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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心理契约履行（幼儿园契约履行和教师契约履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自编心理契约
履行问卷并采用工作满意度问卷对５３７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１）幼儿园契约履行和教师契约履行均能正向
预测工作满意度，但幼儿园契约履行的预测作用要大于教师契约履行；（２）幼儿园契约履行和教师契约履行对工作满意
度有交互作用，即幼儿园契约履行和教师契约履行均高时，教师工作满意度最高；当教师契约履行高，而幼儿园契约履行

低时，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最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幼儿园应在不断提高园所契约履行的同时，协助幼儿教师进行专业

能力提升，增进其自我效能感、提高其工作效率，以保障最大程度地增强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减少离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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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社会交换理论指出，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

以归结为一种交换。在社会交往中人类普遍追求

代价和报酬的对等，幼儿教师与幼儿园的交往亦

是如此。幼儿教师和幼儿园对于彼此责任的付出

会极大地影响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从而影响

教师的工作态度［１］和教育质量［２］。因此，如何提

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增进其工作投入，成为幼儿

园管理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内容。从心理学角度

讲，员工与组织对于彼此责任付出的认知可以用

心理契约履行这一概念来解释，从心理契约履行

的角度探究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成为研究者的

关注重点。

心理契约最早是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由 Ａｒｇｙｒｉｓ
提出的，表示员工和领导之间的默契关系［３］。随

着心理契约概念的不断完善，目前学术界对心理

契约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读。广义的心

理契约指员工和组织对于彼此责任的认知，这里

既包括员工对双方责任的认知，也包括组织对双

方责任的认知；而狭义的心理契约单从员工角度

出发，指员工对自身和组织责任的信念系统［４］。

考虑到测量的方便性和可行性，以往大多数研究

都从狭义方面开展研究［５］，因此本研究也采用狭

义概念，即从幼儿教师角度探究教师和幼儿园对

彼此责任的履行程度。

大量研究表明，心理契约作为雇佣双方之间

的隐性期望，对于员工心理状态和工作行为的影

响完全不亚于书面契约。如，波特·马金提出员

工的心理契约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正向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６］。周国平通过对民办高校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调查指出，心理契约的不同类型

会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７］。曹威麟等

根据Ｔｕｒｎｌｅｙ的心理契约违背模型指出，若员工的
心理契约违背，则会降低工作绩效［８］。邹循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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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高校体育教师的调查也得到了心理契约履行

与工作投入的正相关关系［９］。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以往研究多从教师对组织责任履行认知角度

探究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缺乏教师对自

身责任履行认知的相关探讨。研究表明：员工的

工作投入也会使其产生积极的心境，增强职业认

同感和工作责任感，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１０－１１］。

因此，本研究从教师责任和幼儿园责任两方面统

筹分析幼儿教师心理契约履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旨在丰富心理契约相关理论，为幼儿园管理者

提供可行建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２．１．１　初测被试

为了探索幼儿教师心理契约履行问卷结构，

笔者选取辽宁省范围内的２５４名幼儿教师作为测
试对象。其中，包括城市公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

７０人，约占总人数的 ２７％；城市私立幼儿园的幼
儿教师６０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４％；农村公办幼儿
园的幼儿教师６３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５％；农村私
立幼儿园的幼儿教师６１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４％。
２．１．２　正式测量被试

选取辽宁、黑龙江、山东、浙江和北京五个省市

的５３７名幼儿园教师作为正式问卷被试，以进行心
理契约履行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幼儿教师心理

契约履行现状分析以及与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关系分析。其中，包括城市公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

１３０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４％；城市私立幼儿园的幼
儿教师１３５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５％；农村公办幼儿
园的幼儿教师１３５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５％；农村私
立幼儿园的幼儿教师１３７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６％。
２．２　工具
２．２．１　幼儿教师心理契约履行问卷

自编幼儿教师心理契约履行问卷，在查阅文

献的基础上参考陈加州编制的《员工心理契约调

查问卷》的三维结构，即规范型责任、发展型责任

和人际型责任。针对幼儿园与教师之间的双向责

任问题对３５名学前教育相关工作人员和４０名幼
儿教师进行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

行分类整理，结果验证了三维问卷结构并得到了

心理契约履行问卷中幼儿园责任和教师责任的具

体解释，据此编制由幼儿园责任履行和教师责任

履行构成的初始问卷。将初始问卷发放后回收，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ＣＲ值显示所有问卷各个
项目均达到显著水平，题总相关显示题项与总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０．４３８～０．８５２，表明各个项
目之间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因此所有题项均可

保留。继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幼儿教师

责任量表ＫＭＯ值为０．９１６、幼儿园责任量表ＫＭＯ
值为０．９２９，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因素萃取，再以最大变异法进行直交转

轴，通过特征值与陡坡图进行判断共萃取出三个

因素，负荷量均高于０．４，最终确定幼儿教师责任
问卷１６个题项、幼儿园责任问卷１７个题项的正
式问卷并发放，对回收的５３７份幼儿教师责任履
行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参数值反映所

建构的模型可以接受。但删除第６，１０，１３三个拟
合度相对较大的题项后，模型好于未删减模型

（ＧＦＩ＝０．９３２，ＡＧＦＩ＝０．８９９，ＣＦＩ＝０．９２５，ＲＭＳＥＲ＝

０．０７７，Ｘ２／ｄｆ＝４．１６３），故删除这 ３道题，保留 １３
道题。对５３７份幼儿园责任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其中第１，５，１０，１１，１６题拟合度相对较大，
删除后各项指标良好（ＧＦＩ＝０．９６３，ＡＧＦＩ＝０．９１２，
ＣＦＩ＝０．９６３，ＲＭＳＥＲ＝０．０７５，Ｘ２／ｄｆ＝４．０３７），因此
删除这５道题，保留１２道题。最后，对问卷进行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责任问卷三个维度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在０．７６３～０．８７５，总问卷
的分半系数为０．８７５。幼儿园责任问卷三个维度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在０．８０１～０．９２６，总问卷
的分半系数为０．９２６。数据表明两问卷内部一致
性信度良好。此外，研究邀请了心理学、教育学的

专家，对维度的划分和题项测量的准确性进行评

价，结果显示问卷效度良好。

２．２．２　工作满意度问卷
研究采用Ｒｅｉｌｌｙ（１９９２）编制的《工作满意度》

量表，该量表共６道题，包括幼儿教师对幼儿园各
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如对上司的满意程度、对晋升

机制的满意程度等。量表采用 ５点计分法，从
“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 １～５分。
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ɑ为０．９２７，表示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可以进行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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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和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统

计分析。在正式数据分析之前使用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对
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测量工具的区分效

度，继而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
析及阶层回归分析以探求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区分效度检验

利用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形成
３因子测量模型。然后逐步将因子合并成双因子
模型和单因子模型，比较３种模型的拟合指标，以
检验测量工具的区分效度。如表１所示，三因子

模型的拟合指标显著好于双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

型（Ｘ２／ｄｆ＝３．３１，ＧＦＩ＝０．９５，ＡＧＦＩ＝０．９２，ＮＦＩ＝
０．９８，ＩＦＩ＝０．９９，ＣＦＩ＝０．９９，ＲＭＲ＝０．０３５，ＲＭＳＥＲ＝
０．０６６，Ｐ＝０．００），证明测量工具的区分效度良好。
３．２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为考察教师责任履行、幼儿园责任履行与工

作满意度的基本情况及相互之间的一般关系，对

数据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数
据显示，教师责任履行、幼儿园责任履行、教师工

作满意度均达到较高水平（ｘ＞４），教师责任履行
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ｒ＝０．４１７，Ｐ＜
０．０１），幼儿园责任履行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
相关（ｒ＝０．５５４，Ｐ＜０．０１）。

表１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Ｘ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Ｒ ＲＥＭＥＡ Ｐ

三因子模型 ３．３１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９８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０

双因子模型 ８．８３ 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０

单因子模型 １４．５９ ０．８０ ０．７２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０

　注：三因子：教师责任履行，幼儿园责任履行，工作满意度；双因子：教师责任履行＋幼儿园责任履行，工作满意度；单因子：教师责任履

行＋幼儿园责任履行＋工作满意度。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Ｎ＝５３７）

ｘ Ｓ １ ２ ３

１．教师责任履行 ４．７７ ．３９４ １

２．幼儿园责任履行 ４．３５ ．８１３ ．３７４ １

３．工作满意度 ４．８３ ．３４１ ．４１７ ．５５４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

３．３　 心理契约履行与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关系

由于相关性较好，继而对数据进行阶层回归

分析。将工作满意度设为因变量，然后依次将控

制变量（月收入和幼儿园类型）、幼儿园责任履行

和教师责任履行、幼儿园责任履行与教师责任履

行的乘积项设为自变量，分别得出模型一、模型二

和模型三，结果如表３所示。
模型一结果显示，月收入对工作满意度有极

其显著的预测作用（β＝０．１５，Ｐ＜０．００１），幼儿园类
型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β＝－０．１１９，Ｐ＜
０．０５）。模型二在控制了月收入、幼儿园类型之
后，检验幼儿园责任履行和教师责任履行对工作

满意度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幼儿园责任履行

和教师责任履行均对工作满意度有极其显著的预

测作用（Ｐ＜０．００１）。从标准化系数 β来看，幼儿
园责任履行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性更强一些。由

模型三可知，幼儿园责任履行与教师责任履行的

乘积项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

０．０６８，Ｐ＜０．０５），且加入交互项之后，模型的解释
比率由０．３６２上升为 ０．３７３，说明交互作用成立。
具体的交互作用模式如图１所示，即当幼儿园责
任履行和教师责任履行情况均较高时，教师的工

作满意度最高；当教师责任履行较高，而幼儿园责

任履行较低时，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最低。

表３　心理契约履行与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层次回归分析（β）

模型内的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控制

变量

月收入 ．１５ ．０２５ ．０２５

幼儿园类型 －．１１９ －．０５２ －．０４９

自变量
幼儿园责任履行（Ｘ１） ．４６１ ．５０２

教师责任履行（Ｘ２） ．４２１ ．４２６

交互项

Ｘ１×Ｘ２ ．０６８

Ｆ １０．４８４５０．０２８４３．０９０

Ｒ２ ０．０７３ ．３６２ ．３７３

ΔＲ２ ０．０６６ ．３５４ ．３７７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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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幼儿园责任履行、教师责任履行对

工作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幼儿园责任履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园责任履行对工作满意

度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即幼儿园责任履行情

况越好，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其中，人际

型责任履行、发展型责任履行以及规范型责任履

行均可以显著预测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幼儿教师

是一个强烈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群体，他们对个

人声誉和自身价值均有较强的欲望，把尊重、信

任、关怀看得很重，对工作环境和文化生活标准也

有较高的要求，会更加期待幼儿园为其提供成长

和发展的机会［１２］。因此，幼儿园为幼儿教师创造

和谐的幼儿园氛围和人际交往空间、关注幼儿教

师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尊重并征求幼儿教师

意见，给予幼儿教师晋升空间、为幼儿教师职业生

涯提供指导，提升幼儿教师的福利待遇、为幼儿教

师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等做法都可以满足教师对

物质和精神的双方面需求，让教师感受到幼儿园

对其的重视，从而增强对幼儿园的归属感，提升工

作满意度。反之，一旦幼儿园责任履行情况与教

师群体内心期望不符时，便会使其感受到投入产

出不成正比，从而产生消极态度［１３］，降低工作满

意度。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提高幼儿园责任履行

的达成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幼儿教师的工作

热情。

４．２　 教师责任履行正向预测教师工作满意度，
但作用低于幼儿园责任履行

研究结果显示，教师责任履行对工作满意度

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即教师责任履行情况越

好，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幼儿教师在履

行自身职责的同时，可以完成自身的职业理想，实

现自身的价值，带来职业幸福感。包钰的研究也

表明极大多数的幼儿教师会在教书过程中得到满

足，且在幼儿的不断进步中感受到成就感［１４］。这

种教学上带来的成就感会增强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但是，幼儿教师责任履行较之幼儿园责任履

行来说，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预测作用明显更低，

这说明，教师更加看重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教师

更希望付出能得到相应的或者更高的回报。

４．３　 幼儿园责任履行与教师责任履行对工作满
意度有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幼儿园责任履行和教师责任履行

对工作满意度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当幼儿

园责任履行和教师责任履行均较高时，教师工作

满意度最高；当教师责任履行较高，而幼儿园责任

履行较低时，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最低。这可以用

社会心理学中的互惠原则来解释，教师的态度行

为受到公平感知的影响。即当教师受到恩惠时，

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付出，使利益对等，而教师的付

出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时职业期望与实

际工作感受之间产生了很大差距，由此产生失落

感，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教师的工作稳定性必将

受到很大的影响［１５］。

５　管理启示
５．１　注重幼儿园责任的达成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园责任履行对幼儿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且这种预测作用要高

于教师责任履行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因此，

幼儿园管理者要重视组织责任履行，以此提升幼儿

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以往研究表明，组织成员将上

级领导看作是组织文化的象征，当成员与领导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质量时，员工更能感知到组织责任

履行的实现［１６］。因此，幼儿园管理者应努力为幼

儿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经常下班级走动并与

教师沟通，关注到每一个教师身上的长处，及时发

现每一位教师家庭和生活上的困难并给予帮助，让

教师感受到被重视，对幼儿园更加有归属感。同

时，提升幼儿教师的福利待遇，适当运用薪酬奖励

机制激发幼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管理者还可以

让幼儿教师参与幼儿园决策，通过权利下放激发幼

儿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其职业认同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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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每一位幼儿教师外出交流和学习的机会，组织

和开办交流研讨会、提供给每一位幼儿教师平等的

晋升机会也是必不可少的。

５．２　 重视教师自身责任履行对教师工作满意度
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师责任履行与工作满意度的正

向关系显著，因此提高幼儿教师自身责任履行程

度，也会提高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这就需要

幼儿园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让教师提升自身的专

业能力，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效能感并

提高其工作影响力，这种心理授权水平的提升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师的责任履行程度［１７］。

此外，有研究指出，变革型领导风格会对员工的心

理契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８］，因此，提高园

长的领导力也可以促进教师责任履行程度的提

升。这就要求园长转变领导风格，提升自己的人

格魅力，对教师进行深入的价值引领以满足教师

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领导的信任也可以激励

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履行更多的义务［１９］，但需要

注意的是，这种信任要建立在员工正确理解的基

础上，否则一旦员工将信任视为一种压力，便会造

成心理资源的耗竭。因此，园长在充分信任幼儿

教师的同时，要注意倾听教师内心的想法，确认教

师将这种信任看作是对其工作的欣赏，而不是对

其施加压力［２０］。

５．３　 要避免落差，在提高教师自身责任履行的
同时，幼儿园责任履行要与之匹配

研究指出，教师责任履行较高而幼儿园责任

履行很低时，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最低。也就

是说，当教师在完成了自身工作任务的同时，幼儿

园要给予相应的薪资待遇及人文关怀的反馈。如

幼儿园可以采取工作绩效制度，对于工作上积极

认真、取得了一定教学成果或有突出贡献的教师

给予额外的经济补助。幼儿园一定要将教师的奉

献和付出看在眼里，并给予及时的鼓励和回报，这

样才能让教师更加甘愿付出、积极工作。反之，如

果幼儿园一味地索取而不给予相应的回报，这种

交换关系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便会极大程度地

降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给幼儿园造成较大的师

资流失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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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ｏａ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ｊｏｂ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ｊｏｂ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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