。 
（三）关于新课改下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新课改中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正向中相关。这表明学校组织气氛营造的

越好，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因此，学校要重视对良好学校组织气氛的营造，努力为教师创设一

个宽松、和谐、民主的新课改环境。校领导应该转变观念，淡化“行政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在为

教师设定目标时，校领导应同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协商，减少疏离行为，使教师从中获得归属感。

校领导应学会站在教师的角度，给予教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理解帮助教师在新课改中存在的问题，

减少各种的监督行为和限制行为，并为教师完成任务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为教师争取更多学习、

晋升和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尊重并赋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和更大的教育自由度。[10]从而激发教

师以更强的热情与动力投入到新课改中。 
学校组织气氛各因子中，校长的支持行为与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的最高正相关。

这表明新课改下校长的支持在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增强工作积极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新课改强

调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教师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尚还不足，因此学校管理者应积

极完善与新课改相应的教师考评制度，不应仅仅从教学成绩方面去评价教师。此外，还应多给教师

创造“自我实现”的机会，在精神上激发教师的成就感和职业自豪感。[10]学校领导应为教师尽量减

少与教学工作无关的工作量，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组织气氛中同事行为和亲密行为与工作满意度呈极其显著的正向高相关。这一结果与黄盈彰[1]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教师亲密行为和同事行为越高、校长支持行为越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

教师间的相互帮助与尊重对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学校的管理者应为教师们

多组织一些团体活动，让教师们在活动中增进了解、促进感情。限制行为和疏离行为与工作满意度

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对限制行为和疏离行为的不满会降低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当教师消极对待工

作、对教学和学生缺乏必备的兴趣、与同事及学校组织保持距离时，即整个学校组织气氛呈“疏离”

状态时，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应尽量减少教师的非教学性工作，让教师有更多

的时间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从而建立起教师与学校的共同目标，缩小教师与学校的心理距离，改

善学校组织气氛，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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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rveyed 131 teachers with the revised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Scale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Scale. It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th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timate behavior in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counts the most, then followed respectively by factors of support, co-work, restriction, disengagement, 
and supervision; 2)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is generally moderate, with the top-down list of students, colleagues, teaching, 
and salary at the bottom; 3) reciprocal support, co-work and intimac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while restrictions and disengagements negatively-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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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ical view of western scienticism o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with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s its 
essential value, advocates ethically neutral and value-free concepts i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essence, it is not a wholly 
scientific view. The essay, however, insists that the view is suggestive of the eth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ince the ethical view stresses impro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n 
objec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henomenon and a training of management staff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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