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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实践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作用效应分析
朱艳娜，何 刚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为明晰工会实践与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之间的作用效应，以安徽省10所高校504名教师为案例样本，借助结构方程模型

求解变量间路径系数，测度工会实践中参与、教育、维护与建设 4项职能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

明：参与、教育与维护职能同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呈正相关，维护和教育职能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作用效应更为显著，

建设职能作用效应不显著；工会实践同评聘关系氛围、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显著相关；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实践与高校教师

师德师风建设中起中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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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rade Union Practice on Teacher' Ethic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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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union practice and teacher ethics construction，504 teachers of ten universi‐

ties in Anhui were taken as case samples，and the path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ables were solved with the help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education，maintenance and con‐

struction in union practice on teacher ethics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ipation，education and mainte‐

nance function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The maintenance and education func‐

tion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while the construction function has no signifi‐

cant effect. The trade union practice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atmosphere of appraisal re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tmosphere of appraisal relationship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trade un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trade union practice；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eacher' ethics construction；appraisal relations

atmosphere；action effect

0 引言

高校工会作为学校同教师沟通的桥梁与枢纽，

是教师权力和利益的代表。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

日益扩充，教师需求量增加，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

律关系［1］、劳动关系［2］以及评聘关系［3］等亦变得愈加

繁杂和模糊。根据《中国工会法》相关规定，现阶段

工会实践主要涵盖维护、参与、教育及建设 4 项职

能［4］，高校工会在实行其维护、参与 、建设、教育职

能时面临诸多障碍和瓶颈。在高校，教师不仅扮演

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且要以身示范、立德树人，

若无良好师德师风，则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高校

及社会的正常运转起阻碍作用。师德师风是复合

叠加型概念，包涵师德和师风 2方面，师德多指教师

内在精神品质，师风指教师外在行为表现［5］。假如

工会举办的实践项目可以提升教师潜能、保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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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教师则会努力工作，期望

为高校“双一流”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亦利于

提高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查阅现有文献，国内外关于工会实践与高校教

师师德师风建设关系研究成果较少，且研究多集中

于两者的直接作用上，暂未探究两者间的交互作

用；同时，对工会实践 4项职能同高校教师师德师风

建设间关系的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未深入展开定

量解析。本文试图将评聘关系氛围融入工会实践

与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以下简称师德师风建

设）模型，剖析三者之间的交互关联效应，期望在教

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为开展工会实践与师德师风建

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安

徽 10所高校教师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工会实践对师

德师风建设的作用效应，并检验评聘关系氛围在工

会实践与师德师风建设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这不

仅有利于提高高校工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而且能

够更加明确工会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应发挥何种

职能，为高校内涵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研究与提出假设

首先以“师德师风”“工会实践+师德师风”为关

键词开展文献查阅、检索，对甄选文献进行质性分

析，明晰工会实践对师德师风建设的作用效应。然

后，结合安徽省 10所高校 504名教师的调查问卷作

为样本，探寻工会实践、师德师风建设、评聘关系氛

围三者间的具体作用路径及贡献率。

1.1 工会实践与师德师风建设的关系

韩宪洲［6］认为，高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可以激

发教师师德修养，提升教师思政素质与师德水平。

卫建国［7］提出加强对教师的日常教育和监督，可以

让师德规范有效转化；另外，建构合理的师德师风

考核评价管理体制，可防范化解师德师风重大风

险。杜峰［8］认为，将师德师风建设融入高校教师个

人成长全阶段（培养、培训、管理等方面）和学校组

织管理全过程（宣传教育、考核激励、监督奖惩 3方

面），积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同自我修养高度融

合，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基于以上文献研究和实景调研，提出假设：

H1a：工会参与职能正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H1b：工会维护职能正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H1c：工会教育职能正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H1d：工会建设职能正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1.2 工会实践与评聘关系氛围的关系

卢春华［9］、曾惠娴［10］认为高校工会充当着调节、

平衡学校与教师劳动关系，降解冲突、维持良性发

展的作用。徐大成［11］以体育教师为例，认为高校在

体育教师职称评聘过程中重科研、轻教学，职称职

后管理不到位，多数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会被提拔

到管理岗，放弃科研和教学，造成资源巨大浪费。

陈前等［12］研究发现，工会职能合理发挥可以积极维

护教师职业发展权，缓解、改善教师职称评聘过程

中的利益纠纷。我国教育总工会的首要作用是维

持教师权益同高校长远发展的互利共赢，当教师同

高校因评聘模式产生不一致意见时，工会要积极充

当润滑剂和催化剂，化解双方矛盾，同时对相应教

师做思想教育来规避冲突，起到重要调解作用［13］。

据此可知，高校工会不仅要保障教师正当合法权

益，亦要融入高校日常精细化管理，这在多数情况

下会正向提升评聘关系氛围，故提出如下假设：

H2a：工会参与职能正向影响积极评聘关系氛围；

H2b：工会维护职能正向影响积极评聘关系氛围；

H2c：工会教育职能正向影响积极评聘关系氛围；

H2d：工会建设职能正向影响积极评聘关系氛围；

H3a：工会参与职能负向影响消极评聘关系氛围；

H3b：工会维护职能负向影响消极评聘关系氛围；

H3c：工会教育职能负向影响消极评聘关系氛围；

H3d：工会建设职能负向影响消极评聘关系氛围。

1.3 评聘关系氛围与师德师风建设的关系

通过全面分析 504 份调查问卷得出：合作博弈

下良好的评聘关系氛围可提高高校教师工作效率

和创新意识；非合作博弈下会增加教师工作压力，

降低成果产出率，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具有负作

用。由评聘关系氛围引起的情感变化会引发系列

行为反射，行为意向会影响高校教师师德师风表

现，以此发现评聘关系氛围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

作用机理。郭为禄［14］提出参与式管理有助于提升

和谐评聘关系氛围，增强评聘权威性和科学性，增

强说服力，提高教师师德师风激励程度。故提出如

下假设：

H4a：积极评聘关系氛围正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H4b：消极评聘关系氛围负向影响师德师风建设。

1.4 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实践与师德师风建设间的

中介作用

通过研读文献资料和分析调查问卷，本研究认

为评聘关系氛围适合做中介变量［15-18］。高校工会职

能作为增进教师与高校沟通关系的组织，积极主动

发挥本身职权，创建和谐高校评聘关系，会给教师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和创新意识，助力教师养成良好

师德师风。反之，若工会未发挥应有职能作用，则

··99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6卷

会影响评聘关系氛围，进而妨碍教师师德师风建

设。所以，高校工会通过保障和促进评聘关系氛围

公平有序，进而激励教师师德师风建设良性发展，

故做出如下假设：

H5a：积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参与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5b：积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维护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5c：积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教育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5d：积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建设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6a：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参与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6b：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维护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6c：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教育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H6d：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在工会建设职能与师德师

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和方法

2.1 样本和数据收集

课题组成员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安徽省 10 所

高校 530名教师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收集所需数据。

调查过程中，运用平衡项目顺序手段对问卷调研进

行程序控制。此次共发放 53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

卷 504份，问卷有效率 95.094%。被抽查者年龄 25~

35 岁占 49.60%，36~45 岁占 43.18%，46 岁及以上占

7.20%，平均会员年限 11年。总体来看，案例样本可

解释度高，代表性强。

除个人信息外，问卷量表其余题项采用李克特

五级量表法（“1”表示无影响，“5”表示影响特别

大），影响程度从“1”至“5”逐渐增强。测试内容涵

盖工会实践、评聘关系氛围、高校教师师德师风 3个

部分。鉴于结构方程模型针对变量间的处理更具

有弹性，因此，问卷数据整理和分析应用 SPSS 与

AMOS软件。一个外衍潜在变量同 2个内衍潜在变

量间的结构模型如图 1所示，单箭头表示变量间的

因果关系，箭头来源处表示外衍变量（为因），箭头

所指处表示内衍变量（为果）。

图1中潜在变量间的回归方程式如式（1）所示：
η1 = γ11ξ1 + e1

η2 = β21η1 + γ21ξ1 + e2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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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着重对工会实践、评聘关系氛围与高校教

师师德师风建设 3 个指标展开测算和信度效度检

验。工会实践 4 项职能共可解释总方差 85.496%，

因子载荷为 0.753~0.964，大于 0.500，问卷效度较

好。参与、维护、教育和建设 α 值依次为 0.886、

0.927、0.928和 0.824，总量表 α值为 0.893，说明问卷

信度较好。

按照同样方法，对评聘关系氛围和高校教师师

德师风建设问卷亦展开信度效度检验。评聘关系

氛围所有题项 KMO 球形检验值是 0.863，共抽取 2

个因子，累计解释 76.156%，具有较好结构效度；α值

顺次是 0.967 和 0.932，总量表 α值为 0.891，信度较

好。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所有题项KMO球形检

验值是 0.824，P为 0.000，总方差解释率为 75.769%，

因子载荷为 0.712~0.883，总量表 α值是 0.935，说明

问卷信度、效度较好。

3 检验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检验前文所做假设。

3.1 相关系数矩阵和回归分析

通过测度所选指标变量路径系数，各变量间的

相互关联均达到显著程度。

对工会实践与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做回归

分析。其中，工会参与、维护、教育职能对教师师德

师风回归分析结果分别为 0.624、0.367、0.533，P 均

小于 0.010，说明参与、维护、教育职能对高校教师师

德师风建设作用显著，H1a、H1b、H1c 得到验证；建

设职能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回归数值为 0.252，

作用不显著，H1d未得到验证。研究结果充分证明，

高校工会在维护教师权力和利益的同时，更注重教

图1 潜在变量间的结构模型图

外衍潜在变量 ξ1 内衍潜在变量η1

误差变量 e1

误差变量 e2 内衍潜在变量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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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参与学校管理和提升教师文化储备的培养，这同

我国高校工会目标一致。由此得出，参与和教育职

能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作用更加凸显。

抽取工会实践与评聘关系氛围间作用关联进

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高校工会参与、维护和教

育对积极评聘关系氛围作用依次为 0.526、0.312、

0.308，正向作用；对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影响分别为-

0.443、-0.287、-0.334，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参与和

维护职能对评聘关系氛围作用明显，建设职能不显

著，故 H2a、H2b、H2c、H3a、H3b 和 H3c 通过检验，

H2d和H3d未通过检验。

根据评聘关系氛围与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回归

结果得知，积极和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对教师师德师

风均影响显著，系数分别为 0.387、-0.352。由此 H4

得到验证。

3.2 检验和评价

上述回归分析仅探究变量两两之间作用关联，

未对评聘关系氛围能否在工会实践各维度与高校

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间起中介作用进行反映。为验

证上述关系成立与否，借助SEM实施检验。首先解

析整体模型拟合度，如表1所示。

结合表 1 中数据，各拟合指标均位于可接受范

围。模型及各变量间的作用路径系数为：工会参

与、维护、教育职能作用于积极评聘关系氛围的路

径系数分别为 0.396、0.274、0.421，作用于消极评聘

关系氛围的路径系数依次是 0.482、0.342、0.330，积

极与消极评聘关系氛围对教师师德师风的路径系

数依次是 0.483、0.387，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建设职

能影响不显著。

按照公式（1），工会实践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

建设的作用效应如表2所示。

由表 2 可知：（1）评聘关系氛围在高校工会参

与、维护、教育和建设职能同教师师德师风关系中

所起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378、0.264、0.331、0.208。

（2）工会实践各维度对教师师德师风总效应值分别

为 0.597、0.405、0.549、0.330，说明评聘关系氛围

在工会实践与教师师德师风间都充当局部中介

效用。

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若高校工会能够在教师

权益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主动为教师提供帮助，出

于交换心理，教师会更加努力工作，教师师德师风

水平也会随之得到提高。反之，则会影响甚至阻碍

高校内涵式发展。故 H5a、H5b、H5c，H6a、H6b 和

H6c均通过验证。另外，高校工会在发挥其建设职

能时，未必能参与高校管理、保障教师权益等，故高

校工会建设职能对改进高校评聘关系氛围和优化

教师师德师风影响不明显，H5d、H6d未得到验证。

4 结论

工会实践的参与、教育和维护职能同高校教师

师德师风呈正相关，建设职能同高校教师师德师风

无显著相关；工会实践的参与和教育职能对教师师

德师风总效应值（0.597、0.549）比维护职能对教师

师德师风总效应值（0.405）更显著；评聘关系氛围在

工会实践与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关联中发挥局部中

介效用。工会应积极参与教师日常教育和监督，让

师德规范有效转化，减少权益纠纷，建构和谐校园

氛围，从而提高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防范化解师德

师风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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