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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生活状态、发展状况

及利益诉求影响因素研究

徐晓 明

(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300130)

摘 要:高校青年教师作为高校教师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受社会、学校和自身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状

态、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受到了冲击。以对天津市各高校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

方法对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生活状态、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归结为七个主

因子,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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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量青年

教师走上了高校教学、管理、科研的第一线,成为高

校教师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根据马斯洛需

要层次论,作为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和教学

工作的新生力量, 其工活状态、发展状态与利益诉

求势必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高校的发展未来。

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工活状态、发展状态与利益

诉求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关注他们的生

活状态、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既有利于社会和谐,

又能稳定青年教师队伍、保证高校可持续发展
[ 2]
。

但是,从已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 对教

师工活状态、发展状态与利益诉求的研究大多来自

基础教育领域,即使在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文献

中,研究方法多是进行简单描述和简单的频数罗

列,应用双变量及多变量的相关统计分析相对较

少,而且在研究中也缺乏必要的 假设检验 论证。

一、样本情况及相关分析要求

以建设高校青年教师队伍, 实现高校全面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将青年教师定义为:在高等院校

专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年龄在 40岁以下的教

师,包括在学校各职能部门工作的具有本科以上

的职工、教辅人员、行政人员。问卷调查按随机抽

样自填问卷方式进行, 向天津市各高校青年教师

发放问卷 320 份, 收回 283 份, 问卷回收率达

88. 4%;有效问卷为 254 份, 问卷有效率高达为

89. 75%。在有效问卷的青年教师中, 男性占

45% ,女性占 55% ;样本年龄分布为: 26~ 30岁占

38. 6% , 31 ~ 35 岁占 47. 7%, 36 ~ 40 岁占

13. 7%; 工作年限分布为: 5 年以下工龄占

25. 2%,已达 6~ 10年工龄占 35 . 7%, 11~ 15年

工龄占 35. 5%。学历分布为: 博士学位 31. 9%,

硕士学位 64 . 7% , 本科学位 3. 4%。所学专业分

布为:理科占 33. 8%, 学工科占 59 . 4% ,学文科占

6. 8% ;从事工作中理科专业的占 36. 1%, 工科的

占 57. 2%,文科的占 6. 7%。所从事工作岗位类

别为:教学和科研工作占 89. 8%, 双肩挑管理占

3. 5% ,教辅技术占 6. 7%。

另外,为了达到相关分析的技术要求,所选取

样本数量要大于 30 个且样本数量至少应为所选

变量个数的 3~ 5倍。本次调查问卷采用五级李

克特量表评价方法, 对每个指标的 5个选项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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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分为 5个级别,表示 很重要、重要、一般、不

重要、很不重要 ,并相应赋予 5、4、3、2、1的分值
[ 3]
。

(一)信度分析

调查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即同一调

查项目调查结果的一致程度。较高的一致性即意

味着同一群受访者接受关于同一项目的各种问卷

调查所得到的各测量结果间显示出强烈的正相

关
[ 4]
。文章主要采用克朗巴哈 系数及剔除的克

朗巴哈 系数进行问卷的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克朗巴哈 系数介于 0~ 1之间,值越大, 则

表示内在信度越高。一般来讲, 系数大于 0. 8,

表示量表的内在信度很高; 系数在 0. 6~ 0 . 8之

间,则内在信度较高; 系数在 0 . 5~ 0. 6之间,设

计量表仍可被接受; 系数若小于 0. 5, 设计量表

存在很大问题, 应考虑重新设计。剔除的克朗巴

哈 系数是指将某评估指标剔除后剩余指标的克

朗巴哈 系数, 如果剔除某指标后的克朗巴哈

系数比剔除前明显提高,则说明所删除的指标与

其它指标的相关性较低,正是由于剔除了该指标

才使其它指标的总体相关性提高, 因此该指标应

从问卷中予以剔除。反之,则该指标应予以保留。

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剔除各项后的克朗巴哈 系数

变量 Alpha值 变量 Alpha 值

工作业绩 0. 894 8 子女成长与发展 0. 891 2

工作经验 0. 894 3 科研经费投入 0. 892 4

职业道德 0. 892 5 工作压力 0. 892 6

自信心 0. 889 3 工作条件 0. 891 5

上进心 0. 891 1 人际关系 0. 895 9

情绪稳定 0. 889 8 学校的管理体制 0. 895 8

乐观程度 0. 889 0 学校的人际氛围 0. 895 1

工资福利待遇 0. 897 0 青年教师晋升难易程度 0. 895 7

住房条件 0. 896 6 教师生涯规划的实施 0. 893 4

社会保障 0. 895 0 教师职称评定机制 0. 895 1

身体健康 0. 893 6 学校提供的教育交流机会 0. 890 3

家庭情感 0. 891 6 利益表达机制 0. 894 2

可以看出, 整个问卷总体的克朗巴哈 系数

均在 0. 88以上,这说明该问卷内在信度很高。剔

除各指标后的克朗巴哈 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

问卷中的所有指标均应该予以保留。

(二)效度分析

效度指测量工具能否正确测量出所研究者所

需的特质,常用的效度检验方法有单项与总和相

关效度分析、难易度与鉴别度分析、独立标准效度

分析和量表的结构效度分析。从软件的实际操作

层面和效度检验效果考虑选择运用因子分析量表

的结构效度
[ 5]
。根据问卷数据, 运用 SPSS 因子

分析模块,进行样本充分性检验,即巴特莱特球体

检验和样本充分性 KMO 测试系数检测。当

Bart lett 球体检验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小于或等

于显著性水平时, 可以作因子分析。一般认为,

KMO 在 0. 9 以上,非常适合; 0. 8~ 0. 9很适合;

0. 7~ 0. 8适合; 0 . 6~ 0. 7很勉强; 0 . 5~ 0. 6不太

适合; 0. 5 以下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

见表 2。

从表 2的效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KMO 大

于 0. 7, Bart let t 显著性概率均为 0 . 000, 小于

0. 001,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2 KMO系数和巴特雷特检验

Kaiser Meyer O lkin Measur e

of Sampling Adequacy
0 . 777

Bartlett s Test

of Spher icity

Approx . Chi Squar e 1701 . 691

df 276

Sig. 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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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 因子变量的选取

根据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生活状态、发展状况

和利益诉求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运用 SPSS 统

计软件对选取的 24项指标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来提取因子变量,提取因子的标准是特征

值大于 1,从而选取七个主因子, 累计贡献率达到

72. 522% ,可见这 7个公因子能基本概括和解释

整个数据的信息,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

主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1 7 . 341 30 . 588 30. 588

2 3 . 038 12 . 660 43. 248

3 1 . 941 8. 087 51. 336

4 1 . 460 6. 085 57. 421

5 1 . 412 5. 884 63. 305

6 1 . 197 4. 987 68. 292

7 1 . 015 4. 230 72. 522

(二) 因子变量的解释

因子旋转是根据因子载荷矩阵的不唯一性,

用一个正交矩阵乘以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旋转,使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构简化, 即使得每个变

量仅在一个公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而在其他公

因子上的载荷较小, 以便对公因子进行更合理的

解释。从表 4看出,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显示旋

转后的因子的载荷值向两极分化, 较高的因子载

荷规律性分布在关键性评价指标上, 表明因子载

荷与评价指标之间结构关系很有明确, 其经济含

义一目了然。

选取显著性较大的因子载荷量,将载荷值高

于 0. 5以上的进行归类, 结果 24个原始变量归结

为 7个主因子,按其载荷量较高的变量所具有的

共同特征,对主因子进行命名如下:因子 F1命名

为 高校青年教师精神状态 ; 因子 F2命名为 高

校青年教师物质生活状况 ; 因子 F3 命名为 高

校相应制度的支持情况 ; 因子 F4 命名为 高校

对青年教师工作、科研的投入程度 ; 因子 F5命

名为 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积累情况 ; 因子 F6

为 高校青年教师家庭生活质量 , 因子 F7命名

为 高校校园文化 。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 Facto r1 Facto r 2 Factor 3 Fact or 4 Facto r 5 Factor 6 Facto r 7

工作业绩 0. 292 - 0 . 027 0 . 051 0. 147 0 . 813 0 . 048 - 0 . 061

工作经验 0. 307 - 0 . 074 0 . 094 0. 130 0 . 731 0 . 082 0. 054

职业道德 0. 714 - 0 . 014 0 . 011 - 0 . 089 0 . 410 0 . 110 0. 253

自信心 0. 869 - 0 . 035 0 . 202 0. 105 0 . 185 0 . 117 - 0 . 014

上进心 0. 796 0. 001 0 . 072 0. 121 0 . 224 0 . 148 0. 003

情绪稳定 0. 871 0. 112 0 . 151 0. 093 0 . 068 0 . 163 - 0 . 040

乐观程度 0. 852 0. 141 0 . 129 0. 203 0 . 066 - 0. 003 0. 142

工资、福利待遇 0. 035 0. 836 0 . 074 0. 022 0 . 029 0 . 004 - 0 . 006

住房条件 - 0 . 035 0. 849 0 . 149 0. 226 - 0. 071 0 . 045 - 0 . 074

社会保障 0. 058 0. 852 0 . 134 0. 083 - 0. 052 0 . 177 0. 077

身体健康 0. 160 0. 622 - 0. 002 - 0 . 014 0 . 108 0 . 407 0. 320

家庭情感 0. 244 0. 254 0 . 128 0. 096 0 . 110 0 . 780 0. 134

子女成长与发展 0. 145 0. 282 0 . 380 0. 042 0 . 289 0 . 632 0. 036

科研经费投入 0. 123 0. 232 0 . 152 0. 576 0 . 389 - 0. 046 0. 246

工作压力 0. 191 0. 104 0 . 157 0. 821 0 . 126 0 . 070 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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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因子 Facto r1 Facto r 2 Factor 3 Fact or 4 Facto r 5 Factor 6 Facto r 7

工作条件 0. 125 0. 237 0 . 179 0. 568 0 . 357 0 . 170 0. 170

人际关系 0. 185 - 0 . 053 0 . 051 0. 542 - 0. 227 0 . 605 0. 025

学校的管理体制 0. 120 0. 082 0 . 138 0. 055 0 . 064 0 . 024 0. 893

学校的人际氛围 0. 026 - 0 . 026 0 . 171 0. 432 - 0. 100 0 . 263 0. 657

青年教师晋升难易程度 - 0 . 020 0. 041 0 . 619 0. 322 - 0. 069 0 . 212 0. 013

教师生涯规划的实施 0. 218 0. 032 0 . 744 0. 009 0 . 093 0 . 226 - 0 . 019

教师职称评定机制 - 0 . 060 0. 071 0 . 647 0. 142 0 . 153 - 0. 021 0. 390

学校提供的教育交流机会 0. 276 0. 280 0 . 590 0. 158 0 . 271 - 0. 115 0. 231

利益表达机制 0. 216 0. 140 0 . 723 0. 026 - 0. 023 0 . 031 0. 050

三、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根据对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生活状态、发展状

况和利益诉求因素的因子分析,分别从 高校青年

教师精神状态 、 高校青年教师物质生活状况 、

高校相应制度的支持情况 、 高校对青年教师

工作、科研的投入程度 、 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

积累情况 、 高校青年教师家庭生活质量 和

高校校园文化 这七个方面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一)精神状态的影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青年教师作为一线

工作者,他们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学校教学质

量的优劣,他们精神状态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

自身的发展,还间接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形成。因此高校必须高度重视教师自身各方

面素质建设,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喜闻乐见

的活动,大力开展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帮助教师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一批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有充分自信心和上进心,情绪稳定、乐观豁

达的青年教师群体。一方面高校可以利用健康知

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强职业心理健康宣传和培

训,帮助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意识。另

一方面高校应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适合青年

教师身心特点的文体活动,活跃青年教师的业余

文化生活,增进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

(二)物质生活状态的影响

这一影响因素主要从高校青年教师的工资福

利待遇、住房条件、社会保障和身体健康状况四方

面展开的。提高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

改善教师的住房条件是搞好教师工作必需的物质

保证,也是稳定高校教师队伍的关键。因此高校

应努力改善高校教师的生活环境, 如解决住房条

件、医疗保障、退休保障、增加各种福利待遇等,解

除教师后顾之忧, 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

业上,这样才能提高青年教师对工作生活满意度。

(三)高校相应制度的支持情况的影响

这一影响因素反映了学校能否为教师提供各

种个人发展的平台, 能否满足教师个人的自尊、荣

誉与自我发展的需要, 在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时

候,能否给了教师利益的保障等问题。只有让每

个教师都有均衡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明确的职业生

涯计划,并且有了完善的内部沟通机制,才能充分

发挥绝大多数教师的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极大

地提高他们的工作绩效
[ 6]
, 这样他们才会更专心

的工作,更加积极的生活。因此一方面,学校对青

年教师工作的评价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注意引

导青年教师以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来弥补依据考核

决定的利益上的不满足; 另一方面,要营造民主平

等的气氛,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为此,首先要完

善学校内部的沟通机制,增加青年教职工反映问

题的便利渠道。如建立定期的青年教师座谈会,

增加教代会代表中青年教师的比例等。还要通过

一些专门培训渠道提高学校管理层和青年教师的

沟通能力与技巧,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培训、研

讨会、学术交流会等,增加沟通机会。

(四)高校对青年教师工作、科研投入

程度的影响

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具有高层次的学历, 他们

希望通过教学和科研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希望能

很好地融入到现有的相关研究所或科研团队; 渴

望在自己专业及相关领域内有所建树, 并尽快将

科研成果付诸应用
[ 7]
。因此, 各级主管部门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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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的待遇政策上应有所倾斜, 对其实行较为

人性化的管理, 建立专门青年教师科研基金并加

大倾斜力度,为他们申报科研项目提供经费支持,

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开展创新性的课题研究, 培

养年轻的学术骨干, 鼓励青年教师在科研方面出

成果、出效益。

(五)工作积累情况的影响

高校青年教师尤其是那些刚刚走向工作岗位

的青年教师,无论是在教师岗位还是在行政岗位

上,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都有着能够尽快融入学

校之中,打开工作局面迫切愿望;同时也对他人对

自己的评价表现的比较敏感, 特别是在各高校普

遍推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形势下, 更希望得到

学生的认可, 得到同事的赞同和尊重
[ 7]
。因此青

年教师的工作业绩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他们的生

活状态、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六)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

教师的生活质量反映了教师的社会地位, 影

响着教师的生活状态、精神追求和专业发展。家

庭情感、子女成长与发展、人际关系等都会对教师

心理产生影响, 尤其是高校青年教师现在正处在

事业的起步期和上升期, 科研工作量较大、工作压

力较重,对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要求更高。因此,

不同家庭情况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导向作

用,由此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七) 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高校青年教师能否幸福、快乐的工作、生活,

能否取得职业发展的成功,离不开组织培养、领导

信任、同事支持和社会认同, 青年教师的生活状

态、发展状况、利益诉求与高校的校园文化息息相

关。学校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组织系统, 学校的办

学目标、办学理念、办学方式可以通过文化传播的

方式,在校园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深入广大教师心

中, 使他们齐心协力地为学校共同愿景而努力。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组织成员的精神支柱,这种内

隐性的心理暗示对教师心理、情感、价值观等不断

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从而影响教师生活状

态、发展状况与利益诉求
[ 8]
。在一个有着公平公

正、尊重人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下的教师,会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 对教学工作充满信

心,会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目标的。

五、结语

通过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状态、发展状况

和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

生活状态、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高校只有在正确认识青年教师这一特殊群体

的需求下, 采取相应的措施, 建立和完善激励机

制,才得以更好的促进青年教师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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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their living condit ions, developing state and inter est claim . In this paper, w e conduct a

questionnair e survey among young teachers in T ianjin city. Based on Facto r Analysis finding s, sev en

inf luence factor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 zed to provide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oung

teachers in co lle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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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 s of outsourcing are ident ified, and the frame of risk assessment is set up based on third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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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China has kept a steady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 ears, the imbal

ance in income dist ribut ion among its cit izens in dif ferent areas and dif ferent t rades has become a seri

ous social problem, arousing grave concerns f rom bo 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t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scient ific development , realize a long last ing e

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 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China must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e im

balance. T he problem of income dist ribut ion imbalance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from four respects in

cluding the imbalances betw een the cit izen income and GDP increase, betw een rural and urban cit i

zens, betw een different t rades and dif ferent areas o f the country, discussing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g iv ing advice fo r m it igat ion o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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