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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问题也是大多数学校较为关注的重要话题，论文对国际上有关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进行了

梳理与分析，对已往研究进行了总结，并重新定义了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与内涵。

Absrt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work enthusiasm is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most school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research, and redefin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关键词 :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述评

Keywords: teache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research review

DOI: 10.12346/sde.v3i4.3210

【作者简介】肖盼（1989-），女，中国江西吉安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1 引言
组织公民行为在西方研究中已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在其概念和维度分析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测量量表

在国际上也相对比较完善。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的企业里早

已存在，并对企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理论研究层面，

中国的相关研究也较为成熟，学界研究兴趣也日益高涨，但

是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的分析还

不够。

2 学术关注度与传播度
在中国知网以“知识元检索”，然后选择检索框下的“指

数”检索，搜索主题“组织公民行为”，可以得到图 1。如

图 1 所示，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组织公民行为”为主题的中

文相关文献量从 2001 年的几乎 0 篇起，每年以几何级数增

长，至 2013 年底已达 132 篇，到达最高峰；从 2013 年开始，

以“组织公民行为”为主题的中文相关文献量又出现了显著

下降，2015 年减少至 91 篇，到 2016 年达到第二个峰值 119

篇；2016—2020 年期间，中文相关文献量连续下降。2002 年，

以“组织公民行为”为主题的中文环比增长率最高，达到

500%；其次为 2005 年，达到 193%。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组

织公民行为”为主题的外文相关文献量在 2001—2020 年之

间都低于中文相关文献量，且在 2006—2016 年之间外文相

关文献量一直在增长，到 2016 年达到 39 篇，2017 年略有

下降为 22 篇，之后又保持增长，2019 年达到最高值 42 篇。

2005 年外文环比增长率最高，达到 500%；其次为 2003 年，

达到 100%。这些相关文献量和环比增长率发展的速度足以

证明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已经在国内外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

关注，并成为管理学与心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

图 1 组织公民行为学术关注度

图 2 显示，2004—2014 年期间，组织公民行为文献被

引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从 2004 年的 4 篇增长至 2014 年的



9

教育理论与研究·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314 篇，增长了 77.5 倍；2015—2018 年间，变化不大，保

持在 337 到 340 篇之间；2019 年略有下降，在 2020 年达到

新高 357 篇。环比增长率 2005 年最高，达到 375%；其次

为 2002 年，达到 200%。

图 2 组织公民行为学术传播度

3 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研究
Organ（1988）认为，“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 1938 年

Barnard 在其经典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所提出的“自

愿合作”（Willingness to cooperate）的概念，以及 1964 年

霍桑实验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 [1]。

Bateman 和 Organ（1983）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一种

员工的随意行为，该行为在正式的奖励制度中没有直接或明

显的规定，但能从整体上提高组织绩效，促进组织发展。他

们进一步解释说，所谓随意行为，指不是企业强制性的或对

员工职责有明确规定要求的行为，是超角色行为，是超越组

织规定的员工自发地实施对组织有利的行为 [2]。

Organ（1988）在其出版的《组织公民行为：好战士现

象》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一词，并对其给

予了如下定义：“员工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

显地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

效能的个体行为。[3]”这是一个被后人引用最多的、最传统

的 OCB 定义。

Morrison（1994）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发现，组织公民行

为属于角色外还是角色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OCB 的

许多内容与员工自己认为的工作角色内行为有重合的地方 [4]。

后来的一些研究改变了 Organ 最初的看法，Organ（1997）

对 OCB 概念重新定义，认为 OCB 是一种能够对组织的 

社会和心理环境提供支持作用、进而支持任务绩效的行为，

并进一步解释到，员工角色“内”“外”行为的内涵是在 

不断地变化的，“不为正式奖惩制度约束”“角色外”等的

概念界定并不是非常恰当 [5]。Organ（2007）对 OCB 的定义

与 1998 年相比，更加概括与简洁，避开了关于 OCB 的所

有争议。

4 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研究
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维度研究，国外学者们提出了

二维结构、三维结构、四维结构、五维结构、七维结构和九

维结构等，这些结构维度研究最具代表性，具体见表 1。

表 1 其他国家学者对服务型领导的结构分类

学者 维度 具体内容

Smith（1983）[6] 2 利他行为、一般服从行为

Organ（1988）[7] 5
利他行为、尽职行为、文明礼貌、

运动员精神、公民美德

Van Dyne（1994）[8]

3
服从组织、忠诚组织、

参与组织活动

Moorman，
Blakely（1995）[9] 4

人际帮助、个人主动性、

个人勤奋性、忠诚拥护

Podsakoff（2000）[10]

7

助人行为、运动员精神、

组织忠诚、组织遵从、

个人主动性、公民道德、

自我发展

注：该表并未包括所有国内学者对服务型领导的结构分类。

Smith（1983）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分类最早。而 Organ

于 1988 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五维度模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

们的广泛认可，许多学者将 Organ 的五维度模型作为设计组

织公民行为测量量表的基础。

中国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借鉴了国外的研

究成果，同时注重本土化问题，既强调文化背景的不同，又

突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的影响。在本土化的研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樊景立。樊景立以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员工为研究

对象，提出了中国台湾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 5 个维度。

同时，1998 年他对中国内地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内地文化背景下，组织

公民行为的维度可由中国台湾地区的 5 个变为 10 个，具体

见表 2[11]。

表 2 樊景立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分类

研究对象 维度 具体内容 解释

中国台港

地区企业
5

组织认同

认同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主动

维护组织形象，为组织发展提建

议、积极参与组织活动等

敬业精神

在工作中认真踏实，对自己提出

更高的要求或超越了组织制度的

要求

帮助他人

在工作上做出对同事有利的行

为，包括在生活或工作上帮助同

事，主动参与同事关系的协调和

沟通

人际和睦

“和为贵”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

观之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可

能会为了使同事之间关系和谐而

不惜牺牲组织的利益，主要体现

在工作以外的帮助上

保护或节约

企业资源

不利用上班时间及利用组织资源

来处理私人事务，同时还可能利

用个人资源帮组织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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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维度 具体内容 解释

中国内地

企业
10

积极主动
有承担额外责任的意愿，如主动

加班不计报酬等

帮助同事
主动帮助他人解决工作和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

观点表述 主动提出对组织发展有利的建议

参与群体 
活动

积极参与企业组织的各项群体活

动

维护组织 
形象

积极主动地宣传与维护组织的正

面形象

自觉学习
主动根据组织发展需要提升自己

的工作技能

保护和节约

组织资源

主动节约组织资源，不侵害组织

资源并主动加以保护

参与公益 
活动

主动参与企业举办的各项社会公

益活动

人际和睦 体现“和为贵”的中国文化观念

保护工作环

境整洁
保持工作环境的整洁

通过表 1、2 的比较，可知与国外 OCB 维度相比，中国

台湾地区 OCB 维度与其相近的是组织认同、敬业精神及帮

助他人，而运动员精神维度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没有出

现，保护或节约企业资源这一结构则包括在 Podsakoff（2000）

提出的公民道德维度中，而人际和睦则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没

有出现。从樊景立对中国内地企业研究中得出的 10 维度分

析中可以看出，积极主动、自觉学习、帮助同事、维护组织

形象 4 个维度与国外的个人主动性、自我发展、助人行为、

组织忠诚维度类似，而观点表述、保护和节约组织资源、参

与群体活动则统一包含在 Podsakoff（2000）提出的公民道

德维度中，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包含在 Organ（1988）提出的

尽职行为维度中，而参与公益活动、人际和睦是中国组织中

特有的 OCB 维度。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分类有较

大的区别，有些维度概念虽然相同，但内涵区别很大，有些

概念只有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

历史阶段才会出现，这些区别进一步说明 OCB 的本土化特征。

5 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研究
其他国家学者对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的开发主要通过 3 种

方法：①访谈法，如 Smith（1983）根据访谈结果，编制了

包括一般服从行为和利他行为两个方面的组织公民行为量

表；②利用其他成熟的行为量表；③对前面学者已开发出的

组织公民行为量表进行修改，形成新的测量量表 [12]。目前

大部分学者主要是采用第三种开发途径测量组织公民行为。

Moorman，Blakely（1995）构建了一个包括个人主动性、

人际帮助、个人勤奋性和忠诚拥护四维度的组织公民行为测

量量表 [13]。在众多测量 OCB 的量表中，认可度最高的应用

最广泛的是 Organ（1997）开发的 OCB 量表，该量表包括

利他行为、文明礼貌、尽职行为、公民美德和运动员精神五

个维度，共有 22 个题项 [14]。樊景立的研究成果已表明中国

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测量与研究和国外有所不同 [15]，

因此中国学者主张编制专门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

民行为测量量表。

除了樊景立的研究外，张艳秋（2003）通过企业员工访

谈、半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 OCB 的各种表现形式，

再结合文献调研中收集到的三份标准化量表（Organ 开发的

22 个题目的 OCB 量表，Graham 开发的 54 个题目的 OCB

量表，樊景立 1998 开发的包括 10 个维度的 OCB 量表）自

行编制 OCB 量表，对问卷作结构分析后探索出中国文化背

景下 OCB 的 6 个维度：积极主动、自我发展、帮助行为、

表达意见、组织参与、组织忠诚。张艳秋进一步强调，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些内容可能就不属于 OCB 的内容，而

成为员工必须遵守的起码准则，如保护和节约企业资源、保

持环境整洁等 [16]。

对于企业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研究已非常成熟，如今该

理论已从企业组织发展到学校组织。DiPaola 等人（2001）

最先引用 Organ（1988）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来研究学校

组织中的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并深入研究如何来测量教师组

织公民行为。DiPaola 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 OCB 在学校

组织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SOCB 能有效保进提高学校的整

体效能，且与学生的学业成绩正相关 [17]。

中国学者也有相应的对教师 OCB 的测量研究，但数量

不多。龙君伟、曹科岩（2006）选取了广州市的 6 所初中共

240 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包

括良心行为、认同组织、利他与和谐、保护学校资源 4 个维度，

其 Cronbach’a 系数分别为 0.79、0.72、0.65、0.70，整体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85[18]。

朱君伟（2008）开发了包括认同组织、不生事争利、协

助同事、保护组织资源和敬业精神五维度的教师组织公民行

为测量量表，且量表整体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90，该数

据表明在该研究中组织公民行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非

常高 [19]。郑旭（2011）以太原市七所小学的 400 位小学教

师为研究对象，结论显示中小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多

维的概念，包含工作积极主动、与同事合作、维护组织内外

和谐、敢于给学校提建议或意见四个维度，同时该研究结果

表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学校组织的竞争力 [20]。

耿庆岭，韦雪艳（2016）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山东、

北京多所中学的 384 位教师为调查对象，应用王建康专门针

对中国大陆地区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包含 7 个维度（关心学生

学习生活、关心学生思想交流、自我提升、积极主动、帮助

同事、保护学校源和维护学校形象）的量表，探究工作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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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投入以及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教师工

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有中介效应 [21]。吴

娱（2020）以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开展调研分析并构建模型，

探讨了分布式领导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

究发现组织信任、工作

满意度与组织承诺在分布式领导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

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22]。

6 已往研究总结与核心概念界定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学者们不管是对企业员工还是对教

师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

OCB 的维度划分，每个学者都有基于自己经验与分析的理解。

曹科岩、龙君伟（2007）认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教

师在非基本工作要求条件下，自发表现出的一种超越角色标

准以外的主动、积极、正面、尽职、利他的行为 [23]。郑旭

（2011）指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教师在学校里主动展现

出的一种职责范围外的有利于同事、学生和学校的亲社会行

为 [24]。这样的定义都将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限定为角色外行

为，不仅与 Organ（1988）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相符，

而且未超过 Organ（1988）定义的 OCB 范畴，因此本研究

将沿用 Organ（1988）对 OCB 的理解来定义教师组织公民

行为，即教师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地不被

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学校组织效能

的个体行为。

张艳秋（2003）探索出中国文化背景下 OCB 的 6 个维

度：积极主动、自我发展、帮助行为、表达意见、组织参与、

组织忠诚，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具有时代特征意义，对组

织公民行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虽然龙君伟、

曹科岩（2006）、朱君伟（2008）都将保护组织资源作为教

师 OCB 的一个维度，但本研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

及学校组织的变革创新，保护和节约组织资源已不属于组织

公民行为的内容，而是教师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根据

其他学者对“积极主动”维度的定义，可知该维度主要指的

是教师的敬业尽责行为，“积极主动”维度的说法不与其他

维度互斥，笔者认为将“积极主动”维度改成“敬业尽责”

更合理。

综上，笔者将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

个人层面，体现在教师对自身的要求，包括敬业尽责、自我

发展两个维度；第二是他人层面，体现在教师对其他人的关

注，包括帮助行为维度；第三是组织层面，体现在对组织的

认可和参与，包括表达意见、组织忠诚、组织参与三个维度。

笔者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的定义如下所示：

①敬业尽责：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主动解决工作问题，

完成工作任务，并能主动承担工作职责以外的作务，达成预

定的学校目标。

②自我发展：个人寻求进步和发展，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培训和自我学习，丰富和提高个人知识和能力。

③帮助行为：教师积极主动帮助同事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而且也关心其他教师的生活以及乐意帮助解决其个人私事。

④表达意见：主动提出对组织发展有利的合理化建议，

对工作和组织有责任感。

⑤组织忠诚：维护学校组织的正面形象，主动与不良现

象做斗争。

⑥组织参与：热爱集体，热心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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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称的使用很少，在翻译的网页中，使用较多的人称代

词为第一人称代词“I”和第三人称代词“it”，例如，一些

企业的理念是“公司坚持创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国

家认可的实验室、强大的人才队伍。”这一句话中只有“公司”

这一主语，后面几个小句的主语也是公司，所以在翻译过程

中，要适当加入主语——公司的名称，或者用“we”代替公司。

例如，一些公司的企业文化中介绍自身团队的优势：公

司秉承“要干就要干好，发展就要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创

造客户价值，利于社会大众”为己任，拥有先进的技术优势

和良好的产品质量。

翻译为：XX（公司名） has the spirit of “We should do 

the best if we decided to do. We should creative if we want to 

develop”. We think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 and good for the 

public is our own task. We also hav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good quality. 

5 结语
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外文的官方网站是发展国际市场

中建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产品出口的重要营销因素，在互

联网科技高速发达的今天，企业官方网站是企业向外进行产

品销售的展示服务营销的重要平台，有利于给企业树立良好

的形象，扩大企业的海外市场，提升企业的出口利润。在网

站的翻译过程中会包含很多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词语由于中

西方文化的不同，采用直接翻译的形式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

解或者目标读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企业所表达的内涵。论文通

过对外向型企业网站翻译中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对外向型

企业中文化负载词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分析了外向型企

业在文化负载词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给出了解决对

策，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对外向型企业在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

使用技巧上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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