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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旨在为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
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按5等级评分。结果　体育教师职业倦怠中情绪衰竭�去个性
化、低成就感的等级评分分别为3∙27±0∙432、2∙435±0∙544和2∙860±0∙345；随着教龄的延长�职业倦怠呈逐渐升高然后
逐渐下降的趋势�教龄在8～12年时是教师职业倦怠最严重的阶段；职称、学历在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普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情绪衰竭问题上已经比较严重�应针对
不同教师的倦怠特点实施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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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倦怠是西方职业压力研究和心理健康研究中

较为流行的一个概念。自从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鲁顿
伯格 （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于1974年首次提出 “职业倦怠 ”
以来�该领域便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今�职业倦怠
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职业倦怠
已对教师的身心健康、教学质量及教师队伍的稳定构
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发展造成了直接
的负面影响 ［1-2］。我们通过对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倦怠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为教学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兰州大
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4所
高校的160名体育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教师职业

倦怠方面的书籍、期刊、论文�分类整理阅读为下一步
的研究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1．2．2　问卷调查法　采用自编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
怠问卷�并借鉴了由美国心理学家 Ｍａｓｌａｃｈ编制的教
师职业倦怠问卷的中译修订版�初步编制相应的问卷�
问卷共有44个题项�经小样本测试�专家筛选�删掉了
一些载荷较小的题项�最终确定了高校体育教师职业
倦怠的3个维度 （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低个人成就
感 ）共32个题项的问卷。发放调查问卷160份�回收
有效问142份�问卷回收率为88％。
1．2．3　数理统计法　使用ＳＰＳＳ10．0和Ｅｘｃｅｌ对收集
到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肃省普通高校142名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总
体现状　本研究采用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为5等级评
分�中数为3�如果教师的职业倦怠及其各个维度的均
数在1～3（包括3）之间表明倦怠并不严重�在3、4之
间表明倦怠比较严重�4以上表示倦怠非常严重。甘
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情绪衰竭问题已经比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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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级分为 （3∙271±0∙432）分�其次是低成就感
（2∙860±0∙345）分�去个性化问题相对以上2个项目
不太严重为 （2∙435±0∙544）分。
2．2　不同性别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结果分析　表1
表明�男体育教师在情感衰竭、去个性化上的均数高于
女教师�在低成就感的均数上低于女教师�但ｔ检验表
明�性别在职业倦怠三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
男性教师相比�女性教师具有更强的智力优势 ［3］�更善
于情感的交流。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应该是事业
第1位�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职位和社会地位上；女
性则是家庭第1位。男性更渴望事业的成功�但教师
职业的升职和发展机会相对较少�男教师的成就感难
以得到满足�导致工作热情降低�从而产生职业倦怠。

表1　不同性别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
职业倦怠情况 （﹣ｘ±ｓ�分 ）

性别 例数 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 低成就感

男 105 2．566±0．865 2．053±0．932 2．205±0．864
女 37 2．463±0．789 1．963±0．785 2．543±0．945
ｔ值 0．383 0．627 0．237
Ｐ值 0．10 0．19 0．08

2．3　不同学历水平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结果分析　
表2表明�硕士学历的体育教师在去个性化维度上与
其他学历的体育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教
师学历越高越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这与 Ｍａｓｌａｃｈ
（2001）研究结论一致 ［4］�受教育程度高的体育教师往
往对职业抱负以及工作成功的期望值较高�更希望得
到社会、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和支持�而这种期望超过现
实时�可能就会导致生理、心理和情绪的衰竭。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在追求教师高学历的同时�也应该加大
对教师非智力因素的支持�以缓解或预防体育教师职
业倦怠的发生。

表2　不同学历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
职业倦怠情况 （﹣ｘ±ｓ�分 ）

学历 例数 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 低成就感

专科 10 2．956±0．782 2．214±0．574 3．529±0．648
本科 78 3．099±0．510 1．571±0．583 3．416±0．594
硕士 54 2．428±0．308 2．579±0．753 3．400±0．692
ｔ值 1．658 7．604 3．648
Ｐ值 0．18 ＜0．01 0．41

2．4　不同职称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结果分析　职称
在职业倦怠上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Ｐ＞0∙05�可以进行
单因素分析。表3的数据表明�只有情绪衰竭在职称
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教授职称的体育教师的情绪衰

竭最为严重。通过 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法对各维度进行多
重比较发现�教授和助教职称的教师情绪衰竭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教授职称的体育教师大多是高校教
学、科研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承担着繁重的体育教学
和学生管理的任务�还承担着艰巨的科研任务�有些还
有行政职务�工作负荷重。因此�更容易产生情绪
衰竭。

表3　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情绪衰竭的
职称差异

职称分类 例数 ﹣ｘ ｓ Ｆ值 Ｐ值

助教 52 2．177 0．692
讲师 47 2．800 0．982
副教授 35 2．660 0．769
教授 8 3．000 1．232 9．34 ＜0．01

2．5　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采用教
龄来考察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特点。根据国内外的相
关研究�将教龄分为6个阶段�用1、2、3、4、5、6分别代
表2年以下、3～7ａ、8～12ａ、13～18ａ、19～25ａ、26ａ
以上 ［5］。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教龄的增长�职业倦怠
呈逐渐升高然后逐渐下降的趋势。情绪衰竭和去个性
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二者的发展均是随教龄的增
加先上升后逐渐下降�低成就感则是先逐渐下降后稳
步上升。职业倦怠在教学生涯的最初几年就开始显
现�而且随着教龄的增加而不断加重�低成就感在工作
的3～7ａ降到最低；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在工作的8～
12ａ均达到最严重。从3个维度随教龄发展的趋势
看�情绪衰竭比其他2个维度的问题都突出�教师职业
倦怠问题首先是以情绪衰竭表现出来的。

图1　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发展趋势

3　结论
　　甘肃省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普遍存在问

题�尤其是在情绪衰竭问题上已经比较严重；与女教师
相比�男性教师表现的低成就感更为突出；随着教龄的
延长�职业倦怠呈逐渐升高然后逐渐下降的趋势�教龄
在8～12ａ时是教师职业倦怠最严重的阶段。职称、
学历在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差异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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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4　建议
应通过加强宣传引导�使更多的人认识体育工作

的重要性�有利于增强体育教师的自信心和职业承
诺 ［6］。同时要完善评价机制�创设公平、和谐的竞争机
制�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要根
据不同教师群体倦怠的特点�制定预防和缓解教师倦
怠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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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品信息。

《职业与健康》杂志欢迎医药、保健及医疗仪器、食品、安全及劳动用品等相关企业单位来电来函洽谈广告业
务。同时我刊欢迎广告公司代理本刊广告业务�望有意代理业务的公司与本刊编辑部广告部商谈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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