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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人文关照

苗 文 利
（山东经济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室，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下，职业倦怠正袭
击着越来越多的从业者。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和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高校教师成为职业

倦怠的高发人群。高校管理者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积极预防和化解教师职业倦怠，保

护教师工作热情，保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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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正
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刻转变的重要社会

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全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

新、知识的创新、信息的大爆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扩张着。中国高校最近１０年来的大规模扩招，使
中国高等教育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实现了规模化扩

张，我们迎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这个急剧

变化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现实社会，人

们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对高等教育也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高等院校寄予了越来越

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和各种现代思潮的

冲击下，在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越来越高的期待中，

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中，高校教师面临着越

来越大的工作压力，职业倦怠这一现代职业病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向高校教师袭来，职业倦怠已经成

为困扰高校教师队伍的现实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并

有效化解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已是摆在广大

高等教育管理者和高等教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

课题。

一、中国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表现及其消极

影响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是指高校教师长期经受过

度工作压力所导致的情感耗竭、身心疲惫、人格解

体、工作成就感低下等负性症状。职业倦怠（Ｊｏｂ
ｂｕｒｎｏｕｔ）的概念，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鲁顿伯格
（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１９７４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职业
倦怠是一种情绪耗竭的症状，当工作本身对个人的

能力、精力以及资源要求过度，导致工作者长时间感

到精疲力尽、情绪枯竭时，就产生了职业倦怠。此后

３０多年来，职业倦怠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组织行
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涉及职

业倦怠概念及相关定量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发展过

程研究、理论模型研究等方面，其中美国社会心理学

家马斯拉奇（Ｍａｓｌａｃｈ）的三维度理论是职业倦怠研
究领域中影响最大、居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

Ｍａｓｌａｃｈ的职业倦怠问卷 ＭＢＩ（ＭａｓｌａｃｈＢｕｒｎｏｕｔ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已成为职业倦怠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测量
工具。Ｍａｓｌａｃｈ从情绪衰竭（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
人格解体（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个人成就感降低（ｄｉ
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三个维度，把职业
倦怠定义为：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

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

状。情感耗竭是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精疲

力尽；人格解体是指个体对待服务对象的负性的、冷

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个人成就感降低是指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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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胜任感、工作成就、工作乐趣下降。这三个维度

在职业倦怠发展进程中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维度的

发展会促进另外维度的发展。［１］

国内对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才开始

的，以引进和借鉴国外职业倦怠理论为主，多为综述

性和描述性研究，本土化的定量研究和理论研究很

少，关于干预对策的应用研究也不够。由于教师是

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成为国内

职业倦怠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在研究者的共

同努力下，国内对教师职业倦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教师的职业倦怠，从Ｍａｓｌａｃｈ三维度分析，在情绪上
表现为情绪衰竭、心力交瘁、急躁易怒、对教学缺乏

热情与活力；在个人行为上表现出情感疏离、组织疏

离、对学生冷漠、教学方法呆板，有时甚至用带蔑视

色彩的称谓称呼学生；在工作上表现为遇事推诿、回

避困难、对新任务惶恐、工作满意度低、教学兴趣丧

失、教学效率低、缺乏成就感。产生职业倦怠的教师

大都表现出厌教心理、厌生心理、个性心理缺陷。职

业倦怠感高的教师，甚至会出现失眠、头痛、胃肠功

能紊乱等生理问题，出现自卑、自责、抑郁、焦虑等心

理问题，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缺勤率高、离职意愿高

等个人行为问题。

教师职业倦怠已成为国内教育界比较普遍的现

象。广东省教育工会和部分高校２００２年组织的一
项关于教师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在调查涉及的１９
所高校８４１７名教师中有６９１８％的高校教师处于
亚健康状态。［２］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

发起的“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表

明，在８６９９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教师中，８６％的有轻
度职业倦怠，５８５％的有中度职业倦怠，２９％的有严
重的职业倦怠；其中 ３４６％的教师反映压力非常
大，４７６％的反映压力比较大，３８５％的感觉心理健
康不佳，６４４％的感觉工作满意度低。［３］在网络调
查中不排除被调查者有情绪发泄的成分，但即使考

虑到这些因素也足以看出教师职业倦态问题的严

重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的

加快，高校学生规模迅速扩张，高校教师队伍的增长

远远落后于学生规模，高校教师承受着越来越繁重

的教学任务，日益繁重的科研任务更增强了高校教

师的工作压力，市场经济思潮等现代思潮的冲击也

使大学生的管理越来越难。面对如此繁重而复杂的

任务，一直在激烈竞争环境中超负荷工作的高校教

师，很容易出现情绪衰竭、心力交瘁、急躁易怒、对教

学缺乏热情等问题。实证研究表明，职业倦怠正成

为现代社会高校教师的职业通病，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当前中国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主要

原因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现代人承受的压力越

来越大，当职业压力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阈限时，职

业倦怠感就出现了。”［４］教师本来就是职业倦怠的

高发人群，由于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信

息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高等教育

大众化时代的迅速到来，社会变化节奏越来越快、层

次越来越深，高校教师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遭到贬

值，权威标准答案不复存在，他们的教学科研控制能

力明显减弱了，在重重压力下职业倦怠正向他们袭

来，而且范围和强度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由于高校

教师处于知识创新的最前沿，也处于人才培养的最

高端，他们所承受的职业压力明显高于中学教

师。［５］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主

要分为社会因素、组织因素、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

高等教育管理者不能简单地把职业倦怠视为教师个

人问题，教师也不能简单地把职业倦怠归咎为社会

问题和管理问题。

（一）从社会因素看，社会竞争加剧是教师心理

压力增大最直接、最重要的诱因

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由于

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由

于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张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快

速到来，由于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要求，高校教师长期以来面临着不断更新知识、提

升素质、提高教学质量等工作压力，面临着量化考核

等职业竞争压力，这些难以排解的巨大压力很容易

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二）从组织因素看，学校的教学督导、绩效评

价、教师培训等政策，以及学校文化、领导风格等都

会影响教师的成长与发展

高等院校组织结构行政化，管理缺乏人性化，不

尽合理的量化考核往往使教师工作得不到公正评

价，教师得不到管理者应有的鼓励与支持，工作负荷

过重、角色冲突、角色模糊等因素也给教师带来了过

多的压力，个人和组织在工作量、薪金报酬、控制感、

公平性、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匹配，很容易降低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兴趣。

（三）从职业因素看，高校教师既要教学又要科

研，往往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脑力劳动具有复杂性，教育对象具有特殊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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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往往难以满足学生千差万别的个性需求，难以满

足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管理者过高的期望，在社会变

革时期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

些都会使教师对工作缺乏控制感。教师既要教书又

要育人，既要为人师表又要亲切平等，与学生亦师亦

友，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增加了工作胜任的难度，使

教师很容易产生力不从心的感觉。无论教学还是科

研，其成果都不能立竿见影，成果的延迟性也会降低

教师的成就感。长期、持续和过度地经受这种压力，

必然会产生心理疲惫和情感衰竭，这种消极情绪疏

导不善就会导致职业倦怠。

（四）从个人因素看，人格变量、自尊水平、自我

效能感、个人期望值等个体特质对职业倦怠有影响

人格坚韧度高的教师，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自

尊水平高的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可能性低；性格比

较脆弱的教师，自我效能感比较低的教师，缺乏自信

心的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可能性高。期望值高的

教师，成就动机高的教师，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职业

倦怠；比较敏感的“感觉型”教师相对于比较冷静的

“思考型”教师，更容易体验到职业倦怠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从中国近年来高校教师职

业倦怠呈上升趋势的现实看，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

是导致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直接根源，管理水平和

制度环境成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诱因，来自

职业竞争的压力、来自自身不断提高的压力、来自超

负荷工作的压力、来自量化考核的压力等等，比职业

因素和个人因素来得更为直接。

三、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人文关照对策

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不

仅影响教师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大学生的健

康成长，影响国家的人才培养和民族的未来发展，高

校教师职业倦怠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高等教育研

究者和管理者，不能把教师职业倦怠仅仅视为教师

个人的问题，也不能把这个问题仅仅交给教师个人

去自我调适，而是应该积极采取组织干预对策，帮助

教师化解心理压力，减轻职业倦怠。因此，虽然“对

职业倦怠理论的探讨仍将是今后研究的主题”，［６］

但本文认为重点关注的应该是高校教师职业倦怠问

题的解决之道。

从影响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四个主要因素看，

改进社会因素与职业因素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干预

对策首先应该指向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重点从高

校组织管理和教师个人管理两个层面开展工作。高

校管理者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以人为本的

人性化管理方式，尊重教师个性，保护教师利益，增

强教师职业荣誉感，积极预防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

同时还要积极引导教师提高业务水平、提升自身素

质、加强心理训练，增强适应压力的能力，通过教师

自身调适化解各种压力。

（一）完善教师选聘程序，完善岗前职业培训，

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高校在选聘教师的时候，不但要注重候选人的

学历水平、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还要注

重语言表达能力、活动组织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以

及教学能力、应对能力、职业认同感等基本素质，这

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应该借鉴先进的人力资源管

理经验，积极引进现代化的人才招聘选拔方法，采用

心理测验、情境模拟、结构化面试等方式提高教师选

拔水平，把不适合做教师、不愿意做教师的人员及时

挡在大门之外。

为了预防教师的职业倦怠感，提高教师的职业

化水平，高校提供适当的教师职业培训是非常必要

的。提出“教师发展因素论”的美国学者费斯勒

（Ｆｅｓｓｌｅｒ）认为：“教师行业要想吸引优秀教师并留
住他们，通过入职培训项目帮助新任教师是非常必

要的。”［７］高校应该在教师工作之前对其进行心理

学、教育学、职业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职业培训。目

前，中国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核发高校教师资格证

的时候，一般都要求必须完成岗前培训，但有很多地

方的岗前培训基本上是走过场，没有发挥出实际作

用。另外，新任教师从事教学实践之初，高校应该通

过老教师的现场指导与评价，培养新教师的教学能

力，增强新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新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使他们安全度过“职业磨合期”。

（二）实行民主化管理，实现决策过程分享，增

强教师的主人翁意识

高校应该正确处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的关系，改变过去“行政权力独大”的管理模式，在

充分尊重“学术权力”的基础上实行开放式、民主化

管理，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特别是与教师利害

相关问题的决策上，应该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设

计方案、选择方案等各阶段，为教师提供更多参与决

策的机会。通过决策过程的分享，使教师参与学校

的管理与决策，参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让教师感受

到来自校方的尊重，增强教师的主人翁意识，可以有

效地减轻教师被动管理的感觉。高校应该注重教师

的正当利益与合理需求，不断改进传统管理流程，特

别要改进僵化单一的量化考核指标，改进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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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评价体系，改变那些随意性较强、操作性较弱的

管理办法，建立科学民主、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制

度，建立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奖罚分明的奖惩评

价体系，积极营造既有利于公平竞争又宽松和谐的

校园文化氛围。

高校管理者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切实提高管

理水平。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应该明确任务目标，明

确职责分工，适当减轻教师负担，努力降低教师职业

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制定明

确的学校发展规划，建立合理的教师职业生涯制度，

使教师清楚自己的目标、了解组织的期望、认识自己

的价值，提高他们的工作效能感和个人成就感。应

该促进学校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努

力化解利益冲突，积极营造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

谐默契的人际关系，优化组织环境，增强组织归属

感，提高组织凝聚力。应该实行依据贡献大小决定

分配结果的公平分配法则，分配程序必须符合公认

的道德伦理标准和道德伦理规则，切实关心教师的

正当利益，增强教师的公平感。

（三）提供专业进修机会，建立学习型组织，提

高教师职业胜任能力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

创新越来越频繁、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情

况，为了提高自身的职业胜任能力，高校教师有着不

断更新知识、提升素质、提高能力的迫切需求。高校

应该致力于建立学习型组织，积极为教师提供必要

的专业进修机会，应该鼓励教师参加国内进修班、出

国访学、攻读更高学位等，使其不断调整知识结构、

更新思想观念、紧跟学科发展、提升专业素质、提高

教学科研能力，使其能够从容应对专业工作需求，这

是预防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根本途径。

高校还应该有针对性地为教师提供时间管理、

学生管理、人际沟通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培训，为教师

的职业成长提供支持。针对时间管理的培训，有助

于提高个人工作效率；针对人际沟通的培训，有助于

改善教师人际关系；针对学生管理的培训，有助于教

师在了解学生认知特点、情感特点、道德发展特点的

基础上提高教育教学效率。这些基本技能的提高有

利于教师增强职业适应能力，有利于教师获得持续

的专业发展，可以有效地减轻教师职业压力。

（四）加强正面引导，保持积极乐观心态，提高

教师心理调适能力

教师职业倦怠首先是心理问题，高校应该积极

引导教师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要为教师提供必

要的心理健康辅导，帮助教师改变对压力的消极认

知，形成对压力的理性认知，学会对问题采取积极的

应对手段，提高压力应对水平，及时有效地缓解精神

压力。

高校应该积极引导教师保持合理的个人期望，

对自己期望过高的教师比其他教师更容易形成职业

倦怠，适当降低期望值，加强有效的自我目标管理，

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高校应该注意引导教

师肯定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承认自己的能力，保

持自信，积极进取，以健康乐观的积极心态面对工作

和生活。

高校管理者应该经常组织轻松愉快的集体活

动，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教师增进人际沟通，学会放

松自己，合理调节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在遭受心理压力时，往往会

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和谐的同事关系、宽松

的人际环境、顺畅的沟通交流，能够使人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可以有效地降低职业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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