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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近年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研究综述

刘鑫鑫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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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定义已经扩展到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就是教师职业压力(文章从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内涵'研究方法'来源'影响因素等方面综合国内外关于幼儿教

师职业压力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对未来教师职业压力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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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竞争日益激烈&职业压力己

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各个领域对职业压力的

研究也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教育界也不例外(

对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

'

&"

年代&当

今教育的改革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国教

师职业压力的研究也将成为教育领域研究发展的

趋势(

目前&社会和家长对担负学前教育重任的幼儿

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与一般人群相比&幼儿教师面

临更多的职业压力&幼儿教育者所感受到的压力程

度较高+

#

,

!G

(笔者通过对该领域一些研究的梳理与

评价&以此来了解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事实来源并

寻求应对压力策略以促进幼儿教育事业更好地

发展(

一$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内涵及研究

方法

%一&教师职业压力的内涵

对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早在上世纪
%"

年代就

已经开始了(申继亮将教师的职业压力定义为教师

因为职业所赋予的要求'期待和职责而感受到的压

力+

!

,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幼儿

教师职业压力的内涵界定也是在教师职业压力的基

础上进行的(曹蕊认为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是在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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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幼儿园这一特殊的教育环境中&由工作情境'

社会影响'家庭等一切发生在幼儿教师身上的不愉

快的情感经历包括由社会'幼儿园'教师自身以及家

庭因素引起的一切负面情感体验+

&

,

(王延伟认为幼

儿教师职业压力是指在幼儿教育这一职业环境中&

威胁性刺激持续作用&而引起的幼儿教师一系列的

生理'心理和行为活动改变的一种紧张情感体验与

状态+

'

,

(国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就

是在幼教现场因工作中的人和事所引起的一种情感

反应+

D

,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教师职业压力'幼儿教

师职业压力的内涵各有各的说法&但有共同点&即指

幼儿教师在工作情境中&在与人'事和物互动时&由

于个人资源不足而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因而产生的

负面情绪和紧张状态(

%二&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教师压力被不断被关注的同时&研究者

们编制了许多测量教师职业压力的工具&对幼儿教

师职业压力测量工具也是在测量教师职业压力工具

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下面是几种国内外常用的教师

工作压力问卷(

国外自上世纪
$"

年代就已经研究出教师职业

压力的成熟量表(

J),<-,-

$

#G$G

%编制了"职业生

活压力量表$

H_00

%#'

S3M1),e \)//

$

#G%$

%根据

教师教学情境中所感知的压力状况编制了"教学压

力事件量表$

[T0O

%#'

S.-+V

$

#G$"

%编制了"教师职

业压力因素问卷 $

[a0Jc

%#'美国南佛大学编制的

"工作压力和工作压力反应的调查#'英国的"教师职

业压力和满意度#

+

F@%

,

(

国内关于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借

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也研究出本土化的量表(

朱从书等人 $

!""!

%和程俊玲 $

!""'

%分别编制了中

小学教师职业压力问卷!许延礼'高峰强 $

!""&

%根

据高中教师工作压力源初步编制了-高中教师职业

压力量表.

+

$

,

F@%

!石林及其研究小组 $

!""D

%编制的

"教师工作压力问卷#!刘力全 $

!""%

%编制的"教师

工作压力源问卷#

+

G

,

(

上述问卷一般包括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两部分&

分别测查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以及职业压力给教师

带来的身体'心理和行为反应(由此可以看出&国内

外缺乏专门针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进行测量的工

具&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测量工具大多在以上测

量教师职业压力问卷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从而对

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进行测量(比如说&曹蕊在借

鉴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长春市幼儿教师职业压

力的现状研究.的调查问卷!王楠在东北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心理学院教授刘晓明编制的教师职业压力问

卷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问卷.

等等(

二$教师职业压力的来源研究

职业压力的来源指的是能够引起人紧张'不安

的环境或是刺激(幼儿教师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地位低'工作任务量大'承担责任大等一些因素&导

致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国内外学者对压力

的来源都有探讨&但国外一般倾向于从工作环境和

幼儿教师自身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国内倾向于

从社会因素'幼儿园因素和教师自身因素三个方面

进行研究&下面分别介绍(

%一&国外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源的研究

#?

身心所处环境和与周围人的互动

研究表明&教育工作者与幼儿家长的互动情况

是职业压力的最大来源&同事关系也是教师工作压

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同事相处融洽的幼儿教师

比那些与同事相处不愉快的教师体验到更少的压

力!与职业压力相反的概念&教育者的幸福感也被他

们与同事相处时的关系所影响!同时&幼儿教师身心

所处环境'工作条件'儿童行为问题和家长参与度也

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

,

!

C.3;),

和
I),,-

在幼

儿教师的工作环境中对他们的压力进行研究&发现

"人际关系'能力强弱'活动参与强度#这些因素会都

影响幼儿教师的身心状态+

##

,

(

!?

教师的自身因素

有研究发现教师的自身因素也是压力的主要来

源(一项研究调查了情绪对幼儿教育工作者压力的

影响&发现乐观主义教育者通常表现出积极的情绪&

她们能够用更多的耐心'爱心去照顾幼儿&她们接触

的幼儿也会体验到更多来自教师积极情绪&这些教

师也会感知较少的压力+

#!

,

#'"

(而且教学动机越强'

工作满意度越高的教师会感受到更多积极的情绪&

产生较少的职业压力+

#&

,

#DD

(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压

力通常来自于外界和自身&但由于某些研究结果的

不一致&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因素对工作压力的

感受最为重要&个体的内在特质在职业压力中所起

的中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对幼儿教师压力

来源应该多向度'多层面进行研究(

%二&国内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源的研究

国内对幼儿教师压力源的研究具体表现在工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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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人际关系'社会因素'自身因素几个方面(研

究表明&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源的研究聚焦在幼儿

家长方面和幼儿方面+

#'

,

'"

!同时&其他因素也是幼儿

教师职业压力重要来源&依次为)社会地位'评比考

核'工资待遇'个人成长'教学工作等等(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一般从三个方面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进行

探讨)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幼儿园因素&以下是近

些年来国内学者们对幼儿教师压力来源的一些研究

成果(

#?

社会因素

毋庸置疑&教师是社会的一员&社会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对幼儿教师的偏见以及教师的社会地位都

会让幼儿教师产生职业压力&同时&还包括社会对幼

儿教师地位不重视'收入和付出不对等'社会对幼儿

教师的高期望与高要求'教育改革+

#D

,

(张淑利以鄂

尔多斯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表明)在社

会方面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距为主要压力+

#F

,

(

社会支持对于减轻教师职业压力具有积极效

应+

#%

,

G

(还有研究认为&社会方面&如&来自幼儿园

工作氛围与人际关系的压力相对较小&而且近一半

的教师不能很好的应对自身的职业压力+

#$

,

''

&这都

可能危及教师的心理健康(

!?

教师自身因素

教师自身方面则以教师自我期望过高&比如&教

师自身的气质'性格'能力和价值观&能不能达到自

己所期望的标准+

#G

,

$!@$&

(以往研究证明&教师自身

对家庭的关注程度&比如&是否感受到家庭对自己工

作的支持'是否感到自身因为工作没有照顾到家庭

以及与子女的相处时间也是教师职业压力的来源!

同时&健康状态会影响生活'工作中对事情的应变能

力+

!"

,

&&@&'

(显而易见&教师自身应变能力不强&就会

导致许多事情做不了&这也是压力来源之一(

&?

幼儿园因素

幼儿教师工作的场所是幼儿园&幼儿园的管理'

制度和幼儿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都会让幼儿教师产生

压力(同时&包括家长对教师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受

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园管理方式'评价考核不客

观公正和园内人际关系不和谐等也都会让幼儿教师

产生压力+

#D

,

(任秀华等人从教学'日常工作和幼儿

园制度三个方面的研究证实)教学过程中的压力源

是幼儿的安全问题及家长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在日

常工作中的压力源为非教学事务繁杂和工作负荷

大!在幼儿园管理中的压力源为幼儿园的考核

评价+

!#

,

&&#

(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虽然从单方面对幼儿

教师职业压力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但是压力源不

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的&而且&对

于不同个体'个体所处不同环境&他们对压力的感知

情况也会不一样(

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幼儿教师职业压

力的影响

综述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幼儿教师的年龄'园所

性质'婚姻和学历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也会影响幼

儿教师的压力感知情况(一项对土耳其幼儿教师在

公立和私立幼儿园工作时经历的压力水平的调查显

示)教师的职业压力与教师的月收入'性别'职业经

历和年龄水平有关+

!!

,

D@#!

(

%一&园所性质

农村与城市'公办与民办幼儿教师均在社会地

位与发展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公办的幼

儿教师社会地位与发展得分要显著低于农村'民办

的幼儿教师&这或许表明城市'公办幼儿教师的经济

收入与社会声望均高于农村'民办幼儿教师+

!&

,

&"

(

以往研究表明&不同等级园幼儿教师总的工作压力&

示范园均值是大于其他等级园均值&说明示范园教

师工作压力大于一级园和其他等级幼儿园教师!不

同性质的幼儿园所面临的职业压力是不同

的+

!'

,

#&@#'

(张雯等人对北京市不同地区共
##!

名幼

儿教师进行职业压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公立园幼儿

教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均高于私立园(公立园中&

中心城区幼儿教师生理和心理反应显著高于远郊区

县!而私立园中&远郊区县幼儿教师的生理和心理反

应显著高于中心城区+

!D

,

#!F

(

%二&婚姻和学历

婚姻和学历也是影响教师职业压力的重要因

素(国外学者
d5,<])*

的研究表明&学历越高的教

师&所经受的压力越小+

!F

,

#%"@#%#

!专科学历的教师压

力均值大于本科学历的教师&已婚幼儿教师工作压

力略高于未婚幼儿教师工作压力(但是&赵海云的

研究却表明&不同婚姻状况和学历对幼儿园教师整

体工作压力的感受程度并无显著的差异存在+

!%

,

(

%三&年龄

随着幼儿教师年龄变化&看待事物'看待人的方

式也会随之改变&所感受的压力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林琳的研究均发现幼儿教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

衰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程度均不断增长+

!$

,

(秦旭芳

等人的研究表明&感到压力强度最大的教师是工作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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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年的教师&而且学历越高感受到的压力强度

越大+

!G

,

'&@''

(

%四&职业压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职业压力会对身心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张大均

等人的研究表明职业压力会影响教师对职业的认

同&同时&还会影响自身的职业幸福感+

&"

,

!王楠在探

讨职业压力对职业倦怠影响时发现&幼儿教师的职

业压力整体水平一般&随着职业压力的产生&继而职

业倦怠也会产生+

&#

,

(同时&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

学校中&教师会感知到更多的压力&这会影响班里幼

儿的知识掌握'执行能力的发展+

&!

,

$$"@G""

(

综上所述&幼儿教师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园所

性质'婚姻状况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让幼儿教师产生

职业压力&对职业压力的感知也会影响教师自身行

为和幼儿身心某些方面&比如&教师自身的幸福感'

职业倦怠以及幼儿能力的发展(

四$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现状及展望

综述国内外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文献可知&幼

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已经从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

实证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些研

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探究未

来研究取向(

%一&现状评价

#?

多使用问卷调查"没有实地观察或是访谈

综上研究可知&国内外非常关注幼儿教师职业

压力对教师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的影响&但是&回顾国

内外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相关文献发现&研究

大多以一份问卷调查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现状及来

源&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主要是被试的主观判断&有

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无法确认教师自身的判断是

否准确(

!?

研究对象具有局限性

当前研究对象聚焦于某一教师群体&而地域'文

化差异会导致教师面临不同的压力(国内外多是针

对城市幼儿教师和少数农村幼儿教师进行的研究&

虽然国外涉及到特殊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但缺乏

跨地区的研究&仅对某一地区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

推论有限(因此&扩大取样范围十分必要(

&?

缺乏压力应对策略的研究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是解决当今幼儿教师职业发

展的关键问题(研究职业压力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压

力&而目前针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大多聚焦

在影响因素'来源'现状以及职业压力和其他变量的

研究(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不断发

展&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也应呈现多

元趋势(

%二&研究展望

#?

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国内外对教师职业压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已有

研究大多以量化的研究方法&缺少质性研究(而在

进行量化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单一测

量工具&数据资料的分析与整理大多采用描述分析'

相关分析和因素分析等简单的数据统计方式&虽然

可以了解幼儿教师职业压力的现状&但不能解释内

部深层因素&得到的结果普遍不一致(未来研究希

望能够使用微观视角&深入幼儿园中&在教学情境中

观察教师工作中的细节&同时&结合访谈进行深入探

究&补充作为观察者不能主观判断'被观察者又不能

用言语表达的细微之处&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当然研究方法不是越多越好&还要关注研究方法使

用的适切性(

!?

拓宽研究对象范围

教育界对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关注已久&得到了

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压力来自于工作环境'自身因素

和家庭方面(但不同地区'背景幼儿教师职业压力

的现状及来源如何&目前所知还非常有限&而且发表

的文献都仅限于区域性的研究&缺乏对比研究(建

议未来研究可以扩大研究对象&全面了解来自不同

背景的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国外的
H;

=

MCd[Ò

S_T0l

心理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和
TR;M)

全文数据

库'国内
S7\O

和万方数据库都收录许多关于教师

职业压力'心理行为问题的文献&建议未来研究可以

从这些文献入手&深入对比国内外幼儿教师职业压

力的产生机制(

&?

注重压力应对策略"加强干预研究

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不仅会影响个体心理健

康&还会影响其在工作中的表现(然而当前研究只

注重压力的来源与现状&对压力应对策略只是简略

带过&不够细化明确(研究职业压力的目的在于解

决职业压力&保证个体身心健康&今后研究的重点应

是职业压力的干预研究&让幼儿教师学会如何解决

职业中的压力&才能发挥最大效益(积极心理学的

兴起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倡导以健康'整

合的方式建立职业压力模型&压力应对策略不是简

单地组合&而是通过"认识///分析///应对///解

决#的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压力模型&从

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职业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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