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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ults indicate that: Nyingchi teacher have less job burnou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high degre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burnout status varies with nation, positional title, working year, edu-
cation stage, school loc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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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结果表明，西藏林芝市教师有轻度的职业倦怠感，主要表现在情绪衰竭上。职业倦怠受民族、职称、

教龄、教育阶段、学校所在地等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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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倦怠，由 Freudenberger 于 1974 年首先提出。王真(2010)调查结果显示，在 15 种职业倦怠程度

排名中，教师以 50.34%列第 3 位，教师成为职业倦怠高发群体。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不能顺利应对工

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是教师伴随于长时期压力体验下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

(Kalliath et al., 2000)。Maslach 等人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职业倦怠主要表现为：① 情绪衰

竭，涉及个体对压力的评估，表现为个体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是职业倦

怠的核心体现；② 去个性化，涉及个体对他人的评估，表现为个体以消极否定、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服

务对象；③ 低成就感，涉及个体对自我的评估，表现为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价降低。目前，

国内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对西部民族地区教师职业倦怠情况的实证研

究少(胡春梅，姜燕华，2006)，使得我们对民族地区教师的职业倦怠情况缺乏一个清晰了解。基于此，本

研究以林芝市教师为被试，在结合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考察西藏教师职业倦怠的基本状况。 
研究报道，教师体验到职业倦怠之后除了对自己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外，容易对学生失去耐心和爱心，

对课程准备的充分性降低，对工作的控制感和成就感下降，对学生发展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导致教师队

伍高流失率，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和国家教育事业及整个社会发展(Maslach et al., 2001)。研究西部民

族地区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对于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职业生活质量，提升西部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西藏林芝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抽取共 15 所学校、519 名教师问卷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100%。

年龄在 20~55 岁间，平均年龄 33.08 岁，覆盖各学科教师。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 Maslach 教师职业倦怠问卷(MBI-ES)。MBI 三因子模型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信度和效

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Enzmann, Schaufeli, Janssen, P. et al. 1998)，共三维度22个题目，分别是情绪衰竭(EE)
维度 9 个题目、去个性化(DP)维度 5 个题目、成就感(PA)维度 8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法，从“从未如

此”、“很少如此”、“有时如此”、“经常如此”分别记 1~4 分，各维度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平

均分。如果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维度得分越高，同时成就感得分越低，则职业倦怠程度越严重。在本次

测量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0，情绪衰竭维度为 0.77，去个性化维度为 0.71，成就感维度为

0.73，处于国外研究(Schutte, Toppinen, Kalimo, & Schaufeli, 2000)对该系数报告在 0.52~0.91 范围之内。问

卷的结构效度用因子之间相关和因素分析指标说明，情绪衰竭与去个性化之间相关为 0.56，情绪衰竭与

成就感之间相关为−0.12，去个性化与成就感之间相关为−0.21，符合量表法对于各个次级因子之间中低相

关(0.1~0.6)要求。 

2.3. 数据处理 

集体施测，问卷当场收回。采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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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西藏林芝市教师职业倦怠的总体状况 

结果显示，林芝市教师去个性化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为 1.98 ± 0.65 分，未达到中度水平；情绪衰竭感、

成就感维度得分分别为 2.87 ± 0.52 分、3.19 ± 0.44 分，均超过中度水平(2.5 为理论中位数值)。林芝市教

师情绪衰竭感较强、成就感高、去个性化程度低，呈现出轻度的职业倦怠，主要表现在情感衰竭上。 

3.2. 西藏林芝教师职业倦怠在性别、民族上的差异 

表 1 结果显示，林芝市教师职业倦怠性别差异不显著，民族差异显著；汉族教师的情绪衰竭、去个

性化程度均显著高于藏族教师(t = 3.02, P < 0.05; t = 3.71, P < 0.001)。 

3.3. 西藏林芝教师职业倦怠在教龄、职称上的差异 

表 2 结果显示，林芝市教师职业倦怠在教龄、职称上的差异显著。教龄 6~10 年在情绪衰竭感上得分

最低，且与 11~15 年、16~20 年、21 年及以上差异显著(F = 2.02, P < 0.05)。教龄 5 年及以下的教师在成

就感上得分最低，且与教龄 6~10 年、16~20 年差异显著(F = 1.86, P < 0.05)。职称小二教师在情绪衰竭感

上的得分最低，分别与中一、中二、小高、小一差异显著(F = 3.36, P < 0.05)。职称小二教师在去个性化

上的得分也是最低，分别与职称中一、小高差异显著(F = 3.36, P < 0.05)。 

3.4. 西藏林芝教师职业倦怠在教育阶段、学校所在地上的差异 

表 3 结果显示，林芝市教师职业倦怠在教育阶段、学校类别上的差异显著。高中教师在各维度上的

得分均最高，随后依次是小学、初中、幼儿园教师，在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上，高中均显著高于初中和

幼儿，小学得分均显著高于初中(F = 5.01, P < 0.05; F = 5.58, P < 0.05)；成就感上，高中显著高于初中教

师(F = 2.39, P < 0.05)。市直教师在各维度得分均最高，其次是县城教师，乡镇教师得分最低。情绪衰竭

感上市直、县级和乡镇间两两差异显著(F = 9.04, P < 0.01)；成就感上，市直教师分别与县城教师、乡镇

教师差异显著(F = 5.25, P < 0.05)；去个性化上得分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4.1. 教师职业倦怠的总体现状 

林芝市教师情绪衰竭感已超过中度水平，存在职业倦怠问题，与汪念念等(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分

析原因是，林芝市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常年缺氧、信息相对闭塞，部分乡镇学校海拔高、缺水、缺电，

半年封山与外界隔绝，10 多个民族聚集在一起，民族学生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艰苦、学生群体特殊、教

学任务繁重等因素造成教师一定的身心疲惫。此外，作为一种助人行业，教师教育教学工作本身是一种

压力情境，教师面对复杂程度越来越强的教学任务，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压力得不到及时有效缓解，教

师就产生了职业倦怠。 

4.2. 性别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性别变量在各维度上差异不显著，与其他地区研究是一致(刘长江，王国香，伍新春，

2004；赵玉芳，毕重增，2003)。马海林等(2013)对藏族中小学教师倦怠感研究显示去个性化维度有性别

差异、杨健等(2012)对云南少数民族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研究显示成就感有性别差异，与本研究不一致，推

测这些结果的差异在于教师民族结构不同有关。马海林和杨健的研究对象都是少数民族教师群体，而林

芝市的研究对象中汉族教师占一半，其他地区的研究对象都是汉族教师。 



吴珍珠   
 

 
558 

Table 1. The average numb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job burnout and its dimensions among teachers in different gender 
and nationality (n = 519) 
表 1. 不同性别、民族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n = 519) 

维度 
性别 民族 

男 女 汉族 藏族 

n= 180 339 252 245 

EE 2.82 ± 0.54 2.89 ± 0.50 2.90 ± 0.51* 2.83 ± 0.52* 

DP 1.96 ± 0.62 2.01 ± 0.70 2.07 ± 0.69*** 1.86 ± 0.57*** 

PA 3.19 ± 0.43 3.16 ± 0.45 3.19 ± 0.46 3.19 ± 0.42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Table 2. The average numb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job burnout and its dimensions among teachers in different seniority 
and professional title (n = 519) 
表 2. 不同教龄、职称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n = 519) 

维度 
教龄 职称 

≤5 6~10 11~15 16~20 ≥21 中高 中一 中二 小高 小一 小二 

n= 86 163 150 68 52 43 121 84 107 111 53 

EE 2.82 ± 
0.56 

2.79 ± 
0.50* 

2.91 ± 
0.50* 

2.94 ± 
0.49* 

2.96 ± 
0.57* 

2.83 ± 
0.54 

2.88 ± 
0.52* 

2.89 ± 
0.55* 

2.99 ± 
0.46* 

2.84 ± 
0.47* 

2.65 ± 
0.56* 

DP 2.00 ± 
0.68 

1.96 ± 
0.64 

1.99 ± 
0.62 

1.97 ± 
0.72 

1.98 ± 
0.59 

1.95 ± 
0.77 

2.01 ± 
0.68* 

2.00 ± 
0.66 

2.03 ± 
0.64* 

1.98 ± 
0.58 

1.78 ± 
0.57* 

PA 3.09 ± 
0.42* 

3.22 ± 
0.45* 

3.19 ± 
0.45 

3.25 ± 
0.42* 

3.14 ± 
0.45 

3.17 ± 
0.44 

3.24 ± 
0.43 

3.19 ± 
0.44 

3.18 ± 
0.47 

3.16 ± 
0.45 

3.13 ± 
0.43 

 
Table 3. The average numb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job burnout and its dimensions among teachers in different educa-
tion stage and school location (n = 519) 
表 3. 不同教育阶段、学校所在地教师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n = 519) 

维度 
教育阶段 学校所在地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市直 县级 乡镇 

n= 57 240 89 133 391 93 35 

EE 2.77 ± 0.58* 2.90 ± 0.46* 2.78 ± 0.53* 2.91 ± 0.57* 2.91 ± 0.51** 2.79 ± 0.49** 2.56 ± 0.55** 

DP 1.72 ± 0.45* 2.02 ± 0.62* 1.87 ± 0.59* 2.09 ± 0.76* 1.99 ± 0.66 1.98 ± 0.62 1.78 ± 0.58 

PA 3.25 ± 0.51 3.16 ± 0.43 3.12 ± 0.46* 3.25 ± 0.41* 3.22 ± 0.44* 3.09 ± 0.45* 3.05 ± 0.40* 

4.3. 民族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民族变量在情感衰竭、去个性化上差异显著，汉族教师的情绪衰竭、去个性化程度均

显著高于藏族教师。在藏区工作的汉族教师绝大部分来自区外省市，他们的老人孩子常年在内地，这些

老人孩子成为新型的内地留守老人和儿童，与家人分居、思乡之愁影响在藏工作的汉族教师情绪，长期

以来最终导致他们分离焦虑、心情抑郁、情绪衰竭。 

4.4. 教龄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教龄变量在情绪衰竭感、成就感上差异显著，与刘长江，王国香，伍新春(2004)、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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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雁军(2013)、杨健，李辉，吴金凤(2012)、赵玉芳，毕重增(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教师情绪衰竭

感、去个性化方面呈现出随教龄增长而得分越高的趋势。教龄 6~10 年教师的情绪衰竭感得分最低，这与

刘长江，王国香，伍新春(2004)、马海林，张雁军(2013)、杨健，李辉，吴金凤(2012)、赵玉芳，毕重增

(200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与林芝市教师的流动性大有关，林芝市教龄 5 年以下的教师，基

本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除林芝县外的其他县级或乡镇学校教书，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工作量大、

收入微薄会影响他们情绪衰竭，但每年的调动考试让他们感到有摆脱困境的希望，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生

活和事业高期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消减他们的情绪衰竭程度；教龄 6~10 年的教师，大部分通过调动考

试已从乡镇升到市直教书或扎根在县镇级成为校领导而小有成就，事业正处于急速上升阶段，他们大部

分为 26~30 岁，身体、精力都处于最佳状态，家庭刚建不久，生活基本美满，因此工作满意、精神抖擞，

情绪饱满；而教龄 11 年以上的教师的工作模式和工资待遇基本定型，对工作的追求和憧憬逐渐淡化，而

孩子逐渐长大、老人逐渐衰老，家庭的压力上升导致他们情绪衰竭；教龄 21 年以上的教师除了常规的规

律性工作带来的疲惫感外，因长期在高原缺氧环境下进行繁重教学工作，身体状况锐减，身体不适影响

他们情绪，工作兴趣、热情和创造力下降，成就感随之降低。 

4.5. 职称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职称变量在情绪衰竭感、去个性化上差异显著，这与刘长江，王国香，伍新春(2004)、
马海林，张雁军(2013)、杨健，李辉，吴金凤(2012)、赵玉芳，毕重增(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职称小二

在情绪衰竭感的得分最低，分别与中一、中二、小高、小一差异显著，这与他们的教龄相关。在中学阶

段，中学高级的情绪衰竭感最低，中二的情绪衰竭感最高，这与他们社会地位、教学任务和工资待遇有

关，中学高级教师在学校常位于学科领头人地位，虽有教学压力，但教学上的成就感和高收入的优越感，

为他们抚平部分工作焦躁。中二教师在中学阶段职称最低，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最低，工作任务却很繁

重，除了要完成学科教学任务外，常常被安排班主任等工作以锻炼才干。小学阶段相反，小高教师的情

绪衰竭感最高，分析与教学任务有关。小学高级教师通常被安排高年级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内地西藏班

升学考试的压力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而小学二级教师相比小高、小一教师而言年龄小，精力充沛，

正因教学经验不足而安排在低年级教学，没有教学业绩考察和升学压力，情绪衰竭感最低。 

4.6. 教育阶段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教育阶段变量在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均显著，且高中教师的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最强，

随后依次是小学、初中、幼儿教师，这一结果与伍新春等(2003)的“高中教师比小学和初中教师具有更强

的情绪衰竭感”的结论基本一致。高考升学压力，是压在高中教师心头的大山，日复一日的备考复习更

是让教师逐渐丧失工作兴趣、情绪低落。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感比初中教师高，这一结论与其他研究结

论有所不同，分析与西藏教育体制有关。我国小学虽然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西藏小学阶段存在内地西

藏班考试，录取指标直接分到市且有限，各小学之间竞争激烈，尤其小学教师升学和备考压力大，而绝

大部分学生均是在校住宿，升学压力和安全压力叠加在一起，让小学教师疲惫不堪；林芝市初中共 8 所，

市直及每县均只有 1 所且相隔甚远，虽然有中考任务，但校际之间没有竞争，而且高中学位充足，初中

教师的升学压力相比小学和高中要小，情绪衰竭感相对较低；幼儿园教师没有任何升学压力，情绪衰竭

感最低。可见，教育阶段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与工作压力相关，对教师而言，升学压力是影响其职业

倦怠的重要因素。 

4.7. 学校所在地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学校所在地变量在情绪衰竭差异显著，呈现由乡到县到市直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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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差异显著，呈现由乡到县到市直逐渐递减的趋势，与马海林，张雁军(20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分

析原因这与学校所在地不同，教师所面对的压力大小不同有关。乡镇教师虽然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

照料住校的小学生，事务繁杂，学生基础差，教学成绩不凸显，教师成就感不高，但各县对乡镇学校教

学质量和升学率要求几乎没有，可谓劳累不闹心，因此，他们的情绪衰竭感最低。县级学校是集全县力

量办的学校，县级政府除了要求教师管好学生安全外，对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也提出要求，因此县级教师

面临学生安全、教学质量和升学压力，其情绪衰竭程度必然比乡镇教师高；市直学校是集全市力量来办

学，教学硬件和学生生源好，教学成绩相对也好，但社会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大，对教师素质要求也越

来越高，市直教师教学任务和升学压力巨大，虽然颇有成就感，但这些成就感是用成倍时间和精力付出

所换来的，长时间处于高负荷工作，必然会导致教师精疲力尽，工作热情消退，情绪低落。 

5. 结论 

西藏林芝市教师呈现轻度的职业倦怠，主要表现在情绪衰竭上。职业倦怠在性别方面差异不显著，

职业倦怠受民族、职称、教龄、教育阶段、学校所在地等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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