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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成因

及其缓解措施研究

王耀东!姜斌!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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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技工院校教师承受着工作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他们更易产生职业倦怠心理$ 基于此#首先在文献分析

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对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心理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然后根据调查统计结果从社

会%学校和教师自身三个方面对其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缓解职业倦怠心理的具体建议#以期能

够为缓解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心理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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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职业倦怠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鲁顿

伯格提出的#用来描述工作中的个体表现出的一

些负面态度#例如对工作本身没有热情&对工作对

象漠不关心以及在工作中缺乏成就感等' 当前我

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技

工院校背负着培育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早日使我

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成制造业强国的重任' 近年

来#随着高等院校逐年扩招#技工院校的生存压力

进一步加大#教育的对象也日趋复杂#这进一步加

剧了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心理的产生'

技工院校教师心理产生倦怠#必然会对工作

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职业教育的进步和

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技工院校教师

产生职业倦怠#其工作效果势必会受到影响' 在

进行实际教学过程中#倦怠心理严重的教师可能

应付了事#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回答#限制学

生的发展#对学生未来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

职业倦怠使教师不能认真钻研学问#必然会影响

到教师自身的发展' 其次#因为教师产生职业倦

怠心理#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学习专业技能#这将

影响到技工院校的社会信誉和声望#从而导致院

校招生困难' 最后#教师倦怠会对我国%终身教

育(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技工院校的学生不

能从有职业倦怠心理的老师那里学到专业技能知

识#导致技工院校得不到学生的信任#不去接受技

能教育' 这将导致专业技能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

需求#相关产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受到影响#进而

对国民经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教师职业

倦怠的相关研究对象多数是高校及普通中小学教

师#以技工院校教师为研究对象的比较少#针对中

部省份经济欠发达城市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心

理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基本处于空白' 另外#现有

研究中关于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心理产生的原

因和缓解措施较为片面'

基于此#本文以 Z市技师学院教师为研究对

象展开调查' 首先#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以研

究对象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职称&周课时数&

教龄&月收入&最高学历和所教科目为变量#从情

感衰竭&低成就感和人格解体三个维度分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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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其次#以教师职业生涯

发展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双因素理论和资源保存

理论为依据#从社会&学校和教师自身三个方面归

纳技工院校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的原因,最后#

针对这些原因给出具体缓解对策'

!4研究对象和方法

!'!4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以中部省份经济欠发达的 Z市国

家重点大型综合技师学院的教职工为调
!

和访谈

对象#从教学一线及管理岗位随机抽取 "## 名教

师进行研究#剔除漏答&未答等无效问卷#共回收

有效问卷 !8)份#问卷有效率 81')j'

!'"4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NODHO-? P'针对教育工作者编制

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量表"N<R

3

;U$为测试工

具#调查量表包括情感衰竭&低成就感和人格解体

三个维度#共 ""道题' 如果在低成就感" 采用反

向计分法$ 维度得分越低#情感衰竭&人格解体维

度得分越高#则倦怠程度越严重' 使用 UMUU!1'#

软件进行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调查得到数据'

N<R

3

;U 量表采用 1 分制计值!%从未如此( %极

少(%偶尔(%经常(%频繁(%非常频繁(%每天(分

别记 #k0分#(分为中间值*!+

'

!'(4信度和效度检验

一是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 采用克朗伯奇
"

法进行信度检验' 分析发现#该量表 ""道题的总

体
"

系数为 #'**#%情感衰竭(%低成就感( 和%人

格解体(等各部分题项的
"

系数分别为 #'*(&#'1)

和 #'1"#均大于 #'1#且处于 #')"k#'8! 范围之内#

说明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是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 研究者们在结合

访谈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该调查问卷进行了

多次修订#能够全面而有效地反映出技工院校教

师的真实心理状况#效度良好*"+

'

"4调查统计结果

样本中 ""道题的统计结果和三个维度得分

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 !'

表 !4技工院校教师职业倦怠测量结果的描述统计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情感衰竭 低成就感 人格解体

性别
男 )" "0'1j "'*!r#'82 ('!#r!'(( !'*(r!'")

女 !2( 1('(j ('#"r#'00 "'82r#'8" !'80r!'!(

婚姻

状况

已婚 !(2 0*'1j ('!(r#'01 ('*!r#'2* "')0r#'0)

未婚 0! (!'(j ('#2r#'02 ('8)r#'2( !')"r#'0(

年龄+岁

"#k(# (2 !1'2j "'82r#'1" ('(0r!'2! !'*1r!'#2

(! k2# 11 (8')j ('()r#'0" !'(2r#'8) "'!!r!'2"

2!k)# )( "1'"j "'2)r#'1( "')!r!'#* !'*2r#'*)

"

)! (! !)'8j !')8r#'1! "'8(r!'#2 #'*0r#'*!

职称

初级 "8 !2'8j ('!(r#'08 ('!!r#'00 !')*r!'!(

中级 !2* 1)'8j ('(!r#')0 "'1"r#'8" !'8#r!'!*

高级 !* 8'"j !'**r#')8 ('2)r!'#* !'2(r#')1

每周课时+节

)k!# !0 *'"j "'*)r#'0) 2'#*r#'22 "'(8r#'0!

!!k!) 8) 2*'1j "'*8r#')* 2'#(r#'(8 "'20r#'0!

!0k"# 0* (2'8j ('"*r#'02 ('1*r#'22 "'11r#'00

"#以上 !0 *'"j ('*8r#'21 ('(8r#'(* "'8#r#'(0

教龄+年

#

) (" !0'2j ('#*r#'02 (')0r#'1! !'*8r!'(!

0k!# 2* "2'0j ('(!r#')2 "')!r#'8( "'!0r!'"!

!!k"# 08 ()'2j "'8"r#'!* "'*"r!'"" !'!(r#'88

"

"! 20 "('0j !'*"r#'0* !'0(r!'#" !'01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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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情感衰竭 低成就感 人格解体

月收入+元

#

" ### "! !#'*j ('2*r#'08 ('0!r#'10 "'0"r!'""

" ##!k( ### 21 "2'!j "'21r#'2( "'20r#'*2 !'*1r!'"*

( ##!k2 ### )8 (#'(j "'8"r"'8# "'8)r#'*( !'08r!'#1

2 ##!k) ### (0 !*')j ('21r#')2 "'0#r!'!! "'(*r!'#0

"

) ##! (" !0'2j "'()r#'*" "'#!r#'8! !'(1r#'20

最高

学历

大专 "* !2'2j "'81r"'8" "'(1r#'!* !'28r!'2!

本科 !(0 08'1j "'0!r#'*! "'*)r!'!( !'**r!'!)

研究生 (! !)'8j "'2#r#'0! ('""r#'*0 "'#(r!'!*

所教

科目

理工类 !"0 02'0j "'21r!'#* "'((r#'1" "'"*r!'##

文史类 08 ()'2j "'(*r!'#( "')*r#'*( "'2"r#'*"

44从表 !中可看出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差异检

验' 由调查结果可知#女性&已婚&(!k2# 岁&中

级职称&周课时数在 "#节以上&教龄在 0k!# 年&

月收入 2##!k)### 元&研究生以上学历&所教科

目为理工科的教师职业倦怠感最严重'

得出该结论的原因是!符合上述特征的教师

逐渐消退了刚入职时的激情和兴奋#教学能力还

不太成熟#承担的课时量较多#有的教师还担任班

主任#工作量大#而与同龄人相比#技工院校教师

的收入普遍较低' 另外#处在这一年龄段的教师

大多已结婚生子#承担着来自家庭的压力#尤其是

女教师#还要照顾孩子' 学历越高的教师往往对

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的期望值比较高#而当期望与

现实之间产生差距时#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

落差#进而会增加职业倦怠感' 理工类课程相对

文史类课程来说#比较枯燥乏味#教授理工类课程

的教师职业倦怠感更强' 因此#符合这些特征的

教师职业倦怠心理最为严重*(+

'

(4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的原因及缓解

对策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并以教师职业生涯发展

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双因素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

为依据#现从社会环境&学校和教师自身三个方面

对技工院校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的原因进行分

析并给出相应的缓解对策'

('!4社会环境因素

第一#国家对技工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技

工教育的宗旨是着重培养&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实际动手能力#对于教师和教学设备的要求甚

至要高于普通高等教育' 但是当前国家对技工教

育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就造成

了技工院校无力购买必要的教学设备#教师薪资

待遇普遍较低#致使教师的职业倦怠心理加

重*2+

' 相关教育部门应该完善对技工院校的管

理体制和扶持政策,加大对技工院校的投入#将技

工教育与高等教育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

第二#教师工作压力大#缺乏成就感#社会地

位低' 我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手艺人的社会

地位不如文化人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大

部分人认为学生步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才是

%正途 (#只有 %正途 ( 走不通时才会走 %旁

支(555接受技工教育' 这种思想导致技工院校

学生在入学前就存在习惯不良&学习成绩差&对学

习不感兴趣等问题' 因此#技工院校教师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教学&管理班级&开展

活动#并且要经常处理学生的突发事件' 故而#技

工院校教师需要承担比普通中学和高校教师更大

的责任和工作强度' 由于技工院校的特殊性&教

育对象的复杂性和教育成效的滞后性#教师更需

付出艰辛的努力#但事与愿违#这就使教师感觉到

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严重不对等#最终必然加重教

师的职业倦怠感*0+

'

因此#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国家相关部门需

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来促进技工教育的发展#

转变对技工院校的偏见观念#加强技工教育战略

意义的宣传#增强技工教育的吸引力#努力营造技

工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共同成长的和谐氛围' 让

技工院校教师感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具有高度的

荣誉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教师以极高的积极性

去工作#并乐意为之奉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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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政策打通技工教

育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平台#保障技工院校学生有

足够的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 国家相关部门应制

定相关政策#确保技工院校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

层次毕业生在参军入伍&应聘企事业单位&职称评

定和升职等方面真正与中专&大专和本科毕业生

享受同等待遇*1+

'

('"4学校因素

第一#学校行政切实为教育教学服务' 学校

的工作重心始终是教学#只有保障良好的教学管

理才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 因此#应

改变当前司空见惯的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之上的

不正常现象#真正实现行政为教师教学服务的

目标'

第二#教师充当多个角色#收入分配机制不合

理' 近年来#技工院校不断扩招#为节约成本#教

学一线教师人数并没有显著增加#师生配比逐年

减小#使教学一线教师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有

些技工院校教师除完成行政或教学岗位工作外#

还要兼任各种其他岗位工作#多重工作角色给教

师带来严重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必然

导致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心理**+

' 针对上述情况#

技工院校应该设置干事和专职班主任岗位#专门

负责学生管理和社团活动#减少一线任课教师承

担的工作量' 还应减少教龄和职称对福利待遇的

限制#以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为原则制

定相应政策并严格执行'

第三#缺少人才成长发展途径' 当前技工院

校普遍缺乏相关政策来保障中青年教师有良好的

成长途径#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教师专业

发展水平#这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另一

方面又能实现教师的自我追求' 只有教师专业发

展的热情得到激发#才能使其适应学校不断发展

的新需要' 多层面&多通道搭建好专业发展平台#

能够有效避免大部分教师职业倦怠心理的

产生*8+

'

第四#建设心理疏导平台#增强教师心理素

质' 职业倦怠心理的产生与教师的价值观&思维

方式&心理素质等思想心理因素有着直接而密切

的联系#因此#技工院校应加强教师的心理与思想

教育#拓展活动的空间和方式#使每一位教师都能

体验到职业活动带来的愉悦#从而坚定教师的职

业信念#使其不断增强抵制和克服产生职业倦怠

心理的能力*!#+

'

('(4教师自身因素

第一#正确认识职业倦怠#制定合理的职业期

望' 首先#技工院校教师应该认识到#无论从事何

种行业都会产生职业倦怠心理#而且#它会不止一

次地出现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 职业倦怠只是在

提醒我们#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达到新

的心理平衡' 对于职业倦怠心理#教师要抱以乐

观的态度#从思想上接受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以积

极的姿态去面对#才能战胜它*!!+

' 另外#技工院

校教师要走出%无所不能( %完美形象(的思维误

区#准确&客观地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

的角色进行正确定位#建立符合实际的职业期望#

减少事业上的迷茫'

第二#树立正确学生观#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技工院校教师应当相信学生能够改正自身的缺

点#且要有信心通过不断的教化把他们教好#使他

们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可用之才' 因此#教师尤

其是班主任在学生管理方面一定要%敢管( %会

管(#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把学生的问题处理好#

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得到学生的尊重与认可' 教

师只有用积极的心态对待学生才能有效降低自己

的职业倦怠感*!"+

'

第三#培养广泛兴趣' 教师承受压力过大时#

可以在业余时间培养一些爱好#寻找一个合理的

宣泄口#适当的放松内心#转移注意力#缓解自身

积累的压力' 教师可通过骑行&慢跑&快步走&游

泳和徒步旅行等方式消除平时因工作压力而不断

积累的身体疲惫#进而改善生理状态#保持健康体

魄' 也可以听音乐&找朋友谈心交流和练习瑜伽#

将负面&不良情绪释放出来#缓解身心疲惫时出现

的职业倦怠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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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职业倦怠心理是技工院校教师必须面

对的问题#如何减轻职业倦怠心理#需要从社会&

学校&教师自身等多个角度采取措施' 笔者通过

对多个技工院校教师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

以下结论!首先#要着力改变当前社会普遍流行的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让社会接受和认可技

工教育#提升技工院校教师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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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技工院校教师的薪酬待遇应得到合理提升#

使其所得与贡献成正比' 其次#技工院校应当贯

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满足教师的合理

需求#并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减轻职业倦怠心理'

最后#技工院校教师要以良好的心态正确认识职

业倦怠问题#能够及时对自己的身心进行调整#尽

快从不良的心境中解脱出来'

高尔基有一句话!%当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成

为一种乐趣时#生活就会成为一种享受,当工作只

是被看作一种义务时#生活则会变成一种苦役'(

愿每一名技工院校教师都能准确定位#并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远离职业倦怠

心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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