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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师情绪劳动与职业倦怠关系密切&本研究采用连续分阶段整群抽样$以浙江省
!!#

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调

查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中成就感低落水平最高$玩世不恭水平最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在不同年龄'婚姻状

况'园所性质'工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教师情绪劳动中的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策略与职业倦怠中的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

及职业倦怠总均分存在显著负相关!表层加工与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成就感低落和职业倦怠总均分存在显著正相关&进

一步回归分析发现$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策略负向预测职业倦怠$表层加工策略正向预测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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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张金荣$叶鑫苗$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对其职业倦怠的影响

一"问题提出

*职业倦怠+一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弗洛登伯

格"

I*4)M4+=4*

Q

4*

#于
#FA&

年提出$用来描述助人

的服务行业工作者&在马斯拉奇"

Z,:-,L0

#看来$

职业倦怠可以分成三个维度$即情绪耗竭"情绪情感

上过度消耗造成的极度疲劳状态#'去人性化"用消

极'冷漠'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服务对象$将

服务对象物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对自己的工作能

力和获得成功的信心下降#

,

#

-

&此后$职业倦怠的相

关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马斯拉奇和杰克

逊"

',LV:(+

#编制的职业倦怠量表"

Z[S

#也被应用

到各行各业的职业倦怠研究中&教师是职业倦怠的

高发群体,

!

-

&教师职业倦怠主要是指教师长期在高

压的工作情境中$受工作中持续的消极情绪和复杂

的人际关系影响所引发的一种在情感'态度'行为等

方面表现出精疲力竭的异常精神状态&教师职业倦

怠程度的增长$不仅会影响教师自身的身心健康$而

且会因其对工作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对儿童的发展

造成消极的影响&

关于教师职业倦怠$

d e,+

Q

提出影响教师职

业倦怠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

对方式和人格,

%

-

$教师的感恩水平'职业认同'工作

满意度'教学效能感等因素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负

相关,

&̂C

-

$教师职业倦怠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主观幸

福感和离职倾向&赵寅汝研究得出中学教师职业倦

怠水平越高$离职倾向越明显,

A

-

!梁丰认为幼儿教师

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

$

-

&随着研究

的深入$社会上逐渐提出了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的命

题$但所提出的干预策略$诸如提高教师待遇'创设

良好工作环境'让教师参与管理等,

F

-

$都忽视了教师

自身的情绪体验和调试能力&

姚计海研究提出中小学教师的情绪智力对其职

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

!朴银姬对延边

地区小学教师的研究得出$积极情绪可以负向预测

职业倦怠,

##

-

!崔卫平提出小学教师情绪劳动与职业

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

#!

-

&大量经验和研究使人们

相信教师的情绪影响着教师自身的内在动机和心理

健康$同时也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水平$过多负性情绪

的积累往往会引发各种职业倦怠&

目前$情绪对工作状态影响的研究热点聚焦在情

绪劳动策略的作用机制上&*情绪劳动+一词早在

#F$%

年就已经由美国社会学者霍赫希尔德提出$其

最初用来分析服务业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指雇员控制

情绪并运用语言与肢体动作$营造出足以让服务对象

产生备受关怀以及安全'愉快心情的一种工作表

现,

#%

-

Â$

&

`6OMU,*M:

研究表明$教师在与儿童互动

过程中体验到了情绪劳动$并且情绪劳动受一定因素

影响,

#&

-

&由于教师情绪能引发学生特定的情绪$教

学是以师生互动为基础的$且教师的情绪活动是处于

控制之中的$因此教师基本具备了情绪劳动者的特

征,

#B̂#C

-

&当个体觉察到情绪表现与组织要求的情绪

规则之间有差异时$个体会采用策略进行情绪表现调

整$以减少行为与规则之间的差异&这种应对情绪劳

动的方法即情绪劳动策略&情绪劳动策略有三种不

同的类型$即自然调节"指员工自然'真实地表达工作

环境中体验到的情绪$无需从认知上或表情行为上付

出调控的努力#'深层加工"着重调整对工作环境及相

关要求的认知$使个体内心认知加工与组织需要的工

作情绪保持一致#和表层加工"着重调控表情行为$如

面部表情'动作'姿势'声音语气等$从表面上符合组

织需要的情绪展现规则#&

在对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关系的研究

中$刘永广对安徽省
&

个市的中小学教师进行了研

究$研究表明$情绪劳动'职业倦怠与情绪弹性三者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A

-

!尹珊珊采用国外情绪劳动问

卷研究了江西南昌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对职业倦怠

的影响$研究表明$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程度越高$越

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

-

!毛晋平提出中小学教师的表

面行为正向预测职业倦怠$深层行为'自然行为负向

预测职业倦怠,

#F

-

!蒋席家'孙阳在研究中小学和幼

儿教师时表明$情绪耗竭与自然行为'深层行为呈显

著负相关$与表层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

-

&

从以往研究来看$研究对象上主要是针对中小

学教师$对幼儿教师研究相对缺乏&已有幼儿教师

的研究中$尹珊珊采用的是国外
H24.4+M(*..

的情绪

劳动方式量表$不足以说明我国教师情绪劳动现

状,

#$

-

!孙阳仅研究了教师职业倦怠中的一个*情绪

耗竭+指标$缺乏对去人性化'低成就感指标的探

讨,

!#

-

&本研究着眼于探讨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

和职业倦怠的现状及其之间的关系$提升幼儿教师

情绪素养以改善职业倦怠$丰富教师情绪劳动与职

业倦怠的理论与实践&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取

本研究采取连续分阶段整群抽样$选取浙江省

多个市区的在职幼儿教师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小组

事先与幼儿园园长进行沟通$获得进园发放问卷的

机会&问卷测试前$由研究者讲解指导语与注意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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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幼儿教师自行选择空余时间完成问卷&数日

后$在园长帮助下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

份$回

收
!&F

份$回收率
$%?""W

!其中有效问卷
!!#

份$

有效率
$$?ACW

&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地区基本覆盖浙江

省各个市区$杭州"

C

人#'宁波"

#"

人#'温州"

!C

人#'绍兴"

#

人#'湖州"

#%A

人#'嘉兴"

!A

人#'金华

"

%

人#'台州"

C

人#'丽水"

B

人#&其中$公办园所

#F%

人"占
$A?%%W

#$民办园所
!$

人"占
#!?CAW

#&

女性教师
!#F

人"占
FF?#"W

#$男性教师
!

人"占

"YF"W

#&已婚教师
#%&

人"占
C"?C%W

#$未婚教师

$A

人"占
%F?%AW

#&从年龄分布来看$

!#̂%"

岁教

师
#B#

人$

%#̂&"

岁教师
B&

人$

&#̂B"

岁幼儿教师
#C

人&从教龄分布来看$

#

年以下教龄
#"

人$

#̂%

年教

龄
CC

人$

&̂C

年教龄
B%

人$

Â#!

年教龄
B&

人$

#!

年

以上
%$

人&从最后学历分布来看$中专"高中#

&

人$大专
$!

人$本科
#%B

人&从工资分布来看$

!"""

元以内
!

人$

!"""̂%"""

元
F#

人$

%"""̂&"""

元
C%

人$

&"""̂B"""

元
%C

人$

B"""

元以上
!F

人&

#二$研究工具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量表

本研究采用东北师范大学孙阳等人修订的0幼

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量表1$其原型是由
H24.4+M(*̂

..

$

X*(

<

-4

和
D(::4*,+M

编制的0情绪劳动策略量

表1"

R0447(;2(+,--,=(*:;*,;4;24::L,-4

$

Ò /

#$用

于测量工作中服务行业人员的情绪表达行为&该问

卷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为自然调节'深层加工和表

层加工&其中自然调节维度为
%

个项目$深层加工

维度为
&

个项目$表层加工维度为
A

个项目$共
#&

个项目&问卷采用
B

点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各维度项目的平均分代表各维度得

分$得分越高$表明越采用该种情绪劳动&问卷总体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A&F

$说明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良好&

!?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问卷

采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Z,:-,L0

和
',:V:(+

联

合开发的
Z,:-,L0

工作倦怠问卷"

Z,:-,L0[)*+();

S+94+;(*

<

$

Z[S

#$

Z[S

共有三个版本...服务版'

教育版'通用版&本研究所采用的是
#FFC

年出版的

通用版$它淡化了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从而适

用于更为广泛的工作人群&经国内研究者李超平等

进行中文版修订后$该问卷包括三个维度%情绪衰

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其中情绪衰竭维度为

B

个项目$玩世不恭维度为
&

个项目$成就感低落维

度为
C

个项目$共
#B

个项目&问卷采用
A

点量表评

定$

"

代表*从不+$

C

代表*每天+$成就感低落维度反

向计分&被试在量表上的维度越高表示职业倦怠感

越高&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说明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对问卷进行筛选后$采用
/G//#F?"

对数据进

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总体特点

表
#

!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描述统计#

$\!!#

$

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情绪衰竭
#?FA "?F&

玩世不恭
#?%% "?F!

成就感低落
!?B! #?"$

职业倦怠总均分
#?F& "?A%

如表
#

所示$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及各维度的均

值均低于五点计分法的中点临界值
%?""

$表明幼儿

教师职业倦怠总体水平中等偏下$其中成就感低落

平均分最高为
!?B!

$标准差为
#?"$

!玩世不恭平均

分最低为
#?%%

$标准差为
"?F!

&

#二$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

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I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来验证人口统计学变量$研究发现$教龄'学历'性

别等方面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影响不显著&如表
!

所示$年龄'婚姻状况'园所性质'工资对幼儿教师职

业倦怠及其各个维度影响显著&在园所性质上$公

办幼儿园教师的玩世不恭水平显著高于民办幼儿园

教师"

H

%

"?"B

#!在婚姻状况上$未婚教师的成就感

低落水平显著高于已婚教师"

H

%

"?"B

#!在年龄上$

不同年龄教师的职业倦怠总均分及其成就感低落水

平存在显著差异"

H

%

"?"B

#$从均值来看$

!#̂%"

岁

教师得分最高$

&#̂B"

岁教师得分最低$事后检验显

示$

!#̂%"

岁的幼儿教师在职业倦怠总均分和成就

感低落水平上显著高于
&#

!

B"

岁的幼儿教师!在工

资上$不同工资教师的情绪衰竭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H

%

"?"B

#$其职业倦怠总均分差异也极其显著"

H

\"?"#

#$从均值上看$

!"""

元工资以内的得分最

高$

B"""

元以上的得分最低$事后检验表明$在情绪

衰竭水平上$

!"""

元以内工资的教师显著高于
%"""

元以上工资的教师$

!"""̂%"""

元工资的教师显著

高于
B"""

元以上的教师$在玩世不水平上$

!"""

元

以内工资的教师显著高于
!"""

元以上的教师$在成

就感低落水平上$

!"""̂%"""

元工资的教师显著高

于
B"""

元以上工资的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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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方差分析#

Nf:O

$

变量 自变量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 成就感低落 职业倦怠总均分

年龄

!#̂%"

岁
!?"#f"?F" #?%Cf"?F" !?CBf#?"C !?""f"?A#

%#̂&"

岁
#?F"f"?$F #?%&f"?FC !?%!f#?#! #?$Bf"?AB

&#̂B"

岁
#?A$f#?&! "?F!f#?$F #?FAf"?F! #?BBf"?AA

J "?C!& #?CA$

&?#BB

#

%?!F&

#

H "?B%A "?#$F "?"#A "?"%F

婚姻

状况

已婚
#?F%f"?FC #?!$f"?F! !?%Af#?#& #?$Cf"?AB

未婚
!?"!f"?FB #?%Ff"?F% !?ABf"?F& !?"Bf"?CF

I @"?A%C @"?$"A

@!?BA$

#

@#?F!%

H "?&C% "?&!# "?"## "?"BC

园所

性质

公办
#?F$f"?F$ #?%Ff"?F% !?&Ff#?"B #?FBf"?AB

民办
#?$Bf"?CA "?F#f"?A# !?A"f#?!$ #?$!f"?BF

I "?CF%

!?B$!

#

@"?FB" "?F"#

H "?&$F "?"#" "?%&% "?%C$

工资

!"""

元以内
%?%"f"?FF !?$$f"?#$ !?B$f"?$! !?F!f"?##

!"""̂%"""

元
!?#!f#?"" #?%Af#?"& !?ACf#?"" !?"$f"?A&

%"""̂&"""

元
#?F&f"?$F #?%!f"?$! !?&!f#?!C #?F"f"?A!

&"""̂B"""

元
#?$Bf"?FA #?!%f"?AB !?&"f"?F# #?$%f"?A"

B"""

元以上
#?BCf"?CA #?!#f"?$$ !?#&f"?F$ #?C&f"?CC

I

%?#C&

#

#?A#! !?!AC

%?&#A

##

G "?"#B "?#&F "?"C! "?"#"

!!

注%

#

H

$

"?"B

$

##

H

$

"?"#

$

###

H

$

"?""#

&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现状

如表
%

所示$自然调节的平均分最高为
&?"B

$标

准差为
"?C#

!表层加工的平均分最低为
%?"F

$标准差

为
"?BA

!深层加工的平均分居中为
%?$C

$标准差为
"?

BF

!自然调节'表层加工'深层加工'情绪劳动的平均

分均高于五点计分法的中等临界值
%?""

&由上可知$

幼儿教师采用自然调节的情绪劳动策略最为普遍$幼

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的总体水平中等偏上&

表
%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的描述统计#

$\!!#

$

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自然调节
&?"B "?C#

表层加工
%?"F "?BA

深层加工
%?$C "?BF

情绪劳动总均分
%?B! "?&&

#四$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的相关

分析

如表
&

所示$情绪劳动策略的自然调节与职业

倦怠中的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以及职业倦怠总分

存在显著负相关!表层加工与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

竭'成就感低落'职业倦怠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深

层加工与职业倦怠中的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以及

职业倦怠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幼

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各因子之间基本处

于中低度的负相关&

表
&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情绪

衰竭

玩世

不恭

成就感

低落

职业倦

怠总分
自然调节

@"?##! @"?!#F

##

@"?#AF

##

@"?!!A

##

表层加工
"?#B"

#

"?#"C "?#!A

#

"?#AB

##

深层加工
@"?""% @"?#CA

#

@"?#&#

#

@"?#&"

#

情绪劳动总均分
"?"C# @"?"C" @"?"!B @"?""F

!!

注%

#

H

$

"?"B

$

##

H

$

"?"#

$

###

H

$

"?""#

&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对职业倦怠的回归

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

怠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以情绪劳动为自变量$职业倦

怠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
B

所示$在对职业倦怠情绪衰竭的预测中$只

有表层加工进入回归方程$其解释率为
#?$W

$建立

回归方程为%

.

\"P!B<_#P#FA

!在对玩世不恭的预

测中$自然调节进入回归方程$其解释率为
&?%W

$

建立回归方程为%

.

\@"P%%<_!PCC&

!在对成就感

低落和职业倦怠总分的预测中$自然调节'表层加

工'深层加工进入方程$解释率分别为
C?%W

和

FY$W

$建立回归方程分别是%

.

QR

"Y#%A<

#

S

"Y&BC<

!

R

"Y&"%<

%

S

%Y!!#

和
.

QR

"Y#%A<

#

S

"Y&BC<

!

R

"Y&"%<

%

S

%Y!!#

$其中
<

#

表示自然调

节$

<

!

表示表层加工$

<

%

表示深层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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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对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进入的自变量 因变量
!!!!

-

!值
&

-

!

F

值
[4;,

"

!

#

9

值

表层加工 情绪衰竭
"?"!! "?"#$ "?!B" "?#B"

!?!&"

#

自然调节 玩世不恭
"?"&$ "?"&% @"?%%" @"?!#F

@%?%#C

###

自然调节
@"?#%A @"?"A$ @"?FFB

表层加工 成就感低落
"?"AC "?"C% "?&BC "?!&"

%?"A%

##

深层加工
@"?&"% @"?!!#

@!?&&$

#

自然调节
@"?#B& @"?#!F @#?CAC

表层加工 职业倦怠总均分
"?##" "?"F$ "?%A% "?!$F

%?ACC

###

深层加工
@"?!A! @"?!#F

@!?&A#

#

!!

注%

#

H

$

"?"B

$

##

H

$

"?"#

$

###

H

$

"?""#

&

四"讨论与建议

#一$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特点分析

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体水平中等

偏下$其中成就感低落水平最高$玩世不恭水平最

低$这与文榕华研究一致,

&

-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在社会对幼儿教师的支持下$幼儿教师逐渐

具有了较好的自我调控的能力$在他们遇到情绪起

伏和挫折时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更好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在年龄'婚姻状况'园所性质'工资上

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有显著差异$而在教龄'学历'

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园所性质上$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玩世不恭水

平显著高于民办幼儿园教师$这与刘国权研究结果

一致,

!!

-

&该结果说明公办幼儿园教师对工作的热

情度和投入度不高$这可能是因为公办幼儿园中严

格的教学管理和考核制度使得幼儿教师因长期处于

高压的环境中而逐渐失去新鲜感$并且由于公办幼

儿园的教师队伍学历高'能力强$但在有限的发展空

间和社会待遇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幼儿教

师的工作热情逐渐减弱&

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与闫丽雯研究结果不一

致,

!%

-

&其研究表明
&#̂B"

岁教师职业倦怠水平最

高&本研究发现
!#̂%"

岁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总均

分和成就感低落水平显著高于
&#̂B"

岁幼儿教师$

未婚教师的成就感低落水平显著高于已婚教师&出

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
!#̂%"

岁幼儿教师

的队伍庞大$在同等条件优秀的同事中所承受的压

力和竞争非常大$极其容易处于退步或原地踏步的

阶段$从而造成内心成就感低落!原因之二可能由于

年轻未婚幼儿教师初入社会$对未知的工作充满了

热情和期待$自我期望较高$但真正接触后发现与理

想中的状态相差甚远$同时又缺乏良好的心态调节

的方法$加剧了不良情绪的出现&

在工资上$本研究发现不同工资水平的幼儿教

师职业倦怠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工资越高的幼儿教

师职业倦怠水平越低&这与闫丽雯,

!%

-的研究结果

一致&丰厚的工资能够激励幼儿教师的工作动力和

工作热情&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的相关分析大多表明$情绪劳动的

自然调节'深层加工与职业倦怠总体呈显著负相关$

表层加工与职业倦怠总体呈显著正相关$但在各个

维度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刘永广指出情绪劳动整

体和情绪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呈显著正相

关,

#A

-

!尹珊珊研究发现自然调节'深层加工策略对

情绪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呈显著负相关$表

层加工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呈显著正相关,

#$

-

!毛

晋平研究表明深层加工对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呈

显著负相关,

#F

-

&本研究发现$情绪劳动中的自然调

节与深层加工对职业倦怠的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

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表层加

工与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成就感低落和职业倦

怠总均分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推测$随着教师

运用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策略频率的增加$其职业

倦怠程度将会有效降低&

[*(;04*2M

Q

4XZ

研究指出表层加工策略的使

用致使个体情感体验与认知评价之间产生不一致$

耗费一定的心力$引起个体自我真实感下降$进而产

生了职业倦怠,

!&

-

&幼儿教师表层加工策略越多$内

外不一致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起紧张和压力$更容易

产生职业倦怠&而
b,

J

.H

则指出深层行为能够使

得个体内心感受与外在情绪表现统一起来$出现了

更多的自我真实感$有利于避免情绪失调$降低情绪

衰竭而导致的职业倦怠,

!B

-

&由于自然调节和深层

加工都是个体通过内心主动地与组织的要求保持一

致的行为$能产生更多的工作胜任感$因而较少产生

内心的负担$更不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回归分析发现$表层加工对情绪衰竭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自然调节对玩世不恭具有显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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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预测作用$表层加工对成就感低落'职业倦怠总

均分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深层加工对成就感

低落'职业倦怠总均分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可见$表层加工对职业倦怠各维度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对职业倦怠各维度具有负

向预测作用$这与毛晋平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

#F

-

&

#三$教育建议

#?

对幼儿教师的建议

"

#

#合理定位自我职业期望$尊重和热爱幼儿

幼儿教师所面对的直接对象为具有特殊性的幼

儿$间接对象为具有复杂性的幼儿家长$其需要付出

的情绪劳动比其他职业更为辛苦和重要&幼儿教师

需要以尊重和热爱幼儿为一切生活'教育活动的出

发点$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培养个人兴趣$更新教

育观念$为自己树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定位$有助于减

轻情绪劳动所造成的资源内耗&

"

!

#以问题为中心$以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策略

为主

幼儿教师是一份长久的职业$教师应该注重分

析情绪失控的原因以及解决路径$从根本上克服情

绪问题$避免负性情绪的堆积&教师应该从自身出

发$分析个体性格等方面因素以及情绪压力的真正

来源$以自然调节和深层加工策略为主来调节自身

不稳定情绪$即便是内心感受与外在认知评价存在

出入时$也能够冷静地对现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

%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更好驾驭自己的情绪

社会支持是劳动者的一剂良药$幼儿教师应充

分利用社会'家庭'朋友等社会力量来使自己得到身

心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年轻教师可以多向经验

丰富的中年教师讨教情绪调节的方式$学会换位思

考$合理利用身边的资源及时转移和宣泄不良情绪$

更好地驾驭自己的情绪&

!?

对幼儿园的建议

"

#

#尊重教师合理需求$坚持以人为本

幼儿园管理层应重视民主和平等$以人为本$尊

重和满足幼儿教师的合理需求$积极配合教师教学

任务的完成$增强幼儿教师的自信心与责任心$适度

减轻工作负荷$使她们有一定的空余时间进行自我

调整和完善&

"

!

#薪酬体现教师情绪劳动质量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强度较高$会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职业倦怠$幼儿园应适当增加薪酬$使教师因长

期的情绪劳动所耗费的身心资源能够及时有效得到

补充$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减缓职业倦怠&

"

%

#提高情绪劳动在师资队伍培训课程中的

地位

据目前国内师资培训课程来看$极少有以教师

情绪为重点的培训&因此$提高情绪劳动在师资队

伍培训课程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通过培

训对教师深层加工的能力进行专项训练$提高处理

情绪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

观'教师观'教育观&

五"结论

"

#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体水平中等偏低$其中

成就感低落水平最高$玩世不恭水平最低&

"

!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水平在年龄'园所性质'

婚姻状况'工资上存在显著差异&

"

%

#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各维度和职业倦怠

各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情绪劳动策略的自然

调节与职业倦怠中的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以及职

业倦怠总均分存在显著负相关!表层加工与职业倦

怠中的情绪衰竭'成就感低落'职业倦怠总均分存在

显著正相关!深层加工与职业倦怠中的玩世不恭'成

就感低落以及职业倦怠总均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情

绪劳动总均分和职业倦怠各维度相关均不显著&

"

&

#深层行为与自然行为策略对工作倦怠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表层行为策略对工作倦怠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部分被试对于填答问卷的

回避态度可能影响了本研究结果$希望在今后的研

究中能够有所补充&总体而言$幼儿教师情绪劳动

策略是职业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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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师学习走向创意生态$即是引入创意生

态的理念'方法和手段统整学习过程$开发创意学习

课程$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将课堂学习'线上学习'

社会实践'全媒体资源整合$以项目学习为基轴展

开$从五个课程维度开展和整合学习&当前需要以

学科为主体$将线下课程'线上课程和研究性课程'

实训课程统整成为一个有序而高效的课程体系&为

确保实现学习资源整统落地$可以邀请职前'职后教

师共同参与课程与教材内容的开发&课堂教学改革

必须联系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态$还要关注课程与教

材的创意研发$依据全媒体教材的写作模式$在优化

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为学前教师艺术教育的创新学

习提供丰富的创意学习方案$教材类型'课程资源全

面而具有生态性&同时$追踪前沿$贴近国际$联通

国内外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助力学前教师艺术教育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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