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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工作倦怠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从而为幼儿教师离职倾

向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离职倾向量表、工作倦怠量表对四川省292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1）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235，p＜0.01），心理弹性与工作倦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0.355，p＜0.01），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872，p＜0.01）；（2）工作倦怠在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82.1%（p＜0.05）。结论：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水平，有助于缓解她们的工作倦怠感，从而降低

她们的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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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vention of turnover intention in kindergarten teachers，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and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burnout. Methods:292 kin⁃
dergarten teachers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resilience scale，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and job burnout scale. Results:
（1）there was a negatively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r=-0.235，p<0.01），a negatively association be⁃
tween resilience and job burnout（r=-0.355，p<0.01），as well as a positive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urnover intention and job burnout
（r = 0.872，p<0.01）in kindergarten teachers;（2）job burnou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turnover in⁃
tention，accounting for 82.1%（p< 0.05）.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an be helpful to ease their
feels of job burnout，so as to reduce their turnover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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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0年，国务院制定印发《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应当加快建设一

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

儿教师队伍［1］。该文件表明，幼儿教师队伍作为

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深受国家

教育部的高度重视。而目前，我国幼儿教师队伍

离职现象普遍存在，阻碍了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

发展。离职倾向是指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退出

当前职业或改变职业的可能性［2］。由于幼儿教师

面对的是3-6岁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的幼儿，她们

需要在工作中投入较多的耐心与热情，在面对较

大的工作压力时，离职倾向比较严重［3-4］。因此，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快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

开展与幼儿教师离职倾向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实际意义。

物理学将弹性定义为：“材料或物体有一种随

外力作用而发生变形并随外力去除变形消失的特

性”，这种可恢复的变形被称为“弹性变形”［5］。心理

弹性就是根据这一概念所引出的。在心理学的视

角下，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逆境和困境情境下保

持积极心理品质的新理念［6］。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则

是指幼儿教师在幼儿教育情境中，能够直面困难，积

极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支持应对幼儿教育教

学当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以更好地适应幼儿教育

教学需要，提升自己心理素质和专业的心理特

性［7］。已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离职倾向受心理资

本中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等因子的影响［8］，而心

理资本中的某些因子与心理弹性有相似之处。因

此，心理弹性可能对幼儿教师的离职倾向有某种影

响。同时，关荐、夏耀新、张海静、花晨阳等人分别以

中学教师、特岗教师及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进一步

发现心理弹性对离职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9-12］。即

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低，离职倾向越严重。然而，

以往研究得出的这一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幼

儿教师。综上，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幼儿教师

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H1）。

美国临床医学家Freudenberger于 1974年首

次提出了“工作倦怠”的概念［13］。工作倦怠是指

个体在工作中的负面体验，对工作对象丧失兴

趣、同情及尊重，由情感枯竭、去个性化、低成就

感三个维度构成［14］。另外，工作要求—工作资源

模型［15］从能量耗竭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个体在持

续工作的情况下，身心资源会被大幅度消耗，逐

渐产生疲惫感。但个体若能拥有良好的心理弹

性水平，就能快速从负性情感中恢复过来，工作

倦怠或许能得到有效地缓解。已有研究表明幼

儿教师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时，容易导致工作倦

怠，进而产生离职的想法［16］。同时，尹佳、赵铭

锡、张琼与吴真等人均发现幼儿教师的工作倦怠

与离职意向呈显著正相关［17-19］。并且，张燕倪等

人还发现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工作倦怠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20］。据此，工作倦怠受个体心理

弹性水平影响的同时，也会影响其离职倾向，这

说明工作倦怠作为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中

介变量的条件已初步成立。此外，过去的研究进

一步发现，陆军装甲部队士官的工作倦怠在心理

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21］，但

是该结论是否适用于幼儿教师还需进一步检

验。综上，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考察是否幼儿教

师的工作倦怠也在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起

中介作用（H2）。

综上所述，基于本文的两个目的，现做出如

下假设：H1：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

呈显著的负相关；H2：幼儿教师的工作倦怠在心

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市、南充市、攀枝花市

的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92份，回收

有效问卷256份，问卷回收率为87.7%。其中未婚

幼师41人，已婚幼师215人；公立园幼师154人，

私立园幼师102人；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幼师25

人，专科学历幼师17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幼师59

人。20-30岁的74人，31-40岁的94人，41-50岁

的61人，50岁以上的27人。

（二）研究工具

1.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江可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22］，该量表共

有30道题，包括自我接纳、成就动机、情绪调控、

自我效能感、问题解决能力、职业卷入、社会支持

七个维度。此量表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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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符合、中间程度、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为

1-5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好。本量

表经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检验，α系

数为0.878，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良好。

2. 工作倦怠量表

采用Maslach等人编制的MBI量表［23］，该量

表共22道题，包括情感枯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三个维度。此量表采用七点计分，从“完全不符

合、比较不符合、有些不符合、中间程度、有些符

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7分，被试得

分越高，说明工作倦怠越严重。本量表经克隆巴

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检验，α系数为0.948，

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良好。

3. 离职倾向量表

采用樊景立等人编制的离职倾向量表［24］，该

量表共4道题，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不

符合、中间程度、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5

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离职倾向越高。本量表

经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检验，α系数

为0.768，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良好。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3.0及Hayes编制的宏插

件PROCESS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

用的分析方法有：描述性分析、T检验与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模型的Boot-

strap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过程中，采用三个量表对相同被试

进行施测所获得的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的情况。因此，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出现，需

要对调查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所得结

果显示：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中有11个公因子的

特征值大于1，并且首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28.19%，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中不

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幼儿教师各研究变量现状

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考察幼儿教师现状，

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平均得分为（4.13±

0.37）分，工作倦怠得分为（2.77±1.01）分，离职倾

向得分为（2.44±0.97），详见表1。

表1 幼儿教师各研究变量现状

变量

心理弹性

工作倦怠

离职倾向

样本

4.13±0.37

2.77±1.01

2.44±0.97

（三）幼儿教师离职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

差异分析

采用T检验与方差分析考察幼儿教师心理弹

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情况。结果显示：幼儿教师离职倾向在不同婚姻

状况（p=0.121）、学历（p=0.061）、园所类别（p=

0.164）等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在不同年龄人口学变量上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8＜0.05），详见表2。
表2 离职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得分比较

变量

婚姻

状况

学历

园所

类别

年龄

未婚

已婚

高中、中专及以下

专科

本科及以上

公立

私立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样本

41

215

25

172

59

154

102

74

94

61

27

离职倾向
均分

2.65±0.91

2.40±0.98

2.01±0.79

2.47±0.99

2.53±0.94

2.37±0.95

2.54±1.00

2.71±0.93

2.32±0.92

2.21±0.96

2.63±1.11

t/F

1.558

2.822

-1.395

3.986

p

0.121

0.061

0.164

0.008

（四）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相关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幼儿教师心

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三个变量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工作倦

怠呈显著负相关（r=-0.355，p＜0.01）；心理弹性与

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r=-0.235，p＜0.01）；工作

倦怠与离职倾向呈正相关（r=0.872，p＜0.01）。详

见表3。
表3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

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1心理弹性

2工作倦怠

3离职倾向

x̄ ± s
4.13±0.37

2.77±1.01

2.44±0.97

1

1

-0.355**

-0.235**

2

1

0.872**

3

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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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回归分析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前，对幼儿教师心理弹

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三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对离职倾向具

有负向预测作用（β=-0.235，p＜0.001）；心理弹性

对工作倦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35，p＜

0.001）；工作倦怠对离职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0.872，p＜0.001）。详见表4。

表4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离职倾向

工作倦怠

离职倾向

预测变量

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

工作倦怠

R

0.235

0.335

0.872

R²

0.055

0.112

0.760

调整后R²

0.051

0.109

0.759

F

14.801***

32.056***

805.885***

β
-0.235

-0.335

0.872

t

-3.847***

-5.662***

28.388***

（六）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假设工作倦怠为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的中

介变量，建立如图1所示的模型图。采用Boot-

strap法，根据温忠麟等人（2004）［25］提出的中介效

应检验步骤进行检验。所得结果显示：在心理弹

性→离职倾向的路径中，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

间为（-0.9241，-0.2984），区间不包括0，说明总效

应c显著。将中介变量工作倦怠引入后，在心理

弹性→离职倾向的路径中，Bootstrap检验的置信

区间为（0.0017，0.3342），区间不包括0，说明直接

效应c’显著。在心理弹性→工作倦怠→离职倾

向的路径中，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

1.1180，-0.5642），区间不包括0，说明间接效应

（a×b）显著。在Bootstrap的检验结果中，直接效

应的效应值（0.17）与间接效应的效应值（-0.78）

出现异号的情况。温忠麟等人（2014）认为这属

于遮掩效应现象［26］，不影响最终的结果报告。工

作倦怠在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的

中 介 效 应 占 比 为 0.78/（0.78 + 0.17）× 100% =

82.1%。详见表5。

图1 工作倦怠在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模型

表5 Bootstrap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总效应（c）

直接效应（c’）

间接效应（a×b）

Effect

-0.61

0.17

-0.78

SE

0.16

0.08

0.14

LLCI

-0.9241

0.0017

-1.1180

ULCI

-0.2984

0.3342

-0.5642

四、讨论

（一）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这与王路曦等人（2019）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27］。这可能是我国逐步加大对幼儿

教师的心理培训力度，使得她们在陷入负性事件

时，抗压能力有所提升，能从低落、抑郁的心理状

态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工作倦怠方面，幼儿教师

普遍存在工作倦怠，这与李瑾（2016）等人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28］。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第一、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幼儿教师在工作中

的付出不比其他阶段教师的工作付出少，但获得

的福利待遇相比她们少很多。第二、未能平衡家

庭与工作的关系。幼儿教师群体大多为女性，她

们在每天忙碌的工作后，还要承担各种家庭琐

事，导致家庭与工作的矛盾，进而加重其工作倦

怠感。第三、社会认可度不高。传统观念认为，

幼儿教师就是“保姆”，她们的工作量大、工作杂、

社会地位不高。因此，负面的社会舆论也加剧了

幼儿教师的工作倦怠感。在离职倾向上，幼师离

职现象普遍存在，但并不严重。可能是由于近年

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使得幼儿教

师的福利待遇有所提升，并且社会对幼儿教师职

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她们的离职倾向有所

下降。

（二）幼儿教师离职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

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

怠在不同婚姻状况、学历、园所类别等人口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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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幼儿教师离职倾向在

不同年龄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20-30岁

的幼儿教师离职倾向最高，41-50岁的幼儿教师

离职倾向最低。这与尹佳（2014）［17］、姚芳玉

（2020）［29］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产生这个结果

的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20-30岁年龄段的幼儿

教师比较年轻，不用承担较多的经济压力，当她

们面对巨大压力，难以适应幼儿园的工作环境

时，可能会产生离职的想法。第二、幼儿教师的

薪酬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部分年轻人倾向

于高薪酬的工作，这可能会导致她们产生离职转

行的想法。第三、大多数41-50岁年龄段的幼儿

教师已经组建了家庭，面临家庭开支的问题，如

果离职转行会产生经济上的负担，因此离职倾向

较低。同时，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教师，拥

有丰富的教学与管理经验，福利待遇较好，这使

得她们的职业认同感较高，因而不容易产生离职

的想法。

（三）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关系

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工作倦怠呈

显著负相关。这与何灿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30］。已有研究表明震后保持高心理弹性的

个体易发生“钢化效应”，对应激事件的敏感性降

低，发展得越来越顺利［31］。因此，心理弹性水平

较高的幼儿教师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工作中的

挫折，并且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能从消极的环境

中恢复过来，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重新投入到工

作中。同时，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幸福

指数较高，所以其职业倦怠感较低［32］。

同时，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呈显著

负相关。这与汪苗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一

致［33］。分析原因可能是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幼

儿教师在工作中面对困难时，情绪的调节能力较

差，不能较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容易产生离职的

想法。因此，可对幼儿教师给予有效指导和适当

训练，以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能力，从而优

化其工作状态，减少离职倾向［34］。另外，幼儿教

师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李

志鸿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5］。这可

能是因为工作倦怠较严重的幼儿教师，对待幼儿

缺乏耐心，不愿与同事、家长沟通交流，工作热情

减退，继而产生离职的想法。在工作倦怠所有维

度中，情感枯竭是引发个体职业倦怠中最主要的

因素，所以情感枯竭严重的幼儿教师更容易产生

离职的想法。因此，加强幼儿教师的情感培养，

有助于降低她们的离职倾向。

（四）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回归分析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对

离职倾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关荐（2013）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9］。根据已有研究，心理承

受能力较差的员工，心理缺乏弹性，普遍存在缺

乏耐心与工作热情、心理状态低落等问题，故而

这种员工在进入工作岗位后，普遍表现出人际

交往能力差、抗压能力低下、组织归属感低下的

问题，从而导致离职倾向的出现［36］。正是认识

到心理弹性的重要性，许渭生（2000）提议在提

高和强化人才素质方面，应加大受训者心理弹

性的培训力度，使“弹性教育”贯穿于整个素质

教育过程中［5］。因此，国家在培养幼儿教师的过

程中，需要对幼儿教师进行“弹性教育”，以提升

其心理弹性水平，从而减少幼儿教师的离职倾

向。其次，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对工作倦怠也具

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郭琴（2019）等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37］。高心理弹性教师能积极应对各种

工作困难和挫折，保持对教学与管理工作的胜

任力，并从逆境和困难中获得自我成长，提升自

我效能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有效降低

和缓解职业倦怠水平。因此，提升幼儿教师的

心理弹性水平，有利于缓解幼儿教师的工作倦

怠感。最后，幼儿教师工作倦怠对离职倾向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李开炜（2014）等人的研

究结果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减少幼儿教师工

作繁杂的问题，能减少其工作压力，并且有利

于她们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缓解幼儿

教师的工作倦怠，减少其离职意向和实际离职

行为［16］。同时，Maslach的工作匹配理论认为，

员工之所以产生工作倦怠，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与报酬不成正比，报酬包括福利待遇、职位晋

升、领导认可等。这对于幼儿教师同样适用。

因此，如果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能够使幼儿教

师的薪酬水平与其工作强度所匹配，那么幼儿

教师的离职倾向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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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7卷 罗浩文，李雪平，李 琪，等：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的关系：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五）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工作倦怠与离职倾

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在幼儿教师心理弹性

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这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不仅直接影响离职倾

向，还可以通过工作倦怠来间接影响离职倾向。

也就是说明，一方面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幼儿教

师情绪调节能力较强，能从消极的情绪中恢复过

来，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

所以其离职倾向并不严重。另一方面幼儿教师

的心理弹性与离职倾向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还受工作倦怠的影响。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较低

的幼儿教师，情绪容易低落，进而引起情感上的

疲惫，导致情感衰竭。而情感衰竭会降低幼儿教

师的工作热情，这样长久下来，她们就会产生工

作倦怠，逐渐萌生离职的想法。

五、教育建议

（一）加大心理健康培训力度以提高幼儿教

师的心理弹性水平

心理健康指个体心理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

良好或正常的状态水平。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

个体，具有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心理弹性水平也

较高。因此，加大心理健康培训力度有助于提高

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水平。首先，对于新入职的

幼儿教师，园所应科学地运用心理弹性相关的量

表进行测量，以初步了解她们的心理弹性水平，

对心理弹性水平较差的幼儿教师进行个别的心

理健康辅导。其次，园所可定期聘请心理健康相

关的专家对幼儿教师进行团体辅导，以提高她们

的心理素质。最后，有条件的园所可改变以往传

统的培训方式，通过开展休闲娱乐活动的形式，

潜移默化地帮助幼儿教师建立积极的心理品质，

以提高她们的心理弹性水平，缓解工作倦怠，从

而减少离职倾向。

（二）增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以减少其

离职倾向

职业认同感指教师自身与所从事的这一职

业在不断互动整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综合认知、

感受以及行为倾向态度［38］。职业认同感较差的

幼儿教师，其离职倾向较为严重。因此，增强幼

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有助于减少她们离职的

想法。个人层面上，幼儿教师应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充分肯定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积极参

加教学教研活动，在工作中寻求成就感。政府

与园所层面上，健全幼儿教师的社会保障机制

尤为重要。一方面，当地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加

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并建立合理的制度

体系，适当提高幼儿教师的薪酬水平，并保障她

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园所应定期组织幼儿

教师教学教研活动，如教师技能大赛、课题论文

评比大赛等，通过比赛的方式，提高她们的专业

技能。有条件的园所可定期聘请学前教育的专

家，通过专题讲座的方式，推动她们专业技能的

发展，以增强她们在教学工作中的成就感。社

会层面上，社会应为幼儿教师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改变以往幼儿教师工资低、工作累、工作

压力大的传统观念。同时，新闻媒体等相关部

门还应帮助幼儿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以

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归属感与幸福感，缓解她

们的工作压力，降低离职倾向。

（三）提高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水平以缓解其

工作倦怠

情绪智力指监控自己情绪、识别他人情绪的

能力，并运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思维与行动的能

力［39］。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其工作倦怠感

较低。因此，提高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水平有助于

缓解她们的工作倦怠感。提高幼儿教师的情绪

智力水平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树立积极

的情绪观。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积极的情

绪有助于个体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减少来自外

界的压力，并且有利于个体提高人际交往的能

力。此外，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的情绪

能增强她们与幼儿之间的情感，提升她们在工作

中的幸福感与成就感，进而缓解工作倦怠。另一

方面，加强情绪调节能力。幼儿教师不同于其他

阶段的教师，她们面对的是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

幼儿，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容易产生身心上的

疲惫。因此，幼儿教师要加强情绪调节能力，当

自己陷入负性事件，产生压力时，有意识的调节

情绪以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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