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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
内涵结构与量表开发

张姝 朱艳

  摘要: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对于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事业,提升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服

务质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明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定

性与定量的方法,聚焦于我国民族地区独特的制度和文化情境,通过扎根理论和因素分析,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结构和测度量表。具体而言,首先借助扎根理论,通过深入剖析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

育故事,以揭示其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及其维度;其次,通过编制量表和进行因素分析,以探索、验证并明晰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测度。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民族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

和地理经济环境是导致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复杂多元的首要因素;第二,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

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自我实现”成为与中国制度文化情境和教师职业公共

性紧密关联的两个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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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①。公共服务作为建设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支撑,不仅对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至关重要,更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我国民族乡村地区,这些地区融合了革命老区、边疆地区以及贫困地

区的特征②,往往面临资源匮乏、教育落后等挑战,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

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直接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教育、乡村人才

储备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激发乡村教师公共服务的动机,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对于提

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致力于打造“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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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教师队伍,后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加快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的相继出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其承担的国

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职责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但由于“在整个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物质压力

和精神压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且在制度上缺少一种有效的乡村教师稳定供给渠道”①,当前民族地区

仍面临教师乡村从教意愿低、向城流动性强、教师专业性亟待提升等现实困境,部分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

处于低迷状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教育公共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破解这一难题,部分学者立足于教师职业的“利他性”,从坚定教育信念②、重塑新乡贤角色③等出发;

抑或是立足“经济人”假设,从提升薪酬与福利待遇等方面出发④,激发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然

而由于现有研究缺乏相应测量工具,以致难以评估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并且在完全利他或完全利己的

人性假设下,虽能在理论上提升民族地区教师公共服务的水平,但现实中教师的人性本质更为复杂,包含了

利己与利他的多重特征。因此,本研究聚焦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旨在通过探索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容与测

度,在特定情境下开发科学、合理的测量量表,以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为激励教师积极投身乡村教育振兴

和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提供依循。
二 文献回溯

本文主要从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维度和测量方法,以及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辨析

1.
 

西方语境下“公—私”二元对立的公共服务动机之辨

李蔚认为西方的公共性理论根植于欧洲启蒙运动后的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是以“公—私”二元对立关

系为前提的⑤,作为公共性理论下属概念的“公共服务动机”,在西方语境中,也同样存在着“自利性”与“利他

性”二元对立的情况。

Rainey最早用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一词来表述与公共服务相关的特定动机⑥。直

到1990年,Perry和 Wise才在Rainey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将公共服务动机定义为“个体对主要或仅仅根植于

公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出反应的一种倾向”⑦,并从理性动机、规范动机以及情感动机阐释其构成。自此,
该定义广受学者认可与采纳,但也有学者质疑其理性动机中的自利性是否应纳入公共服务动机中。在早期,
西方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基本是完全的“利他主义”取向。如Brewer和Selden就将公共服务动机描述为“促
使个人进行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动机力量”⑧。Kim和Vandenabeele更是提出应从自我牺牲出发,将公共

服务动机划分为工具性、价值性和认同性动机⑨。然而,2016年Ritz等人提出公共服务动机很大可能是由

利他主义和自利主义共同推动,用“自利性”与“利他性”二分法观念来看待公共服务动机是错误的。

2.
 

中国语境下“私”融于“公”的公共服务动机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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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研究是概念先于事实的研究,2007年才开始有中文论文发表,且大多遵循西方

“利他主义”原则,少有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概念进行本土建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纷纷呼吁从中

国独特的情境与价值体系出发,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如2015年之前,部分学者基本沿

袭西方单一的利他主义,将其界定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利他动机①。2015年之后,开始有学者从混合动机

角度出发界定其概念。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通过社会化的形式,个体对其自身公共身份产生认

同,包括工具性、制度性和情感性动机三个方面”②。陈重安、许成委就主张从“公共服务”行为出发,重新界

定公共服务动机概念,认为学界将其界定为利他动机、亲社会动机或内在动机,同时注入价值、信念及态度等

诸多要素,已使其脱离了动机本身的意义③。苗青更是直接呼吁回归中国现实场景和制度以及具体对象的

公共服务动机研究④。
中西方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研究的分歧在于,其文化制度下社会对“公”、“私”二者关系的看待不同。在中

国,“公”与“私”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公”往往与善相联系,“私”常与恶相关联,两者间常呈现一

种垂直的隶属关系,即“私”服从于“公”,社会也一直倡导“竭私尽公”、“公大于私”、“小我融入大我”等公共伦

理观念。正是在这种“私”从于“公”,“私”融于“公”的社会背景下,公利与私利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

关系,公共服务行为本身也不完全是毫无个体“私欲”的彻底的“完全利他”。因此,在引进公共服务动机这一

舶来概念时,不能简单地移植借用,而必须结合中国的文化制度场景,要从历史、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社会

运行的底蕴和既有民情,也需观照中国特有的制度情境,即从政党高度嵌入社会、引领社会、组织社会、形塑

社会的基本逻辑出发⑤,来探析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行为本身背后所蕴含的动机。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维度

1.
 

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结构:稳定的“三足鼎立”

1990年,Perry和 Wise基于Knoke与 Wright-Isak的“倾向/机会”模型⑥,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由理性动

机、规范动机与情感动机构成⑦。后续研究都主要呈现为对该结构的继承和批判。如Abane和Phinaitrup
就直接借鉴该结构⑧。刘华兴和王铮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境证实了该结构,只是其具体意涵表述与Perry和

Wise的观点略有差异⑨。Kim和Vandenabeele则认为理性动机中包含“利己”成分,不符合“完全利他”原
则,并且指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将公共服务动机重新解构为工具动机、价值动机和

认同动机。文博和陶磊则结合Perry及Kim等人的研究提出公共服务动机由工具性、制度性和情感性构

成,并认为工具性动机是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

2.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文化与制度的实证分野

最初,Perry基于美国历史背景,将公共服务动机的初设维度简化为“公共政策吸引力”、“公共利益承

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维模型并开发了相应量表。此量表随后被多国学者广泛使用,但因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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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其在各国应用中逐渐显露情境失配问题①。故不少学者对Perry量表进行修订,出现了多种维度

的测量模型。如在亚洲国家,Kim发现“公共政策吸引力”维度在韩国不适用②。刘帮成等人的研究则显示

“同情心”维度在中国未得到证实③。殷强认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公共服务动机还应在Perry基础上增

加“爱国主义”和“伦理道德”两个维度④。此外,在文化背景相近的欧洲国家,Perry的四维模型同样受到质

疑。如Ballart和Riba针对西班牙行政传统提出了“政治忠诚”这一新维度,并发现五维度模型在西班牙更

为适用⑤。
尽管当前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维度基本是对Perry研究的批判继承,且在其测量上存在较大争议,

但仍可得出以下共识:其一,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组成较为稳定,目前学界集中在两种组成结构讨论上,一种

认为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少部分学者则认为其由“工具性动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构
成,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前者理性动机包含了自利性动机成分;其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是争议集中的

地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同文化制度下,各国对“公务员”、“公共服务”意涵的认知与理解不同;二是由于

语言习惯不同,量表的翻译使用可能使研究者难以得到准确测量。
(三)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法

既有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方法可分为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两种⑥。其中,量表是测量的主要工具,测量题

目选项设置通常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

1.
 

间接测量:回应动机的内在需求与外显行为

间接测量是通过测量与动机相关的其他变量来间接反映动机的强弱。根据所替代测量变量与动机的关

系,可归结为内在需求测量和外显行为测量。其一,内在需求测量是从引发动机的因素出发,假设动机的产

生源于需要,动机强弱与需要程度及其满足情况相关,由此折射动机的强弱。起初大多数公共服务动机测量

均是采用该方法,公共服务动机一词就是Rainey对比公、私部门员工的报酬偏好提出的⑦。其二,外显行为

测量则关注动机所引发的行为,假设动机的强弱与其引发的行为相关,认为个体的动机越强,则由动机引发

的行为就越持久,出现的频率也越高。如可通过测量个体的利他行为或亲社会行为等来映射其公共服务动

机的强弱。Brewer和Selden就以“举报行为”作为一种有效行为指标,预测个体公共服务动机水平⑧。

2.
 

直接测量:横纵数据导向的多维度测量取向

直接测量是从公共服务动机内涵及其外延入手,并依此建立测量工具的一种测量方式。首先,从测量工

具来看,典型直接测量工具是Perry的四维度量表,而常用的跨文化直接测量工具是Kim等人开发的国际

化公共服务动机量表⑨。其次,从测量数据来看,可分为横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前者通常用来开发、验证

或修订量表,或用以了解某个体或群体在某时间点上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及在此基础上作对比研究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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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杨开峰、杨慧珊《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中国化》,《治理研究》2021第6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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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e和Phinaitrup就使用横截面设计,直接测量地方政府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①。与之不同的是,纵
向数据测量关注的是动机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和变化,能够揭示、预测动机的动态性和趋势,或是通过纵向数

据追踪以探究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后效及中介等因素。如 Holt就通过追踪纵向数据,探究高中公民

课程与校本社区服务对高中生公共服务动机发展的影响②。
总之,直接测量已是当前研究的主流,而多维度的“量表取向”成为主导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主要工具。

在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进行开发时可借鉴以下经验:其一,间接测量优点在于,通过测量动机产生的需求和

外在行为表现,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公共服务动机的强弱,同时避免人们对其隐瞒和夸大;其二,直接测

量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开发的主流方法,而当中的横截面数据则是测量工具开发的主要数据源。值得注意

的是,2016年,Ritz等人就指出,尽管实证研究中横截面数据研究占比高达81.3%,少有纵向数据的测量收

集,但随着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深入,纵向数据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③。
(四)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

1.
 

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移植

既有研究多是直接移植沿用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体系和测量框架,少有针对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开展教

师公共服务的动机研究。首先,从概念来看,目前关于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界定,多是将教师作为众多公职

人员中的一类群体,通过迁移公共服务动机的一般性概念进行再界定。其次,从前因、后效及中介因素来看,
研究仍集中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共性因素研究。鲜有学者从教育的独有因素出发,探究教师公共服务动机与

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习成就之间的作用关系,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因果机制的“黑箱”尚未有研究触及。最后,从
测量工具来看,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量表基本是对Perry量表的使用或再开发。如李明军和刘亚编制的教

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虽是依据Kim与Vandenabeele等的四维度理论④,但实际也还是对Perry四维度模

型的继承发展。
然而,从教师职业的本质属性来看,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工作天然蕴含着崇高的公共使命。尤

其在中国,教师自古就被尊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有着较高的奉献精神。故将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简

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公共服务动机,并直接移植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和测量工具,一方面,这会使得教师公共服

务动机概念的内容效度变低,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动机构成要素间的内在作用机理;
另一方面,也将导致测量结果不明,无法真实准确反映教师在公共服务中的实际动机和行为。

2.
 

教师从业动机研究:具有文化底色的混合动机

虽然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我们仍可从相近的从业动机研究中窥见一二。既有关于教

师从业动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研究多从“经济人”视角,关注教师个体层面上的择业、从教、
专业发展等动机,并探究这些动机与离职意向、职业认同及职业倦怠等间的关系。如赵飞等人就从教师择业

动机出发,探究其对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影响⑤。其二,少数学者从“利他主义”的视角,研究教师从

业动机。如唐燕就从“道义动机”出发,认为教师道义动机是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必须履行的职业要求,是教师

的法定义务⑥,强调教师应具备较高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三,在动机的理论基础上,学者从教师个

体出发,从心理学角度关注“动机”,指出自我决定理论、期望价值理论、成就目标定向理论是教师动机研究的

主流理论⑦,可用以解析教师动机的内在机理。此外,也有学者从动机的文化底色出发,指出“文化与动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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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①,动机形成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并与由文化而社会化的情感密切相关②。
随着国际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趋势向更加情景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不同情境、不

同特殊人群的研究,以充实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增加其概念的内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作为公

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背景都具有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

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因此,聚焦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他

们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在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

务动机进行研究时,我们可借鉴已有教师从业动机的研究经验:一是兼顾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利己与利他,
突出强调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私融于公”的混合动机;二是回应动机的文化底色,凸显公共服务动机的本质

也是“动机”,回应文化的社会化动机。
综上可见,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与我国“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的时代命题相关联,需要基于我国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情境,探究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

动机的内涵实质和测量维度。因此,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扎根理论自下而上

建构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维度,以此作为测量量表的编制依据;然后,编
制量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基于客观数据对量表进行调整,并对量表进行信度

检验,以澄清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测度,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组织、管
理、激励等理论研究及实践运用提供科学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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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图

三 定性研究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构建

(一)研究方法及思路

扎根理论“缘起于科学的逻辑、实用主义、符号互动论和工作社会学,主张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透过一系

列‘搜集、分析、比较;再搜集、再分析、再比较’的交替过程中,不断地以归纳的方式做比较分析,以建立反映

社会现象的理论”③,因而,该方法常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较为科学的方法。在此,我们除参照Corbin和

Strauss《质性研究的基础:发展扎根理论的技术和程序》中所介绍的扎根理论路径外④,还主要借鉴了陈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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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富伟本土化改造的三级编码路径①,以提炼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结构及

其测量维度指标。
(二)理论取样及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理论取样,其核心在于选择能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注重概念的代表性而非个

体的代表性。调研团队在2023年3月至2023年11月期间进行了三轮访谈资料收集。第一轮是开放式访

谈,以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对其公共服务动机的认识及其现状,并以此编制访谈提纲。第二轮是抽取目标

学校进行结构式访谈,调研团队根据第一轮访谈教师培训情况及其所在学校的民族文化环境分析,最终选取

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J乡村小学作为访谈学校,以确保受访者在公共服务动机方面的代表性。第三轮

是对已有访谈资料的进一步补充。
在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对受访者所在的乡村学校进行了背景调查,并与受访者进行初步沟通以确保后续

访谈的顺利进行。正式访谈采用一对一方式,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前提下录音并整理笔录。在访谈结束后及

时整理文稿并编码,根据编码情况决定是否重启访谈,不断反复,直至没有新概念产生。最终,团队共访谈了

23人(详见表1)。所有访谈均录音,且均在24小时内完成文字转换与整理,形成丰富的访谈资料库。
表1 访谈情况表

访谈对象 编号 民族 是否会少数民族语言 访谈次数 访谈时长(分钟) 转录字数(万)

“国培计划(2022)”、“Q省

2023年民族地区教师转型

提升”的培训教师

一轮

访谈

对象

T1 彝族 是(彝语) 1 32 0.7

T2 彝族 是(彝语) 2 132 3.1

T3 彝族 是(彝语) 1 16 0.3

T4 藏族 是(藏语) 2 45 0.9

T5 藏族 是(藏语) 1 63 1.8

T6 汉族 否 1 25 0.6

T7 汉族 否 1 25 0.5

T8 汉族 否 1 26 0.6

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J
乡村小学教师

二轮

访谈

对象

T9 彝族 是(彝语) 2 190 4.9

T10 彝族 是(彝语) 1 45 1.2

T11 彝族 是(彝语) 1 37 1.0

T12 彝族 是(彝语) 1 47 1.4

T13 彝族 是(彝语) 1 25 0.5

T14 彝族 否 2 73 2.0

T15 汉族 是(彝语) 2 163 4.9

T16 汉族 否 1 30 0.9

T17 汉族 否 1 25 0.4

T18 汉族 否 1 27 0.7

T19 汉族 否 1 25 0.5

T20 苗族 否 1 31 0.7

三轮

访谈

对象

T21 汉族 否 1 24 0.4

T22 汉族 否 1 25 0.5

T23 回族 否 1 2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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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研究团队在对J乡村小学教师进行访谈的同时,也对该校进行了全面的深入调查。广泛搜集了

关于J小学所在区域的历史、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资料,力求对该地区的教育环境有更为全面和深入

的了解。同时,利用网络资源,搜集了诸如阿力甫夏、格桑德吉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的相关采访和典型事迹,以从数据上确保了研究的效度与可靠性。
(三)访谈提纲编制

访谈作为扎根理论中重要的资料收集方法,对于研究者深入理解特定情境、捕捉细微差异以及提炼核心

概念具有重要作用,而多种资料结合使用有利于就同样问题进行三角检验,以增强研究过程与结论的可信度

和说服力。故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同时辅以观察法,并利用网络素材作为资料的补充来源。
为确保受访者能清晰、准确地理解访谈内容,正式访谈前研究团队通过讨论编制预访谈提纲,并广泛收

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且从一轮访谈对象中选取2名受访者参与预访谈,根据访谈情况和受访者的建议对

预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形成正式访谈提纲。具体内容如下:“您认为什么是公共服务?”“您心中的公共服务有

哪些特征?”“在您看来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工作算不算是公共服务的范畴? 为什么? 请列举具体的事例。”
“您作出这些公共服务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等等。此外,这一过程中受访者不会被告知公共服务动机的

具体定义,而是根据个人理解及经历自由回答。
(四)数据编码与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及结构维度构建

1.
 

一级编码:归纳丰富类属

表2 T9教师访谈资料的一级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节选)

一级编码

概念化
类属化

属性 维度 类属

教师的工作就是公共服务,就是我心里面是这样想

的。我的理解是因为,不只要教书,我还要育人,我
感觉育人比教书更重要。[1]……他们是以老师为

榜样的,老师做了什么他们就学习什么,我就想到

的是不只要抓学习,我还要抓他们的行为习惯,包
括他们的那个三观。[2]……回来这里教书是因为

我家在这里,再加上它也是我母校,我想为我的家

乡做一点点奉献,我2019年毕业当时是考到邻县

的一所小学,待遇要比现在这里好一些,但是我还

是一直关注这边的招考信息,一有机会我就考回来

了。[3]……我待会还要护学,送学生回寝室,等学

生睡觉得到10点半,之后再去备教材、备教案,这
个弄过来,还要去弄我们学校的那些事,然后就得

弄一些杂事,我现在都感觉这个人都憔悴了,我都

感觉有时候我能不能分成两个人。[4]我想好好教

书嘛,又想做好学校的行政工作,有时候都想把学

校行政工作辞职了,然后我想我一个男人,如果我

做这个都没有完成的话,我会感觉没有什么前途,

而且我一直的目标就是先上位到副校长,然后我就

一直坚持[5]……(共36个语义片段)

[1]
职 业 充 满 使

命感

[2]
有义 务 给 学 生

树立榜样

[6]
有责 任 感 为 学

生提供服务

[3]
[36]

对自 己 民 族 有

很强的依恋感

[4]
[11]

愿意 为 学 生 利

益牺 牲 自 己 利

益……

[19]
[24]

看到 学 生 遭 遇

不 幸 感 到 难

过……

[5]
[27]

期望 获 得 更 高

职 务 和 职

称……

…… ……

使 命 担

当……
被 动 担 当—主

动担当……

主动付出
表 面 行 为—内

心感受

关怀同情
无 良 心—有

良心

自 我 发

展……
重 物 质—重

精神

公共项目参

与……
政 策 号 召—主

动发起

使 命 担

当 与 师

德操守

无 私

奉献

自 我

实现

公 共

参与

合计 共23个标签

  一级编码是对原始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类属化的过程,旨在用概念和类属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在

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秉持客观、开放的态度,尽可能减少主观偏见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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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遵循了以下步骤:一是标记原始语句,即逐词、逐事件标记原始资料中反映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

动机内涵及结构维度的原始语句;二是概念化,即对标记的原始语句逐句命名(贴标签)的过程;三是类属化,
即是将零散概念进一步比较、整合,将相同和类似的标签合为同一类属,并归纳识别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示例

见表2)。
具体而言,首先,研究团队共同阅读一轮、二轮访谈的所有文本资料,逐份、逐句、逐行标记与公共服务动

机相关的语义片段,并进行编号。筛选标准为“有清晰描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意涵或内容”。
其次,为确保初始编码过程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我们采用了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的方式,逐份对受访者的访

谈资料的原始语进行编码,直至概念达到理论饱和,再无新的概念标签产生。独立逐份编码结束后,研究团

队共同逐份对编码结果进行比较、讨论、归类,将相同或类似的概念整合。最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团队

开展第三轮访谈收集原始资料,并结合观察和网络素材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再次确证无新概念产生。最终,
经过多次讨论形成3个主类属、4个类属和10个类属属性(见表3)。

表3 一级编码结果

主类属 类属 类属属性

理性动机
公共参与 公共政策吸引、公共项目参与

自我实现 自我认知、自我发展

规范动机 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 使命担当、职业道德、职业操守

情感动机 无私奉献 主动付出、关怀同情、奉献精神

  2.
 

二级编码:确定核心类属

二级编码是对一级编码得到的各类属加以聚类的过程,旨在发现和建立类属间的各种联系①。本研究

在进一步编码之后,参照陈向明的做法,使用清理故事线的技术直接找寻核心类属,具体如下。
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都认同自己工作的使命,即是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帮助孩子成长发展,认为自

己的工作就是公共服务。然而,从事及坚守这一公共服务背后的动机构成颇为复杂。例如,最初选择就读师

范专业以及毕业后回到民族地区当教师,是基于对自身综合资本(教育资本、家庭资本、社会资本等),和毕业

时国家相关就业政策以及对自身和家庭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主要是理性、情感)的最优选择。在入职以后,
真正感受、体验一名民族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并且面临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或再融合(冲突、适应及融

合),与当地建立更加深厚的地缘情感(与地方、与学生、与同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名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的职责与使命等等,共同(有情感的、规范的、理性的)构成了民族教师做好教育公共服务的动机。此外,在面

临繁琐的日常教学任务、无休止的与教学无关的任务安排、抑或是难以融入当地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
等困难下,结合自己对自身职业发展生涯的再审视(理性、情感、规范),最后将教师职业转化为终身发展的

“志业”。概言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激发、维持、调节、稳定乡村教师投身民族地区教育公共

事业,并坚守教师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推动力量,其动机的目标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由
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在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公共服务动机组成的具体模式不同,且动机

间存在挤出、增强及协同效应。
由此,研究团队对以上故事进行概念化,以形成定性研究阶段的核心类属———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

务动机。整个故事均围绕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展开,尽管在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公共服务行为背后的动机

构成模式不同。而其中,理性动机由公共参与、自我实现两维度组成,规范动机由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组成,
情感动机由无私奉献组成。

3.
 

三级编码:关联类属

确定核心类属后,进一步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与维度整个关联起来,形成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模型(见图2),其具体关联过程及具体动机构成模式不在此进行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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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模型图

四 定量研究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测度探究

(一)量表编制

量表编制经历了“初始量表编制—量表修订—形成正式量表”三个阶段。其中,初始量表编制过程如下。
一是依循概念及结构,基于本研究得出的4大维度(类属)和对应的10个类属属性,参考国内外已有公共服

务动机量表的相关表述,回溯原始访谈资料编制测度问题。二是为保证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邀请5位民族

学、教育学领域专家对初步形成的量表进行讨论。通过2次讨论后,综合专家意见、考量内容效度、文字表述

的准确性以及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契合度后,调整题项,并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包含“完全不符合”、“较不符

合”、“一般”、“较符合”、“完全符合”五种选项)来制定量表初稿。随后,邀请3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进行填

写,并根据反馈意见调整量表,最终形成共32题的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初始量表(见
表4)。

表4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初始量表问题

测量维度 属性 量表问题

使命担当与

师德操守

使命

担当

PSM4:我特别在乎我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一般规范。

PSM18:我感到有责任通过教育服务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

PSM20:我认为乡村教育是一项充满使命感的事业。

PSM28:我会自愿做一些利于中华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的事情。

职业

道德

PSM26:我认为身为一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在面对不良风气时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试着改变。

PSM27:我认为师德对引导学生成长发展和民族地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很重要。

职业

操守

PSM3:对于职责范围外,但可能会促进学生成长的工作,我会积极参与并认真对待。

PSM11:我对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发展非常关注。

PSM16:我会经常思考,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作为教师的价值。

PSM21:我认为我们肩负着民族团结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无私奉献

主动

付出

PSM5:我感到我有责任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

PSM23:我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PSM32:我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以确保每个乡村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关照。

关怀

同情

PSM10:我真心喜欢学生并关心、尊重学生。

PSM22:我很关注学生群体的利益。

PSM31:我认为我的工作对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很重要。

奉献

精神

PSM13:我觉得我的工作能体现我的价值。

PSM19:我特别在乎我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名乡村教师的要求。

PSM29:我作为一名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这让我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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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与

公共

政策

吸引

PSM1:我很希望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PSM2:我很愿意与他人分享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

PSM30:我认为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是自己应尽的公民义务。

公共

项目

参与

PSM12:我经常积极参与民族地区社区的活动,增进民族凝聚力。

PSM15:我乐于与民族地区社区合作,共同推动教育的发展。

PSM25:我对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公共项目很感兴趣。

自我实现

自我

认知

PSM6:我对于提升自己在教育领域的职业地位和声望感兴趣。

PSM8:我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PSM14:对我而言,工资和福利是选择教育职业的主要动机之一。

自我

发展

PSM7:我选择目前的职业是因为它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PSM9:我关注工作中提供的额外福利和奖励。

PSM17:我关心别人如何看待教师职业。

PSM24:大家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认可,对我非常重要。

  (二)统计处理

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主要采用组成成分分析,因素旋转采用最大方差

法旋转和最优斜交法旋转,计算工具为SPSS
 

27.0,并根据因素分析结果进行理论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采用最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ML)估计对模型进行拟合,计
算工具为AMOS

 

23.0。
(三)结果与分析

1.
 

初始量表的量化分析

初始量表涉及32题,主要通过问卷星发放,由研究人员邀请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填写,最终共收回问卷

349份,删除填写时间过短、规律填写、乱填(如量表中设置了标记题,要求被试直接选择“一般”选项,没有按

要求填写,则视为没有认真阅题)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210份有效问卷,符合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数的要

求,即样本量,在题项数的5至10倍之间①。
首先,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适合度检测结果显示本研究收集数据的KMO值为0.94,Bartlett球形检验

 

χ2

=8971.69、
 

p<0.001,说明样本数据变量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方法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题项进行删减:一是因素载荷

小于0.40的题,剔除0项;二是在两个及以上因素上的载荷均大于0.40的题,剔除13项;三是题目不符合

因素内涵的题,剔除0项。最终,共剔除13项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最大方差法

和最优斜交法两种旋转方法,对剩余1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两种转

轴法均抽取了4个因素,累计方差解释率为82.71%,最优斜交转轴法抽取的因素结构与理论构思一致,且
不存在交叉负荷的题项,故本研究采纳主成分最优斜交法的结果。

最后,检查是否存在题目冗余的情况。对删减后剩余的19个题项进行项目分析,根据总分排序对高分

组(前27%)和低分组(后27%)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高、低分组所有题项的平均数差异值均达到显著(
 

t介

于12.23-23.05之间,
 

p<0.001);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63-0.82之间,符合同质性检验相关系

数大于0.4的标准②。此外,因素“无私奉献”、“公共参与”、“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自我实现”的Cron-
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4、0.923、0.957和0.897(均大于0.8),各因素内部一致性好,依次删除各题项,观
察各因素内部一致性系数变化,除删除PSM12、PSM6后其对应因素的Cronbachs

 

α值略有升高,删除

PSM16后Cronbachs
 

α值不变,其余删除任意条目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降低,因此直接剔除PSM12和

PSM6两个题项,而PSM16“我经常会思考,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作为教师的价值”与定性研究阶段与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职业操守”联系紧密,且删除后内部一致性不变可继续保留,故不删除。最终,题项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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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无私奉献(5题)、公共参与(4题)、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5题)、自我实现(3题),基于扎根理论开发的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得到初步验证(见表5)。
表5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210)

题项 无私奉献 公共参与
使命担当

与师德操守
自我实现

删除该项后

Cronbachs
 

α

PSM13 0.93 0.955

PSM19 0.81 0.957

PSM23 0.91 0.959

PSM29 0.96 0.955

PSM31 0.92 0.952

PSM1 0.89 0.903

PSM2 0.87 0.904

PSM12 0.84 0.924

PSM15 0.92 0.894

PSM25 0.75 0.904

PSM11 0.87 0.946

PSM16 0.76 0.957

PSM18 0.90 0.944

PSM21 0.91 0.945

PSM26 0.90 0.944

PSM6 0.57 0.933

PSM7 0.92 0.858

PSM9 0.97 0.837

PSM14 0.95 0.821

信度系数 0.964 0.923 0.957 0.897 ———

方差解释率(%)
(总82.71%)

57.253 10.855 9.181 5.423 ———

特征值(未旋转) 10.878 2.063 1.744 1.030 ———

  2.
 

正式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正式量表共涉及17个题项,也主要通过问卷星发放,由研究人员邀请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填写,共收回问

卷499份,删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300份。
首先,依循前述理论研究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利用AMOS

 

23.0,绘制初始模型(一阶四因素模型),
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模型的3<

 

χ2/dƒ<5且RMSEA>0.8,模型拟合不

佳。因此,可对模型进行修正,具体结合参数间修正指数(MI)和参数间因果性的理论支撑进行修正。通过

释放e13-e14 MI值为52.340,该值很大,两项之间存在紧密关系),PSM1“我很希望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

的制定过程中”与PSM2“我很愿意与他人分享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都是测量公共政策吸引,两者高度关

联,释放后模型拟合较佳,释放后
 

χ2/dƒ<3、RMSEA和SRMR均小于0.08、CFI和TLI都大于0.9,此时模

型拟合较佳(具体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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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初始模型修正的各步骤的总体拟合情况
 

(N=300)

χ2 dƒ χ2/dƒ RMSEA CFI TLI SRMR 模型评估

初始模型 356.644*** 113 3.154 0.085 0.921 0.905 0.051 模型拟合不佳

释放e13-e14 292.959*** 112 2.616 0.074 0.941 0.929 0.045 模型拟合较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其次,进一步综合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修正后的初始模型基础上,尝试缩减因素,通过对比(见表

7),可见二阶四因素模型与一阶四因素模型均符合要求(
 

χ2/dƒ<3、RMSEA和SRMR均小于0.08、CFI和

TLI都大于0.9),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值明显优于其他模型,故认为一阶四因素模型结构更佳。此外,从一阶

模型的拟合数据、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维度间相关系数在0.45-0.72之间,
 

p<0.001)及前文的理论研究

来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可能存在高一阶的因素。从二阶四因素模型看,模型中各测量条目

在相应因素上的标准化载荷量在0.69-0.88之间(
 

p<0.001,见图3),能较好解释观测变量,说明本研究开

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一阶因素和二阶因素的关系较强(除自我实现外其余因素在0.79-
0.94之间,其中自我实现为0.39接近于0.4,且在定性研究阶段发现自我发展是促使教师积极投身民族地

区乡村教育事业的重要动因之一),由此确证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由使命担当与师德

操守、无私奉献、公共参与、自我实现构成。
表7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PSM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比结果

 

(N=300)

模型 χ2 dƒ χ2/dƒ RMSEA CFI TLI SRMR

二阶四因素 301.533*** 114 2.645 0.074 0.939 0.928 0.049

四因素模型 292.959*** 112 2.616 0.074 0.941 0.929 0.045

三因素模型(A+B,C,D) 369.453*** 115 3.213 0.086 0.918 0.903 0.054

二因素模型(A+B+C,D) 483.730*** 117 4.134 0.102 0.881 0.862 0.066

单因素模型 697.239*** 118 5.909 0.128 0.813 0.784 0.091

  注:A=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B=无私奉献,C=公共参与,D=自我实现

3.
 

正式量表的信度检验

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收集的300份有效问卷数据,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正式量表(共17个题项)及各因

素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整个量表的Cronbach
 

α为0.918,其中无私奉献、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公共参与、自
我实现的Cronbach

 

α分别为0.878、0.887、0.859、0.778,均在0.7以上,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我国民族地区文化情境,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本土构建中国化的民族地

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度。
其一,针对中国独特性的文化情境和教师职业的特殊,扎根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概

念。研究认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激发、维持、调节、稳定乡村教师投身民族地区教育公共事

业,并坚守教师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推动力量,其动机的目标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与

一般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相较而言,一方面,其共性在于两者都是激发和调控个体进行公共服务行为的一种稳

定的内在心理因素,都同时指向亲社会、促进社会良善发展,都能通过公共服务行为的强度表征其动机的水

平,同时两者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受个人特征、经验、价值观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个性在于民族

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范围、对象、内容、目标指向、组成更聚焦,更具文化张力。首先,从范围对象而

言,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教师群体,表明了该动机是为了满足特定地域和人群对教育公共服务的需

求,突出了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关注和支持;其次,从内容与目标指向而言,更加凸显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躬

耕教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使命,更加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地区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再次,从动机组成来看,民族地区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组成更为复杂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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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民族地区乡村教师PSM二阶因素模型标准化路径

样,其中多元民族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及地理经济环境是造成动机组成繁杂多元的首要因素。
其二,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验证公共服务动机普遍构成结构和通用测度。首先,与一般

公共服务动机相似,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也由理性动机、规范动机、情感动机构成,但具体意涵不

同,说明基于理性的、规范的、情感的公共服务动机构成具有跨群体一致性与特异性。如理性动机是指基于

个体的理性思考产生的动机,其目标指向亲社会及促进社会良善,包含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但自利动机一

定是融合在利他动机当中;规范动机是指受到社会规范、教师职业准则和伦理规范的影响而产生的动机;情
感动机是指个体情感体验和情感连接驱动的动机。其次,测量维度则包括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无私奉献、
公共参与及自我实现四个方面。其中,“公共参与”、“无私奉献”与一般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维度相似,说明中

西方情境下公共服务普遍存在“无私奉献”、“公共参与”两个维度,但这两个维度的具体行为表现及语言表达

存在一定差异。最后,从结构与测量维度对应关系来看:公共参与和自我实现对应着理性动机;使命担当与

师德操守对应着规范动机;无私奉献对应着情感动机。
其三,研究创新发现两个新维度,分别是具有中国独特伦理价值观念的“自我实现”,以及针对教师这一

公共职业的特殊维度“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前者与我国高度的政党嵌入社会治理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相

关,后者与民族地区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我国儒家传统、德治思想,以及目前中国公共组织的制度和环境相

关。就“自我实现”而言,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集体、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自我实现

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追求,更是个体将个人梦想融入民族梦想,最后汇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故对于

民族地区的教师而言,通过教育工作实现自我价值、促进当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既是理性选择,更是自我实

现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此外,就“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地位

崇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责任,是道德典范。教师“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①,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教师还承载着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传承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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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使命,是民族振兴的纽带。因此,教师职业不仅是公共利益的承诺,更是道德化、责任化的师道传承,相
较传统“公共利益承诺”,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更适宜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

其四,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共同确证在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没有单独“同情心”
这一维度,而是以“无私奉献”的形式呈现。原因在于同情心在美国情境下具体为“当我看到人们处于困境

时,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爱国主义包括关心他人的福祉”①,这是一种爱国主义与关心他人福祉的无私

行为;而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同情心不仅被视为一种情感品质,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体
现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是人性本善的体现,同时蕴含了道德要求和修身养性的重要价值。结合民族

地区乡村教师的职业使命,本研究更多地从无私奉献的行为出发,来概括教师对学生的同情心,传达教师对

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为中国情境中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界定、结构维度划分开发出一套更全面、科
学的测量指标体系,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提供科学有效的工具基础,能有助于控制已有研

究中的外部环境偏差与内部测量偏差,以“中国民族地区的教育故事”与国内外公共服务研究领域形成学术

对话,并实现研究结论更加有效地推广和应用。
其一,本研究以扎根理论的方法聚焦中国情境,突出对民族地区文化场景本土化的解释与建构,归纳民

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结构及维度。一是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问题之源。从“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的时代命题出发,基于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以明晰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

机内涵本质,提出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是亲社会的、促进社会良善的,指向维护民族团结、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实现乡村振兴。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概念之源。在对比回溯中西方语境中“公”与“私”二者关系,
明晰了中国语境中公共服务动机中“公”与“私”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竭私尽公、私从于公、私融于公的

关系,从文化本源直面了公共服务动机所谓的“阴暗面”,即利己与利他之间并非只有“零和关系”,也可以是

私融于公的“正和关系”。为从“公共服务”行为本身来把握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扫除了“利他主义”的桎梏。
三是把“中国”意义作为研究的概念构建之基。扎根于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访谈资料,遵循“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中国情境”,建构“情境-行为-动机”的归纳路径,从真实事件中总结意义、归纳概念。

其二,开发了中国情境下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过往鲜有研究结合国内外理论

实证开发、建构并验证针对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本研究弥补了这一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的跨文化研究,同时也为中国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研究提供

了更符合情境的测量工具。此外,研究还发现与西方量表相似的“公共参与”、“无私奉献”两个维度,提炼出

中国制度文化情境的“自我实现”和教师职业的“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两个创新维度,并从传统文化、组织情

境等方面探讨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维度的差异与新维度出现的原因。另外,研究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得出,
“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是教师公共服务动机最显著的组成维度,该维度的题项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这充分说明了在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中,“使命担当与师德操守”维度具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1.
 

研究局限

虽然本文秉承严谨的扎根理论范式搜集、整理和分析编码数据,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研究结论,并遵循规

范的量表开发步骤编制出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对量表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但仍具有以下

局限。
首先,扎根分析样本选择较为单一,可能会限制研究结论的使用范围。虽然在定性研究阶段,我们主要

采用了理论抽样方法,确保了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各民族文化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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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经济环境差异巨大,而这些都是影响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尽管本研究在特定样本中得

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但其适用范围和普适性仍需要在更广泛、多元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进一步确证,以更全

面地理解和反映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其次,尚未有纵向数据的追踪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仍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在量化分析阶段主要依赖

于横截面的数据,来验证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开发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信效度。虽然这一方法为我们

提供了对当前状态下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初步理解,但它并未涵盖时间维度的变化。因此,要更全面地评估

量表的信度与结构效度,未来研究还需通过纵向数据的追踪,观察量表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提升量表的结构效度,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动态变化。

2.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展开。一是开展跨样本验证分析。可以扩大调查研究数据来源,
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验证本研究理论模型的普适性和稳定性。二是继续深化民族

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机理研究。本研究已初步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组成结构,
未来可深入探究不同类型教师及教师不同发展阶段下,理性动机、情感动机及规范动机的具体构成差异,及
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动机挤出效应”、“动机增强效应”及“动机协同效应”等。三是深化公共服

务动机的因果机制研究。可通过纵向数据追踪研究、实验研究等,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既可验证本研究量表的信效度,又可更深入地了解其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因果机制。四

是拓展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公共服务动机对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自我

效能感及学生学业成就等因素间的作用,特别是这些效应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以更全面地理解公共服务动

机的作用机制。

[责任编辑:罗银科]

8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