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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构方程模型在实际应用中融入了多种分析方法，

例如因素分析、路径分析等。当前结构方程模型已经被

应用于经济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等众多领域当中，用于

对解决各类实际问题提供数学依据 [1]。职业倦怠又被称

为职业枯竭，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作过程中由于某种

原因的存在使得人的心理出现严重枯竭现象，而这一现

象的产生又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大所导致。

当前，在教育领域当中，部分教师存在对自己职业定位

不正确、内心对教师职业的认识与实际相差较大等问题，

因此无法实现对自我评价体系的完整建立，进而使得教

师群体逐渐成为了职业倦怠高发的一类人群。虽然当前

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职业倦怠的产生主要原因是长期工作

压力所致，但工作压力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教师出现职

业倦怠，只有部分教师个体在长期处于工作压力下，无

法得到解脱才会出现这一现象 [2]。因此，说明职业倦怠

不是工作压力能够简单替代的，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本质

上的区别。当前更多研究逐渐将重点放在教师本身情绪

的变化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上，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教师情绪是造成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

更加全面的了解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为提

升教师群体积极性提供对策，本文开展基于结构方程模

型的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研究。

1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

研究

1.1 教师情绪的维度与测量

在基于情绪劳动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教师情绪的维

度进行明确，并完成对其测量。考虑到在实际测量过程

中，从高情绪和低情绪两种维度开展无法实现对情绪劳

动本质的测定。因此，本文引入一种全新的多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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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个维度上都有着不同侧重点，但从本质上其关注

的焦点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将三个类型作为三个

维度实现对教师情绪的测量。

第一维度，以员工为焦点，主要从教师对情绪的调

节和控制等方面对教师情绪状况进行测定，对表面行为

和深度行为进行区分，从而得到教师情绪量表 [3]。在测

量的过程中，首先确定教师职业情境，并在给出相应的

评价后，观察教师情绪上的反映，例如主观体验、外周

生理、情感调节、中枢生理以及行为等。表 1 为不同情

绪反应的测量方式对应表。

表1　不同情绪反应的测量方式对应表

序号 不同情绪反应 测量方法

（1） 主观体验 自我报告

（2） 外周生理 自主神经测量

（3） 情感调节 高水平唤起状态效价的反应数量

（4） 中枢生理
脑电图

fMRI 和 PET

（5） 行为

声音特征：振幅、音调等；

面部特征：肌电图；

整体身体行为观察评定

按照表 1 中测量方式完成从员工维度的情绪测量后，

再从第二维度，以工作为焦点实现对教师情绪的测量。

在这一维度测量中，将情绪看作一种被动的知觉，通过

教师情绪的某部分工作变量，例如工作频率、强度、多

样性等提出以工作为核心的情绪测量结果。

最后，从第三维度，以员工和工作同时作为焦点，

对教师情绪进行测量 [4]。既需要明确表层行为、深层行

为和自然行为，同时又需要从整个教师群体的角度出发，

在引入情绪多样化和互动程度等内容后，完成测量。

1.2 教师职业倦怠测量

在上述描述的教师职业倦怠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得

出教师职业倦怠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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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师职业倦怠结构模型

在图 1 教师职业倦怠结构模型所示内容的基础上，

生成教师职业倦怠量表。引入 MBI 对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进行修订，分别从身心衰竭、人格解体和缺乏成就感三

个因子角度入手，生成具有良好解耦效度和内部一致性

信度的量表。再从内部成因和外部成因，对应教师职业

倦怠的人群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前者可将人口统计学

变量、人格特性以及与工作有关的态度作为测量内容；

后者可将工作负荷、控制感念、学生问题等作为测量内

容。根据上述教师职业倦怠成因，在实际测量时，还需

要设置相应的干预措施。同样，按照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划分，针对内部的干预，应当从教师个人影响因素的角

度出发，通过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改变其在教师群

体中的归因方式等，实现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干预。外部

干预更加强调对教师个体以外的工作环境改造和改善。

同时，在测量时，还需要综合考量教师工作超负荷、角

色冲突等情境因素的前提条件下，按照上述内容，结合

职业倦怠结构模型，针对教师的职业倦怠进行测量。

1.3 确定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因果变量

完成对教师情绪的测量和对职业倦怠的测量后，挖

掘教师情绪中各个因素对职业倦怠的作用机制，并明确

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果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人格

变量、组织承诺变量、社会支持变量、工作压力变量以

及工作与家庭冲突变量。下述将对提出的因果变量进行

详细阐述，其中人口学变量是指教师的性别、岗位工作

年限、工作经验等相关参数，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或

预测作用。其中的性别指数由于无统计意义，可以在分

析中对其进行忽略，从教师岗位工作年限层面分析，可

以认为岗位工作年龄较长教师的职业倦怠 > 岗位工作年

龄较短教师的职业倦怠 [5]。为了解决教师的倦怠心理，

可以在工作中加大对此部分群体关注，并在其有需要的

条件下，给予其关心与帮助，使其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其中相关人格变量的研究可以从 MBTI、EPQ、五大人格

等多种工具，进行人格的测量，但在深入对此方面的研

究中发现，人格变量具有的特质较低，已无法满足学术

分析的具体需要，因此，可将人格变量描述为自我评价

变量，即对自我评价较高教师的职业倦怠 < 对自我评价

较低教师的职业倦怠，与自我评价相关的指数包括自我

效能感、自尊心与自我认知。其中组织承诺变量是一种

对职业倦怠可以起到负评价效果的变量，此项变量的数

值越低，教师在工作中出现职业倦怠的可能性与概率越

高，针对此种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对教师教育工作认可度

的方式解决。其中社会支持变量主要来源于外界对教师

工作的认可，包括：外界赋予教师职业岗位的地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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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领导与管理者对于教师相关工作给予的支持与鼓励、

学生对教师执教行为的支持度与认可度等。其中工作压

力变量是造成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当教师长期处

于高强度工作下，便会加大教师职业倦怠心理的出现概

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对其的岗位认知出现偏

差。其中工作与家庭冲突变量是指“教师”这一角色仅

属于工作中角色，并不属于其生活角色，倘若教师无法

协调的处理或定位其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角色，便会使

其在岗位中出现倦怠心理。

1.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回归

分析

通过本文上述确定的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因果

变量可知，诸多因素的存在都会对最终二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在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时，引入结构

方程模型，通过上述确定的各个因果变量实现对人口学

的影响作用控制。分别将教师的正向情绪表达、负向情

绪抑制、表面行为、主动行为以及被动深度行为，共五

个因素作为因变量，从各个维度上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

怠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将人口学变量代入到结构

方程模型当中，并结合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其进行分析。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表达式为：

ni=a+bmi+ei （1）

公式（1）中，ni表示为在某一变量因素 i 的影响程

度；a和b表示为常数；mi表示为某一变量因素 i 的具体

分析数值；ei表示为随机扰动项。结合上述公式（1），

完成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当 ei
数值为零时，符合正态分布。

若教师情绪能够通过某一影响变量 M 影响职业倦怠，

则称 M 为中介变量。在所有变量均完成去中心化处理后，

中介效应可通过如下公式，实现对其验证：

 （2）

公式（2）中，Y表示为教师情绪测量数值；X表示

为职业倦怠测量数值。根据中介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

教师情绪的中介作用，引入三个回归模型，再将三个模

型融合，引入 Sobel 检验公式，得到最终显著值：

2 2/z ab s b s a= +  （3）

公式（3）中，z表示为Sobel检验显著值；s表示为回

归系数；a和b表示为显著系数，其中a和b只能有一个数

显著。按照上述论述内容，完成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回

归分析，并结合公式（3）实现对其中介效应的检验。

2　实例应用分析

2.1 应用实例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上述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的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思路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

和应用效果，选择在某高校当中随机抽取教师 120 名，

其中 60 人为男性，60 人为女性。教师的平均年龄为 35.2

岁，并且教师的职称等级不同，大致包括初级、中级和

高级，三个等级。根据本文上述论述内容，分别针对 120

名教师制定教师情绪测量表和教师职业倦怠测量表，如

表 2 所示。

表2　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测量表

序号 内容 平均数 标准差

（1） 表面行为 2.425 0.825

（2） 主动深度行为 3.265 0.843

（3） 被动深度行为 3.4258 0.721

（4） 情绪管理 4.265 0.893

（5） 去个体化 2.165 1.236

（6） 个人成就感 5.125 1.235

（7） 工作倦怠 3.256 0.656

在表 2 中所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该高校教

师情绪总体特征的考察，对参与到本次实验中的 120 名

教师在情绪工作的多个维度上，对其平均值和标准差进

行统计。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平均值最高为 5.125、最低

为 2.165；标准差最高为 1.236、最低为 0.656；中等临界

值为 3.500。

2.2 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

在上述应用实例及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方

程模型对该高校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和中介效应分析。首先，利用本文上述提出的方法对教

师情绪与职业倦怠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得出如表 3

所示的结果。

表3　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面行为表现 主动深度表现 被动深度表现

去个体化 0.125 -0.234 -0.425**

情绪衰竭 0.245** -0.115* -0.124*

个人成就感 -0.084* 0.25** 0.416**

职业倦怠总分 00124** -0.072 -0.150**

注：*表 示p＜0.05，**表 示p＜0.01，***表 示p

＜0.001，下同。

从表 3 中数据可以看出，教师的表面行为表现与其

个人在教学和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成就感为负相关，

而另外两种表现类型与去个体化、情绪衰竭和职业倦怠

总分，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通过表 3 中得到的相关系

数可以进一步得出：通过对教师情绪的测量能够显著负

向预测职业倦怠，其具体表现为：在教师情绪衰减维度

上，表面行为与职业归属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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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衰竭的正向预测，而角色价值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对情绪衰竭的反向预测。在分析过程中，部分存在外

部情绪伪装的教师，在实际工作和教学阶段内心会产生

与高校制定的规则出现冲突的情况，因此当这一现象产

生时，教师需要消耗更多的情绪应对，进而更加容易出

现情绪衰竭的问题。教师的角色价值观作为一种正向的、

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够有效缓解教师情绪衰竭症状。大

部分人认为教师的职业归属感会从负面反应教师情绪衰

竭，但实际上，通过本文上述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二者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在我国文化体系当中，教师始终享有较高的地位，

并且社会对于教师给予了厚望，因此教师在其工作过程

中常常会感受到强烈的职业归属感。但当前教师职业倦

怠面临的主要问题常常是在解决各类学生问题和烦琐的

日常工作当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

的差距，进而更加容易产生落差感。在分析过程中，由

于选择了一半男教师和一半女教师的研究对象组合方式，

并且教师的职称不同，因此还需要从性别和职称的角度

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及得出

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情绪和职业倦怠在性别差异上不

具有显著性，而在职称这一变化因素下，只有教师情绪

的被动深度显著性差异显著，其余变量在各个维度上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

再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教师情绪作为职业倦怠的前因变量，会对职业倦怠产生

一定影响。但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相比，前者更容易受

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当中，教师对表

达规则的知觉程度以及情绪的使用情况都存在较大的差

异。再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通过上述得出的数据

结果证明，教师情绪当中的主动深度行为具有更加显著

的中介作用，其具体表现在对角色价值观的预测去个性

化上。除此之外，通过上述应用实例能够证明本文提出

的分析方法在应用到实际高校当中，可实现对教师情绪

与职业倦怠关系的准确分析，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实际相

符，具有较高的应用可行性。

3　结束语

本文为了实现对教师情绪与职业倦怠关系的全面探

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并将该

方法应用于实际有效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同时，

通过本文研究及得出的研究结果来看，没有产生职业倦

怠的教师能够更加容易理解高校对教师情绪提出的相关

要求，并且具备正向情绪表达和感知的能力。结合本文

上述研究结果，教师在开展教学任务时，可通过主动或

被动两种深度行为，实现对自身情绪的调节，从而尽可

能避免出现职业倦怠问题。但与此同时，教师自身职业

认同度越高，反而越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的问题。虽然本

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严谨的科研态度，但由于

时间和精力等条件有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缺乏代表性，

实际结果可能会受到地域、学校以及文化不同等因素的

影响，生态效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后续的研

究中，针对这一问题，还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对

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更加熟练地运用，从而扩大本文分析

方法的应用范围，实现对各个地区教师群情绪与职业倦

怠关系的全面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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