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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876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100 public inclusive kindergartens in Sichuan
show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perception of kindergarten culture can affect their job involvement;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Spirit can mediate the effect of kindergarten culture perception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job involvement; Teachers, with lower occupational burnout, tend to be influenced more by their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spirit on their job involve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kindergarten teachers’perception on
kindergarten culture and stimulate their passion on work, “explicit review” is a basic coping strategy, and

“spiritual guidance”can enhance kindergarten teachers’dedication and overcome occupational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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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化的感知程度究竟如何影响其工作投入，这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对幼儿

园教师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自编问卷，对四川100所公立普惠幼儿园876名教师的调查表明：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化的

感知程度可以正向地影响其工作投入程度；敬业精神可以中介园本文化感知对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的效应；职业倦怠越低的幼

儿园教师，其敬业精神就越容易影响工作投入，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为了增强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化的感知，激发幼儿园

教师的工作热情，“明示复习”是基本的应对策略，“精神引领”可以增强幼儿园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克服职业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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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促进教师的工作投入

一直是学术界和实践界非常关注的话题［1］。把工作投

入定义为一种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特点的“情感-认
知”状态［2］。前人大量研究显示：工作投入是教师在工

作场合中体验到的一种幸福感［3］，这种幸福感反过来

会推进学校的发展，从而给学校带来高绩效［4］。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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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许多学者对如何提高教师的工作投入进行了探

究，较多是如何给予教师提供更多的工作资源(job
resources)和个人资源(personal resources)的方向来展

开探讨［5］。但近几年来，逐渐从资源过度到从人本身

来讨论，比如，激发教师的积极情感等。最近有研究者

从人际互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视角来探讨行

动者周围的人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工作投入的，例如，

Bakker等人的研究表明工作投入状态受工作搭档的影

响［6］，而且还可以在配偶之间横向传递(crossover)［7］。

然而，以往的研究几乎均忽视了在组织文化上因员工

对文化的分享传递和抵制消解导致工作投入状态的显

著区别。鉴于组织文化对成员的潜在影响，因此，本研

究拟采取学校组织文化感知的视角对幼儿园教师工作

投入状态进行调查与分析。

新时代下，人们对优质教育渴求，幼儿园教师的

工作投入越来越大，工作压力倍增。就目前国内对幼

儿园教师工作投入的研究成果分析，较多从工作投入

的内容、类型、功能方面做了探讨，缺少从园本文化的

角度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就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化感

知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园本文化与幼儿园教师

的组织承诺具有正相关关系［8］，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

化感知程度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幼儿园教师的教学效

果［9］，甚至可以造成使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幸福

感的显著差异［10］。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充分吸收并应用

到探讨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投入问题上来。

本文将园本文化具体界定为四个方面：一是包括

核心精神（办园精神、办学理念、校风、教风），这些是幼

儿园的价值追求，是幼儿园认定的这方面的“好”。是

组织的精神使命，从园长到普通教师都应该先接受这

种核心精神的“洗礼”，要加入这个组织，就必须先认同

这个组织的精神与使命，这种核心精神一般都通过园

训、精神、理念、风气等做了明文规定和阐释。这些东

西并不是可有可无摆在那里的符号，而是具有高度使

命感和召唤感的非常具体的“精神反应堆”；二是幼儿

园规章制度。幼儿园规章制度不是一些枯燥的条文，

而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承载幼儿园核心精神的一个

外在规范，目的是保障组织使命的实现。当制度无法

体现幼儿园核心精神时、无法得到更多教师的认同时，

制度就面临着调整和修改。本文所提及的制度主要是

指教师评优制度、职称评定制度、绩效考核制度三大制

度；三是物质环境，主要指校园内主要符号标志物。幼

儿园的主要标志物，比如，园徽、雕塑、誓词、经典建筑

等，这是历史和幼儿园传统的表现，是核心精神传承中

留下的历史烙印。如果幼儿园领导和普通教师都能说

出这些标志物背后的历史、故事，理解其内涵，那么视

为其对园本文化的感知程度比较深，其使命感和公共

精神比较迫切；如果教师对幼儿园标志物视而不见，充

耳不闻，意味着教师对园本文化感知很浅显，对全园全

局的使命感和公共精神要差一些，可能私事更重，虽然

身在幼儿园，但还没有完全融入园本文化中；四是自我

行为要求，即幼儿园教职员工，结合幼儿园的精神感

召，组织使命，制度规定，反思自己的行动如何？如何

控制我的不良行为？如何提升我的优良行为，为组织

做出更大的贡献？反思越深，行为就越纯，就把自己置

身与幼儿园的文化之中了，就在履行着文化的使命。

园本文化是幼儿园教师是否愿意投入的一个重

要因素，幼儿园教师有较高的文化自觉，考虑到幼儿园

教师对自己职业有高度使命感，本研究会关注敬业精

神在园本文化感知中如何起到中介作用，以及幼儿园

教师职业倦怠对该过程的调节作用，这对构建幼儿园

教师工作投入的相关因素模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

重要的意义。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存在普遍性、尺度

模糊性等特点，本研究认为园本文化感知对工作投入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敬业精神代表了幼儿园教师

的原则和坚持，包含了工作态度、自我效能、条理性、责

任感、成就驱力、自我约束等维度。敬业精神是幼儿园

教师的使命与情感。幼儿园教师的园本文化感知水平

必须经过其本身原有的敬业精神进行过滤和传递，才

能够间接地影响到其工作的投入水平。职业倦怠是职

业中的紧张情绪，表现为无意义感、无成就感、无权力

感、无规则感。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水平的高低直接

影响到工作的投入程度。所以，本研究假设敬业精神

在园本文化感知与工作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职业

倦怠在敬业精神与工作投入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如图

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探索幼儿园教师的园本文化感知程度对其工

作有何种影响，职业倦怠和敬业精神在其中又是如何

发挥调节或者中介作用，运用自编问卷对四川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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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了调查，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

川5个城市（成都、绵阳、南充、泸州、乐山）中抽取了

100所公立普惠幼儿园，然后，在每个幼儿园通过系统

抽样抽取了10位幼儿园教师，共发放问卷1000份，有

效问卷876份，有效率87.6%。平均年龄30岁，其中女

教师714人，男教师162人。

（二）量表变量分析与测量

本研究需要测量的变量主要有园本文化感知、敬

业精神、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工作投入4个变量。根

据4个标量自编4个分量表，形成一个总量表，总量表

克隆巴赫信度为0.87。
1.园本文化感知量表

感知是自己感觉器官对外部世界刺激进行选择、

组织和评价的过程。对园本文化感知的测量主要通过

教师知晓园本文化程度而决定的，主要测量教师是否

能准确的说出幼儿园的文化和潜在文化要求。包括三

个方面：第一，教师能否准确的说出幼儿园的文化是什

么？具体内容指标包括表1中的序号1、序号2；第二，

教师能否准确的说出幼儿园主要符号的文化意义；第

三，教师能否结合园本文化说出幼儿园的具体要求？

具体要求能否落实在自我的日常教育教学行动中？具

体内容指标特指表1的序号4。具体见表1。
问卷中询问幼儿园教师：“请您说出您所在幼儿

园的园本文化的具体内容？即您幼儿园倡导的核心精

神是什么（办园理念、园训、园风等）？”“请您结合园本

文化说出对教师的具体要求（包括核心精神上的要求、

制度规定上的要求、物质环境要求和具体行为上的要

求）”。“您能否落实园本文化规定的具体要求？”选项

为：没太关注(1分)、比较留意（2分）、能说出基本内容

（3分）、很难落实到行动中（4分）、能较好落实在行动中

（5分）。选项是一个从“没太关注”到能“较好落实到行

动中”连续变化的过程

2.工作投入量表

根据北京大学张轶文教授等修订的工作投入量

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UWES)，其
中量表具体包括活力、奉献、专注3个维度，并把选项

修正为李克特五点评分，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936［11］。

3.敬业精神量表

敬业精神是人们在职业工作中表现出的积极精

神和行动取向。本研究采用华东师范大学殷雷老师编

制的“诚实敬业量表”，分为工作态度、自我效能、条理

性、责任感、成就驱力、自我约束5个维度，选项采用李

克特五点评分。量表信度系数为0.623，标准化的可信

度系数均为0.668，具有较高信度［12］。

4.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量表的编制是基于 Maslach 等人的倦怠问卷

（MBI），由王晓春等专家针对我国的教师群体编制，具

体包括3个维度：热情枯竭、精力枯竭和职业成就感的

丧失。量表修改为李克特五点评分，总体都表现出了

非常高的信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9［13］。

（三）施测过程及数据处理

施测过程是给定40分钟现场问卷作答，数据分析

工具是 SPSS22.0，具体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皮尔逊

（Pearson）相关、回归分析等项目的统计分析。采用海

尔曼（Harman）单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第一

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7%，6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
且小于40%的临界标准，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三、结果分析

（一）园本文化感知、教师工作投入、敬业精神与职

业倦怠的得分统计

1.园本文化感知得分

园本文化感知采用了自编量表，5点评分。结果

显示：幼儿园教师园本文化感知平均得分是 2.91±
0.17，数据介于“没太关注”与“比较留意”之间。按照

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法，界定出高感知组（>
3.08）、低感知组（<2.74）、中间组（2.74-3.08），三个组

分别占总体的16.3%；68.6%；15.1%。高感知组的教师

表1 园本文化感知的维度测量设计样表

序号

1

2

3

4

内容指标

核心精神（办园精神、办学理念、园风、园训）

制度规定（教师评优制度、职称评定制度、绩效考核制度）

物质环境（园所主要符号的内涵与意义）

自我行为要求（结合园本文化，我的行动思路）

没太关注 比较留意 能说出基本内容 很难落实到行动中 能较好落实在行动中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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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感知到园本文化并有较大的认同度，在工作态度

与行动上主动融入园本文化，从不适应到适应，把自己

变成文化的主人；低感知组的教师对园本文化倾向于

是领导和专家搞的“那一套”，是捏造的，“不太关注”、

“不太认同”，或者认为与自己没有啥关系，在工作态度

与行动上趋于消极适应。

可见，幼儿园教师对园本文化的认同度上是多元

与分化的，或多或少的能够感受到园本文化的在场。

教师园本文化感知得分具体见表2。
表2 幼儿园教师园本文化感知得分

2.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得分

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量表（UWES）分为工作活

力、工作奉献和工作专注3个方面。“工作活力”强调个

体在工作中有工作的理想和良好的心理韧性，精力旺

盛，自愿为工作努力付出而不知疲倦，面对困难勇于去

找各种对策，挑战困难，坚持不懈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工作奉献”强调个体具有强力的情怀，有意义感、自豪

感，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愿意为工作牺牲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工作专注”强调个体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能

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能以此为乐，能够找到成

就感，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不愿从工作中脱离出来［14］。

测量结果如表3所示。

3.敬业精神得分

工作态度是幼儿园教师对工作持有的评价和行

为趋向，即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和持有的观念；自我效能

是对自我能力的主观判断，对自己能否做好某一件事

进行主观预测，评价越高自我效能就越强，否则就越

低；工作责任感是指对学校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否

有高度的自觉，是否愿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对工作是否尽职尽责；工作条理性，是指是否

愿意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事有规矩；自我约束

是自己是否具备自律性，对自己具有控制力，进行自我

监督、自我反思，从而把工作做得更好。测量结果具体

如表3所示。

4.职业倦怠得分

“情绪衰竭”指个人对工作表现出厌倦、热情减退

或者耗尽，表现为情绪疲劳，对工作漠不关心，持否定

态度，丧失同情心；“去个性化”指一个人单独不会做

出的事情，但在一个群体的情景中抛开规范限制，丧

失责任感，做出平时独自不会做的事情。去个性化是

一种从众心理，程度越高，自我丧失感就越强，工作处

于应付状态，倦怠感就越严重；自我成就感是指幼儿

园教师在完成某项任务后的成功、自豪的积极情绪体

验。“降低自我成就感”就是完成一项任务后无法获得

成功、自豪、自信的积极体验，导致职业倦怠。本题进

行了反向计分，分数越低职业倦怠感越强。调查结果

如表3所示。

核心精神（办园精神、办学理念、园风、园训）

制度规定（教师评优制度、职称评定制度、绩效考核制度）

物质环境（校园主要符号的内涵与意义）

自我行为要求（结合园本文化，我的行动思路）

M±SD

2.71±0.18

3.06±0.14

3.24±0.19

3.92±0.25

表3 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敬业精神、职业倦怠的得分

工作投入

工作活力

工作奉献

工作专注

M±SD

3.85±0.27

3.13±0.24

2.46±0.28

敬业精神

工作态度

自我效能

工作责任感

工作条理性

自我约束

M±SD

3.92±0.17

3.84±0.24

3.91±0.16

4.06±0.23

3.48±0.15

职业倦怠

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

自我成就感

M±SD

3.12±0.28

3.25±0.21

2.71±0.26

（二）文化感知、敬业精神、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和

工作投入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投入、园本文化感知、敬业精

神都是相关显著。具体来说，园本文化感知与工作投

入呈正相关，即园本文化感知越深入、越认同，工作就

越愿意投入；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呈负相

关，敬业精神与工作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具体如表4
所示。

（三）文化感知与工作投入：敬业精神的中介作用

及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调节作用

分析了文化感知、职业倦怠、敬业精神、工作投入

四个变量的相关性以后，再根据Muller检验，构建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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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感知

职业倦怠

敬业精神

工作投入

M

4.14

3.78

3.90

2.74

SD

1.07

0.65

0.66

0.81

文化感知

1

0.16

0.34*

0.41**

职业倦怠

1

-0.65**

-0.70**

敬业精神

1

0.69**

工作投入

1

表4 变量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个回归方程。Y、X、Mj、Mz分别代表工作投入（Y）、学
校文化感知（X）、敬业精神（Mj）及教师职业倦怠（Mz）。

Y=β10+β11X+β12Mz+β13X·Mz+ε1……（1）

Mj=β20+β21X+β22Mz+β23X·Mz+ε2……（2）

Y=β30+β31X+β32Mz+β33X·Mz+β34Mj+β35Mj·
Mz+ε1……（3）

根据Muller理论，满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两

个条件：第一，在回归方程1中，β11显著，β13不显

著；第二，在方程2和方程3中，β23或β35显著，或者

两者都显著；且β34或β35、β21显著。

将变量转换成为标准分数并进行中心化处理后，

对三个方程依次检验（具体见表5）。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在方程（1）中，以园本文化感知、教师职业倦

怠以及园本文化感知×教师职业倦怠为自变量，工作

投入为因变量使用逐层纳入变量的方法，进行分层回

归分析，结果发现园本文化感知对工作投入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β11，而园本文化感知与教师职业倦怠

的交互项对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13。
第二，在方程（2）中，以敬业精神为因变量，以园本

文化感知、教师职业倦怠以及园本文化感知×教师职

业倦怠为自变量，使用逐层回归，结果发现园本文化感

知对敬业精神β21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换而言之，

对文化感知和理解越深入的教师，越具有敬业精神。

第三，在方程（3）中，以工作投入为因变量，以园本

文化感知、敬业精神、教师职业倦怠、园本文化感知×
教师职业倦怠、敬业精神×教师职业倦怠进行分层回

归，结果显示：敬业精神对工作投入β34有显著促进

作用。教师职业倦怠与敬业精神的交互项对工作投入

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β35。
所以，可以确定，园本文化感知、敬业精神、教师职

业倦怠与工作投入之间构成了具有调节作用的中介模

型，教师职业倦怠在敬业精神与工作投入之间起调节

作用。

四、讨论与建议

对教师工作投入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但是，

很少有从教师对园本文化的理解因素来理解的，甚至

我们还有很多幼儿园根本没有系统梳理过成文的园本

文化。但是，没有梳理过，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幼儿园

的精神理念、管理风格、历史渊源、一草一木都透露着

幼儿园的文化。因此，本研究从对园本文化的理解为

切入口，根据数据分析的验证，揭示了园本文化感知对

工作投入的作用机制，不仅阐明了园本文化感知通过

常数

文化感知

职业倦怠

文化感知×职业倦怠

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职业倦怠

R2

F

方程（1）（工作投入）

B

0.08

0.20

-0.03

0.01

0.24

16.81**

SE

0.17

0.05

0.04

0.03

β

0.20**

0.02

0.01

方程（2）（敬业精神）

B

0.17

0.23

0.64

0.06

0.27

30.20**

SE

0.11

0.04

0.05

0.03

β

0.23**

0.64**

0.06

方程（3）（工作投入）

B

0.09

0.52

-0.59

0.11

0.64

0.19

0.26

19.96**

SE

0.17

0.02

0.06

0.03

0.06

0.03

β

0.52**

-0.59**

0.11

0.24**

0.19*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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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精神影响工作投入，还揭示了这一过程如何受到

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一）“明示复习”：园本文化感知提升的策略

本研究表明，教师的园本文化感知与工作投入呈

显著正相关。已有研究表明认知并体验到园本文化积

极精神的教师更可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表现出更多心

理乐观和宁静、心理韧性［15］、专注力［16］和希望［17］。更

重要的是，通过积极体验增加个体后续的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及工作投入［18］。就实质而言，园本文化感知最

大的动力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其行为实质是个人如何

充分利用幼儿园现行制度和符合文化要求，追求个人

的利益，包括名誉、成就感和奖励。园本文化要成为

一种具有积极性的组织文化，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教

师能够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园本文化；二是教师

要具有文化、基本价值理念共享的态度；三是幼儿园

领导要具有显著的园本文化领导力［19］。所以，越是清

楚文化和制度，就越会知道如何达成个人的目标，并且

能够自觉地把个人目标和幼儿园目标结合起来，自觉

投入工作，从而实现个人与幼儿园地有机结合，实现幼

儿园发展。

本研究发现，高感知得分群一般都是主动明晰园

本文化和践行园本文化的教师，其群体规模占样本的

15.1%，虽然数量上并不高，但这部分人具有带动作

用，一般是幼儿园的积极分子，并且不需要幼儿园领

导怎么做工作，他们就会自觉投入到工作中去；而园

本文化低感知群体，在样本群体规模中大概占16.3%，

比高感知群体大概多一个百分点。这部分人一般是

新进入的教师，或者是一些缺乏敬业精神和具有严重

职业倦怠感的教师，对园本文化的感知和落实比较

差，对园本文化的感受和规则缺乏了解和尊重，处于工

作投入不足或者无法正确投入的状态，需要幼儿园领

导督促，所以，幼儿园领导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督导这

部分人群上。

“明示复习”是基本的应对策略，即园本文化需要

更加明确，做到语言表述清晰、导向清楚、立场正确、易

于记忆和理解。这中间包括幼儿园精神是什么？内涵

是什么？要求是什么？幼儿园有哪些根本制度，尤其

是优秀评定制度、职称评定制度、绩效奖励制度必须明

细和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所以，幼儿园要定期对幼

儿园精神和制度进行明示和复习，不断地明确和重复，

并严格把园本文化所涵养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上。强化教师对园本文化的感知，从而触发起敬业精

神和克服职业倦怠，更好地投入幼儿园工作，真正走

“人治”到“文化治校”之路。

（二）“精神引领”：教师发展的人本化策略

幼儿园精神引领的不明确性和制度不清晰，缺乏

操作性和严格的执行性，都将使教师对园本文化感知

模糊错乱，从而无法适从，导致工作不投入或乱投入。

教师倾向于主动感知幼儿园领导风格和园本文化，幼

儿园领导最重要任务是进行文化领导［20］。基于此，幼

儿园领导应该主动对教师进行精神引领。园长文化领

导力具有柔性化、人性化、道德塑人和传承久远等特

征，其基本内容框架主要包括文化鉴别力、愿景引导

力、文化整合力、思想渗透力和人格亲和力等［21］。园长

应确保每个教师与园本文化相关联，所有教师都能共

享的园本文化，创造和发展幼儿园的基本价值观念［22］。

本研究发现教师的敬业精神传导了园本文化感

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教师的移情

与其幼儿园的文化观念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教师可以

通过移情能力感受到园本文化，教师的移情能力的增

加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园本文化［23］。这些研究成

果提示，只要通过长时间、反复、明确地强化园本文化

的感知和理解，引领教师的敬业精神，增强教师的移情

能力，就能够有效地促进教师工作投入水平。

敬业精神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但又可以被改变，

具有可以引领性特点。敬业精神对职业投入的影响取

决于教师职业倦怠的程度，如何有效的帮助教师克服

职业倦怠，尤其是教师处于困境的时候，如何帮助教师

重新定义不愉快的生活经验，培养积极情绪是一项幼

儿园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所以，以敬业精神和教师

职业倦怠为核心，推进教师感知园本文化，感知幼儿园

的精神和制度规则，用更加温暖的、更加积极的幼儿园

精神和更加明确的制度涵养教师是教师发展的必由之

路，是教师克服职业倦怠、感觉组织温暖和具有敬业精

神的必要条件，唯有如此，教师才可能更加努力地投入

工作，推动幼儿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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