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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与发展

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王
!

丹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

!&D"""

&

摘
!

要!为了探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关系"采用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和教师工作倦怠问卷"对
!D&

名幼儿教师

进行调查"主要发现#%

#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水平较高"工作倦怠水平较低!%

!

&工作满意度#性别+学历差异不显著!已婚显

著高于未婚!私立幼儿园的外部满意度显著高于公立!教龄
BAC

年和
#"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显著高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师!工作倦怠#园所性质不显著!男性的工作倦怠总分和疏离维度显著高于女性!未婚的工作倦怠总分和无效感维

度显著高于已婚!学历本科+大专的无效感和工作倦怠总分显著高于学历中专或高中!教龄
#"

年以上的无效感显著低于教龄

#A&

年!%

&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有显著负向预测$

关键词!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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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最早源自乔治1埃尔顿1梅奥

%

E4(*

>

4Y-;(+T,

<

(

&的霍桑试验"其研究指出#'工

作的情感会影响其工作行为"而工作者的社会及心

理因素才是决定工作满意度与生产力的主要因

素$

,

#

-

(霍伯克最早提出了工作满意度"他认为工作

满意度是工作者对工作本身及工作的心理与生理方

面对环境因素的一种态度或情绪反应"也可以称为

工作者的满足感受"即工作者对工作情境的一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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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观反应,

!

-

$目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前因研究分为个

人因素+工作因素+薪酬与福利+晋升进修+领导与管

理+人际关系等六个方面,

&

-

$教师的个人因素主要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教龄+职称等$工

作环境和设施条件的好坏会影响工作满意度,

B

-

$薪

酬与福利包括教师的工资+津贴+奖金+住房等各方

面的福利待遇以及单位的薪酬体系$是否拥有晋

升+职称评定和进修派遣的机会"对教师总体工作满

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B

-

$领导风格指上级管理者是关

心人还是关心生产"是独裁式领导还是民主式领导$

对部属采取较体谅支持态度的领导与对部属较忽视

或敌视态度的领导相比"前者部属的工作满意度更

高,

D

-

$人际关系主要是指与同事+领导+家人的关

系$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具有社交需要$因

此"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需要与他人产生接触并保

持良好融洽的关系$

工作倦怠的定义有静态定义和动态定义$静态

定义主要关注于倦怠的表现+影响因素等"动态定义

主要关注于倦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工作倦怠的静

态定义和动态定义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互补的关系$

马斯拉奇%

T,:-,L0

&的工作倦怠定义是#'在以人为

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

解体和个人成就降低的症状$(它包括耗竭+疏离以

及无效感三个维度,

C

-

$耗竭是指个体的情感资源过

度消耗"疲乏不堪"精力丧失!疏离是指个体对待服

务对象的负性的+冷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无效感

是指个体的胜任感和工作成就的下降$教师工作倦

怠表现在教师因不能有效应对工作的压力而产生的

极端心理反应"是教师伴随于长期高水平的压力体

验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歇状态$教师工作

倦怠突出表现是#教师在工作中缺乏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教学方式不思创新"教学作风懒散"自我效

能感降低"对工作产生厌烦情绪"离职倾向加重$导

致的结果是#教师厌教"学生厌学"恶性循环"对教师

队伍的稳定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产生不利影响$

张建人等的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

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

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

-

$高峰强等以高校教师为

对象的研究同样发现了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负

相关关系,

%

-

$说明教师对工作中的工作环境+福利

报酬+个人发展升迁以及学校领导与管理越满意"就

会积极主动地面对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关心教育

工作"乐于献身教育"其职业倦怠程度就会随之降

低$如果教师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就不愿意付出

过多的热情与努力"对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价值和意

义就会产生怀疑"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但是以往

对于教师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高校+中小学教师"针对幼儿教师的研究极少"仅赵

铭锡曾对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和

离职倾向进行过研究"其研究发现#农村幼儿教师工

作满意度对职业倦怠+离职倾向有很好的预测作

用,

F

-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随着近几年幼

教的发展"幼儿教师师资差异+教学环境参次不齐+

教育学生带来的挫败感和成就感+同行竞争+职业晋

升发展使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不同的差异"

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导致幼儿教育质量也相差甚远$

因此"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索幼

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揭示其

内在联系"从工作满意度出发"为缓解幼儿教师职业

倦怠提供必要依据"提高幼儿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

水平$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周口师范学院国培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采

取整群随机抽取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C

份"回收

&&C

份"回收率
#""̂

"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

卷
!D&

份$有效率
$D̂

$其中男性
#%

人%

$̂

&"女

性
!&D

人%

F&̂

&$已婚
%&

人%

&&̂

&"未婚
#$"

%

C$̂

&人$公立幼儿教师
#"F

人%

B&̂

&"私立幼儿

教师
#BB

人%

D$̂

&$中专或高中学历
$C

人%

&"̂

&"

大专学历
#!D

人%

BF̂

&"本科学历
D!

人%

!#̂

&$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个人背景部分和

主体部分构成"其中个人背景部分包括#性别+学历+

婚姻状况+园所性质+教龄$主体部分包括.工作满

意度问卷/和.工作倦怠问卷/$运用
Y1L4-

对数据

进行录入"将数据导入
/G//!&?"

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工具

工作满意度评价采用
e42::

"

H,92:

及
Y+

>

-,+M

所编制的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问卷%

R04T2++4:(;,

/,;2:.,L;2(+g)4:;2(++,2*4

"

T/g

&"主要测量个人对

工作整体的满意程度$该问卷分长式和短式两种的

问卷"本文采用由
!"

个题目总成的短式问卷"由内

部满意度+外部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组成"内部满意

度%

O/

&包括量表中的
#AB

"

$A##

题共
F

个题目"

外部满意度%

Y/

&包括
DAC

+

#!A#B

+

#F

题共
C

个题

目"总体满意度%

E/

&则包括量表中的
!"

个题目"以

F%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李克特五点尺度记分%

#AD

&从
#

至
D

分数逐渐增

高$三个维度的信度系数
U*(+P,L0

*

:,

系数分别

是
"?%F!

%

O/

&+

"?%C%

%

Y/

&+

"?F&B

%

E/

&"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较高$

工作倦怠问卷采用
T,:-,L0

的
T\OAE/

%

T\O

AE4+4*,-/)*94

<

&而来$部分题项参照中人网的

'工作倦怠指数(调查问卷$工作倦怠问卷包括耗

竭"疏离和无效感三个维度"共
#C

个题$耗竭维度

包括
#AB

+

C

共
D

个题目!疏离维度包括
%

+

F

+

#&A

#D

共
D

个题目!无效感维度包括
D

+

$

+

#"

+

##

+

#!

+

#C

共
C

个题项
?

问卷采用李克特
$

点频率计分"耗竭和

疏离维度采用正向计分"无效感维度采用反向计分$

信度系数
U*(+P,L0

*

:,

系数为
"?%"$B

"问卷具有较

好的内部信度$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的总体

情况

表
#

表明#幼儿教师总体满意度+内部满意度+

外部满意度三个维度的平均分均超过
D

级计分的中

值
&

"说明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处于中高水平!幼儿

教师的倦怠总分以及无效感+耗竭+疏离三个维度的

平均分均低于
$

级计分的中值
B

"说明幼儿教师倦

怠水平较低$

表
#

!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的总体情况

题项
T2+ T,1 /H T

)

+

总体满意度
!" ! D #"?!"$ &?C$#

内部满意度
F !?!!! D B?CD# &?$&

外部满意度
C #?CC$ D &?$"% &?D&&

倦怠总分
#C #F %B ##?%F$ !?$!D

无效感
C # D?&&& D?$$F !?$$!

耗竭
D # $ C?! &?#&%

%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

工作倦怠的差异分析

#?

不同性别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

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为了探究性别是否对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

工作倦怠情况存在影响"通过独立样本
;

检验考察

男女性别差异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

$

不同性别幼儿教师在工作满意度各维度上的差

异不显著!不同性别幼儿教师在工作倦怠总体水平

上差异显著"男性的工作倦怠水平高于女性$不同

性别幼儿教师在工作倦怠的疏离这一维度上也差异

显著"男性的疏离水平高于女性$而在无效感和耗

竭这两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
!

!

不同性别幼儿教师在工作满意度和

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

1c:

&

男%

6d#%

& 女%

6d!&D

&

;

总体满意度
$#?"Cc#B?&%$ $&?DFcF?%&& A#?"#B

内部满意度
&!?FBcD?DD$ &&?C#cB?D%B A"?D%$

外部满意度
!"?$%cD?#F$ !#?!&c&?D%! A"?BF%

倦怠总分
BF?"Cc#&?!FC B&?#Fc##?$#" !?"!D

%

无效感
#$?$%cD?FDC #C?DBcD?$CF ?%$D

耗竭
#$?##cC?BB& #D?D%cC?#%# #?"##

疏离
#B?#$cC?D"# ##?"$cB?$!B !?C"D

%

!!

注#

%

J$

"?"D

"

%%

J$

"?"#

"

%%%

J$

"?""#

"下表同$

!?

不同婚姻状况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

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为了探究婚姻状况是否对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和工作倦怠情况存在影响"通过独立样本
;

检验

考察婚姻状况效应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

$

表
&

!

不同婚姻状况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

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

1c:

&

未婚%

6d%&

& 已婚%

6d#$"

&

;

总体满意度
$"?#"c#"?$FD $D?"!cF?D!F "?&DB

%%%

内部满意度
&!?"!cD?"#" &B?&!cB?!%! "?#CC

%%%

外部满意度
!"?!Bc&?F"F !#?CCc&?D!& "?B&B

%%

倦怠总分
BC?#$c##?%C% B!?&Dc##?$B& A!?B#%

%

无效感
#%?&BcD?&C& #D?$FcD?%"C &?&D!

%%

耗竭
#C?"DcD?&CF #D?D#cC?D$D "?CF!

疏离
##?$%cB?F!F ##?"DcB?F#! #?##%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已婚幼儿教师的总体满意

度和内部满意度维度极显著高于未婚幼儿教师"

G

$

"?"#

$已婚幼儿教师的外部满意度也显著高于未

婚幼儿教师"

G

$

"?"#

!在工作倦怠方面#未婚幼儿

教师在工作倦怠总体水平上显著高于已婚幼儿教

师"

G

$

"?"D

$未婚幼儿教师在无效感维度上极显

著高于已婚幼儿教师"

G

$

"?"#

$婚姻状况在幼儿

教师在耗竭+疏离这两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

不同园所性质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

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为了探测园所性质是否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

怠情况存在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

检验考察园所性

质效应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B

$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园所性质总体满意度和内

部满意度这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外部满意度这一

"F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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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维度上的差异显著"私立幼儿园教师显著高于公立

幼儿园教师"

G

$

"?"D

!在工作倦怠方面#园所性质

在工作倦怠各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表
B

!

园所性质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

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

1c:

&

公立%

6d#"F

& 私立%

6d#BB

&

;

总体满意度
$!?#Dc##?&%# $B?&CcF?#BD A#?$#D

内部满意度
&&?&&cB?%%! &&?$BcB?B$C A"?CF%

外部满意度
!"?CDcB?#B! !#?C#c&?!F$ A#?F%F

%

倦怠总分
B&?&Fc#!?$F% B&?$$c##?!"F A"?!DD

无效感
#C?D"cD?FFD #C?$!cD?C&" A"?!FC

耗竭
#D?BBcD?F$C #D?%%cC?&$% A"?DD#

疏离
##?BBcD?!DD ##?#$cB?CCD "?B!C

B?

不同学历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

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为了探究学历是否对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

工作倦怠情况存在影响"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

学历效应是否显著"结果见表
D

$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学历在工作满意度各个维

度上差异不显著$在工作倦怠方面#学历在工作倦

怠总分上存在极显著差异"

G

$

"?"#

$无效感这一

维度上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G

$

"?""#

$经
_/H

事后

检验发现#在工作倦怠和无效感维度上"学历本科和

大专的幼儿教师均显著低于学历中专或高中的幼儿

教师$

表
D

!

不同学历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

1c:

&

中专或高中 大专 本科
I _/H

总体满意度
$&?B$c#"?B%C $B?BCcF?BCC $"?$Fc##?!"& !?&FF

内部满意度
&&?B&cB?%!& &B?"%cB?!## &!?D!cD?!C$ !?#&"

外部满意度
!#?&Fc&?%%! !#?B%c&?BF% !"?!&c&?%B% !?!C"

倦怠总分
BB?%Bc#!?%FB B!?$Bc##?B$! B&?"!c##?CDB D?!#"

%%

#$$%

无效感
!%?FFcD?$F% #D?F%cD?&&F #B?%$cD?CF%

#"?B%B

%%%

#$$%

耗竭
#D?&$cD?$B% #D?CBcC?DB& #C?!$cC?"C! "?&&#

疏离
##?#CcB?F&B ##?#!cB?FBF ##?%%cB?%$% "?B%"

6 $C #!D D!

!!

D?

不同教龄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

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为了探测教龄是否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情

况存在差异"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学历效应是

否显著"结果见表
C

$

表
C

!

不同教龄在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

1c:

&

#A&

年
BAC

年
$A#"

年
#"

年以上
I _/H

总体满意度
$#?C!c#"?#F# $D?CFc#"?#FC $B?B"c#"?#!& $B?B"cF?$&B

!?CFF

%

%$#!%$&

内部满意度
&!?F#cB?$"B &B?&$cB?$BC &B?"%cB?B#C &B?#CcB?BDC #?C$C

外部满意度
!"?CBc&?$$" !#?F%c&?C%% !#?BFc&?C"" !#?C%c&?BFC !?"#B

倦怠总分
BB?F#c#!?BC% B#?F"c#"?$## BB?##c#&?"B B#?&Fc#"?!D& #?&$$

无效感
#$?$"cD?!C& #C?D$cD?F!$ #D?$BcC?!$" #B?&BcC?"#F

B?#C%

%

&$%

耗竭
#D?D&cD?F&D #B?!$cB?B!B #$?&$c$?F"% #C?&FcC?%$! #?FDC

疏离
##?C%cD?!C! ##?"CcB?BCF ##?""cB?%BD #"?CCcB?BF& "?D$C

6 #!D BF &D BB

!!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教龄在总体工作满意度上

差异显著"

G

$

"?"D

$教龄在内部满意度和外部满

意度两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经
_/H

事后检验#在

总体满意度这一维度"教龄
BAC

年的幼儿教师显著

高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师"教龄
#"

年以上的幼

儿教师显著高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师$在工作

倦怠方面#不同教龄在工作倦怠总体水平差异不显

著$在无效感维度差异显著"

G

$

"?"D

$经
_/H

事

后检验#教龄
#"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的无效感显著低

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师$

#F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三&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的

相关分析

G4,*:(+

积差相关分析表明%表
$

&"幼儿教师的

工作满意度的三个维度中"工作满意度的总体满意

度+外部满意度+内部满意度三个维度与工作倦怠总

分和无效感+耗竭+疏离这三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工作满意度越高工作倦怠总体水平及各个维度

的程度越低$

表
$

!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总体满意度 内部满意度 外部满意度 倦怠总分 无效感 耗竭 疏离

总体满意度
#

内部满意度
"?F#B

%%%

#

外部满意度
"?%%D

%%%

"?C%!

%%%

#

倦怠总分
A"?BC"

%%%

A"?&F#

%%%

A"?BB"

%%%

#

无效感
A"?#FB

%%

A"?!"%

%%

A"?#&D

%

"?C"D

%%%

#

耗竭
A"?&%"

%%%

A"?&"!

%%%

A"?B"#

%%%

"?$#!

%%%

A"?"#! #

疏离
A"?B"$

%%%

A"?&!#

%%%

A"?B"#

%%%

"?%"F

%%%

"?&"D

%%%

"?B$C

%%%

#

!!

%四&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关

系"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总体满意度+内部满意

度+外部满意度三个维度为预测变量"以工作倦怠为

因变量$经逐步回归分析"排除内部满意度+外部满

意度$所得结果如表
%

所示"总体满意度维度解释

了工作倦怠的总变异程度的
!#?!̂

$

表
%

!

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Z

Z

!

'

Z

!

\4;, ;

工作倦怠 总体满意度
"?BC" "?!#! "?!"F AB?C"

A%?!#$

%%%

三$讨论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现状讨论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整体情况较好"工作满

意度水平较高"与赵锡明的研究中认为农村幼儿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的结果一

致,

F

-

$本研究中内部满意度略高于外部满意度和总

体满意度"外部满意度最低$说明幼儿教师在工作

中更多的是从内部自我效能感+奉献感+创造力出发

来获得满意度"在外部满意度方面可以考虑是由于

我国现阶段的幼儿教育特点"导致幼儿教师工作环

境一般"工作任务重"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导致$

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诸多

差异$在性别方面#不同性别的幼儿教师在工作满

意度上的差异不显著"王志红等在对大学教师工作

满意度的研究中也没有发现不同性别与工作满意度

各层面上有显著差异,

#"

-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所要承担的社会责

任开始平等$另一方面"由于从事幼儿教育的男性

幼儿教师较少"本研究选取的男性幼儿教师样本也

较少"存在样本较少导致的误差!在婚姻状况方面#

已婚幼儿教师的总体满意度和内部满意度维度极显

著高于未婚幼儿教师"已婚幼儿教师的外部满意度

也显著高于未婚幼儿教师$张德岐等的研究中发现

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在婚姻状况上也存在显著差

异,

##

-

$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幼儿教师在枯燥的教学

环境中"虽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婚姻给予了

他们很好的情感支撑$同时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

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他们爱的需要"会使

得已婚教师更好地适应工作和生活!在园所性质方

面#私立幼儿园教师的外部满意度高于公立幼儿园

教师$刘雄的研究中也发现私立幼儿教师在工作环

境+教师晋升+参与幼儿园管理等满意度方面比公立

幼儿教师高,

#!

-

$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于公立幼儿园"

私立幼儿园在教师晋升上唯才是用"薪酬待遇上绩

效优先"薪酬体系更合理!在学历方面#学历在工作

满意度各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包钰的研究也发现

教师工作满意度在学历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

-

"可

能是由于学历高的幼儿教师对于工作待遇的要求更

高"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会产生大材小用感"以至于

降低了高学历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在教龄方面#

教龄在总体工作满意度上差异显著"教龄在内部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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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幼儿教师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意度和外部满意度两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经

_/H

事后检验#在总体满意度这一维度"教龄
BAC

年的幼儿教师显著高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师"教

龄
#"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显著高于教龄
#A&

年的幼

儿教师$胡芳芳的研究也发现工作满意度在工作年

限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教龄越长其工作满意度越

高,

#B

-

$可能是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教师的阅

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单位里的话语权提升"使教

师更满意$

%二&幼儿教师工作倦怠的现状讨论

幼儿教师的工作倦怠总分以及无效感+耗竭+疏

离三个维度的平均分均低于
$

级计分的中值
B

"说

明幼儿教师工作倦怠水平较低$赵锡明的研究中也

发现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低于理论中值"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

F

-

$工作倦怠的耗竭维度平均分数最

高"这可能是由于幼儿教师面临的是幼儿"由于幼儿

年龄和身心发育的特点#好动"顽皮"自制能力低"自

我保护能力弱"因此需要幼儿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

来照顾幼儿"容易导致幼儿教师身心疲劳$疏离维

度平均分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幼儿教师人员流动性

比较小"很多公立教师进入公立幼儿园拿到编制后

会长期甚至终身从事幼教工作"容易建立长期密切

的关系"教师同事间的利益冲突较少"组织氛围更

和睦$

幼儿教师工作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也存在诸多

差异$在性别方面#不同性别幼儿教师在工作倦怠

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男性的工作倦怠总体水平高

于女性$在工作倦怠的疏离这一维度上也差异显

著"男性的疏离水平高于女性$这与以往的研究认

为职业倦怠在性别这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这一观点不相符,

#D

-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

更希望工作轻松稳定"自我实现的愿望相对于男性

稍低$她们喜欢从事使自己物质得到基本满足"情

感获得支撑"无需经常变动的工作"幼儿教师这一职

业满足女性的需求$而对于男性幼儿教师而言"他

们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想要获得自己的事业

和地位"而幼儿教师这一职业可能较难满足这一需

求!在婚姻方面#未婚幼儿教师在工作倦怠总体水平

上显著高于已婚幼儿教师"与李永鑫等的研究一

致,

#C

-

$因为相对未婚教师"他们从家庭中获得更多

的支持$家庭的支持对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非常重

要!在园所性质方面#园所性质在工作倦怠各个维度

上差异不显著$丁海东+李春芳也认为在办园体制

上"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无明显差异,

#$

-

$这可

能是由于不同性质幼儿园工作内容的差异不大导致

的!在学历方面#学历在工作倦怠总分和无效感维度

上存在极显著差异$经
_/H

事后检验发现#工作倦

怠总分和无效感维度上"学历本科和大专的幼儿教

师极显著低于学历中专或高中的幼儿教师$刘会

娟"李玉侠的研究中也发现中专或高中学历的幼儿

教师相比较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教师"表现出更大的

工作倦怠,

#%

-

$可能是因为受到更高水平教育的个

体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更开阔的视野来处理工作

中的问题!在教龄方面#不同教龄在工作倦怠总体水

平和耗竭+疏离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在无效感维

度差异显著$经
_/H

事后检验#教龄
#"

年以上的

幼儿教师的无效感显著低于教龄
#A&

年的幼儿教

师$徐富明等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倦怠的研究中得出

了同样的结果#教师的教龄越长"其成就感相对越

高,

#F

-

$老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更成熟

的教育教学观"与新教师相比"能够更理智娴熟的对

待教学工作中的问题"也就具有了较高的自我效能

感和较低的工作倦怠程度$

四$主要建议

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的工作满

意度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即幼儿教师工作满

意度水平越高"工作倦怠程度越低$这与以往对于

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的

关系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A!#

-

$工作倦怠的各个

维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并具

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通过实施一些提高幼

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措施可以改善幼儿教师的工作

倦怠$

%一&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建议

#?

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并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

地位"面对社会上部分人认为幼儿教师只是带孩子

的误区"应加强宣传"使社会和家长认识到幼儿教育

的重要性和幼儿教育的科学性"重视把握幼儿身心

发展的关键期$

!?

提高工资待遇"建立幼儿教师工资增长机制"

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遵循民主+科学+公正+透

明的原则"注意把握可操作性+有效性+精确性"使绩

效考核制度真正能够起到激励教师工作"帮助克服

倦怠的作用$

&?

要重视幼儿园环境建设"改善部分幼儿园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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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简陋+设备落后的现状"创造一个优质的幼儿

教育环境$

B?

面对部分农村幼儿园与城市幼儿园存在的师

资差距"在招聘教师时采取部分政策倾斜"鼓励年轻

的毕业生们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并建立教师

转岗培训制度"方便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二&对学校管理的建议

#?

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量"

减轻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杜绝大班化$

!?

幼儿园在日常管理中树立民主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风格"在学校营造相互尊重+平等的

工作氛围"应尽量给予教师专业自主权"发挥自主能

动性$

&?

提供进修学习机会"进一步提升幼儿教师专

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提高处理教学任务的能力$开

拓合理晋升通道"降低职业倦怠的无效感和耗竭感$

B?

提供幼儿教师心理辅导活动和职业生涯规划

指导"帮助教师排解负面情绪"认清职业发展道路"

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摆脱原地踏步感和迷

茫感$

%三&对幼儿教师个人的建议

#?

加强与家长沟通$部分家长过于重视幼儿识

字+背诵+算数等知识技能"急迫希望幼儿学习小学

知识"育儿观念比较落后$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幼儿

教师积极通过家长会等各种形式科普"促进家校合

作"让家长能充分理解支持教师"提高教学效能感$

!?

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特长"发现工作乐

趣"对自己的工作具有高度认同感$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更新教育观念"完善

知识结构$

&?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教育事业"在面对

工作倦怠等负面情绪时"积极求助"寻找合理的方法

排解发泄"不把负面情绪带入工作+带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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