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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教育思想视阈下教师职业倦怠研究  
李焕冬 

（聊城大学  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教师职业倦怠是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的非连续性事件，以往的研究都将职业倦怠视为教师专业成长的“拦路虎”，而忽

视了其教育价值。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强调非连续性事件的教育价值，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同时，该思想并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本文在介绍该思想的基础上，在非连续性教育思想视域下重新审视教师职业倦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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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7 月，国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

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高作

业设计质量、克服机械、无效作业”，这给教师队伍提出了一个新

的挑战，即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做到“减负、提质、增效”。面对新

的挑战，很多教师感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职业倦怠再

次产生。教师职业倦怠是教师在工作中产生的情绪衰落、去个性化

和低成就感的现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承认教师职业倦怠本

质上就是对教师角色的“祛魅”。本文将基于非连续性思想审视教

师职业倦怠现象，为研究职业倦怠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著名德国教育哲学家 O·F 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

1903～1991）指出传统教育往往将教育过程中倒退或停滞不前现象

归因于外在不可控因素，将其排除在教育范畴之内，从而丧失了其

本该具有的教育价值，博尔诺夫看到了其教育价值，并将其组成的

教育视作非连续性教育，基本观点如下：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古今中外，人们倾向于将人的发展划分为多个连续的阶段，这

种划分方式可称之为阶段理论，又可称为传统发展理论。一方面，

该理论强调发展阶段的普遍性、顺序不变性和连续性，着眼于对发

展共性的探讨，另一方面，阶段理论忽视了个体差异性，该理论通

常主张，个体间的差异是的确存在的，但比之于发展的共性而言，

差异显得微不足道[1]。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类整体的发展确有连续

性、阶段性的特征，故这种连续的、阶段性的划分确有其合理性。

但是从微观的角度看，人的发展是由多个阶段的连续构成的观点合

理性便不充分了。个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既有风平浪静时

的连续性发展，也有波涛汹涌时的非连续性发展。用个人的生命发

展去适应“类”人的发展阶段只能是削足适履。并且，教育领域中

人的发展是指“个人”的发展，教育的价值指向个人而非“类

人”。所以，人的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场域中谈论人的发展一定要

基于个人视角，即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而非连续性事件是导致

人发展的非连续性的原因。  

（二）非连续性事件的形式 

什么样的事件是非连续性事件呢？博尔诺夫指出非连续性事

件主要为“有较大的，威胁生命的危机、对全新的更高级的生活的

向往的突然唤醒和号召、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告诫和对今后生

活举足轻重的遭遇等等。”[2] 

1.危机 

“人们通常把突然出现的较大的且又令人忧虑的中断了连续

生活进程的事件称为危机。”[3]包括婚姻危机、疾病危机、政治危

机等。虽然危机的出现中断了连续的生活进程，使生活出现了一个

阶段性的终点，但是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博尔诺夫指

出，人应该有一个乐观心态，将碰到的危机视作人生新的起点，向

新的生命阶段过渡的可能。 

2.遭遇 

存在主义认为，人不是主动选择来到这个世界，而是被外力抛

入这个世界的，只遭遇伴随着人的一生，因此，遭遇具有必然性。

博尔诺夫指出，“只有少数重大的特定经验可以称作遭遇，它们闯

入人的生活，突然地、往往令人痛苦地中断人们的活动，使之转向

一个新的方向。”[4]需要指出，所谓重大的特定经验是针对遭遇者

而言的，一部小说可能也是重大经验。遭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出现也是无法防备的，有可能造成好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消极影

响，所以不能人为制造遭遇。 

3.唤醒 

人是一种具有“求价意志”的动物，追求价值、追求自我实现，

诚如博尔诺夫所言，人具有“本源性”的道德意识。但是，人的道

德水准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道德水准，会因为生命过

程中的非连续性事件而发展。所以，人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而

非概念木乃伊，能够被唤醒而且需要被唤醒。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唤

醒，使其不断地认识周围的境遇，实现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解放，使

生命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 

4.告诫和号召 

在人的自我发展过程中，连续性发展不是常态，非连续性发展

才是常态，难免会因为生命中的非连续性事件而中断连续性发展的

状态甚至改变既定的发展目标。这个时候不仅要靠自身努力纠正偏

差，还需要一些外部支持如“告诫”、“号召”。当出现偏差时，

需要告诫，告诉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做该做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榜

样的力量号召他们向榜样学习，避免误入歧途。无论是“告诫”还

是“号召”都给予误入歧途者一定的自由，区别在于“告诫”给予

误入歧途者行动的自由，“号召”给予误入歧途者决定的自由。 

（三）非连续性事件的教育价值 

危机、遭遇等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发展具有强影响性，一方面，

生活中的非连续性事件中断了人们连续性的发展，打乱了生活的节

奏，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使人们走向人生的歧途，造成畸形

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巨大影响的非连续性事件也隐含着进一步发

展的契机，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其教育价值，可以促进人们实现跳跃

式、顿悟式的发展。但是，人们常常将生活中遭遇的非连续性事件

视作机缘巧合的事件，从而忽视了其教育价值。博尔诺夫指出，人

们生活中遭遇的非连续性事件并非偶然，也并总是以消极负面的姿

态出现与产生不良影响，相反这些事情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5]  

三、非连续性教育思想下的教师职业倦怠 

教师不是单一角色，而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不同的角色的社

会期待不同，各角色之间很容易产生角色冲突，面对互相冲突的角

色期待，教师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我们往往对于教师的角色期待

过高，将其视为不会经历危机、不会犯错的“圣人”，而忽视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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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身也是一个学生，一个会经历危机，遭遇各种困难的“大”学

生。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

受教育才能适应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教师也不例外。所以，由学

生的连续性教育和非连续性教育迁移到教师角色上是契合的。 

（一）教师职业倦怠的理性省思 

1.教师职业倦怠的定位：教师专业发展的“炎症” 

当职业倦怠“蔓延”至教师队伍时，普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

注，一度成为教师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

者过于强调教师职业倦怠的消极影响，认为教师职业倦怠是一种无

法治愈的“癌症”，以至于闻“癌”色变。学者普遍关注处于教师

职业倦怠时期的教师表现，而忽视了教师在渡过教师职业倦怠时期

后的表现，由此带来一种误区，即教师职业倦怠是一种持续性的、

无法治愈的“癌症”。但是，在非连续性教育视阈下，教师职业倦

怠是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事件，是一种“危机”、是一

种“遭遇”、是一种“炎症”。即使是优秀教师在其专业成长过程

中也会产生职业倦怠，它本身就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一部分。所以，

教师职业倦怠并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癌症”，而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炎症”。 

2.教师职业倦怠的教育价值：教师专业发展的非连续性事件 

教师职业倦怠作为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炎症”，具有强影

响性的特征。有学者研究表明，教师职业倦怠不仅对教师身心健康

具有不良影响，而且还会影响自身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更为重

要的是会对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

方式产生，具有若控制性的特征。由于教师职业倦怠具有强影响性

和弱控制性的特征，我们往往将其视为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百害而

无一利的发展危机。这种观念是错误，因为一个事物的消极影响并

不能消解其具有的积极意义。教师职业倦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危

机，中断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对教师专业发展造成一定的灾

难。但是博尔诺夫指出，当人们一旦战胜了灾难，就会觉得格外轻

松，因此危机往往与人生的新起点紧紧联系在一起[8]。教师可以通

过职业倦怠重新获得职业生命，燃起对教育的热情，从而以更高的

兴趣投入工作中。 

（二）教师职业倦怠的对策 

1.以连续性教育为基调，发挥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在我国除早期一些学者进行引介之外，鲜有

学者关注。有学者研究表明，非连续性教育具有“突发性、若控制

性和强影响性”[9]的特征。应该指出，并非非连续性教育具有以上

特征而是非连续性事件具有上述特征。非连续性事件的突发性决定

了教育者难以对非连续性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而非连续性事件的

突发性以及弱控制性中断了原本的连续性发展，从而具有强影响

性，强影响性的性质取决与非连续性事件的性质以及人的心理承受

能力，有可能对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有可能是消极的作用。

由于非连续性教育强影响性的两面性，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其具

有积极作用而人为的创造它，也不能因为其具有消极作用而抑制

它。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扬长避短，积极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引导

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等待非连续性教

育的出现，在克服职业倦怠的过程中，还是要以连续性教育为基调，

如积极开展同事之间的经验交流、开展一些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

同时，当一些非连续性事件出现的时候，发挥其教育价值，从而克

服职业倦怠。 

2.以教师自身“唤醒”为主，“告诫”、“号召”等外部支持为辅 

本源性的道德意识其本质是人性本善的观点，人可以变得善良

也可以变得穷凶极恶，人内心善良的种子需要被唤醒，被“浇灌”。

一旦内心深处善良的种子被唤醒，人就会焕然一新，回到最初的本

源上，以一个崭新的姿态面对生活。可见，每个人都有向善、向好

和自我实现的意识，只要唤醒教师内心的道德意识，教师就会发自

内心的求进步，调动自身的能动性从而高效率的克服职业倦怠。所

以，克服职业倦怠，教师首先应该唤醒自身的道德意识。不可否认

很多教师，选择当老师并非源于自身的兴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

样的原因，成为一名教师都已经是既定事实，成为一名教师都是个

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自己的选择，正如萨

特所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0]既然是既定事实又是个人

的选择，教师就该认真对待。教师应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了解自身

专业发展所需的条件，并且不断反思，同时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对

学生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职业倦怠影响自我发展并且会

对学生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克服它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和促进学生

发展是教师的责任。其次，外部条件也可以帮助教师唤醒，如管理

者采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的方式调动教师的发展积极性，唤醒教

师自我实现的意识。当教师骄傲自满或倦怠的时候，积极告诫教师，

使其走向正确的道路上。引导教师向优秀教师不断学习，发挥优秀

教师的号召作用。应该指出，只有教师唤醒本源性的道德意识，才

能克服职业倦怠，但是也要强调告诫、号召等外部条件的辅助支持

作用。  

四、小结 

以往的研究往往基于学生视角审视教师的职业倦怠，注重教师

职业倦怠的危害和职业倦怠期间的表现，，而忽视了教师自身才是

教师职业倦怠的直接经历者。不可否认职业倦怠对教师以及学生产

生了不良影响，但是一个事物的消极方面并不能否定其存在的积极

价值。在非连续性教育思想视域下，很好的规避了上述偏见。但是

需要指出一点，在规避了传统研究的偏见后，又形成新的偏见，如

轻视人发展的连续性以及计划性等。本研究无意增添新的偏见，仅

期望对研究教师职业倦怠提供另一种视角同时引起学者对非连续

性教育思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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