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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李月琦　邱　枫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本研究采用教师职业压力调查问卷、教师情绪调节调

查问卷以及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探讨新疆 147 名幼儿教师

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第一，新疆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与人口学变量中的教育程度、

职称、职务和教龄都存在显著相关；第二，新疆幼儿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与职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与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第三，

可建立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回归方程，工作满意度 =3.529-0.222

职业压力 +0.387 情绪调节；工作满意度 =4.039-0.199 管理制度

与职业发展 +0.187 积极重评。据此，研究者提出通过缓解过职业

压力和加强情绪调节来提升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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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是指在幼儿教育这一特殊教育环境中，幼

儿教师由工作情境、社会影响、家庭支持等引发的一切发生的不

愉快的情感经历，包括教师在幼儿园、教学环境中所感受到的一

切压力。根据已有研究所界定，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己拥有何种

情绪、何时拥有该情绪以及对如何体验和表达情绪施加影响的过

程。幼儿教师的情绪调节对于幼儿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

现有研究多围绕中小学教师及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对于幼儿教

师的情绪调节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对

工作满意度、职业压力和情绪调节三个变量间作出相关分析和回

归分析，通过分析三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以及如何相互影响，并

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新疆南北疆的三个具有代表性地区的幼儿教师为

研究对象，本次问卷共发放 14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7 份，回收

率为 98.66%。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幼儿教师基本情况

分类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男 女 30 岁以下 30-50 岁 50 岁以上 已婚 未婚 其他

人数（人） 0 146 78 67 2 110 33 1

百分比 0% 98.0% 52.4% 45% 1.3% 73.8% 22.1% 0.7%

分类 工作年限 学历程度 职称

三年以下 3-10 年 10 年以上 本科 大专 中专以下 未定级 定级

人数（人） 45 55 44 43 92 9 85 62

百分比 30.2% 36.9% 29.5% 28.9% 61.7% 6.1% 57.0% 41.7%

分类 职务 专业

有职务 无职务 幼儿师范专业 师范类但非幼儿专业 不是师范类专业

人数（人） 34 106 93 31 19

百分比 22.8% 71.2% 62.4% 20.8% 12.8%

分类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男 女 30 岁以下 30-50 岁 50 岁以上 已婚 未婚 其他

人数（人） 0 146 78 67 2 110 33 1

百分比 0% 98.0% 52.4% 45% 1.3% 73.8% 22.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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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参考西北师范大学教科院吕国光教师编制的《幼

儿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两个部分：基本资料部

分和问卷内容。问卷的维度分为工作本身、工作环境、进修及升迁、

工作报酬以及园长，共 30 题。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6 点计分法，

从 1-6 分分别表示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

高表示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越高，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基本资料部

分和问卷内容。问卷的维度分为工作难度与挑战、工作责任与报

酬、工作强度以及管理制度与职业发展，共 18 题。问卷采用李克

特（likert）5 点计分法，从 1-5 分分别表示为从“完全符合”到“完

全不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教师的职业压力越高，问卷的重测信

度为 0.915，18 个项目之间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07，表明有较

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同时计算出分半信度 0.904，运用德尔菲法，

请专家对问卷项目进行三轮筛选，得出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通过因素分析得出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教师情绪调节调查问卷》的维度为积极重评，情绪替代，

寻求支持，解决问题，退避，容忍，共 25 题。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

5 点计分，从 1-5 分分别表示从“从不”到“几乎总是”，得分

越高表示教师使用某种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越高。本问卷的同质

性信度为 0.853，说明该问卷在总体上有较好的稳定性与内部一致

性，通过各维度与分值之间的相关分析，得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请相关专家对本问卷的维度和题目的适切性、代表性

进行评价，从而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发放问卷采用集体施测方式，由研究者向被试统一发

放问卷，当场根据要求填好即回收。问卷回收后，整理删除无效

问卷，并录入数据，进行分析。经过初步整理后，将反向题进行

分数转化，采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对数据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Logistic 逐步回归

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整体状

况

本研究对 147 名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

度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王永贤（2005）研究中制定

的工作满意度指标，得分在 1-1.82 分为很低，在 1.83-2.65 分为低，

2.66-3.48 分为中偏低，3.49-4.31 分为中偏高，4.32-5.14 为高，

5.15-5.98 分为很高。研究发现，从各项目均值与标准差进行比较

可知（见表 2），本研究中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均值为 4.15，

处于理论中值区间，说明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职业压力的均值为 3.21，略低于理论中值，说明幼儿教师的

职业压力处于中下水平；情绪调节的均值为 3.45，略高于理论中值，

说明幼儿教师的情绪调节处于中上水平。

表 2：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总体状况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工作满意度 4.15 4.13 0.57

职业压力 3.21 3.23 0.62

情绪调节 3.45 3.43 0.34

积极重评 3.88 3.80 0.57

情绪替代 3.92 4.00 0.79

寻求支持 3.78 3.75 0.62

解决问题 3.84 3.83 0.61

退避 2.71 2.75 0.56

容忍 2.58 2.50 0.74

（二）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1.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幼儿教

师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幼儿教师自身的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

和是否为师范类专业、职称等，而外界因素包括工作压力、幼儿

园所在的地区、在幼儿园中的职务，工作年限、幼儿园所属类别

以及所带班级人数等，这些多角度的因素都会对幼儿教师产生正

向或负向的影响。研究发现（见表 3），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

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职称呈显著负相关、与职务呈显著正

相关、与教龄呈显著负相关。

表 3：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工作满意度 0.100 0.175* 0.004 -0.235** 0.255** -0.412** -0.137 0.090

注：1婚姻状况，2教育程度，3是否为师范类专业，4职称，5职务，6教龄，7幼儿园所属，8班级人数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2.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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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了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

调节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见表 4），工作满意

度与职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即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越大，工作

满意度越低；工作满意度与积极重评、情绪替代、寻求支持与解

决问题都呈显著正相关，即幼儿教师的情绪调节频率越高，工作

满意度越高；而职业压力与情绪替代呈显著负相关，与容忍呈显

著正相关，即情绪替代的使用频率越低，幼儿教师职业压力越大，

容忍的使用频率越大，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越大。

表 4：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 1

2 -0.242** 1

3 0.236** 0.001 1

4 0.219** -0.101 0.760** 1

5 0.178* -0.163* 0.662** 0.561** 1

6 0.241** -0.051 0.626** 0.511** 0.424** 1

7 0.208* -0.124 0.656** 0.690** 0.549** 0.392** 1

8 -0.057 0.117 0.222** -0.143 -0.199* -0.195* -0.302** 1

9 -0.034 0.313** 0.254** -0.146 -0.322** -0.127 -0.220** 0.601** 1

注：1工作满意度，2职业压力，3情绪调节，4积极重评，5情绪替代，6寻求支持，7解决问题，8退避，9容忍。

（三）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回归分

析

分析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与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均呈显著

相关，为了进一步考察他们的内在联系，本研究以工作满意度为

因变量，职业压力及其各维度以及情绪调节及其各维度为自变量，

分别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见表 5）。研究发现，职业压力、

情绪调节对工作满意度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标准系数分别

为 -0.222 和 0.387，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综合上述得出该多元

回归方程为：工作满意度 =3.529-0.222 职业压力 +0.387 情绪调节，

其中职业压力的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比情绪调节大；管理制

度与职业发展、积极重评对工作满意度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

标准系数分别为 -0.199 和 0.187，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综合上

述得出该多元回归方程为：工作满意度 =4.039-0.199 管理制度与

职业发展 +0.187 积极重评，其中管理制度与职业发展对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程度比积极重评大。

表 5：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Beta T R2 ∆R2 F Sig

模型一 工作满意度

职业压力 -0.222 -0.237 -0.2986 0.059 0.052 8.858** 0.003

情绪调节 0.387 0.230 2.902 0.112 0.099 8.871** 0.000

模型二 工作满意度

管理制度与职业发展 -0.199 -0.313 -0.3988 0.111 0.104 17.644** 0.000

积极重评 0.187 0.185 2.362 0.144 0.132 11.89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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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建议

（一）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受教育程度、职称、职务和教

龄的影响

数据显示，幼儿教师的学历水平本科占 28.9%，大专及以下

占 67.8%，大部分教师的学历偏低，而且 3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

比在 50% 以上，幼儿教师的需求起点不同达到工作满意度的需

要也不同，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幼儿教师所需要达到的满足感有所

不同，因此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会偏低；另外，职称和职务会也会

影响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幼儿教师的职称不同，职务不同，

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导致工作满意度不同；幼儿教师的教龄不同

也会影响工作满意度，数据显示，3 年以下工作经验的教师占比

29% 左右，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教师占比 30% 左右，教龄越长，

工作满意度越低。

因此，管理者应对不同教师采取相应的管理方式。教育管理

者应该对待工作年限长短和不同年龄的教师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朱继荣、杨继平（2004）研究发现，教师工作满意度在开始工作

时较高，然后一定程度下降，接着又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呈现

“U”型关系；幼儿园可以通过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幼儿教师明确分

工；职称和职务的评定也需要不断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者还可

以适当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刘嘉静（2007）提出，工资薪

酬对工作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工资越低，薪酬状况越低，则工

作满意度越低。这也说明工资待遇对于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

提高有很重要的影响。

（二）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受职业压力的影响

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多半来源于外界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刺激，

使教师无法承受，导致产生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过低等严重后

果幼儿教师在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工作，不仅对教师的身心健康

有着不良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幼儿的教育和发展也有着不可预料

的问题，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发生的“虐童事件”就可以说明该问

题的严重后果。通过降低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从而来提升工作满

意度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工作强度大、管理制度与职业发展不完

善等也是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此，从幼儿园角度出发，幼儿园应完善管理制度与关注教

师的职业发展。管理制度的完善对于教师的工作有很大的益处，

这样教师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使教师可以有良好的

工作状态。幼儿园领导对于教师的信任也会提升幼儿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班级需要有固定的生师比，减少幼儿园的每个班级幼儿

人数，减轻幼儿教师的工作量；制定相应的奖赏制度，对一些工

作年限长的优秀教师给予应得的奖励，增加教师工作的热情和动

力，为新进教师树立奋斗目标。幼儿园需要适度地减少幼儿教师

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为幼儿教师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从家长

角度出发，职业发展对于幼儿教师也是工作的另一个动力，教师

需要有奋斗的目标才能更好的工作。家长应学会理解和尊重幼儿

教师的职业和专业。王萍（2015）研究结果得出，幼儿教师的压

力大概 40% 来自于幼儿及家长，大部分教师表明幼儿在园的安全

问题以及与家长的沟通问题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家长需要多了解

和学习幼儿教师的专业相关知识，了解这份职业的辛苦和所需知

识的专业性；家长要相信幼儿教师的专业和能力，多与教师沟通

关于幼儿的想法和疑惑；最重要的是，家长要懂得尊重幼儿教师

的职业和地位。

（三）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受情绪调节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情绪 ABC 理论，

该理论认为激发事件只是作为引发情绪和产生行为后果的间接

因素，而真正导致行为后果的直接原因是个体对于激发事件的

认知和评价，通过个体的自我判断产生了信念，即人的消极情

绪和行为障碍结果，因此，后果是由个体的错误认知所产生的

错误信念直接导致。因此，个体的情绪可以通过个体的认知和

评价方式进行调节，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方式产生积极情绪，错

误的认知和评价方式产生消极情绪。而信念就是个体在这些认

知和评价方式的之后都会存在的对一类事物的共同看法。合理

的信念会使个体产生对事物适当、适度的情绪反应，相反，不

合理的信念则会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此，幼儿教

师在工作中需要合理运用调节情绪的能力。幼儿教师应建立对

职业、对儿童、对自身发展的合理信念，建立适当、适度的情

绪反应，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情绪调节是情绪智力的重要内容，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中有

着重要作用，而幼儿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对于教师的工作生活有

着重要影响。幼儿教师应该善于通过分析了解自己的情感模式和

特点来更好地分辨自己的情绪。教师本身需寻找正确的宣泄方式，

正确对待压力，让压力转化为动力。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学习一些

控制情绪、表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来使自己对于情绪有合

适的表达和解决方式；幼儿教师要学会找到释放压力的方式，例

如跑步、音乐、聚会等，严重压力时也可以去咨询心理医生，没

有了过大的压力，再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好好享受这份工作带来

的快乐和成就。情绪智力是随着人的成长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

通过训练和矫正措施得到提高，而积极重评作为情绪调节的重要

方法之一，应被教师充分利用，积极重评是从消极情绪转变为积

极情绪方向的方式，罗峥（2015）发现，积极重评对于女性教师

情绪的调节有着明显的作用。幼儿教师要尽量多观察到生活中、

工作中积极乐观的事物，多与具有积极心态的人相处，使自己保

持在一个积极的状态，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自己的思想也要

懂得转化，不要过多积攒悲伤情绪。幼儿教师应提高对于理解和

认知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这样有利于使自己与他人发展融洽关

系，也增强自己的共同能力和解决。这样通过了解自己、改变自

己的想法以及学着理解他人，消极情绪也会慢慢减少，幼儿教师

工作满意度也会不断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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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新疆三个地区的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幼儿

教师职业压力、情绪调节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并对与提升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当然，本研

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本研究没有针对工作满意度、职业

压力的每一个小维度进行详细的相关和回归分析，若深入分析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结果和思路；另外，对于研究对象的选取可

以针对南疆地区和北疆地区分别抽取，这样可以增加对南北疆

地区的差异分析。随着笔者今后知识的增加和实践的探索，将

对此研究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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