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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情绪耗竭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采用情绪劳动量表、心

理健康量表和情绪耗竭量表对710名山东省高校教师进行数据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处
于较高水平，自然流露是最常用的情绪表达策略，其次是深层行为，采用表层行为策略相对较少；表层

行为与情绪耗竭呈正相关，对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自然流露和深层行为与情绪耗竭呈负相关，对心理

健康有积极影响；情绪耗竭是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变量，即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导致情绪耗

竭，进而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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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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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Emotional Labor Scale, Mental Health Scale and Emotional Exhaus-
tion Scale for teacher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a survey of 710 college teachers in Shandong prov-
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teacher is a profession required high level of emotional labor,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is automatic action and then the deep action. 
Surface ac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Deep action and automatic action negatively correlate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respectively. Emotional exhaus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emotional labor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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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劳动是指员工根据组织要求，在工作情境中主动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以表达出恰当的情绪

的过程(Hochschild, 1983)。情绪劳动最初是作为服务行业的一种现象被研究者关注的，但是随着研究的

深入(Ashforth & Humphrey, 1993)，对情绪劳动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其它领域，如客服中心、护理行业、

旅游行业等(李永鑫，谭亚梅，2009)。当前多数研究仍集中在企业管理领域，也有部分研究开始涉及到公

共行政领域(芮国强，宋典，2020)。高校教师职业是一项涉及“人”的工作，情绪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

元素。高等教育涉及到个体、社会、文化、科技等多方面，高校教师也被赋予多种角色，教书育人，言

传身教。同时，教学本身就是一项强调“关爱伦理”的专业，它要求教师必须对这份职业及其服务对象

付出关爱、投入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等(周萍，2014)。关爱学生是教师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教师职业道德

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教师能力是否合格的专业标准之一。那些对学生、对工作倾注大量关爱

的教师往往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赞许，也更容易获得教学质量提高和职业发展与进步，这就使教师的情绪

劳动具有了道德和专业上的双重价值。高校教师在专业实践中付出关爱需要较高的情绪卷入，由此产生

的情绪劳动则具有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不同于服务业工人获得的薪水，而主要是精神上的鼓舞、社

会性的赞许、情绪上的回馈以及教育事业的提升，当高校教师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以满足个体和组织

期望时，就发生了情绪劳动。情绪劳动对组织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是工作绩效的一个关键成分，恰当的

情绪劳动保证了工作正常有效开展，使员工得到较多的表扬、奖励、尊重和提升机会，进而提高组织整

体绩效；可以增强人际交往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从而提高员工的安全感、自我成就感和工作满意感；

所诱发的积极情绪反馈会强化从事工作的自觉性，增强应对复杂性和挑战性工作的自信心和能力感(詹延

尊，凌文辁，2006)。但是，根据组织的情绪表达规则，当员工自我内在真实感受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表达

不一致时，必须服从组织规范，就构成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冲突下，员工就需要压抑自己本身的

情绪，或者伪装出该有的情绪(Hsieh, Yang, & Fu, 2012)。员工如果处于长时间、高强度情绪劳动状态中，

可能会导致情绪失调、情感冷漠、心理健康状况不良、工作满意度下降等破坏性行为。高校作为特殊的

公众机构，对高校教师的“知识服务与情感支持”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教师在为学生树立榜样，引导

学生、教书育人的同时，还必须与管理人员、同行同事以及学生家长甚至是专业协会组织等保持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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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尽量呈现出自己的最佳精神状态。对情绪的持续调节与管理会给高校教师的身心健康带来哪些负

面影响，高校教师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以及工作倦怠，尤其是情绪耗竭的关系如何，已成为重要的研究

问题。 

2. 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Hochschild 首先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一说法，认为情绪劳动是员工为产生一种

公众可见的面部或身体表情以获得报酬所做的情绪管理，表明情绪劳动付出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Hochschild, 1979)。根据情绪型劳动产生的心理过程，情绪劳动有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两种策略，表

层行为(surface acting)是指当个体感知自己的情绪和组织要求不一致时，通过改变个体外部可见的情绪

来达到情绪伪装的目的，其内心情绪体验并没有改变；深层行为(deep acting)是当个体内在的情绪感受

与组织要求的表达规则不一致时，通过积极思考、想象和记忆等内部心理过程激起或压抑某种情绪，

使真实的情绪感受与需要表达的情绪相符合，并通过行为体现出来的过程(Grandey, 2003)。表层行为

主要指向员工调整情绪表达，而深层行为指向员工为表达出组织需要的情绪而进行真实情绪调整。如

果员工的真实情绪感受与组织的情绪表达规则一致，则是情绪的自然流露，该种策略无需做任何的努

力。三种策略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的内化程度不同，表层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内化的行为，自然流露则

涉及到很深的内化与卷入，深层行为的内化程度介于两者之间(Xanthopoulou, Bakker, Oerlemans, & 
Koszucka, 2018)。个体采用表层行为策略时，由于外在表达与内在真实感受不一致，可能使个体产生

背离感，不真实感，工作倦怠或情绪衰竭，因此，表层行为可能会导致情绪低落，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深层行为使个体体验更多与组织要求一致的情绪，以更积极的方式重新评价和理解那些使人产生挫折、

愤怒、厌恶等情绪的负性事件，这种积极的情绪调整可能会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自我

价值感，促进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自然流露既能保持内心的一致，又能满足工作需要，而且不需要

耗费太多生理与认知资源，因此预测自动调节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

出假设。 
H1：表层行为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H2：深层行为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3：自然流露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工作倦怠是 Freudenberger 在 1974 年提出的，此后工作倦怠现象开始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

(Freudenberger, 1974)。当前被广泛引用的是工作倦怠的三维定义，即工作倦怠是对工作中持续不断的情

绪和人际关系压力大的长期反应，它包括情绪衰竭、去人格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3 个维度。情绪衰竭是

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乏不堪，精力丧失；去人格化指个体对待服务对象的负性的、冷淡的、

过度疏远的态度；个人成就感降低指个体的胜任感和工作成就的下降(李超平，时勘，2003)。工作倦怠是

组织中较为严重的负向行为，尤其是情绪耗竭这一维度已有研究关注它的前因变量，希望能找到阻止或

减少这种行为的因素，如工作压力等。情绪劳动的相关理论产生之后，人们开始从情绪劳动的视角探讨

员工的情绪耗竭问题，当前研究发现，情绪劳动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导致情绪耗竭。高校教师面

临教学与科研的多重压力，还要在工作中表现出较多的情绪劳动，当这种压力与负面情绪积压到一定程

度后，很容易导致情绪耗竭，并且情绪耗竭一旦产生，就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工作态

度、工作绩效等。因此，本研究假设： 
H4：情绪耗竭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H5：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情绪耗竭产生，情绪耗竭对二者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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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emotional ex-
haustion and mental health 
图 1. 情绪劳动、情绪耗竭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山东省 10 所高校的 750 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最终收回问卷 742 份，

其中有效问卷 710 份，有效率为 95.7%。其中，男性 376 人，占 53%，女性 334 人，占 47%；学历方

面，本科 57 人，占 8%，硕士 518 人，占 73%，博士 135 人，占 19%；职称方面，助教 85 人，占 12%，

讲师 305 人，占 43%，副教授 213 人，占 30%，教授 107 人，占 15%；工作年限方面，1~5 年的有 78
人，占 11%，5~10 年的有 242 人，占 34%，10~20 年的有 220 人，占 31%，20 年以上的有 170 人，占

24%。 

3.2. 研究工具 

3.2.1. 情绪劳动量表 
采用的情绪劳动量表由美国社会学家 Diefendorff 编制，量表包括 14 个项目，分为自然流露、深层

行为、表层行为 3 个分量表。量表采用利克特五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采用该情绪劳动策略。本研究中，整体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4，
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1、0.82、0.75。 

3.2.2. 心理健康量表 
心理健康状况采用裴改改等人修订的心理健康状况问卷(裴改改，李文东，张建新，雷榕，2009)，由

五个题目组成，如“在平时工作日我会没有原因地感到心绪不宁和情绪低落”，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4。
采用 6 级评分(1-经常，6-从不)，分数越低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3.2.3. 情绪耗竭量表 
情绪耗竭的测量工具采用北京师范大学伍新春等人编制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中的情绪耗竭维度，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 (王国香，刘长江，伍新春，2003)。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评分，从“1”到“5”
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很难说，符合，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情绪耗竭程度越高。 

3.3. 研究程序 

选取教师开会的时间集中施测，由专人统一发放和回收问卷，发放前详细介绍量表，讲解本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及方法。问卷当场收回，对于不能集中测试的被试，单独测试，问卷当场收回。采用不记

名问卷调查法进行，对所得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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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于同源的问卷调查数据而言，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采用传统的做法进

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即将所有变量放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结果显示：析出了 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这些因子共解释了 70.12%的总方差，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21.09%，未超过总方

差解释量的一半，表明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关键变量“情绪劳动”、“情绪耗竭”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区分效度，本文进行了验证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并选择 χ2/df 检验、RMSEA、GFI、NFI、CFI 等指标进

行数据拟合的验证。结果显示，三因素模型(χ2/df = 2.13、RMSEA = 0.069、GFI = 0.965、NFI = 0.953、CFI 
= 0.968)比其它嵌套模型(二因素模型：情绪劳动，情绪耗竭 + 心理健康，χ2/df = 5.86、RMSEA = 0.132、
GFI = 0.764、NFI = 0.775、CFI = 0.783；单因素模型：情绪劳动 + 情绪耗竭 + 心理健康，χ2/df = 9.02、
RMSEA = 0.217、GFI = 0.663、NFI = 0.681、CFI = 0.680)的数据拟合效果更好，说明本研究使用的三个变

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结果表明(见表 1)，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流露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是：3.49 ± 0.69，
3.81 ± 0.52，4.31 ± 0.73。由此可以看出，所调查的高校教师在自然流露维度上得分最高，其次是深层行

为，表面行为得分最低，但是总体平均分都在中数以上。这说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处于较高水平，需要

引起关注，同时也说明，高校教师能够使用多种表达策略来表达出符合高校要求的情绪，而最常用的情

绪表达策略是自然流露策略。 
 
Table 1.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motional labo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mental health 
表 1. 情绪劳动、情绪耗竭、心理健康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M ± SD 1 2 3 4 8 

1 表层行为 3.49 ± 0.69 0.91     

2 深层行为 3.81 ± 0.52 — 0.82    

3 自然流露 4.31 ± 0.73 — — 0.80   

4 情绪耗竭 3.58 ± 0.62 0.361** −0.406** −0.307* 0.90  

8 心理健康 4.05 ± 0.83 −0.387** 0.326* 0.353* −0.403** 0.8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下同；对角线为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4.4. 情绪劳动、情绪耗竭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分析 

为了检验情绪耗竭对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我们从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流露三个

角度进行分析。做中介效应的检验需要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检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效应，第二，

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效应，第三，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二者对因变量的回归效应。对中介作用

检验的标准如下：在第一步回归中，自变量必须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在第二步回归中自变量必须对

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在第三步回归中，同时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必须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当中介变量被控制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应该减少，如果此时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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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变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则是完全中介作用(Baron & Kenny, 1986)。本研究中表层行为、深层行为、

自然流露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心理健康、中介变量情绪耗竭的关系符合中介作用的检验标准。研究表明，

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在本研究中控制这些变量的变异

(Kinman, 2009)。根据表 2 的研究结果，表层行为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0.315, p < 0.05)，
深层行为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304, p < 0.05)，自然流露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β = −0.348, p < 0.05)，这就验证了 H1，H2，H3。将中介变量情绪耗竭放入三个模型中发现，情绪耗

竭对心理健康的主效应显著，影响系数分别是−0.318，−0.331，−0.322，这就验证了 H4，而情绪耗竭进

入模型中之后，发现表层行为与自然流露对心理健康的主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深层行为的主效应依然

显著，但影响力下降。这就证明了情绪耗竭对表层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自然流露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表层行为和自然流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实际上通过情绪耗竭发生；而情绪耗竭

对深层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The mediation test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acting, deep acting and mental health 
表 2. 情绪耗竭对表层行为、深层行为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 

  心理健康  

  Model1 Model2 Model3 自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自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 0.304* 0.187 0.292 性别 0.216 0.199 0.223 性别 0.381* 0.364* 0.312* 

 年龄 0.421* 0.405** 0.457* 年龄 0.387* 0.372* 0.457** 年龄 0.421** 0.417** 0.402* 

 教育程度 0.212 0.104 0.179 教育程度 0.225 0.201 0.179 教育程度 0.282 0.304* 0.256 

 学历 0.233 0.268 0.290 学历 0.196 0.213 0.280 学历 0.267 0.223 0.220 

 工作年限 0.234 0.287 0.282 工作年限 0.201 0.220 0.272 工作年限 0.277 0.241 0.282 

第二步自变量 表层行为  −0.0315* −0.189 深层行为  0.0304* −0.206* 自然流露  0.0348* −0.167 

第三步中介变量 情绪耗竭   −0.318* 情绪耗竭   −0.331* 情绪耗竭   −0.322* 

△R2   0.192 0.305   0.189 0.293   0.126 0.249 

5. 讨论与建议 

5.1. 研究讨论 

5.1.1. 高校教师的情绪表达策略依次为自然流露、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策略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最擅长采用的情绪劳动策略是自然流露，这与以往研究结果有

所区别(程豹，周星，郭功星，2021)。许多高校教师表示，虽然有时会累，情绪并不高涨，但是一旦进入

课堂，就不知不觉中放下之前的疲惫，全情投入，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种自然流露是一种自

动反应，可能跟长时间的从业技能培训有关。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载体，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从业教师从本科就开始接受正规、深刻的教育，养成了良好的职业素

质，这种能力和意识的训练一直持续到硕士或者博士期间，随着学历的提升，对教师这一行业的岗位要

求和情绪表达规则就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内化为自动加工过程，因此自然而然地表

露出应该表达的情绪；二是高校教师面对的是渴求知识、不断成长的大学生，看着他们充满希望、不断

追求进步，教师那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自我要求会自动启动，自然地表达出如关心、关切、支

持等情绪。即使遇到较大的情绪挑战，一直处于学习状态的高校教师也会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情绪能力，

通过积极的思考、想象、记忆等内部心理过程，按学校要求进入角色，做到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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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情绪劳动产生情绪耗竭，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相关分析与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表层行为对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作用的产生是通

过情绪耗竭引起的，即表层行为越多，情绪劳动强度越大，越容易出现由于情绪失调而引起的情绪耗竭，

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这与国内外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高校教师在工作中不仅

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实现育人的目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味压制自己

的消极情绪，会耗费更多的精力，承受更大的压力，情绪低落，身心俱疲。过多的情绪压抑(情绪被唤醒

时对其表达行为的有意抑制)对身心健康有广泛的影响(王颖，沙丽艳，刘洋，2022)，压抑的愤怒等消极

情绪能够独立预测躯体化症状(刘亮，刘翠莲，赵旭东，2017)。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集体主义环境下，中国

人推崇和谐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注重礼节和人际和谐的西北地区，要求人们谦卑克制，重视他人的感受，

隐藏强烈的情绪，并且会视这些能力为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贵和尚中”的传统文化推崇和谐的

人际关系，教师这一群体尤其需要表现出克制自己的情绪，重视学生的感受，因此高校教师的工作远没

有外界所认为的那样轻松，如果长时间从事情绪劳动，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容易产生情绪耗竭导致心

理健康问题。深层行为策略是让高校教师真正改变认知，自然流露策略则是不加控制和引导地表现真实

情绪，本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因此，在高等教育队伍建设与管理中，应时刻

关注高校教师的内心状况，适当引导他们运用自然流露和深层行为策略，这样才更利于高校教师的身心

健康。 

5.2. 研究建议 

教育是一种人际互动的活动，高等教育的对象是自我意识非常完善的大学生，这也意味着对高校教

师的情绪管理要求更高。当前高校教师情绪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应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增加高校教师情绪

劳动和情绪耗竭的各种因素，使他们保持较好的心理状态工作状态。 

5.2.1. 关注高校教师情绪劳动，注重教师队伍的选拔与培训 
教师的职业活动在本质上是情绪的，情绪是教师工作的关键。要全面推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

就必须高度关注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把提高高校教师的情绪管理能力纳入重点工作范围。有的高校教

师善于通过表层行为表达情绪劳动，有的教师则更善于通过深层行为来管理情绪，因此在教师招聘选拔

过程中就应该注重选拔那些情绪管理能力较强的教师进入队伍。同时，在培训和考核中注重对教师情绪

劳动的引导。学校管理者有必要通过各种培训，加强教师的情绪管理技巧，帮助他们有效地降低情绪劳

动负荷，减少情绪耗竭，保持心理健康。 

5.2.2. 创设良好的学校环境，提供组织支持 
情绪耗竭会影响心理健康，但是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有效地减轻个体的情绪耗竭水平，使个体保

持较好的心理状态。高校应创设良好的组织环境，培育良好的学校文化，重视教师情绪，关心教师的工

作和日常生活，弥补教师在情绪劳动中心理资源的损失，从而降低职业倦怠出现的可能性。同时，建立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新老教师互助、职业技能培训、集体活动(如运动会)等，给予教师情感方面的支

持，丰富他们的情绪资源，平衡教学活动中的脑力劳动和情绪劳动，以有效预防和缓解教师的情绪压力，

防止由情绪压力导致的情绪低落或身体健康问题。 

5.2.3. 提高高校教师情绪修养，增强角色认同 
本研究发现，虽然情绪劳动的表层行为会增加情绪耗竭，影响心理健康，但深层行为可以积极调动

个体的内在认知，使外在情绪与内在的情感一致，进而使学生以积极的方式反馈教师，从而提升教师的

自我成就，降低情绪耗竭。自然流露策略也有利于教师的心理健康，因此，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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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增加深层行为及自然流露策略。要表现出表里如一的情绪及行为，对高等教育事业及大学生的真切热

爱是一个重要、稳定的前提。学校管理者应更加重视对教师伦理修养的培养，着力提升教师的情绪涵养，

情绪涵养的提升对教师来说是稳定的内部因素，相比较遵守学校规则这样的“强迫性”外部因素来讲，

“主动性”内部因素的影响作用深远而稳定，这是减轻情绪劳动与情绪耗竭，保持心理健康的最有利武

器。同时，随着教学工作经验的增加，对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熟悉与情感投入，高校教师的角色认可度

递增，角色行为不断地内化，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职业的要求，无需刻意进行情绪调节。因此在日常

工作中，学校还应该不断努力，营造积极的组织文化，推动教师增加对高等教育行业的角色认同，使他

们真诚地付出情绪上的努力，在平静自然的状态下发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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