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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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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修订的ＭＢＩ教师职业倦怠量表对呼和浩特市260名中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呼市地

区教师的职业倦怠整体上并不严重�但还是普遍存在。在情感衰竭维度上女性教师显著高于男性教师�年龄
在30－40岁的教师显著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教师�教龄在6－10年间是教师职业倦怠最严重的阶段�重点中
学教师在成就感维度上显著高于非重点中学教师�学历、是否是班主任、是否带毕业班�对于教师职业倦怠没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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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倦怠 ”一词的含义原指精疲力竭或因过度

消耗精力、资源而变得枯竭。［1］1981年心理学家
Ｍａｓｌａｃｈ等人通过深入分析确定了职业倦怠的三

个核心成分：（1）情感衰竭。指个体情感处于极
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消失。 （2）去个性化。
指个体以消极、否定、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工作。
（3）个人成就感降低。指个人评价自我的意义和
价值的倾向降低。［2］各种调查资料表明�职业倦
怠最易发生在医疗护理、教育等与人打交道的行
业中。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3］因为教师
这一职业是承受压力最多的职业之一。教师职业
倦怠已成为不可忽视、急须有效解决的问题。本
研究将对呼市地区部分教师进行调查�目的是想
了解中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以及影响教师职业

倦怠的因素�希望通过本研究引起对教师职业倦
怠的重视�以便更好地预防教师职业倦怠现象的
发生。

二、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随机抽取呼和浩特市中学教师260名�共发

放问卷260份�其中男性121人�女性139人。收
回有效问卷251份。

（二 ）工具
本研究采用Ｍａｓｌａｃｈ编著的教师职业倦怠问

卷 （ＭＢＩ）。该问卷共三个维度�22个题目�分别
是：情感衰竭维度、去个性化维度和成就感维度。
采用5点记分法�各维度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
的平均分。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具有跨文化的一
致性。

三、结果
（一 ）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状况的整体情况
总体来说呼市地区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普遍

存在。中学教师在情感衰竭、去个性化和成就感
三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是 3．24±
0．56、2．57±0．52和3．82±0．46。由于本研究采
取5级评分�中数为3�所以结果显示教师的情感
衰竭程度较高�去个性化不是很严重�成就感比较
高。

（二 ）中学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结果
对不同维度教师职业倦怠状况的研究发现：

女教师的情感衰竭程度显著高于男教师 （Ｐ＜
0．05）�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情感衰竭程度显
著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教师 （Ｐ＜0．05）�重点中
学教师在成就感维度上显著高于非重点中学教师

（Ｐ＜0．05）�学历、是否是班主任、是否带毕业班�
在三个维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差异检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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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但可以发现�在情感衰竭维度上带毕业班
的教师、班主任教师以及非重点学校的教师都高
于其他类型的教师�在去个性化维度上女性教师、
年龄在30－40岁的教师及非重点学校的教师高

于其它教师�在成就感维度上女教师、专科学历的
教师及非重点学校的教师比其它教师都低。见表
1。

表1中学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差异

维度
性别 学历 年龄 班主任 毕业班 学校类型

男 女 专 本 硕 一 二 三 是 否 是 否 重 非

情感衰竭
Ｍ 2．80 3．65 3．30 3．10 3．18 2．90 3．75 3．12 3．45 3．06 3．36 3．12 3．21 3．26
Ｓ 0．66 0．58 0．52 0．51 0．45 0．48 0．63 0．52 0．48 0．54 0．49 0．53 0．49 0．51

去个性化
Ｍ 2．55 2．76 2．45 2．30 2．48 2．17 2．83 2．53 2．76 2．43 2．66 2．45 2．48 2．53
Ｓ 0．50 0．56 0．53 0．50 0．43 0．52 0．49 0．52 0．48 0．52 0．49 0．51 0．52 0．46

成就感
Ｍ 3．65 3．41 3．25 4．13 3．62 3．68 3．43 3．69 3．86 3．62 3．89 3．61 3．76 3．12
Ｓ 0．42 0．52 0．54 0．52 0．51 0．56 0．60 0．52 0．52 0．56 0．53 0．54 0．56 0．58

（三 ）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状况
从职业倦怠的概念来看�工作时间的长短影

响职业倦怠的程度�因此可根据教龄来考察教师
职业倦怠的发展状况。本研究将教龄分为四个阶
段�“一 ”代表教龄在0－5年�“二 ”代表教龄在6
－10年�“三 ”代表教龄在11－15年�“四 ”代表
教龄在16－20年。纵坐标代表各维度在各教龄
阶段得分的平均数。各龄域职业倦怠的关系见图
1所示。

图1
四、讨论
（一 ）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一般特点
从总体上看�呼市地区中学教师的职业倦怠

现象并不严重�这并不与教师是职业倦怠高发人
群相矛盾�其中较重要的原因是较重的职业倦怠
所导致的工作效能感降低使个体离职或被学校调

换�严重的职业倦怠也因此不容易在一般任课教
师中查出。就本研究而言�中学教师的情感衰竭
得分较高说明中学教师普遍工作繁重�劳累感高
而导致工作热情丧失。［4］去个性化程度代表师生
人际交互作用维度�这个因子得分较高意味着个
体以消极、否定、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工作。研究

结果表明�教师的去个性化程度较低�处于一个较
好的水平。成就感是教师对工作成绩的一种自我
评定�本研究表明中学教师的成就感一般都很高。

（二 ）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特点
根据调查�中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情况与他们

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在工作之初的几年
内�教师对工作和学生都有着满腔的热情�努力提
高自身的教学技能以及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对学
生对工作不易产生冷漠感和疲劳感�相反的由于
教学技能的提高以及逐步适应教学工作而逐渐体

验到成就感。工作几年的中年教师面临来自社
会、学校、家庭以及个人的问题越来越多�如升学
率、人际关系、家庭负担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中年
教师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5］很多中年教师还
担当了班级的管理者�这样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相
应增大�并且由于教学技能和教学经验没有显著
再提高�体验到的成就感相应降低而情感衰竭和
去个性化程度相应提高。工作十几年的教师由于
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教学技能�职业发展进
入成熟阶段�他们对压力的应付方式也逐渐提高�
所以成就感又逐渐升高�相应的情感衰竭程度和
去个性化程度逐渐下降。

（三 ）影响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各种因素
研究发现女教师在情感衰竭维度上显著高于

男教师�去个性化程度比男教师高而成就感则低
于男教师�这主要是因为女教师所面对的压力大
于男教师。女教师除了要完成日常的工作量�还
要处理繁重的家务�再加上生理的原因�所以相当
一部分女教师感到有很大的劳累感�而很多的男
教师则有 “干一番大事业之感 ”。班主任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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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状况高于一般任课教师�主要原因是班主任
除了担任自己所教的课程之外还要管理班集体的

日常事务�在面对教育学生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
和压力要高于一般任课老师�所以体验到的情感
衰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程度比一般任课老师高而成

就感也比一般老师要高。［6］带毕业班的老师由于
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以及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们
每天所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如

何提高升学率�对学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很容易
倾向于去个性化。重点中学由于生源好�学生高
考、中考的成绩也很高�所以教师体验到的成就感
就显著高于非重点中学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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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跨学科 ”写作�使 “所有学科的课堂都是学
生学习写作的阵地�所有校园活动都是学生学习
写作的良机�所有社会生活都是学生学习写作的
源泉。” ［7］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耦合关系�构成了
立体、开放的写作实践系统工程设计思路。只要
按照具体情况扎扎实实地实施此工程�相信高校
的写作实践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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