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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school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teachers’ job stress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Chinese re-
searchers study teachers’ job stre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means of different scales. But 
there are no representative scales on this theme in China now. Most researchers find that the 
teachers’ job stress is in medium level and affects their lives. However, results on the source of job 
stress and the group difference of stress level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It’s important to com-
pile representative scales and study on stress management. 

 
Keyword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b Stress, Review 

 
 

国内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研究述评 

陈雪怡，陈晶露，曾伟坚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7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17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17年8月14日 

 
 

 
摘  要 

高校教师是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近年来，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现有的研

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但缺乏具有代表性的量表。研究者普遍认为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或中等

偏上的水平，并对教师产生影响。但在压力来源、压力感的群体差异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编制

具有代表性的工具和增加压力管理的实证研究是今后研究需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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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教师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直接带领着学生的学习。与中小

学教师相比，高校教师不仅承担着教学任务，还肩负着科研的责任。在享受社会赞誉的同时，他们也承

受着旁人所不知的工作压力。国内对高校教师压力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数量在近十年开始增

加，而其中关于工作压力的研究并不是太多。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可能面临很多诸如住房等

共同的压力，而工作压力更能体现高校教师这一群体自身的问题。研究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可以为针

对教师的心理卫生工作提供科学的建议。 

2. 教师工作压力的定义 

国外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关于“工作压力”的概念，现代比较公认的压力概念是 Lazarus 和 Folkman
的定义。这个压力定义认为压力是刺激–反应之间的作用。即，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存在于主客观的相互

作用之中[1]。 
“教师压力”这一概念由 Kyriacou 和 Sutcliffe 提出，他们认为教师压力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如

生气、失落等，且认为产生这些体验的缘由是教师这个职业[2]。国内学者在研究时提出了自己对于教师

工作压力的定义： 
陈超然认为，教师工作压力是指与教育活动有关的烦恼事件、工作环境等因素引起的一种精神状态

及相应的行为表现[3]。 
李逢超提出，研究工作压力必须要针对具体的任务领域，并认为，高校教师工作压力是指高校教师

面对与教育活动有关的刺激情境时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和反应[4]。 
曾晓娟和刘元芳的研究提出，教师工作压力是大学教师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在影响个人绩效和工

作目标的压力源长期地、持续地作用下，由于个性和应对能力的差别，形成的一系列身心及行为反应的

过程[5]。 
李军的研究提到的高校教师压力是基于反应说理论的压力，更多的强调高校教师在工作压力下的心

理和精神的变化，是教师心理方面的一种主观感受，侧重于对压力的体验和认知的研究[6]。 

3.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测量 

目前国内尚无比较普遍使用的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测量工具，研究者们基本都通过对高校教师的访

谈和参考前人研究的方式自编量表进行研究，所得量表的结构与计分方式都不尽相同，如： 
陈超然编制的《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问卷》共 27 个项目，分为组织功能、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职业

发展、工作负荷五个维度，采用 4 点计分[3]。 
李虹编制的《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共 24 个项目，包括五个分量表：工作保障分量表，教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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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人际关系分量表，工作负荷分量表和工作乐趣分量表。此量表采用 4 点计分，在上述量表和分

量表中的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大[1]。 
李逢超编制的《高校教师工作压力源量表》共 64 个项目，分为领导与组织结构、人际关系与自我身

心、职业发展、工作负荷、工作无乐趣、工作适应、职称评聘与科研、学生、家庭生活九个维度，选用

5 点计分[4]。 
任慧莹编制的《高校教师工作压力量表》共 34 个项目，分为学术科研、组织功能、个人发展、晋升、

教学、工作负荷、人际关系七个维度。此量表采用 5 点计分[7]。 
这些量表结构的差异，可能是源于样本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在编制量表时以不同地区的样本为基础，

而由于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学校的政策差异，可能会导致教师样本压力结构的差异。 

4.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来源 

任慧莹的研究发现高校教师的压力来源于学术科研、组织功能等七个方面[7]，而曾晓娟的研究则发

现工作压力源结构主要包括绩效考核、组织管理等五个方面[8]，不同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经过总结与

对比，各地高校教师共同的工作压力来源可概括为组织管理、个人发展、工作负荷、学术科研和人际关

系五个方面。 

4.1. 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主要指学校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民主决策等，对教师的影响渗透在方方面面。例如，

学校对教师课时量的要求以及评定学生成绩时所需包括作业次数的规定直接影响了教师的工作负荷，学

校设定的职称评定门槛不仅直接影响了教师的个人发展，还会间接影响教师的科研负担。 

4.2. 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包括了教师职业上的发展以及个人素质能力的提升。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用人单位对人

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高校更加不例外。多数高校给职称评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如许多学校评聘高

级职称明确规定要具备博士学位[9]。至于个人提升方面，在知识每天都在更新的现代社会，教师也必须

不断学习，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才能更好地传道、授业与解惑。 

4.3. 工作负荷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不断上升，这大大增加了高校教师的负担。不少老师除

了要给自己所在学院的学生上专业课，同时还要负责学校的公共课，而仅仅负责公共课的老师也可能被

安排了很多个班，这就导致老师们每周要上的课丝毫不比中小学老师的少。另外，教师们还需指导门下

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研究以及完成毕业论文，这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与精力。 

4.4. 学术科研 

和中小学教师不同，高校教师在教学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科研任务。一方面，作为所在领域的专家、

学者，教师本身有着自己的研究兴趣，在教学之外需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如今高校里教师的职称评

定、待遇条件都与科研成果挂钩，迫使教师不断申请课题、发表论文，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压力。 

4.5. 人际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既需要处理与领导、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还需要处理和学生之的人际关系。

领导的不当安排及同事间的竞争、意见不合在其他职业中同样存在，处理与领导及同事的人际关系是各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5035


陈雪怡 等 
 

 

DOI: 10.12677/ae.2017.75035 236 教育进展 
 

个行业都难以避免的。但处理与学生的人际关系却是老师这一行业独有。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追求独立，

不再像多年前的学生一般对老师言听计从，处理好新型的师生关系并非易事。 

5. 高校教师压力感 

大部分研究均发现高校教师的总体压力水平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来自于个人发展及组

织功能的压力相对较高，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相对较低[3] [6] [7] [9] [10]。高校教师面临的人际关系虽然

复杂，但他们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素质都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而来自组织功能

的压力是教师难以改变的，各项制度给教师的工作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个

人发展。 
但李虹的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认为高校教师的总体工作压力不高，其中来源于工作负荷和人际关

系的压力高于其他压力[11]。另外也有研究同样采用李虹编制的《大学教师工作压力表》对大学教师工作

压力进行测量，研究结论与李虹相似，即大学教师工作压力总体来看不高[12] [13]。由此看来，研究结果

的差异可能源于测量工具的差异。 

6.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群体差异 

虽然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压力源结构不同，但都发现高校教师在工作压力各维度的压力感存在着一定

的群体差异，不同群体在不同方面的压力不同。 

6.1. 男教师压力较高 

研究发现，男教师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压力显著高于女教师[6] [7] [10]。组织管理主要指学校的管理制

度、组织结构、民主决策等方面，男教师在这方面感到的压力更大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与行政工作中

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在个人发展方面，任慧莹发现男老师在个人发展方面压力更大，李军则发现女教

师在这个方面的压力更大。 

6.2. 青年教师压力更大 

对于不同年龄的教师在压力感上的差异，各项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都支持 31~40 岁的青年教师感

到的压力更大[6] [7] [9] [10] [14]。针对青年教师工作压力的研究是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群体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承担科研任务之外，大多还承担着比老教师更多的教学

任务。在学校中细心观察就可见，青年教师大多负责本科生课程及公共课，这些课程具有班容量大、课

时多的特点，要把课上好并不容易。同时，青年教师处于职业生涯的前段，拥有的各项资源不及老教师，

同时却还面临着晋升的问题，这都导致了青年教师的压力。 

6.3. 中级、副高级职称教师压力较高 

在职称方面，各项研究结果较一致，都发现中级、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压力(即讲师、副教授和副研究

员等)较其他职称的教师大。近年来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实行“教授终身，副教授、讲师非升即走”的

办法，使讲师面临的聘任制压力很大；现行的职称评审标准提高了高级职称评审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他们的职业压力感[10]。 

7.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影响 

工作压力会给高校教师带来各方面的影响。 
研究发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工作压力越大，工作投入水平相对越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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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就动机的增强，工作压力对工作投入的消极影响会随之减弱[15]。 
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也存在相关。研究表明，总体而言，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呈现

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工作满意度具有一定的预测效力，即工作压力越大，工作满意度越低[16]。 
工作绩效是学校管理层十分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外源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内源压力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内源压力是来自工作本身，由工作内容、工作标准等因素

所造成；而工作外源压力是来自工作活动以外，由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所造成[17]。但也有研究发

现，在目前我国高校实行的绩效考评机制下，教师职业压力的膨胀同时却未能转化为有效推动教师学术

产出增加的雀跃性压力，即工作压力的增大并没有增加教师们的学术产出[18]。 
另外，高校教师工作压力与其组织承诺也有关系。工作压力中的组织功能压力、社会支持压力、职

业发展压力同教师组织承诺显著负相关，工作压力中的组织功能压力、社会支持压力、职业发展压力对

组织承诺有较好的预测力[19]。 
崔向军、马洋纳和朱小茼发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总分得分与职业倦怠总分显著正相关，同时工

作压力对职业倦怠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即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越大，其职业倦怠的状况越严重[20]。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工作压力而来的还有自杀意念。陈红和姜帅良的研究发现，高校教师的工作

压力越大，自杀意念越严重；工作压力越大，有自杀意念者检出率越高[21]。 

8. 缓解策略 

8.1. 针对压力源缓解高校教师压力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组织管理、工作负荷、学术科研、个人发展以及

人际关系。缓解高校教师的压力，需从压力的源头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为缓解高校教

师的压力，各高校可广泛收集教师对校方行政管理制度、职称评定门槛等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推动

组织管理的合理化改革。其次，各高校可引进更多海内外高素质人才，以应对扩招后学生增多使教师工

作负荷不断加重的问题。 

8.2. 引入员工援助计划(EAP) 

员工援助计划是由组织(如企业、政府部门、军队等)为其成员设置的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援助和福利

计划。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对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帮助解决组

织成员及其家属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以维护组织成员的心理健康，提高其工作绩效，并改善组织管理[22]。
其内容包括工作压力、职业心理健康、职业生涯发展等各个方面。现阶段，国内引入员工援助计划的企

业单位还很少，但对于高校教师来说，他们可能比其他人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且更懂得正视自己

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有研究指出，高校教师对员工援助计划(EAP)需求大、接受程度高[23]。高校引

入员工援助计划，可帮助教师从自身出发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 

9. 国内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国内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

在需要改进的问题。 

9.1. 缺乏统一的测量工具 

回顾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高校教师工作压力感的大小、来源还是群体差异，不同研究者的

结果都不尽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测量工具的不统一。各个研究者编制量表时的参考的理论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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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编制时选取的样本不同，所得量表的结构也不相同，这也导致使用这些工具所得的研究结果难以比

较。因此，往后的研究可着重开发适用范围广、较有代表性的量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教师工

作压力研究。 

9.2. 有关压力管理的实证研究少 

已有的研究虽有对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管理提出建议，但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例如，关于员工援

助计划(EAP)的引进，已有研究者对高校教师对 EAP 的需求及态度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实施方案与策略，

但却很少高校真正引进员工援助计划。已有研究提出的压力管理策略是否真的有效，需要有实证研究的

探索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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