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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ollege professors’ mental health has re-
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 of moral stress among college 
professors from the aspects of work system, research performance pressure and working envi-
ronment, as well as the dual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stress among college professors 
and its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The moral stress among college professors comes from the ex-
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professional roles. The moral stress 
among college professors will lead to moral conflicts and non-ethical behaviors, leading to the de-
cline of job satisfac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job burnout, and may also cause mental illnes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localization of moral stress and explore its impact me-
chanism on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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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高校教师心理健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工作制度、科研绩效压力和工

作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产生原因，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双重性和独特性特征，以及高

校教师道德压力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高校教师的道德压力来源于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职业角色特征，

会引发道德冲突和非伦理行为的产生，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情感枯竭和职业倦怠等情况发生，还可能

引发心理疾病。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明确道德压力的本土化内涵，探究其对心理健康的深层影响机制。 
 

关键词 

道德压力，心理健康，高校教师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工作者的心

理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张侃&傅小兰，2018)，高等院校的教师群体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心理健康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问题。 
近年来随着导学关系紧张、研究生学业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不断出现，高校教师的道德压力也日

益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教师对学生不仅要传授知识技

能，更要凭借良好的价值观、德行、信念来感染、影响和教育学生，促使高校教师对自身高度的事业心

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以良好的师德去肩负“立德树人”使命。而高

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待遇条件均与科研成果直接关联，尤其是在某些高校中施行的“非升即走”的晋升

制度，迫使教师不断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这种环境与制度的变化本身就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同

时对学术资源的竞争、学术评价的量化标准和学术主体的利益关联都使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逐渐增

多(祝光英，2010)，使得高校教师面临的道德压力日益增加。以往有关高校教师压力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工

作负荷、人际关系、考核机制和待遇等压力源，对道德压力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而一些研究表明，道德

压力的增加会引起头痛、精神倦怠、抑郁等问题，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Nordam et al., 2005; 
Mitchell et al., 2019)。 

高校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发展水

平以及科研创新成果的产出，结合现实背景，从道德压力角度来分析当今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道德压力 

2.1. 道德压力的内涵 

总体而言，国外对道德压力的论述及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国内对道德压力的研究较少。Leicht
和 Fennell 在 1997 年发表文章关注了专业团队建设成本、责任制与个人发展变化的关系，而后这种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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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因为受到外在压力而导致员工做出与个人价值观不符的行为，造成员工产生道德冲突的情境开始受

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以往研究将道德压力的内涵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非伦理行为引起的压力。Shafer (2002)通过从事非

伦理或不道德活动时所感受到的组织压力研究道德压力。Peterson (2003)根据 Leicht 和 Fennell 的研究将

道德压力定义为员工感受到来自同事、主管和组织其他成员的压力，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牺牲个人价值

观，从而导致员工道德冲突的情况。Tian & Peterson (2016)认为道德压力是促使员工做出非伦理亲组织行

为的重要因素。当个体意识到在特定情况下坚持道德原则存在冲突，而外部因素迫使他们无法做出减少

矛盾冲突的决定时，就会产生道德压力(Lützén et al., 2003)。 
第二种主要是有关职业道德的角色冲突所引起的压力。道德压力源于个人对其实现道德义务相关

能力的不确定性(Reynolds, Owens, & Rubenstein, 2012)，这种不确定性会使个体产生焦虑、不安的心理

状态，包含情感和认知过程(Coldwell et al., 2008)。Cribb (2011)通过对护士的案例分析讨论了专业角色

的日常道德负担，以及职业角色规范性期望和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某些职业角色是社会道

德规范制定的关键工具，很多职场角色(如教师群体、医护人员)有承担道德压力的道德义务，但个人

道德观念与角色期望间的差异有时会引发内心的道德冲突，例如教师无法给予学生最有效的指导，医

护人员在发现自己不能给予病人最合适的照顾时，都可能面临着角色期望与自身角色独立判断之间的

强烈冲突。 

2.2. 道德压力的测量 

关于道德压力的测量，主要有量表和访谈两种形式。Shafer (2002)在研究中用四个题项进行道德压力

的测量，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测得了员工在从事非伦理或不道德活动时感受到组织压力的频率。Tian & 
Peterson (2016)改编了 Peterson (2003)的量表用于测量道德压力，三个题项内容为：1) 如果上司让我完成

一些我觉得有些不道德的任务，我会觉得有压力。2) 为了获得上级对我工作表现的赞许，有时我认为有

必要在工作中做一些不道德行为。3) 如果我必须在“我认为道德的行为”和“对我上司最好的行为”中

做出决定，后者使我感到压力。 
访谈的方法主要通过半结构化的焦点小组访谈，根据受访者工作环境中主要面临的道德困境进行访

谈。受访者围绕主题展开自由交谈，在小组中的访谈能够启发受访者联想，发表出更多观点。比如有研

究者针对教师群体的访谈，来帮助研究者探寻工作环境中道德压力的具体表现与来源(Lützén et al., 2003; 
Cribb, 2011; Colnerud, 2015)。 

从目前关于道德压力的测量现状来看，直接采用量表或是访谈的测量方式应用最为广泛，但仍未对

道德压力的具体内涵及维度定义达成共识。未来在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测量中，应考虑高校教师群体的

特殊性质，探索和明确更适用于此群体工作环境的题目与测试情境。 

2.3. 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特征 

2.3.1. 双重性 
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双重性在于其来源包括了外部制度压力与内心的道德冲突。竞争机制作为资

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以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术界，由于有限的学术资源需要通过竞争获得，学术成果成

为学术竞争的结果指标直接或间接地与科研人员的待遇、职务以及获得其他利益挂钩。许多高校教师

不得不为增加和提高课题、论文、著作、专利等数量和速度而疲于奔命，很难潜心从事研究，对科研

的目的和意义缺乏关注和思考。成果造假、干扰学术评审等现象时有发生，违背了学术的公正与公平

原则，给学术道德造成了直接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显著影响高校青年教师学术道德的因素依次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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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素养、学术环境和考核评价压力(李瑞，2019)。这些都可能成为教师实施非伦理行为的诱因，从而增

加教师们的道德压力。 
高校教师面临的外部道德压力与工作环境和工作制度息息相关，而他们的内心冲突也在于此。高校

教师对自身的工作具有很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工作投入程度高，职业使命感会强化对工作资源和个人

资源的动机作用(顾江洪，江新会等，2018)。因此，教师在面临非伦理亲组织行为或教学非伦理行为时会

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对实现道德义务相关能力的不确定性，引发道德压力增加。 

2.3.2. 独特性 
教师群体的独特性使其承担了更多的道德义务，教学是教师的工作，但教师在工作中不仅仅有教学

任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关爱、德育工作等都需要教师承担。高校教师群体还有繁重的科研工作，学术

道德压力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考验，对于负责学生学术指导的教师也同样增加了工作负担。同时，“立

德树人”的职业导向使得教师对自身德行修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对道德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研究

表明青年教师在个人能力和反思、讨论课程教学时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学生，教师似乎很难在作为“学生”，

协作和教导学生责任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Dahlgren & Chiriac, 2009)，此外，教师在教学公平性、其他教

师与学生关系、个人隐私边界等方面均存在道德困境(Colnerud, 2015)。 
高校教师面临着绩效道德压力。这种道德压力主要是由绩效考核指标引起的非伦理行为倾向所导致

的，当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完成课题、论文的时间紧迫感上，就更有可能默许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发生，和

学术不端行为打“擦边球”，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高校教师面临着育人道德压力，这其中又

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由于教师本身专业能力与行动受限导致(Lindqvist et al., 2017)，相比科研有些老师更

擅长基础教学，在面临学生需要更大创新创造的空间时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产生道德压力；二是

教师本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与学生发展水平产生冲突时容易产生道德压力，例如教师在科研创新方面付

出巨大努力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而学生却没有深造计划，或者教师已经获得重大成果会暂时放缓科研脚步

而学生却有极大的科研兴趣和追求等。高校教师还面临着同辈伦理压力，例如由于各种人情关系难以在

各种学术评审、评价过程中坚守原则和保持客观；当自己的同事存在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行为时，或

者得知学生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无法得到自己导师的有效指导甚至受到“性骚扰”时，一些教

师很难基于自己的角色做出最符合道德的行为从而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 
研究表明，个体权力距离倾向在道德压力与道德评价之间起调节作用，具有高权力距离倾向的个人

更信任、尊重和服从领导者，他们接受管理层的单向、自上而下的指导，低权力距离倾向的人则不太服

从权威(Kirkman et al., 2009)。这一结果更加表明教师群体的道德压力不仅来自组织，更有可能来自于他

们本身独特的角色。 

3. 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产生原因 

3.1. 工作制度 

工作制度会影响员工的道德压力。通常来说，资源是有限的，制度规程的设置一般是为了保证利益

能够最大范围的惠及服务对象，因此个体可能会因为体制规程的限制而无法做出最符合自身道德观念的

行动(Corley et al., 2005)。高校教师群体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群体知识水平高，承担

着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的多重责任，而现行的绩效考核制度更偏向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这会使得

高校教师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将重心放在科研工作中，弱化管理职能，部分教学工作被边缘化，促使教

师采取教学非伦理行为(张桂平&廖建桥，2014)，导致他们承担了巨大的道德压力。 
此外，目前师德师风的建设在各高校广泛开展，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表明大部分高校针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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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建设的制度不够完善，有些学校虽然制定了一些规范和制度，但相对笼统，定性的多、定量的少，缺

乏可执行性和操作性，一些规范形同虚设，容易流于形式(郑爱平&张栋梁，2017)。师德建设对高校教师

群体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水准要求，但又难以明确教师的具体道德义务，容易导致教师对工作义务边界的

模糊与困扰，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道德压力。 

3.2. 科研绩效压力 

对于高校教师群体而言，需要在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下完成承担的科研项目，而考评如果不合格

还将面临惩罚，承担了巨大的科研绩效压力。因科研绩效往往与职称评审、晋升等直接挂钩，教师们对

绩效目标的追求也日益增显。研究发现绩效压力会影响员工的道德压力，感知到绩效压力的个体更容易

做出一些轻率的决定，因为特殊情境下的个体往往聚焦于目标而忽略了对伦理的思考(Malhotra et al., 
2008)，更可能产生非伦理行为(Mitchell et al., 2019)进而增加道德压力。此外，研究表明见证了组织的非

伦理行为的员工会产生较大的道德压力(Bligh, 2008)。说明由于绩效压力影响下可能产生的非伦理行为会

影响组织内部整体的道德压力水平。 

3.3. 工作环境 

我国高校对教师的绩效管理通常采用量化指标简单地考察教师的工作完成度，并且把考察结果和教

师的年终考核、聘期考核、职称晋升、招生指标、奖惩等联系起来，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张天，施春

华，&王宝军，2019)，这种任务导向下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导致教师群体过于关注量化指标的完成情况，

弱化了教师的职业理想信念和育人职责，容易产生内心冲突，提高道德压力水平。 
此外，在高校环境中，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虽违背学术道德，但能为组织群体和个人

在学术资源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行为虽然违反了规章制度，但由于从结果上能提升组织效率或他人

福祉，引发了高校教师更多的内心道德冲突。道德氛围会影响个体对违规行为是否恰当的判断，可能会

促使亲社会违规行为产生(Vardaman, Gondo, & Allen, 2014)。Fisher et al. (2013)的研究表明道德氛围越浓

厚，组织成员在经历道德困境时有更少的道德压力，道德领导会激发各种利他性的道德行为，抑制不道

德的行为(Avey, Palanski, & Walumbwa, 2011; Brown & Treviño, 2006)，下属与领导的道德观念契合会减少

自身的道德压力(Ambrose, Arnaud, & Schminke, 2008)。因此加强教师道德水平建设，提升道德素质水平，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降低高校教师群体的道德压力水平。 

4. 高校教师道德压力的影响 

4.1. 离职意向 

DeTienne 等(2012)学者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工作压力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之后道德压力仍能对

离职意向有正向、显著的作用，员工个人与组织的道德契合会减少个人的道德压力，降低辞职意向

(Ambrose, Arnaud, & Schminke, 2008; Zahra et al., 2009)。在高校环境中，教师群体知识水平较高，同样具

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学校的育人氛围符合教师群体的道德追求，能够给教师提供良好的职业发

展前景，实现教师教书育人的理想信念，从而降低个人的道德压力，增强组织承诺，降低辞职意向。 

4.2. 合作绩效 

在跨文化企业的道德压力研究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合作应当选择与东道主国家企业环境相适应

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逻辑，以保证合作和企业绩效(Tan & Wang, 2011)。在高校环境中也是一样，在国际化

发展的大形势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进行交流时，势必也会带来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大家共同遵守学

术道德伦理与规则，尊重彼此的科研创新成果，才能有效避免道德冲突，促进合作，提升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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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心理健康 

Gmelch 等(1986)学者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对美国 80 所高校的 1920 位教授进行工作压力的调查，该

研究开创了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探索的先河，并在后续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展开的研究中发现，心

理压力是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活特点。我国学者也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教师心理健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但道德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以往研究发现，道德冲突和压力对心理健康

造成了不良影响。 

4.3.1. 工作满意度 
过高的道德压力会影响道德氛围，对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O’Donnell et al., 

2008; DeTienne et al., 2012)。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在高校中广泛开展，高校环境中教师聘任制、“非升即走”

制使得科研成果对教师至关重要，学术资源竞争、人际关系和沟通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增加，导致了工作

不安全感的增加(Tytherleigh et al., 2005)。有研究发现，高校改革、考核管理、工作负荷等对教师的工作

满意度产生影响，使之对待同事和学生会采取消极态度(刘天印，2010)。 

4.3.2. 情感枯竭 
道德压力可能会导致情感枯竭、精神倦怠等问题(Pendry, 2007)。高校教师对工作投入程度高，对工

作和科研成果也有着更高的期待。当面对外界环境或是自己内心的道德困境与冲突时，往往会因失落情

绪陷入被动，工作效率降低，身心疲惫，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情感枯竭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消

耗，是一种内在的冲突和被压抑的情感的积累，对个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威胁。 

4.3.3. 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指个体在工作压力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道德困境与道德压力会导致职业归属

感变化，降低职业满意度，引起职业倦怠(Juthberg et al., 2010; Sl Shbail et al., 2018)。当员工在组织中面临

道德压力而无法采取更好的行动时必然会导致挫败感，负性情绪积累而无法得到合理疏导时会导致情感、

态度和行为的衰竭，引发职业倦怠(Nordam et al., 2005; Ulrich et al., 2007)，高校教师面临过大的道德压力

时，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消极态度，难以在工作中发挥出色表现。 

4.3.4. 心理疾病 
高校教师群体知识水平高，大多具有很高的道德素质修养和很强的自尊心，在实践中一直面临着选

择行动的正当性方面的困难，他们在“做自己的工作”和“做正确的事情”之间似乎难以找出可以证明

选择公平原则的关键点，从而产生了高水平的道德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和心理负担过重(Colnerud, 2015)，
还可能会导致头痛、抑郁等问题(Nordam et al., 2005)。他们在面临内心的道德冲突时通常会选择自己消化，

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权衡，产生更多焦虑、抑郁情绪，从而消耗大量心理资源，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

影响。 

5. 小结与展望 

本研究对高校教师群体道德压力及其对心理健康之间影响进行了综述。高校教师群体的根本任务是

教书育人，其道德压力因为群体角色的道德义务而具有特殊性，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背景下，高校

教师对自身道德水平有了更高的追求，这意味着一旦教师有了道德方面的困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心理

压力。道德压力不仅对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工作压力的影响。以往研究局限有主要

有：(1) 缺乏对道德压力的本土化和具体成分分析，以往的研究多产生于西方国家并且没有对道德压力进

行维度划分和具体探究；(2) 以往研究关于道德压力影响心理健康的内部机制不够明晰，关于道德压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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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压力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没有更多深入的探究。因此，

需要结合个体和团队层面开展一些实证研究，明确其具体影响机制。 
今后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整合不同层面的道德压力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选取一线教师进行研究，他们面临的道德困境

更多的与自身职业发展和教学工作有关，今后可以探究管理层面和组织层面中面临的道德压力，以及不

同层面之间压力的扩散模型。 
第二，深化道德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往研究关于道德压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内部机

制还不明确，对于哪些变量会影响道德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三，丰富道德压力理论。国外关于道德压力的研究开展较早，主要应用于医疗伦理领域，且近年

来已经有了更多关于企业员工的相关研究。今后研究需要开展更多微观和实证研究，结合中国本土化的

具体情境，以及中国高校教师群体的特殊背景，将道德压力应用到本土化的教师群体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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