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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
组织承诺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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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探讨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状况及关系以及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对工作

投入是否有预测作用和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从而为深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提高教师队伍管理层组织稳定性与

工作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以四川农村中小学共240名校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中介模型探

讨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与组织

承诺存在显著正相关 (r=.190,p<.01),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r=.213,p<.01);农村中小学校

长工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安全稳定、利他奉献)对工作投入(活力)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声望地位、

安全稳定、组织管理)对工作投入(奉献)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声望地位、组织管理)对工作投入(专

注)有独特效应;农村中小学校长组织承诺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可见,工作价值观既

可以直接影响工作投入,也可以通过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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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工作价值观是个体与工作有关的稳定的信念和评价系统,它指引并影响着个体的工作行为及其结果[1]。
作为个体内在的稳定心理倾向,工作价值观对其行为具有驱动作用,它促使个体一般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价值

观一致的工作,并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投入更多的关注,付出更多的精力并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组织

承诺是员工对职业态度的一个变量,Meyer和Allen将组织承诺定义为“体现员工和组织之间关系的一种心

理状态,暗示了员工是否继续留在该组织的决定”[2]。组织承诺存在3种形式: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

诺。个体的工作价值观直接影响他对于其所在组织的认知和认可程度。已有研究发现,工作价值观越趋于

正向,越能胜任工作,态度越积极[3]26-31[4]16-18。同时,研究者提出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工作价值观和组织承诺之

间的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女性个体更在意家庭重要性与组织承诺之间的联系[5],其他研究也报告男性和女性

在工作价值观的支持认可方面存在差异[6]。已有研究均认同工作价值观会影响组织承诺,且不同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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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对于组织承诺的影响有差异,但并未深入探讨工作价值观不同形式对于不同形式的组织承诺的具体影响,
而这些信息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组织管理、组织气氛进行调整,以提高组织承诺水平。

工作投入是积极心理学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Kahn认为:工作投入是组织成员控制自我以使自我与

其工作角色的结合[7]。工作投入意味着个体在其工作角色扮演过程中在生理、认知和情感三个层次上表达

和展现自我,而个体所拥有的身体、情绪和心理资源是工作投入的必要前提[8]。在此基础上,Schaufeli等将

工作投入定义为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完满的情绪与认知状态,它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9]。

Schaufeli对工作投入的界定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工作投入作为一种正性的、充实的精神状态,体现了

工作中的高能量水平和强的认同感,精力专注而不涣散。研究表明,工作投入不但影响员工的角色内外行为

和工作绩效,而且还会影响团队表现以及客户的满意度[10]。在影响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研究中,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组织、家庭和匹配等方面。相对于年龄、学历、性别、工作年限和经历背景等人口统计

学特征而言,工作价值观属于个体特征中的不可直接观测的隐形特征。作为个体整个价值观系统的一部分,
工作价值观不但具有价值观的一切属性,而且也是影响员工工作态度与工作行为的关键性因素。Rabinowi-
tz和Hall的工作投入综合模型认为:作为个体特征的工作价值观会对个体的工作投入产生影响[11]。此外

也有研究发现,某些与工作相关的因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变量对工作投入产生了影响。May等人认为,心理

状态变量对相关工作特征因素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12]。而王大力的工作投入度提升模型

则认为:高组织承诺的员工对组织有非常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较高满意度产生的高度组织承诺对工作投

入度具有强化机制[13]。根据已有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认为:组织承诺作为一种体现员工与组织之间关系的

一种心理状态,对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着中介效应。目前尤其是国内对于三

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明确。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讨

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以及组织承诺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具有一定

的价值。
教育是全球范围内长久以来的关注热点,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数据),农村教育的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

村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资源分配、教师个人发展及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对基础教育事业影

响愈加深远。农村中小学校长作为特殊的教师群体,既是教师,又是学校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管理者,他们的

工作价值观、工作态度和领导方式不仅决定着学校的荣辱,也决定着教育事业的成败,其工作价值观对于其

教育行为与领导行为有驱动力作用,因而意义重大。了解目前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情况,理清其工作

价值观与工作投入程度及对当前所在学校组织的认可程度等,对提升其工作效率、工作水平以及加强农村中

小学校长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农村中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旨在为指导和支持农村

中小学校长更加积极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式对于在四川师范大学参与四川农村地区中小学校长提高班培训的中小学校长共

240名进行调查,统一发放问卷,集体施测,当场回收。共回收有效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91.60%。其

中男172人,女48人;重点学校50人,非重点学校170人;5年以下教龄14人,5-10年教龄13人,10-20
年教龄93人,20年以上教龄100人。

(二)研究工具

1.教师工作价值观研究工具

采用胥兴春(2011)等编制的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该问卷由27个条目组成,测量教师工作价值观的7
个维度: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利他奉献、安全稳定,该问卷适用于职业为教师

的人群。该问卷重测信度在0.73-0.91之间,本次测量中,全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各分问卷的

克隆巴赫α系数在0.64-0.87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x2/df=2.35,CFI=0.90,GFI=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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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FI=0.89,RMSEA=0.08。

2.组织承诺研究工具

采用由 MeyerAllen编制、胡卫鹏修订的组织承诺问卷,三个维度(情感承诺5项,持续承诺6项,规范

承诺4项)共15个条目。情感承诺指员工对组织的感情依赖、认同和投入;持续承诺指员工对离开组织所带

来的损失的认知;规范承诺指个人与组织价值的相一致或对组织的责任态度,反映的是组织成员对继续留在

组织中的义务感。MeyerAllen自编的组织承诺问卷中译本在我国应用的信度不够理想,而其修订的问卷

则具有较好信度,组织承诺的3个分问卷信度都达0.80以上,情感承诺与规范承诺虽然有较高的相关

(0.67),但是这两个分问卷仍然可以得到区分。本次测量中,全问卷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6,三个分问卷的

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2、0.80、0.79,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x2/df=2.88,CFI=0.91,GFI=0.90,

AGFI=0.88,RMSEA=0.07。

3.工作投入研究工具

工作投入的测量采用荷兰学者Schaufeli等人编制的适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Utrecht工作投

入问卷(theUtrechtWorkEngagementScale,UWES)。我国学者以中学教师为对象,对该问卷进行了信效

度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较高[14]。在本研究中使用的UWES问卷内容,由研究者翻译[15],问卷包

括17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专注(absorption)。活力是指个体具有充沛的

经历和良好的韧性,愿意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努力而不容易疲倦,并且在困难面前能够坚持不懈;奉献是指一

种对于工作的高度卷入状态,并伴随着对工作意义的强烈体验以及自豪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专注则是指一

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愉悦状态,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不愿从工作中脱离出来。活力维度6个条目,奉献

维度5个条目,专注维度6个条目。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工作投入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全问

卷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三个分问卷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9、0.87、0.89,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

明x2/df=1.99,CFI=0.88,GFI=0.91,AGFI=0.87,RMSEA=0.08。
(三)数据处理工具

所有分析均采用SPSS20.0与AMOS19.0进行,使用多元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重回归分析及中介

检验等统计方法。
三 结果分析

(一)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总体状况及差异

1.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总体状况

在工作价值观方面,利他奉献(18.14±2.09)、声望地位(17.72±3.17)两个维度得分最高;在组织承诺

方面,情感承诺(19.37±3.21)与规范承诺(15.42±3.10)得分高,而持续承诺得分(16.99±5.21)较前两者

低;在工作投入的测量中,活力(30.20±5.79)、奉献(25.79±4.88)、专注(29.53±6.02)三维度得分均高,详
情见表1与表2。

2.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及工作投入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对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及工作投入总分基于性别、学校类型、教龄三因素进行多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工作价值观方面,不同学校类型的农村中小学校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1,219)=11.46,p<.01,偏

η2=.05),表现为非重点学校农村中小学校长得分(x - =113.62)高于重点学校校长得分(x - =110.92);不同

教龄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1,219)=5.24,p<.01,偏η2=.07),经LSD
事后检验,5年以下教龄的校长与5-10年教龄(p<.05)、10-20年教龄(p<.05)、20年教龄以上的校长

(p<.05)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5年以下教龄的校长的工作价值观总分(x - =106.50)显著低于其他组别

(5-10年教龄(x - =115.90),10-20年教龄(x - =112.73),20年以上教龄(x - =113.79),其他的组别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且不同性别与不同教龄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交互作用(F(3,657)=
4.01,p<.01,偏η2=.06),表现为5-10年教龄女性校长得分(x - =122)高于5-10年教龄男性校长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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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11.38),其他教龄组男性校长得分均高于女性校长得分;不同学校类型与不同教龄的农村中小学校长

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交互作用(F(3,657)=4.19,p<.01,偏η2=.06);不同性别与不同学校类型的农

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交互作用(F(1,219)=4.88,p<.05,偏η2=.02)。
在组织承诺方面,不同性别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组织承诺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1,219)=6.46,

P <.05,偏η2=.03),表现为男性总分(x - =52.78)显著高于女性总分(x - =42.22)。不同学校类型、不同教

龄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无交互作用。
在工作投入方面,不同性别、不同学校类型、不同教龄的农村中小学校长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无交互作

用。
表1.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相关矩阵

变量 1工作价值观 2组织承诺 3工作投入

1工作价值观 1

2组织承诺 .19**

3工作投入 .35** .21** 1

M +SD 113.62+13.44 51.78+7.72 85.52+15.89

         注:* 表示p<.05,** 表示p<.01.*** 表示p<.001。下同。
表2.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各维度间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物质报酬 1

2声望地位 .62** 1

3职业发展 .45** .61** 1

4人际关系 .41** .56** .71** 1

5组织管理 .44** .64** .61** .72** 1

6利他奉献 .32** .52** .52** .60** .58** 1

7安全稳定 .13 .30** .38** .44** .42** .37** 1

8情感承诺 .04 .16** .22** .24** .20** .32** .21** 1

9持续承诺 .03 -.08 .00 -.01 -.12 -.08 .21** .02 1

10规范承诺 .06 .16* .23** .25** .16** .31** .11 .45** .09 1

11活力 -.07 .08 .26** .22** .17** .30** .18** .43** -.00 .40** 1

12奉献 .00 .15* .30** .26** .20** .30** .24* .44** -.06 .40** .85** 1

13专注 -.10 .05 .24** .20** .15** .24** .20** .41** .03 .40** .87** .86** 1

M 16.41 17.72 16.56 17.25 17.12 18.14 11.40 19.37 16.99 15.42 30.20 25.79 29.53

SD 3.13 3.17 2.64 2.39 2.26 2.09 2.10 3.21 5.21 3.10 5.79 4.88 6.02

  (二)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相关关系

为了考察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及工作投入的关系,对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工作投入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19,p<.01、r=.35,p<.01),表明工作价值

观越积极,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程度越高;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21,p<.01),表明

组织承诺的程度越深,工作投入的程度越高;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各维度之间,除少量维度间

不存在显著相关,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表明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得分越高,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程度越高,
因而下一步采用对于每个维度的多重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间的具体关

系,各维度间相关情况详见表1与表2。
(三)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各维度的多重回归分析

1.工作投入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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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重回归考察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能否独特预测工作投入。表3列出了活力的多重回归分析结

果。第一步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声望地位与安全稳定能负向预测活力,利他奉献能正向

预测活力,表明工作价值观对活力具有独特效应。第二步将组织承诺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情感承诺能

正向预测活力,而持续承诺、规范承诺对活力的预测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3.活力的多重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b SE β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05 .07 -.03 -.06 .08 -.03

声望地位 -.17 .19 -.14 -.17 .19 -.14**

职业发展 .08 .11 .03 .07 .10 .03

人际关系 -.05 .13 -.02 -.07 .13 -.03

组织管理 .03 .13 .01 .05 .13 .02

利他奉献 .26 .12 .09* .24 .12 .09*

安全稳定 -.11 .09 -.06* -.13 .11 -.08*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16 .17 .14**

持续承诺 .03 .04 .02

规范承诺 .02 .07 .01

△R2 .79** .78**

  表4列出奉献的多重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物质报酬、声望地

位与安全稳定能正向预测奉献,组织管理能负向预测奉献,表明工作价值观对奉献具有独特效应。第二步将

组织承诺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情感承诺与持续承诺能正向预测奉献,而规范承诺对奉献的预测作用未

达到显著水平。
表4.奉献的多重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b SE β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15 .16 .13** .18 .16 .13**

声望地位 .11 .07 .07* .19 .17 .16**

职业发展 .01 .09 .01 .03 .09 .02

人际关系 .05 .10 .02 .05 .10 .03

组织管理 -.20 .21 -.15** -.16 .10 -.08*

利他奉献 .01 .10 .00 -.04 .10 -.02

安全稳定 .10 .08 -.06* .18 .09 .08*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07 .06 .05*

持续承诺 -.10 .03 -.10**

规范承诺 .05 .06 .03

△R2 .79** .80**

  表5列出了专注的多重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物质报酬、声望

地位能负向预测专注,组织管理能正向预测专注,表明工作价值观对专注具有独特效应。第二步将组织承诺

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持续承诺能正向预测专注,而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对专注的预测作用未达到显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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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专注的多重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b SE β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20 .17 -.15** -.12 .08 -.06*

声望地位 -.09 .09 -.05* -.08 .09 -.04*

职业发展 .05 .11 .02 .04 .11 .02

人际关系 .00 .13 .00 -.02 .13 -.01

组织管理 .08 .13 .08 .14 .13 .08**

利他奉献 -.10 .11 -.03 -.10 .12 -.03

安全稳定 .04 .10 .02 -.01 .10 -.00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16 .17 .14**

持续承诺 .03 .04 .02

规范承诺 .02 .07 .01

△R2 .80** .80**

  3.组织承诺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重回归考察工作价值观能否独特预测组织承诺某个维度。表6列出了情感承诺的多重回归的分

析结果。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利他奉献和安全稳定能正向预测情感承诺,其他维度预测

作用均不显著。
表6.情感承诺的多重回归

变量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07 .08 -.07

声望地位 -.00 .10 -.00

职业发展 .04 .11 .04

人际关系 .03 .14 .02

组织管理 -.01 .14 -.00

利他奉献 .24 .13 .15**

安全稳定 .17 .11 .11**

△R2 .22***

  表7列出了持续承诺的多重回归的分析结果。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物质报酬和安

全稳定能显著正向预测持续承诺,声望地位和组织管理能负向预测持续承诺,其他维度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表7.持续承诺的多重回归

变量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29 .14 .17*

声望地位 -.20 .17 -.12*

职业发展 .09 .19 .04

人际关系 .12 .24 .06

组织管理 -.64 .24 -.28**

利他奉献 -.31 .22 -.12

安全稳定 .84 .18 .34***

△R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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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列出了规范承诺的多重回归的分析结果。将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职业发展、人际关

系、利他奉献均能显著正向预测规范承诺,安全稳定能显著负向预测规范承诺,其他维度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表8.规范承诺的多重回归

变量 b SE β

工作价值观

物质报酬 -.06 .08 -.06
声望地位 .03 .09 .03
职业发展 .09 .10 .08*

人际关系 .12 .13 .10**

组织管理 -.10 .13 -.08
利他奉献 .29 .12 .19**

安全稳定 -.15 .11 -.11*

△R2 .23***

  (四)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在上文中,工作价值观部分维度对组织承诺的部分维度预测作用显著,组织承诺部分维度对工作投入部

分维度预测作用也显著,那么工作价值观部分维度或许还能通过影响组织承诺的部分维度间接作用于工作

投入。为进一步考察组织承诺各维度是否在工作价值观部分维度和工作投入部分维度间起中介作用,根据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以工作价值观部分维度为预测变量X,组织承诺部分维度为中介变量M,工作投入为

结果变量Y,依次做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预测变量对中介变量、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共同对结果变量的回

归模型。
对表3、4、5、6进行检验可知:利他奉献对活力的独立预测作用显著(c=.30,p<.00),对情感承诺的独

立预测作用显著(a=.32,p<.00),利他奉献和情感承诺同时预测活力时,情感承诺对活力的预测作用显著

(b=.38,p<.00),这说明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显著,此时,利他奉献对活力的预测作用有所下降但仍然显

著(c,=.18,p<.00),说明情感承诺在利他奉献和活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比例的40%;同
理,情感承诺在利他奉献和奉献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39,p<.00),中介效应占总比例的41%;同时情

感承诺在安全稳定和奉献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41,p <.0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且情感承诺

在安全稳定和活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1=.09,p>.05且β2=.41,p<.00)。
同理,对表3、4、5、7进行检验,结果呈现:持续承诺在物质报酬与奉献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

p>.05),且持续承诺在物质报酬与专注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β=.09,p>.05);而持续承诺在声望地位

与奉献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15,p <.05),但持续承诺在声望地位与专注之间中介效应不显著(β=
.04,p>.05);持续承诺是安全稳定与奉献之间的部分中介(β=-.11,p <.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0%,但在安全稳定与专注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β=.07,p>.05);持续承诺在组织管理与奉献之间中介作

用不显著(β=.03,p>.05),且是组织管理与专注之间的部分中介(β=.40,p<.00),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

的38%。
四 讨论

(一)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的总体状况讨论

在工作价值观方面,农村中小学校长总体得分较高,其中利他奉献、声望地位两个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农

村中小学校长十分注重自己的工作所能带给他人及社会的作用,重视社会地位和名誉。在组织承诺方面,情
感承诺与规范承诺得分均较高,而持续承诺得分较低,表明中小学校长是由于对学校的目标、价值观的认同,
产生情感上的依恋以及对学校的投入度,同时也是由于长期受社会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留在学

校内的承诺,并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失去已有的位置和多年投入所换来的福利待遇而不得不继续留在学

校内的一种承诺。在工作投入的测量中,三维度得分均较高,表明农村中小学校长大多具备一种与工作相关

的正性的、充实的精神状态,体现了工作中的高能量水平和强的认同感,精力专注而不涣散。以上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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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明,农村中小学校长在职业的选择、规划、发展等方面更多出于理想、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考虑。农村中小

学占据我国中小学很大份额,校长作为学校师资队伍的管理者,其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水平直

接影响学校组织文化、教学水平的强弱。在当前新课程改革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对校长的评价体系发生改

变,并非单纯的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学校教学水平、校长管理水平的唯一标准,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心理必然

会发生改变。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维持农村中小学校长对于利他奉献、声望地位的看重,可以作为进一步的

研究方向。同时,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行,政府对于农村中小学校的投入进一步加大,这有助于农村中小学

校长在维持当前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的基础上提高持续承诺,更好提升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工作稳定性。
(二)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讨论

不同性别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组织承诺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总分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其他

一些研究[17-20]所报告的女性组织承诺显著高于男性组织承诺的结果不同。这可能是农村教育的行业及区域

的特殊性造成的。农村教育行业相对于其他领域,显得工作强度较大,工作条件较为艰苦。而在当前社会环

境下女性较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对于工作收入、工作环境的稳定性、安全性需求和期待较高,因而导致

对当前工作的组织承诺较低。不同学校类型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

非重点学校校长得分显著高于重点学校校长得分,而不同教龄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

显著差异,表现为5年以下教龄的校长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显著低于其他组别,造成原因可能是由于入职时

间较短,职业价值取向和意义追求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学校层面上,本研究中,非重点学校农村中小学校长

工作价值观总分显著高于重点学校的农村中小学校长,这与其他研究所呈现的结果有所差异。研究者发现

重点学校教师的工作价值观除物质报酬取向外,其他方面均显著高于非重点学校,但同时也发现,农村教师

虽然在工作条件和经济收入方面都与城市教师有一定差距,但并未表现出对物质报酬的过度关注,而在利他

奉献的精神层面得到了补偿和升华[1]。我国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提出2020年要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推进

举措,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协同推进、层层落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体制。在这一背景下,全国义务教育经

费投入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成效明显,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大幅改善;师资队伍建设有所进步,均衡配置师资正在实现。在这一新背景形势下,农村一些非重点

中小学的条件得到改善和提高[21]。研究者认为,时代的发展、办学条件的改善,促使本身就具有较高职业认

同和职业热情的校长得到了鼓励和提升,同时他们对于奉献精神的关注水平极高,乐于在条件较差的学校工

作,推进教育发展,因而本研究发现农村非重点中小学校长的工作价值观水平反而高于重点学校。
(三)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关系讨论

本研究发现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工作价值观对组织承诺有预测作用,这与相关

研究结果一致[3-4][22]。价值观作为稳定的心理倾向系统,是个体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选择的标准,对个

体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工作价值观是个体对工作的评价标准,个体会对自己所进行的工作对于个人和社

会的意义进行判断,进而影响其对于组织的承诺水平。但研究同时也发现,虽然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

与组织承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其相关性程度却不高,其中利他奉献与情感承诺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也

仅为0.318。其原因可能是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均属个性心理系统,两个系统之间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诸如能力、个性特点、工作及社会环境等都可能作用于组织承诺,因而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之间不可能是

单一的线性影响关系。另外,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有研

究表明,我国教师组织承诺结构维度比本文中所使用的 Meyer和Allen所提出的三因素结构多出理想承诺

这一维度[23]。理想承诺是指教师重视个人的成长、追求理想的实现,关注个人的专长在学校中能否得到发

挥,学校能否提供工作条件、学习提高和晋升的机会以利于实现理想。本研究所显示的利他奉献与情感承诺

间相关最高,侧面折射出在农村中小学校长中工作价值观对其在个人追求方面的组织承诺影响较大,可进一

步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以探讨工作价值观对组织承诺各方面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校长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且组织承诺对于工作投入有预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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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4-25]。组织承诺水平高的农村中小学校长更易热情地投入工作中,对教学、管理

工作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且经过多年的付出,在学校中已有一定的地位,感到有义务留在组织内,为组织的工

作投入更多,因而组织承诺水平高的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投入水平更高。
本研究中,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工作价值观可以预测工作投

入。此前对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间关系进行探讨的理论并不多,有学者推论这两个变量间存在中介变量

或调节变量。工作投入属于行为结果系统,影响因素较多,受个体能力、个性特点、客观环境等影响,且对于工

作投入的评价较难有明确的标准,因而工作价值观极有可能是透过其他一些因素对工作投入造成间接的影响。
(四)组织承诺在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讨论

本研究结果呈现,持续承诺在声望地位与奉献、组织管理与奉献、组织管理与专注、安全稳定与奉献之间

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情感承诺在利他奉献与活力、利他奉献与奉献、安全稳定与奉献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情感承诺在安全稳定与活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中,持续承诺在安全稳定与奉献之间起到的是抑制

作用,其余7条路径均为促进作用,这表明某些工作价值观维度并不单纯是工作投入的促进者或抑制者,而
是取决于作用的中介因素。即使是组织承诺这一单一因素,其中的某些维度的中介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因而

必须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些维度在教师职业发展中的两面性作用,把握变量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中介效应的

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该结果初步揭示了工作价值观作用于工作投入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工作价值观

部分通过组织承诺影响工作投入,同时工作价值观本身对于工作投入也有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农村中小学

校长的工作投入促进提高方面,不仅应考虑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等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也应将组织

承诺这类变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五 结论

农村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存在显著正相关,组织承诺与工作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农村

中小学校长工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安全稳定、利他奉献)对工作投入(活力)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物质报

酬、声望地位、安全稳定、组织管理)对工作投入(奉献)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声望地位、组织管

理)对工作投入(专注)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利他奉献、安全稳定)对组织承诺(情感承诺)有独特效应,工
作价值观(物质报酬、安全稳定、声望地位、组织管理)对组织承诺(持续承诺)有独特效应,工作价值观(职业

发展、人际关系、利他奉献、安全稳定)对组织承诺(规范承诺)有独特效应;组织承诺在工作价值观、工作投入

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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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sofWorkValuesandOrganizationPromiseonWork
EngagementofRural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Headmasters

LIANGBina,LIShao-junb,HeRui-lia,ZHANGJiao-nana
(a.SchoolofTeacherEducationandPsychology,b.DepartmentofStudents’Affairs,

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Withtheexplorationofeffectsofworkvaluesandorganizationpromiseonwork
engagementofrural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headmasters,thispaperdiscussesthepredica-
tiveeffectandmesomericeffectofworkvaluesandorganizationpromiseonworkengagementso
astoprovideatheoreticalbaseforthereformofbasiceducationandtheimprovementofmanage-
mentstabilityandworkenthusiasm.With240headmastersfromrural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sinSichuanprovinceasinterviewees,questionnairesareservedtomakethesurvey.The
resulltshowsthatobviouspositiverelationexistsbetweenworkvaluesandorganizationpromise,
anditalsoexistsbetweenorganizationpromiseandworkengagement.Multipleregressionanaly-
sesshowworkvalues(materialreward,prestigestatus,safetyandaltruisticdedication)areu-
niquelyassociatedwithworkengagement(energy),withworkvalues(materialreward,prestige
status,safetyandorganizationmanagement)uniquelyassociatedwithworkengagement(dedica-
tion)andwithworkengagement(focus).Organizationpromiseplaystheroleofpartialagentbe-
tweenworkvalueandworkengagement.Theresearchprovidesatheoreticalbasisfortheelemen-
taryeducationreformandimprovingthestabilityofheadmasters’organizationmanagementand
workenthusiasm.

Keywords:rural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headmaster;workvalues;organization
promise;work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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