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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具有特殊的渗透性、传染性 ,能以较快的速度在校园内部传

递。它所包含的行为准则、价值观等非正式的精神因素可能与高校“三风 ”建设目标相吻合 ,

可能弥漫于整个学校各个层次的非正式团体 ,可能渗入到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之中。高校

教师群体亚文化与高校核价值观切合的程度越大 ,高校对个体的吸引力、凝聚力、激励力就愈

大 ,教师心理对学校组织的认同程度就越高、心理依赖性就越强 ,进而在学校组织内部产生的

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就会比较强 ,非正式群体内部的个体成员就会对高校这个正式组织产生

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依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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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的基本内涵

高校作为我国一个特定形式的非赢利组织 ,其内部也有各种

各样的文化存在。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 ,高校内部存在着反映高

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信念、追求、行为规范等精神因素构成的

高校主导文化。从实践层面来看 ,校训、学生校园文化建设等便是

这一主导文化的反映。同时 ,在高校校园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亚文化。亚文化通常出现在大型组织中 ,反映的是组织成员面

对的共同问题、形势、经历。这些亚文化通常是由于组织内部部门

之间和地理上的隔离而造成的。亚文化可能既包括主文化的核心

价值观 ,也包括某个部门的独特价值观 (阎海峰、王端旭 , 2003)。

高校亚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 ,如学生群体的亚文化 ,主要表现

为课桌文化、厕所文化、短信文化等。此外 ,还有教师群体的亚文

化、行政人员亚文化。如前所述 ,目前对高校亚文化的研究主要还

是集中于高校学生群体亚文体的研究 ,而对教师群体亚文体的研

究还几乎没有。

按照组织理论的观点 ,高校教师也是高校这一 NPO组织中的

重要一员。他们由于出生地域 ,教育经历、年龄经验等诸多方面的

差别 ,往往会形成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形式松散的各类非正式集

团 ,也称为非正式群体或非正式组织。在这一集团内部 ,他们相互

交流、对组织内部的相关事件具有共同的感觉、同时共享某种非正

式的价值观。这样 ,针对这一集团的亚文化就产生了。

因而 ,我们可以将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作这样的定义 :高校教

师群体亚文化是相对高校主导文化而言的 ,是指在高校特定的教

师群体内部发明、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方

式和由高校组织给予的共同经验的概括。

很显然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可能与高校主导文化相一致 ,对

高校主导文化起着正向推动作用 ;同时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体也可

能与高校主导文化相背离 ,对高校主导文化起着负向障碍作用。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正向、负向作用的发挥 ,主要取决于高校教师

群体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高样主导文化核心价值观这二者之间

的差异程度。一般来说 ,二者的差异程度大 ,负向作用就会突出 ;

差异程度小或者说二者核心价值观基本或完全一致 ,正向作用就

会突出。这也是我们对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进行研究的目的所

在 ,引导发挥该亚文化的正向作用 ,疏导化解它的负向作用。

二、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 ”建设

的影响

(一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具有辐射功能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与高校核价值观切合的程度越大 ,高校

对个体的吸引力、凝聚力、激励力就愈大 ,教师心理对学校组织的

认同程度就越高、心理依赖性就越强 ,进而在学校组织内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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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就会比较强 ,非正式群体内部的个体成员就

会对高校这个正式组织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依附感。高

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在其群体内部就会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向心力

和凝聚力 ,对外则通过辐射传播 ,对学校学风、教风、校风产生积极

的影响 ,使学生深受感染 ,提高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增强学生对

学校“三风”建设的认识 ,在学校与学生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 ,从而

发挥学校巨大的整体优势 ,并加强了学校的外部形象。学校校风

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也会得到净化提升。这体现了教师亚文化对

“三风”建设的辐射作用。
(二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具有约束功能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具有特殊的渗透性、传染性 ,能以较快的速

度在校园内部传递。它所包含的行为准则、价值观等非正式的精神

因素可能与高校“三风”建设目标相吻合 ,可能弥漫于整个学校各个

层次的非正式团体 ,可能渗入到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所以 ,

它可能具有潜移默化的约束作用 ,使高校教师自觉规范言行、自觉检

讨自己的教学流程、自觉将教学效果同学校“三风”建设的要求相比

较 ;它可以使高校学生以教师为榜样 ,受教师热情感染从而检讨自己

的言行 ,促进自身努力学习 ;它也可以使不良的校园风气受到震撼 ,

促进校园风气净化 ,对病态的行政作风也有威慑作用。这些都体现

出教师亚文化对高校“三风”的自觉自我约束作用。

(三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具有导向功能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反映了群体内部成员的共同诉求、共同

意愿、共同期望以及共同的工作操作方式 ,它以非正式文化的形

式 ,渗透到群体内部各个成员的心理之中 ,凝聚了人们的观念 ,并

且得到群体认同。因此 ,成为该群体内部成员的有力导向工具 ,促

使人们自觉地执照这一导向工具行事。高校“三风 ”建设中 ,教风

建设是其重要一方面 ,如果教师群体亚文化核观念能够与高校“三

风”建设目标相一致 ,则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二者的互动过程

中 ,这一核心观念就能够转化为教师教学的行动指南 ,转化为教师

自觉维护高校“三风”建设核心目标的心理支柱 ,转化为教师实现

自我价值的动力源泉 ,从而体现出教师亚文化对“三风 ”建设的导

向作用。
(四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具有沟通功能

高校大学生群体固有的叛逆性特征及我国现有教育制度的体

系缺陷 ,使得高校大学生对学校所宣传的“正统”观念、意识等主导

文化往往产生抵触情绪。他们对于学校的正面宣传往往反应不

灵 ,对于教师的正面教育往往充耳不闻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高校教

育的一大难题。而对课堂之外师生交流却饶有兴趣。因此 ,在高

校“三风”建设过程中 ,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加强师生课堂之

外的沟通交流 ,形成形式各异的教师 ( (学生非正式组织。高校应

当鼓励通过这种形式来传递自己的核心文化体系和“三风 ”建设目

的。在教师群体亚文化核心观念与学校共同价值观切合程度比较

高的情况下 ,高校要积极发挥这类非正式组织的协助管理、辅助沟

通功能。因为在非正式组织中 ,交流各方没有特定的职位限制 ,处

于平等地位 ,成员可以在非正式组织中宣泄自己的情感 ,沟通自己

对某件事物的看法。在这种沟通方式中 ,教师可以发挥个人魅力 ,

通过积极引导建立学生良好的学习风气。

三、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 ”建设

影响研究 ———微观计量经济学角度

为了对上述相关论题 ①进行定量分析 ,本文制作了一个简单的

调查表 ,根据调查数据 ,使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 ,建立了反映高

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影响因素模型以及探讨亚文化对三风建设影响

的模型 ,以便通过实证分析 ,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思考

起点。

限于项目研究时间约束 ,本文调查仅设计了四个问题 ,问卷受

访者的相关背景信息全部没有考虑 (如性别、职称等 ) ,调查是通过

社会人际关系发送电子邮件 (大部分是通过邮件转发 )的方式完成

的 ,共有约 500人参于该项调查。最后 ,确认有效回答为 420份 ,因

而用于微观计量分析的样本共有 420个。

在本文问卷设计中 ,用变量 Y表示高校教师群体负向亚文化

的有无及强弱程度 (没有负向亚文化用 0表示、有负向弱亚文化用

1表示、有负向强亚文化用 2表示 )。变量 X1 表示高校教师综合满

意度 (如薪酬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人际满意度等 ,不满意用 0表

示 ,满意用 1表示 )。变量 X2 表示教师工作年限 ,即教龄。用变量

YY表示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的影响 (无影响用 0

表示、有影响用 1表示 ) ②。

(一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用 Y作为被解释变量 ,变量 X1、变量 X2 作为解释变量 ,利用

ML法估计有序 LOGIT模型 ,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有序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O 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420

LR chi2 (2) = 13. 75 Prob > chi2 = 0. 0010

Log likelihood = - 420. 715 Pseudo R2 = 0. 0161

y Coef. Std. Err. z P > z [ 95% Conf. Interval]

x1 - . 614 . 189 662 4 - 3. 24 0. 001 - . 985 814 9 - . 242 352

x2 . 0203 . 011 607 1 1. 75 0. 080 - . 002 424 . 043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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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 ’建设的影响研究 ”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研究论题.

显然 ,本文的“设计 ”是相当粗糙的 ,而且变量区分也不高。实验设计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 ,它的创始人 R. A.

Fisher早已定下实验设计的三大原理 ,即局部控制 ( local control)、随机化 ( randomnization)、和重复 ( rep lication) ,至今被科

学实验工作者奉为圭臬。可参考 :林少宫.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的实验设计法 [A ]. 林少宫主编. 微观计量经济学要以 ———

问题与方法讨论 [ C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20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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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 ,解释变量 X1 的系数为负 ,表明高校教师综合满

意度与高校教师群体负向亚文化之间有负向作用 ,且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相当显著。解释变量 X2 的系数为正 ,表明教龄与高校教

师群体负向亚文化之间有正向作用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

著的。似然比检验 LR的统计值为 13. 75,相应概率为 0. 001,说明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好。

从本文研究设计来看 ,高校教师综合满意度与其群体负向亚文化

成反方向变动 ,高校教师教龄与其群体负向亚文化成正向变动。

该结论与目前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也是相似的。蔡衡 ( 2008)认为

影响高校教师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七个方面 ,其中薪酬体系、自我

实现是其重要方面。黄鹤、马香媛、陈晓虹 ( 2008)的调查研究比较

有说服力 ,调查要求教师对自己目前的薪酬水平做出评价 , 51%的

高校教师选择了“年收入较低”,居于第一位 ,甚至有 5%的教师选

择了“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要”。高校教师总体的薪酬满意度比较

低 ,有 60%左右的高校教师非常不满意自己目前的薪酬水平。从

目前实际来看 ,整体上来说 ,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还

是比较低的 ,部分高校还出现不能按时发工资、津贴的现象 ,对高

校教师群体负向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 ,这

种情况下 ,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影响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的因素也

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来分析一个解释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①。表 2

是对解释变量 X1 的预测结果。显然 ,在平均意义上 ,当高校教师

综合满意度没有得到满足时 ,他们认为群体有弱负向亚文化的概

率是 0. 532 4,有强负向亚文化的概率是 0. 284 3;当高校教师综合

满意度得到满足时 ,他们认为群体有负向亚文化的概率是 0. 529

9,有强负向亚文化的概率为 0. 176 9。比较可知 ,当高校教师综合

满意度提高时 ,高校教师群体强负亚文化的出现概率急剧下降。

表 2　变量 X1概率预测结果

Predicted p robability of outcome 1

x1 Prediction

0　　　0. 532 4

1　　　0. 529 9

Predicted p robability of outcome 2

x1 Prediction

0　　　0. 284 3

1　　　0. 176 9

表 3是对解释变量 X2 的预测结果。由于 3可知 ,随着教师教

龄的增加 ,他们认为没有亚文化的概率也在降低 ,平均概率为 0.

238 8;认为有弱负向亚文化的概率上升较快 ,平均为 0. 537 0;认为

有强负向亚文化平均概率为 0. 224 2。可见 ,在本文分析范围之

内 ,教龄对高校教师群体弱负向亚文化影响比较大。

表 3　变量 X2预测结果

Predicted p robability

of outcome 0

Predicted p robability

of outcome 1

Predicted p robability

of outcome 2

1 0. 294 7 0. 529 4 0. 175 9

2 0. 290 5 0. 530 7 0. 178 8

3 0. 286 3 0. 531 8 0. 181 8

4 0. 282 2 0. 532 9 0. 184 9

5 0. 278 1 0. 534 0 0. 188 0

6 0. 274 0 0. 534 9 0. 191 1

7 0. 270 0 0. 535 8 0. 194 3

8 0. 266 0 0. 536 5 0. 197 5

9 0. 262 1 0. 537 3 0. 200 7

10 0. 258 1 0. 537 9 0. 204 0

11 0. 254 3 0. 538 4 0. 207 3

12 0. 250 4 0. 538 9 0. 210 7

13 0. 246 6 0. 539 3 0. 214 1

14 0. 242 9 0. 539 6 0. 217 5

15 0. 239 2 0. 539 9 0. 221 0

16 0. 235 5 0. 540 0 0. 224 5

17 0. 231 8 0. 540 1 0. 228 0

18 0. 228 2 0. 540 1 0. 231 6

19 0. 224 7 0. 540 0 0. 235 3

20 0. 221 2 0. 539 9 0. 239 0

21 0. 217 7 0. 539 6 0. 242 7

22 0. 214 2 0. 539 3 0. 246 4

23 0. 210 8 0. 538 9 0. 250 2

24 0. 207 5 0. 538 5 0. 254 1

25 0. 204 2 0. 537 9 0. 257 9

26 0. 200 9 0. 537 3 0. 261 8

27 0. 197 6 0. 536 6 0. 265 8

28 0. 194 4 0. 535 8 0. 269 8

29 0. 191 3 0. 534 9 0. 273 8

30 0. 188 1 0. 534 0 0. 277 9

(二 )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对高校“三风”建设的影响分析

用 YY作为被解释变量 , Y作为解释变量 ,得到如表 4所示的估

计结果。由 LR的相伴概率可知模型整体拟合较好 ,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 Y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显著的 ,其

系数为负说明对三风建设有负向影响。

四、正确引导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发展的措施

建议

1. 建立合理薪酬体系 ,满足基本动力需要

薪酬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及福利待遇两方面。尽管高校教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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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分析与通常的 OLS估计结果分析过程不完全相同。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看重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只有在

低级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后 ,才会追求更高级的需要 ,而且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转型 ,高校教师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薪酬是根

本 ,它能够满足教师的各种需要。虽然我国高校教师的待遇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 ,但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反差还比较明显 ,“高

校教师”这个在众人心目中很神圣的职业 ,其总体收入并不高 ,还

远不如一些企、事业单位 (王勇明、付鹏、郭坚华 (2008)的调查研究

较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因而 ,薪酬仍是当今高校教师最重视的

因素之一 ,科学、合理、公平的薪酬体系对于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

稳定教师队伍至关重要。

表 4　高校教师群体负向亚文化对三风建设影响估计结果

Logistic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420

Log likelihood = - 286. 98 LR chi2 (1) = 8. 25

Pseudo R2 = 0. 0142 Prob > chi2 = 0. 0041

yy Coef. Std. Err. z P > z [ 95% Conf. Interval]

y - . 405 250 7 . 142 575 5 - 2. 84 0. 004 - . 684 693 5 - . 125 807 9

_cons . 421 765 3 . 172 691 2 2. 44 0. 015 . 083 296 7 . 760 233 9

　　2. 倾听教师心声 ,满足自我实现需要

高校教师受教育程度较高 ,思想独立 ,与物质条件相比 ,更加注

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注重他人、组织和社会的评价 ,强烈希望得到组

织的认可和尊重。对于他们来讲 ,工作不仅仅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一

种手段 ,更是一种证明自我价值、实现自我理想的工具. 他们的主导

需要集中在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三个较高的层次

上。因此 ,较好的薪酬对于他们只是起到保障作用 ,真正激励他们

发挥潜能的是自我实现这个重要因素。为此 ,高校决策者要善于倾

听高校教师心声 ,尽可能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实现二者

“双赢”。

3. 建立适宜工作环境 ,满足个人发展需要

工作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指办公条件、设备资料

等 ,这些是教师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先进的办公设备、便捷的办

公条件能够使教师高效地开展工作 ,从而提高整体绩效 ;完备的信

息资料系统有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科动态前沿 ,以满足教学科研需

要。软环境主要指高校的总体价值取向 ,个人发展空间、对外交流、

组织氛围等方面的概括。高校教师作为知识型员工 ,对学术研究为

总体价值取向、弹性的工作时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良好的组织

氛围等都更加渴望。所以 ,高校必须着力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 ,只

有这样高校教师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去。

4. 关注教师工作压力 ,满足持续发展需要

长期以来 ,高校教师都承担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艰巨任务 ,并

且面临考核、评聘的压力 ,特别是近年来高校更加强调教师的科研

工作 ,把发表论文、获得课题与成果作为教师考核的目标。有的高

校科研考核甚至出现了脱离人性化的趋势 ,科研考核强度大 ,要求

高 ,但相关的奖励体系却没有。同时 ,高校时兴的学生评教制度与

高校教师课堂管理制度等制度方面的冲突也增加了高校教师的工

作压力。适度的工作压力可以使教师感到更充实 ,调动其工作积极

性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而工作压力过大却容易造成教师工作倦怠 ,

或者对从事工作漠不关心、马虎行事。高校决策者应当关心教师工

作压力 ,根据校情制定适当的发展目标 ,完善相关考核激励制度 ,实

现教师、学校的持续发展。

5. 建立网络意见平台、满足非正式交流需要

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 ,从高校组织正式渠道出发 ,常常得不到

高校教师群体的真实想法。所以有必要设立相应的网络意见反馈

平台 ,收集各种意见 ,对反面意见尤其要积极关注 ,要正视各种反面

意见 ,要深入思考该反面意见的现实背景。建立网络意见平台 ,既

能保护意见人的隐私 ,又能得到高校教师的真实想法。在企业界 ,

有一句话就是“能提反对意见的员工是好员工 ”,说的大概也是这

个意思。这样 ,可以让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的不同意见及时提出 ,

将异议公开 ,将私下里的嘀嘀咕咕变成了现在的坦诚相见 ;将怀疑、

评论、观望变成了现在的建设性的建议 ;将反叛性的亚文化以一种

积极的态度加入到高校主导文化的建设之中。

6. 重建高校制度文化 ,满足工作认同需要

高校制度文化本身也可能因为学校内外环境变迁、领导人更替

等因素使之存在陈旧、过时、不合理等问题 ,学校已有的教学管理制

度、人事管理制度等需要不断修订 ,学校制度文化需要进行重建。

要建立一种能够体现大多数人意愿的、能够突出高校发展核心取向

的高校制度文化。高校教师中的青年教师多数改革意识强 ,对现有

工作制度、工作安排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诉求 ,学校管理者要充分

利用这些教师的革新意识和工作热情 ,对学校传统的属于制度层面

的种种作风提出更多的改革和完善措施 ,要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

制度文化 ,要真正落实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切实提高高校教师对高

校的组织认同度。

7. 加强高校行政能力建设 ,满足尊重需要

高校教师从事的多为创造性劳动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工作

自主性 ,与普通员工相比更看重领导与管理方式 ,他们往往对高校

行政上的官僚作风反映更加敏感、对高校行政效率与行政作风往往

有较高期望。高校应该配合学校制度文化建设 ,切实转变高校行政

作风 ,高校应从以行政为主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 ,使高校教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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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翁地位得到应有尊重。高校决策者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高校

这个特殊的 NPO组织内部 ,传统组织层阶中的职位权威对高校教

师往往不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和约束力 ,而沟通、信任、重视、承诺、支

持、合作等都是高校教师的基本管理准则。因此 ,高校领导与管理

的方式将直接影响高校教师群体亚文化正负向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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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 pact of subculture of teachers group of h igher learn ing on Three2em pha sis

con 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From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m icro2econometrics angle

SUN J ian, WU L i2p ing, D ING Q ian, SONG Yu, ZHANG Gan

( School of Econom ics and Trad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subculture of the teachers group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has special penetration and infectivity and can

transm it at rap id speed on campus. The informal sp irit factors of its behavioral p rincip le and value outlook may be consistent with

Three2emphasis construction, may sp read in informal team s of each level of the whole school and may penetrate in each education2
al activity of the school. The bigger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ubculture and core value is, the bigger the attractive, condensing

and incentive force of the school is, the higher the identification degree of the teacher p sychology on the school is, the stronger the

dependence degree of the teachers on the school is, the stronger the condensing and incentive force that inner school organizations

p roduced is, thus, the individual member of informal group s has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p ride and adhering sense on the for2
mal organization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teacher of higher learning; subcultur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ree2emphasi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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