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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能感与教师工作压力及工作倦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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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法对 728 名中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教学效能感对其工作倦怠的影响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工作压力不仅直接导

致工作倦怠 ,还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从而导致工作倦怠 ;教学效能感是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

为 :工作压力直接和通过降低一般教学效能感导致情绪衰竭 ,工作压力直接和通过降低一般教学效能感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导致

人格解体 ,工作压力通过降低个人教学效能感导致成就感低。

关键词 : 中学教师　工作压力　教学效能感　工作倦怠　中介作用

1 　问题的提出

　　教师职业被公认是一种高强度高压力的职业 ,国内外的

许多研究[1 ,2 ]都表明 ,较高的工作压力会导致工作效率的降

低 ,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并阻碍个人的专业发展 ,而且如果

工作压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 ,就会导致一个更为

严重的后果 ———工作倦怠。工作倦怠是个体由于长期处于

工作压力状态下而出现的一种身心消耗过度、精力衰竭的综

合症状 ,包括情绪衰竭、疏离感和成就感低落。产生工作倦

怠的教师会对教学产生了厌倦 ,对学生缺乏热情 ,态度冷漠 ,

工作敷衍塞责 ,得过且过 ,工作满足感下降。有研究 [3 ]表明 ,

我国教师已呈现出明显的工作倦怠症状 ,有些已经严重影响

了正常的教学 ,这是我们紧缺的教育资源的一种严重浪费。

因此 ,教师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已成为教师研究的热点。

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首先提出的概念 ,之后发展为自我

效能理论。自我效能是人们对自己在特定情景中是否有能

力去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 ,个体在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后 ,

自我效能感就成了行为的决定因素。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

对活动的选择及对该活动的坚持性 ,影响人们在困难面前的

态度等。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在应付环境时 ,更多的考虑自己

的不足 ,把困难看得比实际上的更难以克服 ,因而承受更大

的压力。自我效能水平高者倾向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

在困难面前能坚持自己的行为 ,当行为达不到目标时 ,他们

就会集中努力 ,对失败进行分析 ,创造条件实现目标。

目前 ,国外对于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方面的研究主要是

探讨对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关系有影响的变量的作用 (如教

学效能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 ,研究结果 [4 - 6 ]表明 ,教学

效能感对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我

国学者对工作压力、教学效能感和工作倦怠的关系也有许多

的研究 ,但研究教学效能感对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的关系的

影响还很少 ,刘晓明[7 ] 、刘小云[8 ]等人的研究发现教学效能

感对工作压力的影响可能存在调节作用 ,但并不确定 ,而且

未能充分揭示出教学效能感的作用路径。以往研究[2 ,6 ]发

现 :工作压力是直接导致教师产生工作倦怠的一个原因 ,工

作压力越大 ,教师的工作倦怠越严重 ;工作压力与教学效能

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工作压力大的教师显著表现出低

教学效能 ;教学效能感对工作倦怠有影响作用 ,教师的教学

效能感越低 ,工作倦怠就越严重。这是否意味着教学效能感

可能是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变量 ,将有待证实。

由此 ,我们提出一个研究模型 ,即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工作

压力影响工作倦怠的部分中介变量 (如图 1) ,根据模型提出

以下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检验这个研究模型。

图 1 　假设的模型

　　假设 1 :工作压力对工作倦怠有显著影响 ,工作压力越

大 ,工作倦怠越严重。

假设 2 :教学效能感对工作倦怠有显著影响 ,教学效能感

越低 ,工作倦怠越严重。

假设 3 :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之间有部分

中介作用 ,能降低工作压力对工作倦怠的影响程度。

2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 ,以参加茂名市中学教师职

务培训班的学员作为被试 ,参加培训的教师来自全市各级各

类中学 ,代表性好 ,共发放问卷 1000 份 ,回收 846 份 ,剔除不

合格问卷 118 份。最后得有效问卷 728 份。其中 ,男 351 名 ,

女 377 名 ;初中 435 名 ,高中 293 名 ;年龄范围在 20～59 岁之

间 ,年龄 20～29 的 406 名 ,30～39 的 243 名 ,40～49 年的 52

名 ,50～59 年的 27 名。

212 　研究工具

21211 　《教师教学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辛涛等人 1995 年修订的《教师

教学效能感问卷》[9 ] ,问卷由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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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二个分量表组成 ,有 27 个项目。该问卷在我国教师中

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各项指标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

的要求 ,可以作为评估中学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工具。本研究

中为和其他量表保持一致的记分标准 ,改为利克特 7 分等级

记分 ,分数越高表明效能感越强。该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的吻合指数为 :χ2 = 1822184 , ( df = 101 , p = 01000) ; CFI =

0186 ; GFI = 0191 ; I FI = 0187 ; RMS EA = 0106 ,表明吻合度还

好。该问卷各因子及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

0184、0181、0184。

21212 　《工作倦怠问卷》

工作倦怠问卷采用国际通用的 MBI —GS ,由时勘 [10 ]等

人修订成中文并进行了信效度分析 ,结果表明中文版的

MBI —GS 与原来的 MBI —GS结构完全一致 ,说明 MBI —GS

在中国有较好的构想效度。该问卷由情绪衰竭、疏离感和成

就感低落三个分量表组成 ,有 16 个项目 ,采用利克特 7 分等

级记分 ,分数越高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该问卷的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吻合指数为 :χ2 = 661147 , ( df = 243 , p = 01000) ;

CFI = 0192 ; GFI = 0193 ; I FI = 0192 ; RMS EA = 0107 ,表明吻

合度很好。该问卷各因子及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 :0182、0185、0171、0181。

21213 　自编《教师工作压力》问卷

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参考有关教师职业压

力的调查和研究 ,编制出含有 25 个项目的问卷 ,采用利克特

7 分等级记分 ,计算 25 个项目的平均分得到教师的工作压力

得分 ,得分越高 ,说明工作压力越大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186。

213 　调查过程

所有调查在培训班中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 ,研究者在

场对个别问题进行解答。在调查之前 ,事先告诉被试调查结

果会完全保密 ,调查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 ,被试填完问卷之

后当场回收。

214 　数据处理

文章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工作倦怠和教师教

学效能感的结构 ,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探讨教学效

能感在教师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中的中介作用。进行的统

计处理主要包括信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Sobel 检验、

Goodman I 检验和 Goodman II 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信

度分析、Sobel 检验、Goodman I 检验和 Goodman II 检验主要

采用 SPSS 1110 完成 ,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 Amos410 完成。

3 　结果

311 　中学教师的工作倦怠与工作压力、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检验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压力、教学效能感和

工作倦怠变量之间的相关 ,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工作压力 3115 0197 -

2 一般教学效能 4163 0197 - 0124 3 3 -

3 个人教学效能 5114 0175 - 0117 3 3 3 0121 3 3 3 -

4 情绪衰竭 2195 0199 0147 3 3 3 - 0128 3 3 3 - 0110 3 3 -

5 疏离感 2172 0199 0135 3 3 3 - 0136 3 3 3 - 0123 3 3 3 0163 3 3 3 -

6 成就感低落 2104 0190 0108 3 - 0103 - 0158 3 3 3 0102 0112 3 3 -

　　　　注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 3 3 3 p < 01001。

　　从表 1 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除一般教学效能

感和成就感低落之间及情绪衰竭与成就感低落之间不存在

显著相关之外 ,其他变量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显著相

关 ,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进一步分析的可能。

312 　中介效应的检验

一般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有三种 : Sobel 检验、

Goodman I 检验和 Goodman II 检验 ,三个检验严格程度虽然

不同 ,但检验功效差不多。表 2 提供了一般教学效能感、个

人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一般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和成就

感低之间以及个人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和情绪衰竭之间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外 ,其他中介效应都显著。
表 2 　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中介作用的路径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效

能感⋯情绪衰竭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

效能感⋯疏离感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

效能感⋯成就感低落

a (Sa) - 0124 (0104) - 0124 (0104) - 0124 (0104)

b(Sb) - 0118 (0104) - 0127 (0104) 0106 (0103)

Sobel (Z) 3150 3 3 3 4181 3 3 3 - 1177

Goodman Ⅰ(Z) 3148 3 3 3 4178 3 3 3 - 1175

Goodman Ⅱ(Z) 3153 3 3 3 4183 3 3 3 - 1179

中介作用的路径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效

能感⋯情绪衰竭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

效能感⋯疏离感

工作压力⋯一般教学

效能感⋯成就感低落

a (Sa) - 0117 (0103) - 0117 (0103) - 0117 (0103)

b(Sb) 0101 (0106) - 0113 (0105) - 0160 (0104)

Sobel (Z) 0116 2139 3 5154 3 3 3

Goodman Ⅰ(Z) 0116 2139 3 5153 3 3 3

Goodman Ⅱ(Z) 0117 2142 3 5155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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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 ,本研究构建了如图 2 所示的假设模

型。

图 2 　工作压力影响工作倦怠的模型

　　使用 Amos410 识别这个模型 ,结果发现 ,数据与模型的

拟合很好 : CM IN = 37105 ( df = 6 , p = 01000) ; GFI = 0196 ;

N FI = 0197 ; I FI = 0197 ; TL I = 0193 ; CFI = 0197 ; RMS EA

= 0108。该模型的运算结果见图 3。

结果表明 ,工作压力直接影响情绪衰竭 ,直接效应值为

01787 , 同时 ,工作压力通过一般教学效能感间接影响情绪衰

竭 ,其间接效应值为 01084 ,总效应值为 01871。工作压力和

疏离感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直接效应值为 01378 , 同时 ,工作

压力也可以通过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的中介

作用与疏离感产生联系 ,其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01119 和

01034 ,总效应值为 01531。而工作压力和成就感低落的联系

主要是通过个人教学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其中介效应

值为 01130 ,是一种完全中介作用。

图 3 　工作压力影响工作倦怠的模型分析结果

4 　讨论

　　研究结果证实了教学效能感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之

间有中介作用。压力不仅可能直接导致工作倦怠 ,还可能经

教师低水平的教学效能感导致工作倦怠 ,说明教学效能感是

教师面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有效的适应机制 ,能降低工作倦

怠的程度 ,即高教学效能感可以改变工作压力的作用 ,减少

压力对情绪衰竭、疏离感和成就感低落的消极影响。这也进

一步验证了扎拉鲁斯和福克曼所提出的工作压力认知交互

作用模型[11 ] 。该模型认为 :可能的压力来源 ,需要经过个人

的认知评估才能成为实际的压力源 ,而此时的评价主要受个

体的自我效能及对压力源的控制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直接影

响 ,经评估个体感到自己无法有效地应对事件时 ,压力源就

转变为真正的压力事件 ,引起确定的压力反应 ,导致个体的

精神紧张、情绪低落 ,而压力的长期影响才会形成慢性压力

症状 ,并表现出倦怠的反应。

对于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 ,教学效能感所起的中介作用

不同。一般教学效能感对情绪衰竭有一定的中介效应。一

般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个人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儿童

青少年身心发展中的认识和评价 ,相信学生的学习成果不完

全受制于智商和家庭环境 ,而是肯定自己的能力 ,认为在特

定情景中 ,教师是有能力去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如果一

名教师不相信教育的作用 ,常将学生无法进步的原因怪罪于

学生本身、学生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外部因素 ,这

种对教育影响力的失望心态必然会降低教师的工作热情 ,对

工作缺乏冲劲和动力 ,做也白做那不如不做。因此 ,面对工

作上的压力 ,一般教学效能感低的教师更容易感到工作特别

累 ,仅有的一点工作热情也被耗尽 ,完全丧失工作热情 ,即出

现情绪衰竭的现象。不过 ,工作压力对情绪衰竭的直接效应

远远大于通过教学效能感的间接效应 ,这说明工作压力过

大 ,特别是教师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体力、精力过度

透支 ,教师不可避免会出现情绪衰竭症状。所以 ,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必须充分重视这一状况 ,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切

切实实为教师减负 ,这才能有助于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在工作压力与疏离感之间 , 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

效能感都有部分中介效应 ,但一般教学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更

大。效能水平高的教师对教育工作充满信心 ,更善于创造出

积极热情、相互支持和理解的师生关系 ,他们与学生关系和

谐 ,对遇到困难的学生 ,乐意给予悉心地指导 ,对于学生学业

成绩的进步 ,他们也能给予充分地鼓励和表扬。相反 ,效能

水平低的教师则厌倦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缺乏信

心 ,对待学生态度十分冷漠 ,不愿与学生进行交往 ,不愿采用

新的教学方法 ,既不关心教学过程 , 也不关心学生的成长 ,表

现出疏离感的现象。

工作压力对成就感低落的影响完全通过个人教学效能

感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是否

有能力完成教学任务、能否教好学生的主观知觉和信念。根

据班杜拉的效能理论 ,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人们对活动的选择

及影响人们在困难面前的态度和对该活动的坚持性。自我

效能水平高者倾向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敢于面对困

难 ,在困难面前能坚持自己的行为 ,而自我效能水平低者则

相反。因此 ,面对工作的压力 ,个人教学效能感低的教师 ,由

于对自己的教育能力评价不高 ,成就动机水平低 ,对于有挑

战性的工作任务 ,他们倾向于回避、放弃 ,或者选择容易的 ,

低水平的行动目标 ,由于目标定的比较低 ,即使完成了也体

验不到很多的工作成就感 ,久而久之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评

价越来越低 ,认为自己不能有效地胜任工作 ,即成就感低落

严重。

可见 ,教学效能感作为一种认知动力机制 ,代表着教师

的教学能力方面的信念 ,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教

学成败的归因及对情绪的调控。因此 ,面对较大的工作压

力 ,教学效能感低的教师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的策略 ,且因学

生的考试成绩不佳、问题行为等所引起的焦虑、恐惧也较大 ,

这样更易导致教师对工作的厌恶和对学生的厌恶 ,表现出倦

怠的症状。所以 ,面对学校的管理体制、社会期望、考试制度

等外部因素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情况 ,教师要注意增

强自己的效能感 ,增强自我调节能力 ,主动改变自我 ,以避免

或者减缓工作倦怠。

5 　结论

　　工作压力不仅直接导致工作倦怠 ,还通过影响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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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能从而导致工作倦怠 ;教学效能感是工作压力和工作倦

怠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为 :工作压力直接和通过降低

一般教学效能感导致情绪衰竭 ,工作压力直接和通过降低一

般教学效能感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导致人格解体 ,工作压力通

过降低个人教学效能感导致成就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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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ors , Teaching Eff icacy , and Burnout Amo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L i Zhihong1 Ren X um i ng2 , L i n L i n3 ,4 , S hi Kan3 ,4

(1 Maoming University , Maoming , 525000)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 510631)

(3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4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039)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occupational stressors , teaching efficacy , and burnout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sample of

728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acher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stress reported suffering less burnout

than those with a lower level of stress , and vice versa. In addition , general teaching efficac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ors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cynicism ; 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ors and reduced accomplishment , and partially mediated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stressors on cynicism.

Key words :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 occupational stressor , teaching efficacy , job burnout ,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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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Self2eff icacy With Teacher2expectancy Perception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Zhang Ye1 , Zhang Huan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 Shenyang , 110034)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qiu , 476000)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ded the relationship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English self2efficacy with teacher2expectancy perception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 By EFA and CFA , four factors , capacity of self2efficacy , frustration of self2efficacy , aim of self2efficacy ,

and strategies of self2efficacy ,were gain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different achievements in English self2efficacy

and teacher2expectancy. English self2efficacy varied with grade and type of school. The significant variables for predicting Enghish

achievement were found to be the capacity factors and frustration factors in grad , type of school and Enghish self2efficacy , and the

atlitude factors in teacher2expectancy perception.

Key words :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English self2efficacy , teacher2expectancy perception , English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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