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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多所学校教育监测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对初中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

究发现：1) 教师工作满意度受到个人主观和学校客观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工作满意

度的差异比较大，约占总差异的55.50%；2) 教师个人的职业认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职业

认同指数越大，教师工作满意度越大；3) 学校的教学管理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很显著，学校教学管

理指数越大，教师工作满意度越高；4) 教学管理越好的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对满意度的预测作用越强。

由此可以通过提高初中教师的职业认同、改进学校的教学管理等措施提高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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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ducation monitoring data from multiple schools, a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is affected by both personal subjective and school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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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the difference in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is relatively large, accounting for about 55.50% of the total difference; 2) Teachers’ person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The greater the profes-
sional identity index, the greater th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3) The school’s teaching manage-
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The greater the school’s teaching man-
agement index, the higher th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4) Schools with better teaching manage-
ment have better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The stronger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career identity on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 school’s teaching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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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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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英，孙绍邦，1994)。它不仅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人的心理健康有

很大关系，教师对其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可以影响教师的态度、努力和承诺，进而导致更好的绩效。对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进行探讨能使我们认识到教师整体的工作满意状况，有助于深入了解教师的工作态度、

教学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了解教师在哪些地方比较满意，哪些地方不满意，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依

据。教师对教学工作满意度也是学校教学质量的外在体现，在教育的各种资源中，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

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而且从近几十年世界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都是各国

提高教育质量的突破口，也是各国教育改革政策的聚焦点之一。关注教师满意度也是关注教育质量，因

而研究我国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现状并探究影响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中学教师

的生存状况，激发中学教师工作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一直将教师视为教育

事业发展的关键，教师的满意度、幸福感日益受到关注。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实现“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

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是一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在内心里认为它有价值、

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程巍等，2008)。教师职业认同是指教师对其职业及个体内化的职业角色的

积极的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是教师个体的一种与职业有关的积极的态度(魏淑华等，2013)。
当教师在教学情境中对自己职业保持较高的认可度往往表现出高水平的抗压能力，能够积极应对在教学

情境中的各种变化，于变局中育得先机，并保持较高的工作态度，秉承较高的教学信念(蒋晓虹，2012)。
有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在职业压力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王钢等，

2014)。另有研究发现，公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压力知觉间

接影响生活满意度(文丹凤，赵俊峰，2024)。满意度和幸福感都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和感受，近些年的研

究进一步强调了职业认同感在教师工作满意度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研究发现职业认同与教师职业满

意度呈正相关，而且职业认同可以通过心理赋权和工作投入的单一中介效应和连锁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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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满意度(Sun et al., 2022)。一项研究指出，职业认同对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影响

(Wu et al., 2024)。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教师个体自身的性格特征，也涉及工作特征和所处环境(穆洪华

等，2016)。教师所处的工作环境——学校也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教学管理与教师的日常工作

联系紧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不仅与其教学工作本身有关，还与他们在学校中的社

会支持、校领导行为以及同事关系密切相关(Marcionetti & Castelli，2023；张忠山，吴志宏，2001)。例如，

教师在高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中更容易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升其工作满意度(Yang et al., 
2022)。此外，学校领导的管理风格，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有显著影响(Liu et al., 2024; Gallego-Nicholls 
et al., 2022)。探究教学管理对教师满意度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促

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本文从教师个人层面和学校层面探究了职业认同和教学管理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计算出了学

校层面对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占比，职业认同和学校教学管理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并探

究了教学管理对于职业认同和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的调节强度，对于更好地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指明

了方向。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多所学校初中老师。 

2.2. 研究方法 

多层线性模型。 

3. 结果 

3.1. 零模型构建与分析 

Table 1. Results of analysis of none model  
表 1. 零模型分析结果 

Random Effect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Component d. f. χ2 p-value 

u0 13.69169 187.46237 99 1292.55288 <0.001 

r 12.26071 150.32497    
 
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数据的条件之一为因变量的组间差异必须显著，否则，便没有必要构建

HLM 完整模型。因此，具体到本研究中，首先要检验因变量教师满意度的方差的同质性，指标为组内相

关系数的大小，即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 能够揭示出在教师满意度的总体方差中，

学校层面上的变量的方差占了多大比例。 
零模型是检验数据是否适合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关卡，若零模型的检验参数估计(ICC)结果大于

0.059，则表明在影响教师满意度的因素中，估计有大于 5.9%的差异来自于学校间的变异量。也就是适合

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否则采用传统的线性均值模型即可。将教师满意度设为结果变量，个体层和学校层

均不加入预测变量建立零模型，来检验各学校间教师的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及在估计教

师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时，有多少变异是由学校之间的变异量造成的。 
第一层方程(教师个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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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ij = β0j + rij 

第二层方程(学校水平) 
β0j = γ00 + u0j 

从表 1 中可得不同学校间教师的满意度水平达到了显著性差异(χ2 = 1292.55288, p < 0.001)。个体层的

学校内平均教师满意度分数方差为 150.32497，学校层的学校间平均教师满意度分数方差为 187.46237，
可以计算出跨级相关(ICC)： 

( )
187.46237ICC 0.555

187.46237 150.32497
= =

+
                          (1) 

即教师满意度的总变异中 55.5%是由学校层面变异造成的。此外，根据 Cohen (1988)对 ICC 的判断

标准，认为当其在 0.01 与 0.059 之间时为低关联，在 0.059 与 0.138 之间时为中等关联，大于 0.138 时为

高关联。由此可得，本研究的 ICC 处于高关联程度，即初中教师的满意度水平在学校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有必要进行 HLM 二层模型的构建。 

3.2. 初中教师个体层面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 

从零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初中教师满意度的差异是由个体与学校两个层次的差异造成的，那么就

有必要分别讨论个体层变量与学校层变量对教师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固定学校层变量对教师满意度的影

响，仅在个体层加入变量，就可以分析个体间变量对教师满意度的作用，本研究选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和多层线性模型的原理，建立以教师职业认同指数为一层水平变量，教师满意度水平

为因变量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具体方程建构如下： 
第一层方程(教师个体水平)： 

SATISFACij = β0j + β1j*(ZHIYERENij) + rij 

第二层方程(学校水平)： 
β0j = γ00 + u0j 
β1j = γ10 + u1j 

 
Table 2. Results of fixed effect analysis of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表 2. 个体层面变量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Fixed Effect Coefficient Standard error t-ratio Approx. d. f. p-value 

γ00 17.743824 5.608935 3.163 99 0.002 

γ10 0.629552 0.072527 8.680 99 <0.001 

 
Table 3.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s analysis of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表 3. 个体层面变量随机效应分析结果 

Random Effect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Component d. f. χ2 p-value 

u0 45.06835 2031.15587 62 435.65856 <0.001 

u1 0.59834 0.35801 62 487.55127 <0.001 

r 8.88981 79.0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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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在固定效应中，教师职业认同指数对教师满意度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且为正向影响(γ10 
= 0.629552, p < 0.001)，说明教师职业认同指数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根据表 3 教师职业认同指数能解

释教师满意度变异的百分比为： 

( )150.32497 79.02864
ICC 0.4743

150.32497
−

= =                          (2) 

在随机效应中教师职业认同在学校间的影响差异具有显著性(χ2 = 487.55127, p < 0.001)。 

3.3. 学校层面因素对初中教师满意度的影响 

本部分研究主要考察学校层面的变量对教师满意度的影响。以班级数量、学校教学管理指数为二层

水平变量，教师满意度为因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第一层方程(教师个体水平)： 

SATISFACij = β0j + rij 

第二层方程(学校水平)： 
β0j = γ00 + γ01*(CLASSNUMj) + γ02*(JIAOXUEGj) + u0j 

 
Table 4. Results of fixed effect analysis of school-level variables  
表 4. 学校层面变量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Fixed Effect Coefficient Standard error t-ratio Approx. d. f. p-value 

γ00 19.007519 6.760734 2.811 97 0.006 

γ01 −0.396002 0.250565 −1.580 97 0.117 

γ02 0.721422 0.083506 8.639 97 <0.001 

 
Table 5.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s analysis of school-level variables 
表 5. 学校层面变量随机效应分析结果 

Random Effect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Component d. f. χ2 p-value 

u0 9.70496 94.18634 97 673.01749 <0.001 

r 12.26213 150.35980    

 
表 4 结果表明，学校教学管理指数对教师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02 = 0.721422, p < 0.001)，

学校的管理指数越高，教师的满意度越高。根据表 5 学校教学管理指数能够解释初中教师满意度学校间

变异的百分比为： 

( )187.46237 94.18634
0.4976

187.46237
−

=                              (3) 

3.4. 个体层面和学校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本部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初中教师个体层面因素和学校层面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学校教学

管理指数对教师职业认同指数和教师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详细结果见表 6、表 7。 
建立 HLM 二层完整模型： 
第一层方程(教师个体水平)： 

SATISFACij = β0j + β1j*(ZHIYERENij) + rij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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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方程(学校水平)： 
β0j = γ00 + u0j 

β1j = γ10 + γ11*(CLASSNUMj) + γ12*(JIAOXUEGj) + u1j 
 

Table 6. Results of fixed effects analysis of the full model  
表 6. 完整模型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Fixed Effect Coefficient Standard error t-ratio Approx. d. f. p-value 

γ00 22.253455 5.383061 4.134 99 <0.001 

γ10 0.143529 0.116745 1.229 97 0.222 

γ11 0.000994 0.003049 0.326 97 0.745 

γ12 0.005776 0.001090 5.301 97 <0.001 

 
Table 7.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s analysis of the full model 
表 7. 完整模型随机效应分析结果 

Random Effect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Component d. f. χ2 p-value 

u0 42.18316 1779.41904 62 414.37877 <0.001 

u1 0.56131 0.31507 60 445.78175 <0.001 

r 8.92882 79.72387    
 
由上表可知，γ12 与 γ10 符号相同，表明学校教学管理指数显著增强了教师职业认同指数与教师满意

水平的关系(γ12 = 0.005776, p < 0.001)，即学校教学管理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教师职业认同指数对教师

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就增加 0.005776 个单位，简言之，教学管理越好的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对满意度的预

测作用越强。γ11 与 γ10 符号相同，但在 0.001 水平不显著。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教师工作满意度受到个人主观和学校客观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差异比较大，约占总差异的 55.50%。 
2) 教师个人的职业认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教师职业认同水平能够解释教师职业认

同指数能解释教师满意度变异的百分比为 47.43%。 
3) 学校的教学管理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学校教学管理指数能够解释初中教师满意度

学校间变异的百分比为 49.76%。 
4) 学校教学管理指数显著增强了教师职业认同指数与教师满意水平的关系。 
通过本文探究，个人职业认同和学校教学管理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教师职业认

同是指教师对自身职业的积极态度，是教师个体内化的认知，体验与行为倾向的综合体。职业认同感高

的个体，对于工作体验感往往较好，觉得工作有价值，即使遇到压力，或环境并不十分理想，个体也能

更好地调整自身，所以这类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会较高。学校教学管理越好，职业认同对教学工作满意

度的预测作用越强，这也体现了环境和个人主观因素对满意度的交互影响，拥有良好教学管理的学校往

往综合条件较好，此时职业认同的提升会使教师对于工作的满意度有较大的提高。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可以为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对于教师来说要坚定教师角色意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学校来说要改进学校教学管理，助力教师工作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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