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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442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职业倦怠量表、离职意向量表，考察幼儿教师正念水平

对其离职意向的影响，并分析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职业倦怠和离职意

向较低；（2）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在职业倦怠总体及其去个性化、低成就感维度和离职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历和不同园

所性质的幼儿教师在正念水平和离职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3）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总体、离职意向之间均存在极其

显著相关，幼儿教师正念水平既直接影响其离职意向，也以职业倦怠为中介间接影响其离职意向，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

平和离职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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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ook 442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used the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job burn-

out scal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indfulness level on their turnover intention，and analyzed the me-

diating mechanism of job burn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when kindergarten teachers’mindfulness level was above medium level，

the scores of job burnou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were relatively lower;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b burnout，depersonal-

ization,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amo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of different teaching ages，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indfulness level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

ground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kindergartens; (3) the mindfulness level，job burnou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and the mindfulness level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turnover intention but also indi-

rectly affected turnover intention by job burnout which played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mindfulness level and

turnover intention.

Key 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mindfulness level; job burnout; turnover intention

收稿日期：2020-10-12；修回日期：2020-10-17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西部项目（XHA200284）

作者简介：程秀兰，女，河南夏邑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教师

教育；张慧，女，宁夏吴忠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曹金金，河南开封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硕士研究生；马艳，甘肃兰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年12月
第36卷 第12期

December 2020
Vol.36 No.12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12期

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

延续性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办好学前教育、

实现幼有所育”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学前教育置

于国计民生的高度。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指出，合格、稳定、优质的师资队伍是实现普

惠优质学前教育的重要保障。然而，长期以来我

国幼儿教师队伍普遍存在流失率高、流动性强的

不稳定现象[1]，致使师资短缺问题严重，成为牵制

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和学前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

一大瓶颈。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

策从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体系、社会保障、工资待

遇等多个方面为稳定幼儿教师队伍提供了重要

保障，但因我国学前教育基础薄弱，“依法保障幼

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尚未能及时落到实处，加

之幼儿教师因其职业特殊性而面临多方面压力，

幼儿教师离职问题依然严峻。离职意向是个体

离职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且最有效的预测变量[2]，

探明影响幼儿教师离职意向的因素，寻找科学有

效的方法帮助幼儿教师降低离职意向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离职意向（Turnover Intention）是指个体离职

行为发生之前的一种认知活动或心理状态，是个

体在一定时期内对离开、变换其职业或工作单位

的主观的可能性[3]。离职意向是个体离职认知的

最后阶段，其高低程度决定了实际离职行为。因

为离职行为的潜伏周期较长，无法被研究者直接

观测，因此通过研究离职意向来预判个体的离职

行为是工作场所中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概

观以往幼儿教师离职意向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

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两个角度来探讨其对

幼儿教师离职意向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其中保护

性因素涉及到组织层面的较多，如幼儿园组织气

氛[4]和组织支持[5]等，而很少有研究从个体心理资

源角度来探讨幼儿教师离职意向的保护性因

素。新兴研究提出正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心理资

源，可能对降低个体离职意向起到关键性作用。

正念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的、非判断

性的意识状态，包括对个体内部经验（思维、情绪

等）及外部事件的觉知，并采取开放、好奇、非判

断的取向[6-7]。Brown和Ryan研究认为正念具有类

状态特征，即正念的水平因个体情况而异，任何

个体都有一定的正念能力或水平，但表现出可靠

的个体差异[8]。本研究中，我们将正念视为一种

可以通过自我报告进行评估的性格结构，更多表

现为个体在工作环境中的专注程度。正念在工

作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积极促进绩效水

平、工作投入等[9]关键工作成果，同时与离职意向

密切相关[10]。已有研究认为在动态的工作环境

中，企业员工正念水平与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

在控制其工作投入后，这种关系仍然显著[9]，并认

为有意识的个体不太可能表现出离职意向，因为

他们能够有效应对并管理工作中的压力需求。

这一论断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正念水平可以

通过工作满意度、家庭—工作平衡的中介效应减

少离职意向[11]。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幼儿教

师正念水平能显著负向预测其离职意向（H1）。

个体正念可能降低其离职意向，但它们之间

的联系如何发生？以往研究在探讨正念对工作

领域变量影响机制时发现，职业倦怠发挥着重要

中介作用。职业倦怠是指个体无法应对工作中

的各种压力而诱发的一种身体和情绪上的衰竭

症状，是一种较为持久性的不良状态，具体表现

为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12]。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JD-R）的能量耗竭过程[13]认为，持续

的工作要求会逐渐消耗个体的身心资源，加之工

作资源受到威胁时，就会导致焦虑、压力、倦怠等

消极结果出现，但个体若拥有充裕的个人资源(如

正念)，就可以缓解以上消极结果[14-15]。已有研究

证实教师正念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

及其各维度，尤其是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维度[15]，

具有较高正念水平的教师比低正念水平的教师

更少体验到职业倦怠感[16-17]。此外，职业倦怠对

离职意向存在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从职业倦怠

引起的后果来看，员工离职行为是其职业倦怠导

致的负面影响中的最终环节和高潮结果[18]。这得

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赵崇莲和郑涌[19]、赵寅

汝[20]、黄旭[5]等人分别以高校专职心理教师、中学

教师、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均得出了职业倦怠

对离职意向有显著预测作用的一致结论，也即教

师职业倦怠程度越严重，其离职意向越高。综

上，职业倦怠一方面会受到个体心理资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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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个体离职意向或离职行

为的产生。但目前关于正念与离职意向的实证

研究仍然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组织管理领域，

鲜少涉及教育领域教师职业，尤其是幼儿教师群

体。目前还不清楚正念水平是否或在多大程度

上与幼儿教师离职意向相关，且对此关系中介机

制的研究近乎空白，即幼儿教师正念水平通过哪

些重要近端因子，“怎样”影响其离职意向。据

此，本研究聚焦于幼儿教师群体，提出假设2：职

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意向关系之

间起显著中介作用（H2）。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为自

变量（X），离职意向为因变量（Y），职业倦怠（M）

为中介变量，基于上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H1，

H2）建构如下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试图揭示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影响其离职意向的内部机理，

从正念的角度为预防和应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

和离职意向提供量化研究成果支持。

职业倦怠

正念水平 离职意向

图1 职业倦怠在正念水平与离职意向之间

的中介效应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施测程序

本研究基于方便抽样的原则，从陕西省学前

教育研究会组织实施的“幼儿园五大领域教学知

识（PCK）研训会”参训幼儿教师中随机选取被试

共442人，通过现场集中发放填写并即时回收的

方法施测。共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442份，其

中男性幼儿教师16人，女性幼儿教师426人；入职

5年及以下幼儿教师200人，入职6~10年92人，入

职11~15年64人，入职16~20年51人，入职21年

及以上35人；公办园教师269人，民办园教师173

人；中专或高中及以下学历幼儿教师5人，大专学

历112人，本科学历303人，硕士及以上22人。

（二）研究工具

1.幼儿教师基本情况问卷

采用自编的《幼儿教师基本情况问卷》对被

试进行调查，调查信息包括被试性别、教龄、学

历、所在园所性质等人口学变量信息。

2. 正 念 注 意 觉 知 量 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

采用Brown和Ryan编制、陈思佚等修订的正

念注意觉知量表[21]测量幼儿教师当前注意和觉察

力的正念水平。该量表共15个项目，为单一维

度，采用1（几乎总是）～6（几乎从不）6级评分，得

分越高表明教师的正念水平越高。经检验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8。

3. 职业倦怠量表（The Maslach Burnout In-

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

采用Schaufeli等编制、李超平和时勘修订的

中文版职业倦怠量表[22]测量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

程度。该量表共16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分别

为情绪衰竭（5个项目）、去个性化（5个项目）、低

成就感（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

示个体职业倦怠程度越严重。经检验本研究中

职业倦怠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8，情绪衰竭维度

为0.90，去个性化维度为0.85，低成就感维度为

0.87。

4. 离职意向量表（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TIS）

采用Konovsky和Cropanzano编制的离职意向

量表[23]，该量表为单一维度，共有3个项目，例如

“我明年可能会试着换一个工作单位”。采用5点

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离职意向越强烈。经

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8。

（三）数据处理

对所有调查结果进行量化赋值后，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并结合Hayes编制的SPSS宏对幼

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向三个变量

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模型检

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程序检验职

业倦怠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三个测量量表数据均以幼儿

教师自评的方式进行一次性施测收集，可能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有必要对三个量表所有题

项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

职业倦怠

正念水平 离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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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发现有6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首

个公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30.89%，未超过40%

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

不严重。

（二）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离职意

向的总体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幼儿教师正念处于中

等以上水平（Mean = 4.62 > 3.5）；第二，幼儿教师

职业倦怠较低（M = 2.07 < 3），职业倦怠各因子均

分从高至低排序依次为：情绪衰竭（M = 2.29）> 低

成就感（M = 2.08）> 去个性化（M = 1.83）；第三，幼

儿教师离职意向较低（M = 2.06 < 3）。
表1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

离职意向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M

SD

正念
水平

4.62

0.82

职业
倦怠

2.07

0.61

情绪
衰竭

2.29

1.83

去个
性化

1.83

0.78

低成
就感

2.08

0.83

离职
意向

2.06

1.02

（三）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离职意

向的差异分析

1.不同教龄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

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从表2可知，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在职业倦怠

总分及其去个性化、低成就感2个因子和离职意

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正念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第一，从均值来看，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幼儿

教师正念水平最低，入职11~15年是幼儿教师正

念水平的一个峰点，之后幼儿教师正念水平随教

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第二，在职业倦怠总分上，

其他教龄段的幼儿教师得分均低于入职5年及以

下教龄的幼儿教师；在情绪衰竭上，入职11~15

年、入职21年及以上的幼儿教师得分显著低于入

职6~10年的幼儿教师；在去个性化上，其他教龄

段的幼儿教师得分低于入职5年及以下的幼儿教

师，其中入职16~20年的幼儿教师得分显著低于

入职5年及以下的幼儿教师；在低成就感上，其他

教龄阶段的幼儿教师得分均显著低于入职5年及

以下的幼儿教师。第三，在离职意向上，入职11~

15年、入职16~20年、21年及以上的幼儿教师得

分均显著低于新入职幼儿教师。
表2 不同教龄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5年及以下①
6-10年②
11-15年③
16-20年④
21年及以上⑤
F

LSD

正念水平

4.53±0.84

4.62±0.76

4.78±0.80

4.75±0.86

4.69±0.87

1.57

③>①*

职业倦怠

2.18±0.61

2.09±0.65

1.92±0.53

1.93±0.57

1.84±0.56

4.77**

①>③*

①>④*

①>⑤*

②>⑤*

情绪衰竭

2.30±0.87

2.44±0.94

2.11±0.69

2.35±0.90

2.07±0.70

2.00

②>③*

②>⑤*

去个性化

1.91±0.84

1.91±0.84

1.70±0.61

1.65±0.65

1.64±0.66

2.48*

①>④*

低成就感

2.31±0.81

1.94±0.79

1.95±0.86

1.80±0.77

1.80±0.69

8.05***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

离职意向

2.25±1.00

2.05±0.98

1.85±1.12

1.90±1.04

1.65±0.69

4.18**

①>③*

①>④*

①>⑤*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不同学历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

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由表3可知，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在正念水

平和离职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倦怠及其

各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表明，

第一，在正念水平上，本科学历的幼儿教师得分

显著高于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第二，在职业倦

怠上，本科学历的幼儿教师得分显著低于大专学

历的幼儿教师；第三，在离职意向上，本科学历与

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幼儿教师离职意向均显著低

于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

3.不同园所性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

怠和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由表4可知，不同园所性质幼儿园的教师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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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水平和离职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职业倦怠

及其各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公立幼儿园教

师的正念水平显著高于私立幼儿园教师，公立幼儿

园教师的离职意向显著低于私立幼儿园教师。
表3 不同学历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中专（高中）及以下①
大专②
本科③
硕士及以上④
F

LSD

正念水平

4.65±0.83

4.42±0.82

4.69±0.83

4.74±0.71

3.21*

③>②*

职业倦怠

2.2±0.50

2.18±0.61

2.02±0.61

2.06±0.59

1.82

②>③*

情绪衰竭

2.28±0.73

2.41±0.92

2.24±0.83

2.2±0.93

1.15

去个性化

1.88±0.81

1.93±0.84

1.8±0.76

1.76±0.76

0.84

低成就感

2.40±0.71

2.19±0.82

2.03±0.84

2.20±0.70

1.43

离职意向

2.00±0.67

2.33±1.02

1.98±1.02

1.83±0.97

3.76*

②>③*

②>④*

表4 不同园所性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向的差异检验

公立（N=269）

私立（N=173）

t

正念水平

4.71±0.82

4.48±0.82

2.89**

职业倦怠

2.03±0.63

2.12±0.58

-1.48

情绪衰竭

2.27±0.88

2.31±0.82

-0.38

去个性化

1.79±0.79

1.88±0.76

-1.20

低成就感

2.03±0.82

2.16±0.83

-1.66

离职意向

1.92±1.01

2.27±1.00

-3.53***

（四）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离职意

向的相关分析

由表5可知，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职业倦怠

总分及其各因子、离职意向之间呈现极其显著负

相关（P < 0.001），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及其各因子

与离职意向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01），

其中职业倦怠总分和去个性化与离职意向的相

关系数更高。
表5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向的相关矩阵

变量

正念水平1

情绪衰竭2

去个性化3

低成就感4

职业倦怠总分5

离职意向6

1

1

-0.49***

-0.55***

-0.22***

-0.55***

-0.40***

2

1

0.70***

0.12*

0.77***

0.38***

3

1

0.24***

0.83***

0.45***

4

1

0.65***

0.30***

5

1

0.50***

6

1

（五）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

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和离职意向的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符

合进一步对职业倦怠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

学要求[24]。接下来在控制教龄、学历和园所性质

的条件下，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程序

process对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

意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

行评估。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6）显示，幼儿教师正

念水平显著负向预测其离职意向（β= -0.38，t =

-8.64，P < 0.001）。其次，将正念水平与职业倦怠

共同放入回归方程之后，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对其

离职意向仍存在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17，

t = -3.57，P < 0.001）；幼儿教师正念水平显著负向

预 测 其 职 业 倦 怠（β = - 0.54，t = - 13.37，P <

0.001），职业倦怠显著正向预测幼儿教师离职意

向（β= 0.38，t = 7.78，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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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离职意向

职业倦怠

离职意向

整体拟合指数

预测变量

教龄

学历

园所性质

正念水平

教龄

学历

园所性质

正念水平

教龄

学历

园所性质

正念水平

职业倦怠

R

0.44

0.57

0.54

R2

0.20

0.32

0.29

回归系数显著性

F

26.61***

51.67***

36.30***

β

-0.02

-0.13

0.10

-0.38

-0.02

-0.08

-0.13

-0.54

-0.01

-0.10

0.15

-0.17

0.38

t

-3.03**

-1.59

1.04

-8.64***

-3.82***

-1.04

-1.42

-13.37***

-1.78

-1.30

1.64

-3.57***

7.78***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同

对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意

向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见表7和图2），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

平对其离职意向影响中的间接效应为-0.20，且其

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0.28~-0.14），

表明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意向

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非常显著。另外，该模型

中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也不包括 0（-0.30~

-0.04），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有统计学

意义，也就是说，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

和离职意向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

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4.03%，直

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5.97%。
表7 职业倦怠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类型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效应值

-0.38

-0.20

-0.17

Boot 标
准误

0.05

0.04

0.06

Boot CI
下 限

-0.47

-0.28

-0.30

Boot CI
上 限

-0.28

-0.14

-0.04

相对效应
百分比

54.03%

45.97%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

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和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职业倦怠

正念水平 离职意向

-0.54 0.38

-0.17

图2 职业倦怠在正念水平与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四、讨论

（一）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

向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处于中

等以上水平（M=4.62>3.5），相对较高。已有研究

表明，除了正念干预外，个人因素（如性格特质、

生活工作累积的经验）和工作场所的背景因素

（如环境、管理、组织道德标准等）可能会影响一

个人在工作环境中集中注意力的程度[10]。虽然本

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均未参加过正念干预活

动，但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视

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对教师队伍的关注程度持

续升温，对幼儿教师师德教育也更加重视，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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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法》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进程，社

会各界对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内在需求

越来越重视，大部分幼儿园的环境质量和管理水

平等逐渐达到良好或优质水准，这可能使得幼儿

教师在工作中体验到的正念状态更为频繁。

本研究数据显示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分（M=

2.07<3）和情绪衰竭（M=2.29<3）、去个性化（M=

1.83<3）、低成就感（M=2.08<3）三个维度得分均处

于中等以下水平，情绪衰竭得分最高，低成就感

次之，去个性化得分最低。说明幼儿教师职业倦

怠程度总体较轻，但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情绪衰竭

现象，这一结果与赵铭锡[25]和刘娅等人[26]的研究

结论相一致。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第

一，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体较轻，有研究认为严

重的职业倦怠现象在幼儿教师群体中出现不多，

可能是受“幸存者偏差”[27] 影响，即职业倦怠严重

会致使幼儿教师工作的热情、效能感和投入度降

低，进而使得幼儿教师主动离职或被园方辞退，

因此职业倦怠较轻的“幸存者”被研究者纳入到

样本内，导致研究可能未真实显现幼儿教师群体

的职业倦怠现实状况；另外可能与学前教育和教

师队伍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幼儿教师职业倦

怠的情绪衰竭较为明显，这可能与幼儿教师本身

职业特性有关，幼儿园工作日常事务繁多琐碎，

科研任务和安全责任等带来巨大压力而导致情

绪资源过度消耗的程度较为严重。

幼儿教师离职意向不高，平均分为2.06，低于

理论中值。这与赖运成[28]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当

前幼儿教师的正念水平较高，职业倦怠并不严

重，是该地区幼儿教师离职意向较低，师资队伍

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国务院2018年

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

意见》以及其他学前教育政策从经费投入、待遇

保障、社会地位、教职工配备、教师培养培训、准

入标准等多方面给予幼儿教师支持，职业吸引力

明显增强，幼儿教师寻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工

作的责任心也不断提升，因此幼儿教师的离职意

向较以往更低。

（二）幼儿教师正念水平、职业倦怠、离职意

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具体特点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在不同学历和园所性质

上差异显著，在教龄上差异不显著。从均值结果

来看，不同教龄段的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呈倒U形

发展趋势，入职11-15年是幼儿教师正念水平的

一个峰点。本研究认为新入职的幼儿教师处在

职业发展的适应阶段，重视对教学环境的熟悉和

教学能力的提升，因此可能忽略自身日常生活中

的认知、生理、情绪状态，进而导致正念水平较

低，而随着教龄的不断增长，幼儿教师教学能力

不断提升，工作经验不断丰富，人际关系更加融

洽，因此能够较好调整自身的情绪、思维等日常

状态，对工作更加投入，因此正念水平也会逐步

提高。但入职16年及以上的幼儿教师面临工作

与家庭冲突等压力，情绪资源消耗严重，工作热

情减退，难以注意和觉察自己及他人的感受和想

法，因此幼儿教师的正念水平有所回落；学历不

同，幼儿教师的正念水平也存在差异，本科学历

幼儿教师正念水平显著高于大专学历幼儿教

师。较高学历的幼儿教师一般应对压力事件和

挑战性工作的能力更强，正念状态出现的频率更

高，即正念水平较高；公立园幼儿教师正念水平

显著高于私立园教师，已有研究表明需求和资源

是影响个体正念水平的主要前因变量，例如组织

支持对工作场所中正念状态存在积极影响，而组

织限制则产生消极影响[29]。公立幼儿园在满足教

师各种合理需求和提供所需资源较私立幼儿园

相对充足，因此公立园教师的正念水平相对较

高。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分及其去个性化、低成

就感维度在不同教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学历和

园所性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其他

教龄段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得分均低于新入职幼

儿教师，这与以往部分研究结果不符，可能与研

究取样有关，本次调查取样的幼儿教师教龄跨度

较小，主要集中在5年及以下这个教龄段；事后多

重比较显示，入职11~15年、入职21年及以上的

幼儿教师在情绪衰竭上显著低于入职6~10年的

幼儿教师。根据Fuller的教师关注阶段论[30]，入职

6~10年的教师处于情境关注阶段，这一阶段教师

更加关注提升教学能力、知识技能、学生发展等，

在教学工作中投入精力更多，因此巨大压力使得

幼儿教师情绪衰竭程度显著提升并达到峰值；5

年及以下教龄段的幼儿教师去个性化程度略高

于其他教龄段的幼儿教师，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

职业倦怠

正念水平 离职意向

-0.54 -0.3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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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据Fuller的教师职业生涯理论，职业生涯初

期的幼儿教师处在引导阶段，对职业生涯更为憧

憬，去个性化程度也会更低，本研究结果可能受

样本分配不适影响；入职5年及以下幼儿教师低

成就感显著高于其他教龄段教师，该阶段的幼儿

教师教学经验匮乏，因此获得工作的成就感较

低。就学历而言，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本科学历幼

儿教师职业倦怠总体水平显著低于大专学历幼

儿教师，本科学历幼儿教师相较而言专业知识储

备和教学效能感较高，工作上“得心应手”体验较

多，因此职业倦怠情况可能较少发生。

幼儿教师离职意向在不同教龄、学历及园所

性质上均呈现不同差异，且差异显著，这说明教

龄、学历水平和园所性质是影响幼儿教师离职意

向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新入职的幼儿教师离

职意向显著高于入职10年以上的幼儿教师。初

入工作岗位的幼儿教师面临职业适应困难、职业

声望低、教育权被忽视、心理落差大[31]等原因而导

致其更容易产生离职意向；大专学历幼儿教师离

职意向显著高于本科学历与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幼儿教师。与其他学历幼儿教师相比，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上有适当的成就动机

与合理的职业期望，专业信念感也更强，因此可

能较少产生离职意向；私立园幼儿教师离职意向

显著高于公办园幼儿教师，私立幼儿园教师“身

份制”特征明显，未能与公办园幼儿教师享有同

等的法律地位，薪酬待遇、职称评聘、培训进修、

评奖评优、社会保险等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32]，

加之没有正式编制，因此易产生心理失衡和归属

感缺失，离职意向较高。

（三）职业倦怠在幼儿教师正念水平与离职

意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幼儿教师正念水平

与职业倦怠总分及其各因子、离职意向之间呈极

其显著负相关，这与国外近年来在学校教育教师

群体中关于正念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等职业心理

健康和降低工作场所中教师的离职意向等研究

结论是一致的[33-34]。此外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

业倦怠及其各因子与离职意向之间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这也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35]。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幼儿教师正

念水平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影响其离职意

向。一方面，幼儿教师正念水平可以直接负向降

低其离职意向。正念作为一种心理能力，具有自

我调节功能，以往研究认为具有更高正念水平的

个体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即正念使人们更加客

观和冷静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使得人们有

效调节自我情绪、思维和行动等[36]，因此有助于人

们有效管理工作需求和应对工作压力，提高工作

满意度等，并导致离职意向减弱。本研究的结果

在幼儿教师群体进一步得到了验证，本研究认为

能够在工作场所中保持高度正念水平的幼儿教

师，会比其他教师较少体验到环境、压力等带来

的离职强迫感。另一方面，幼儿教师正念水平通

过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离职意向，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4.03%。如前所述，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认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分别通过

能量耗竭和动机过程对个体职业心理产生影

响[37]。首先，工作要求的能量消耗过程认为持续

的工作要求会引发职业倦怠现象。职业倦怠的

个体会表现出情绪、态度及行为上的耗竭状态，

体验到职业倦怠的幼儿教师容易对工作产生不

满情绪和失去热情，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与工作能

力评价降低，出现消沉状态，进而容易产生离职

意向甚至离职行为；其次工作资源的动机过程认

为，个体若拥有充分的工作或个人资源，可以提

高工作投入，降低职业倦怠。因此，幼儿教师正

念水平可以通过减缓职业倦怠间接降低离职意

向，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双

过程理论。总之，本研究对如何降低幼儿教师职

业倦怠和离职意向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撑。

五、教育建议

（一）政府应切实保障幼儿教师合法权益，以

降低其离职意向

建设高质足量的幼儿教师队伍是发展公平

而有质量学前教育事业的核心要素。在新时代

发展背景下，国家针对学前教育出台的一系列政

策足见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但因我国学

前教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社会和

国家的足够重视，导致底子薄、欠账多，发展缓

慢，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也存在滞后性，教师离职

现象频频发生。因此，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近处

着手、从实处着眼切实保障幼儿教师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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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幼儿教师社会地位。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

主管部门应尽其所能发挥政策时效性，建立合理

的制度体系，保障幼儿园教师工资福利、社会保

险待遇等，用事实和行动提升其工作和生活条

件；其次，应保证幼儿教师组织教育活动和开展

学术研究的自主权和参与权，制定多层次培养培

训计划，推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幼儿教师

职业吸引力；最后，加大对学前教育和幼儿教师

正面形象的宣传力度，使全社会形成重视学前教

育和尊重幼儿教师的良好氛围。

（二）幼儿园应针对教师开设正念干预课程，

以提升其正念水平

如何应用正念方法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教育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我国

在教师群体研究正念起步较晚。如前所述，正念

对提升教师职业心理健康存在积极影响，因此幼

儿园应尝试在园本培训中开设正念干预课程，例

如国外学者基于经典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和

正念认知疗法（MBCT），针对教师群体改良和发

展的包括正念训练（Mindfulness Training，MT）、正

念健康教育（Mindfulness-based Wellness Educa-

tion，MBWE）等项目可通过一定的训练帮助教师

习得压力管理、正念教学等技能，进而提升教师

的社会情感能力和幸福感。具体而言，幼儿园可

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正念干预课程，

一般为期八周，包括冥想练习等。此外，幼儿园

也可以借助网络音视频教学和正念训练指导手

册等定期组织正念干预课程，提高幼儿教师正念

水平，减缓职业倦怠，进而降低离职意向。

（三）幼儿教师自身应主动学习情绪调节技

能，以缓解职业倦怠

幼儿教师应积极主动学会自我调节，建立积

极正面的心态和思想观念。首先，幼儿教师须主

动学习正念、认知重评、积极归因、压力和共情理

论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以减少工作和生活压力

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构建个人内部资源，从而

激发幼儿教师投入工作的内部动机，缓解职业倦

怠；其次，幼儿教师应树立正念意识，坚持正式和

非正式结合的正念训练，不断增强自身正念能

力，能够自觉采取正念的方式觉察并调节自我情

绪和思维，掌握不评判地接纳、全神贯注地倾听、

关注当下体验等正念技能，促进自我情绪调节，

以缓解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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