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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乡村教师人格特征与乡村留教意愿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对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方法：对广东省某市458名乡村教师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第二版、留教意愿问卷、教师职业倦怠问卷

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进行调查。结果：1) 乡村教师人格中的宜人性显著正向预测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的

留教意愿；2) 教师职业倦怠的去个性化和情感衰竭显著负向预测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而教师的自我效

能感显著正向预测教师的留教意愿；3) 乡村教师的去个性化、情感衰竭和自我效能感在人格特征中的宜

人性与留教意愿间存在并行多重中介效应。结论：乡村教师的宜人性人格既可以直接影响乡村留意愿，

也可以通过职业倦怠(去个性化和情感衰竭)和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留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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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agreeableness on rural teachers’ intention to st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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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tabilizing rural teachers. Methods: A 
total of 458 rural teacher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Big Five Inventory-2, intention to stay ques-
tionnaire, job burnout questionnaire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ults：1) Rural teacher’s agreeablenes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ntion to stay in 
rural education; 2)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
dicated intention to stay in rural education, in contrast,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ntion to stay in rural education; 3)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and 
self-efficacy played a partial medicating role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intention to stay in rural 
teacher. Conclusion: This indicates that agreeableness in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intention to stay in rural teacher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it through job bur-
nout (depersonaliz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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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1]，是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一系列政策增强

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稳定乡村教师队伍，但乡村教师“留不住”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以往研究显示，

影响乡村教师留教意愿的因素有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因素，也有工资水平、学校环境、工

作量、工作压力等学校环境因素[2]，还有乡村教师的晋升、培训等专业发展因素[3]。 
留乡村教书是乡村教师的个体行为，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留职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4]。现有研究显

示，“大五”人格中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对留职意愿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神经质的

人格特质对留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5]。根据特质激活理论[6]，适宜的外部情境将激活个体的

内在特质，从而产生具体的行为。换言之，拥有某种特质的个体，必先受到特质相契合的情境的影响，

才能表现出某种行为。有研究显示，宜人性对工作表现影响最大[7]。因此，根据特质激活理论及以往研

究[5]，本研究提出假设，乡村教师人格特征对乡村教师留教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8]，个体会在外部环境中寻求基本需求的满足，如果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

内在动力就会被激发、引导个体从事有益于组织发展的活动[9]。职业倦怠是个体在从事相关的职业领域

时，个体的动机被抑制的一种表现。自我决定理论与相关实证研究[10]均指出，职业倦怠是影响个体留职

意愿的又一大因素。以往关于高校心理教师[11]、中学教师[12]、特殊教育教师[13]等不同专业教师的职

业倦怠与留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职业倦怠对留教意愿具有反向预测作用，职业倦怠越严重，留教意

愿越小。具体表现在，去个性化越高、情感衰竭越严重、低成就感越严重，留教意愿越小[14] [15] [16]。
根据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当工作需求高且资源有限时，更易导致个体的倦怠[7]。因此，根据上述以往研

究和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职业倦怠中的情感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对乡村教师的留教

意愿具有反向预测作用。 
同时，自我决定理论强调自我在动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8]。以往研究显示，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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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留职行为[17]。此外，有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易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障碍更有弹

性，更灵活地调整策略去适应环境的变化[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在教学条件相对艰苦、充满挑战

的乡村教学环境下，高自我效能感的乡村教师，其扎根乡村的意愿将越强。 
另外，根据特质激活理论[6]与自我决定理论[8]，个体的动机是个体行为的源动力。实证研究发现，

个体具有积极的人格特征，职业倦怠会低[19]，职业倦怠越低的个体，留职意愿就越强[14]。而具有积极

人格特征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20]，高自我效能感反而促进个体的留职意愿[17]。这些结果表明，

积极的人格特征也可以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21] [2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具有积极人格特征的乡村

教师通过教师工作中的职业倦怠或自我效能感进而对留教意愿产生影响，产生中介效应。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广东省某市公办乡村小学教师进行问卷随机抽样调查，同时对收集到的问卷是否完整和作答是否

规律进行审查，收回有效问卷 458 份，问卷回收率 100%，其中男 93 名，女 365 名。乡村教师基本信息

表见表 1。本研究程序与内容取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电子版知情同意书。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in rural teachers 
表 1. 乡村教师基本信息表 

 一般资料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93 20.31 

女 365 79.63 

年龄 

20~29 74 16.16 

30~39 126 27.51 

40~49 177 38.65 

50~59 81 17.69 

所教年级类型 

小学一年级 86 18.78 

小学二年级 80 17.47 

小学三年级 110 24.02 

小学四年级 124 27.07 

月工资收入 

<7000 188 41.05 

7000~ 176 38.43 

9000~ 72 15.72 

11,000~ 18 3.93 

教龄 

<1 7 1.53 

1~3 37 8.08 

3~5 29 6.33 

5~10 47 10.26 

10~20 95 20.74 

20~30 181 39.52 

30~ 62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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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历 

研究生 1 0.22 

本科 171 37.34 

大专 123 26.86 

高中以下 163 35.59 

职称 

高级 100 21.83 

中级 224 48.91 

初级 83 18.12 

无 51 11.14 

 合计 458 100.00 

2.2. 研究工具  

2.2.1. 大五人格量表第二版(Big Five Inventory-2, BFI-2) 
采用修订的中文版大五人格量表第二版(BFI-2) [23]，该量表共 60 个题目，包含外向性、宜人性、神

经质、开放性、尽责性五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83。 

2.2.2. 留教意愿问卷 
对刘彩萍的农村教师留教意愿问卷[3]进行修订，修订后共 12 道题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表示

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该问卷的得分越高，表明留教意愿越强。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 

2.2.3. 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 
采用郑晓芳[24]编制而成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问卷包含情感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

维度共 17 个项目，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1 表示从未如此，4 表示经常如此。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0。 

2.2.4. 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张建新和 Schwarzer 修订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25]。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1 表示完全

不正确，4 表示完全正确。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5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检验。经检验，得到 29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解释 66.66%的变异，

第一个因子解释 19.33%的变异，明显小于临界值 40% [26]。可以认为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 2 所示，乡村教师大五人格的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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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倦怠中的低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与留教意愿显著正相关，而乡村教师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教

师职业倦怠中的情感衰竭和去个性化与留教意愿显著负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eachers’ job burnout, self-efficacy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eaching 
表 2. 人格特征、教师职业倦怠、自我效能感与留教意愿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外向性 38.21 ± 6.25 1 - - - - - - - - - 

2. 宜人性 50.19 ± 6.65 0.46** 1 - - - - - - - - 

3. 尽责性 49.04 ± 7.24 0.48** 0.83** 1 - - - - - - - 

4. 神经质 29.45 ± 7.76 −0.64** −0.68** −0.69** 1 - - - - - - 

5. 开放性 41.65 ± 6.89 0.60** 0.53** 0.59** −0.58** 1 - - - - - 

6. 情感衰竭 12.38 ± 3.65 −0.30** −0.26** −0.28** 0.39** −0.35** 1 - - - - 

7. 低成就感 21.14 ± 3.13 0.32** 0.44** 0.47** −0.40** 0.36** −0.25** 1 - - - 

8. 去个性化 11.13 ± 3.80 −0.36** −0.44** −0.43** 0.51** −0.42** 0.50** −0.38** 1 - - 

9. 自我效能感 27.50 ± 3.52 0.44** 0.27** 0.30** −0.36** 0.36** −0.20** 0.39** −0.22** 1 - 

10. 留教意愿 47.59 ± 5.04 0.32** 0.49** 0.45** −0.45** 0.38** −0.56** 0.36** −0.52** 0.29** 1 

注：**P < 0.01。 

3.2. 人格与留教意愿：职业倦怠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拟探讨职业倦怠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乡村教师人格与留教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分析，参数估计采用 bootstrap 方法，抽取样本量为 5000，95%的置信区间(95% CI)不包含

0 代表参数显著。以宜人性为自变量，以留教意愿为因变量，以去个性化、情感衰竭和自我效能感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结果显示，各个预测方程显著：人格中的宜人性可

以独立正向预测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人格中的宜人性还可以负向预测职业倦怠中的去个性化和情感衰

竭，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在加入了去个性化、情感衰竭和自我效能感后，人格中的宜人性对乡村教师

的留教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去个性化和情感衰竭负向预测留教意愿，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留

教意愿。这说明去个性化、情感衰竭、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和留教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宜人性对留教意愿的总效应为 0.37，情感衰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7.03%，去个性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1.62%，自我效能感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8.11%。 
 
Table 3.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ersonaliza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eaching 
表 3. 去个性化、情感衰竭、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和留教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95% CI R2 F 

留教意愿 宜人性 0.49 0.04 12.01*** 0.29~0.43 0.24 72.25*** 

去个性化 宜人性 −0.45 0.04 −10.70*** −0.53~−0.37 0.20 57.38*** 

 性别 0.18 0.10 1.69 −0.03~0.38   

情感衰竭 宜人性 −0.28 0.04 −6.23*** −0.37~−0.19 0.09 24.65*** 

 性别 0.44 0.11 3.94*** 0.2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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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 宜人性 0.28 0.05 6.13*** 0.19~−0.37 0.08 19.07*** 

 性别 −0.16 0.11 −1.44 −0.38~0.06   

留教意愿 宜人性 0.30 0.04 7.77*** 0.22~0.38 0.47 79.27*** 

 去个性化 −0.19 0.04 −4.42*** −0.27~−0.11   

 情感衰竭 −0.37 0.04 −9.20*** −0.45~−0.29   

 自我效能感 0.10 0.04 2.64** 0.02~0.17   

 性别 0.03 0.09 0.29 −0.15~0.20   

注：**P < 0.01，***P < 0.001。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and self-efficacy on agreeableness and willing-
ness to stay in Education: A Bootstrap test 
表 4. 情感衰竭、去个性化、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和留教意愿间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 法检验 

路径 效应值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宜人性→情感衰竭→留教意愿 0.10 0.02 0.07 0.15 

宜人性→去个性化→留教意愿 0.09 0.02 0.04 0.13 

宜人性→自我效能感→留教意愿 0.03 0.01 0.004 0.05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乡村教师的积极人格特征中的宜人性对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的留教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这与本研究假设部分一致[5]，而乡村教师人格中的其他积极人格特征，比如外向性、开放

性和尽责性没有发现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特质激活理论相符[6]。具有宜人性的人格特质的人在面对生

源素质普遍低的教学工作情境更易激起教师的教育情怀，从而做出贡献乡村教育的行为。此研究结果也

可以为乡村教师招聘提供参考依据，选拔宜人性较高的教师，减少乡村教师人才流失。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乡村教师的积极人格特征中的宜人性对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的留教意愿可以通过

两条路径实现。一条是宜人性直接影响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另一条是通过去个性化、情感衰竭、自我

效能感来影响乡村教师的留教意愿的间接路径。根据自我决定理论[8]，研究表明宜人性高的乡村教师，

其职业倦怠中去个性化和情感衰竭的程度低，而乡村教师的去个性化、情感衰竭的程度越低，乡村教师

扎根乡村的意愿越高。这说明宜人性高的乡村教师的个性化越明显，体验到的情绪情感越丰富[27]，教师

扎根乡村的意愿越高。这可能与乡村教师的工作性质有关，乡村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发挥作用比城市教师

更易见成效，更能突显教师的个人价值，且 6~12 岁小学生具有较强的向师性，个性化明显的、宜人性高

的乡村教师更容易获得小学生的积极反应[28]，同时乡村教师从学生的积极反应中能够体验到较丰富的情

绪情感，其扎根乡村的留教意愿会较强[29]。这表明，在乡村教师职业发展中，要尽可能保留教师的个性

化，可有效缓解乡村教师职业倦怠，达到提升乡村教师留教意愿的目的，以及在乡村教育教学活动的开

展过程中，需要关注教师对工作的情绪状态，提高乡村教师的工作热情。乡村教师情感衰竭低，更有激

情和热情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对乡村教育事业更有信心，从而提高其留教意愿。 
此外，乡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人格特征中的宜人性与留教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宜人性高

的乡村教师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教师扎根乡村的留教意愿[20] [22]。宜人性高的乡村教师具有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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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谦虚、热心友好等积极人格，具有这些积极人格的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高，自我认可程度高,相信自

己有能力去胜任条件艰苦的乡村教育工作，扎根乡村的留教意愿相对较强。这一研究结果具有实践意义，

对于乡村教师队伍，可通过多种策略提高乡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来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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