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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通过采用国际公认的  教师职业倦怠问卷! (M BI)对 500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发现, 我国中小学教师

的职业倦怠已普遍存在 ,对当前正在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倦怠存在的

原因, 与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角色转变、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的高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其工作

量的事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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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效果似乎印

证了国外的一项研究 ∀ ∀ ∀ 改革方案被采纳后, 教

师的行为只有 16%符合方案所要求的模式。
[ 1]
也

似乎逃脱不了这样一个现实, 即 20世纪 60 - 70

年代,世界绝大多数课程编制计划,实际上没有在

实践中得以实施,从而导致课程改革收效甚微。
[ 2]

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固然很多, 而教师职业倦怠

必定与之脱离不了关系。带着这一研究取向, 笔

者于 2007年在湖南长沙市、株洲市,广东中山市,

上海市,重庆市所举办的各类中小学教师培训活

动中随机抽取 500名样本,采用信度和效度具有

跨文化一致性
[ 3]
的 MBI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就课

程改革背景下教师职业倦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

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得分为 2. 1460, 标准

差为 0. 4409,虽然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 2分为

存在, 2. 5分以上为严重 ), 但从分布来看, 教师职

业倦怠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其中, 教师的情绪衰

竭问题比较严重,得分为 2. 5678, 而非人性化、个

人成就感低的问题尚不突出, 均没有突破 2分。

教师职业倦怠的存在必将对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的

实施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并最终影响和伤害我

们的学生。因为  不论教师职业倦怠对教师个人

及学校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些教师的学生

才是最终的受害者和牺牲者。! [ 4 ]
因此, 关注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职业倦怠仍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课程改革和新课程实施是一项极具

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 教师们本该积极、主动、

热情地投入其中,因为当人从事内容丰富且能最

大限度扩展和操作创造性高的工作时, 会积极努

力或乐意工作,
[ 5]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笔者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 结合调查资料对课程

改革背景下教师职业倦怠依然存在的原因作一粗

浅探讨。

一 � 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转换是诱使教师
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

任何形式的教育改革, 实质上都是教师的改

革, 因为  教师作为变革的因素, 其重要性不仅体

现在教师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 同时也来自于

变革的时代导致教师本身也已经成为改革的对

象。![ 6]

本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

是: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 强调形成

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

过程;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

背、机械训练的现状,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

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 主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些都要求教师

在某种程度上要进行自我改变, 不仅要主动构建

完备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能力素养, 更重要的

是逐渐改变观念,实现角色的转换, 并根据不同的

99

第 13卷 � 第 1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1
� 2008年 2月 �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 IENCES EDIT ION ) Feb. 2008

� 收稿日期: 2007- 12- 04

作者简介: 沈 � 翰,男, 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现代教育中心讲师,教育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需要充当不同的角色。他们既要充当知识传授

者、教学主导者的角色,还要充当学习的引导者、

合作者、组织者、服务者、父母、朋友、心理咨询师、

生活顾问等一系列角色。当这些纷繁复杂的角色

呈现在教师面前时,一方面容易使教师感到困惑,

自己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 所扮演角色的行为标

准是什么,于是产生了角色模糊,并逐渐使教师感

受到了对工作的力不从心或无法胜任,时间久了,

也就引发了职业倦怠。另一方面, 根据威尔逊的

研究:所有对他人高度负责的角色,都要经受相当

多的内在冲突和不安全感。教师由于受社会的委

托为其培养所需的合格人才, 决定了他们必须具

备很强的责任心。因此, 教师职业是从业者产生

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情境, 处于其间的教师时时

刻刻都处于角色冲突之中。尤其是课程改革要求

教师应根据不同需要同时充当不同的角色,一旦

这些角色之间存在冲突, 如: 权威 ∀ ∀ ∀ 朋友、主导

者 ∀ ∀ ∀ 服务者、素质教育实施者 ∀ ∀ ∀ 应试教育执

行者等,教师所感受到的角色冲突就越来越严重,

如若教师对这些冲突所带来的不适难以解决或处

理不当,即使是再有责任心的教师,也不免会感到

心力交瘁,久而久之, 产生教师职业倦怠也就不难

理解了。

二 � 课程改革对教师的高要求与教师现有水

平之间的矛盾容易诱发教师出现职业倦怠

本次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研究性学习、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以及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无不对教师

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反观我国现有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无论是学

历水平、能力素养还是敬业精神,或是其他素质都

难以令人满意,
[ 7]
且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

般来说,教师如果具备完备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

能力素养,他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

压力会相对较少,即使遇到了, 凭借自身良好的素

质,也能较为妥善地解决和缓减,从而避免职业倦

怠的产生。但如果教师具有的知识结构不完善,

能力素养也较差, 情况则完全相反。这在课程改

革及新课程实施一线教师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不同学历水平的教师与新课程实施之间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在  教师不适应 !的人数中,学历

为中专或高中的教师占 17%, 而学历为大学专

科、本科的比例均低于 10%, 学历为硕士研究生

的比例则更低。
[ 8 ]
虽然学历水平不能完全反映知

识结构与能力素养,但两者之间还是呈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学历水平越高,其相应的知识结构就越

完备,能力素养也越高。在笔者的调查中, 绝大多

数出现职业倦怠的教师普遍反映自己的知识结构

和能力素养与课程改革对教师的要求有一定的差

距, 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他们的学历层次都在大

学本科以下。

三 � 社会对改革后的教育期望过高与对教师

有效支持网络建设相对滞后催生教师的职业倦怠

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之大, 影响之

深, 范围之广较历次教育改革而言无疑是空前的。

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教育体制、教育

政策法规、教育公平与效益、教育评价、教师的素

质到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课堂教

学的组织与开展、作业的布置与评价,再到学生的

发展、学生的身心健康等,无所不包。课程改革中

的教育、教学、教师已成为时下社会的热门话题。

对教育无所不包的关注凸显或昭示的是社会

对教育前所未有的一种期望,关注的程度越密切,

所持的期望也就越高。在这种高期望值的驱动

下, 人们信任甚至是依赖教育、学校、教师, 使之承

受了太多的诸如确保知识与文化的社会传承; 促

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促

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等一系列关涉到人和社会发

展的重大责任和任务。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项, 难

度都相当大,它不仅需要教育自身的努力, 而且还

需要社会、家庭坚定的支持与积极的参与。然而

遗憾的是,正是这种在高期望值驱动下的对教育、

学校、教师的信任甚至依赖,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

一种过度的依赖,使我们的社会、家庭失去了它们

应有的理智, 将它们与学校之间本应共同承担的

教育职责一古脑地推给了学校, 推给了教师,而忘

却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教育责任的转嫁或者说是

教育责任的分担不公在学校、教师本已沉重的肩

头又加上了一项其本不应承受的重任。加上我国

众多学校和教师尚不具备承受这些重负的条件,

这些重负给予学校、教师的或许并不是动力,而是

无形的、巨大的压力, 一旦调解不适, 教师职业倦

怠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由于劳动性质的特殊性使然, 教师属于

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群体, 呈现出一种与社会相

对疏离的状态。
[ 9]
社会不了解教师及其他们的工

作, 更谈不上对他们工作的完全尊重与理解了, 自

然对教师有效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就进展缓慢。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教师一旦出现任何闪失,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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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的期望转变为失望, 续而招致批评、责难甚

至兴师问罪。殊不知, 过多的批评与责难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使学校及教师反思、改进自己的工

作,但更多的则可能是打击教师们的自尊和自信,

蚕食他们对工作的热情, 消磨他们在工作中的士

气,久而久之,可预见的结果就是产生职业倦怠。

四 � 课程改革必然加大教师工作量与教师社

会地位仍不尽如人意是当前教师职业倦怠依然存

在的最重要原因

通常,人们用  教书育人 ! 4个字来概括教师

的全部工作,这看似简单,却需要教师们进行长期

艰苦而繁重的劳动。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教师日平均工作时间就达到 9. 67个小时, 与我国

实行 8小时工作制相比要高 1. 67个小时,这个数

字现在看来,可能还略显保守。在江西省南平县,

中小学教师日平均工作时间在 12小时以上。
[ 10]

而时下推行的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的实施,由于没

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只能依靠教

师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完善、提高, 这无疑又加大

了教师原本就高负荷的工作量。

在教学方面, 课程改革和新课程的实施要求

教师引导、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

在现有基础上应具备更强的教学研究、设计、观

察、表达、交往、组织以及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

段的能力,教师的工作量有增无减。有学者在调

查中发现,课程改革中有 92. 2%的教师反映工作

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备课时间的增加, 教师普遍反

映感觉负担重。
[ 8 ]
并且中小学生年龄较小,他们对

为何学习,学习目的是什么认识得并不清楚也不

深入,使得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欲望并不强烈。

加上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美好愿

望正逐年被打破,学生们对学习的兴趣日益衰减,

每年大量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流生现象便是明

证。为了很好地完成引导、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

识的任务,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成了教师

们日常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而对于教师而言,

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远比其他工作

更易让他感觉到疲倦。
[ 4]
此外,随着大众传媒的普

及,拥有知识不再是教师的专利,教师的专业性更

多的是体现在他们能对学生探索和钻研的领域给

予专业或准专业水平的指导。为超前于学生, 教

师进修已不可延怠。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中

小学教师都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 不得不挤用本

来就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亦加大了工作量。

育人方面, 在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

天, 学生中受社会、家庭不良风气影响而产生的与

学校教育培养方向相左甚至相悖的问题行为大

增。为了完成社会赋予教育的职责, 落实本次课

程改革反复强调的  为了每个孩子的发展 !的育
人理念,教师必须克服与学生在思维方式、思维能

力、个性特征、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差异, 经常性地

与他们甚至他们的父母进行沟通、交流, 以便对他

们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行为进行及时、准确地了解、

把握以及适时地调控。在班级规模日益膨胀, 社

会、家庭影响大有赶超学校影响之势的今天,如此

巨大的工作量难免会诱发职业倦怠。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种高强度、高负荷

的工作使得教师们不堪重负, 于是不仅各种生理

疾病接踵而来,而且还导致教师心理和情绪上的

极度疲劳。这种心理和情绪上的极度疲劳正是教

师职业倦怠的过程开始
[ 12]
和最典型的症状。

[ 13]

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 当教师们从事着这样

一份责任重大且复杂而艰辛的劳动时, 却没有获

得与他们劳动价值相应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其经

济待遇、职业声望还是社会权益都不尽如人意。

在经济待遇方面, 2003年全国中小学教师年均工

资为 1. 33万元,全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为 14040元,央企职工人均年收入达 2. 4万元, 超

过中小学教师收入 10700元。
[ 14 ]
虽然近几年教师

的工资又有所调高, 但这仅仅是全国工资结构调

整的水涨船高而已。在职业声望方面, 中小学教

师的职业声望也仅仅排在全部被选 18种职业的

第 12位。
[ 15]
教师所享有的各种社会权益更是没

有完全得到落实,如 2007年广州市区级中学校长

的年薪是 7万元, 同级别的公务员为 14万元, 而

一个暂时没有任何职务的应届毕业生公务员年收

入至少也有 5万元。
[ 16]
这显然违背了 #教师法 ∃第

25条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
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 !的规

定, 是对教师社会权益的一种蔑视。

在这样一种由必然与现实交织的矛盾和冲突

中, 教师们体验的就只能是疲惫、失落、彷徨、困

惑, 调查中教师职业倦怠的普遍存在也就不难理

解了。

此外,学校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教师自身

存在的某些不良个性特征也是教师们在剧烈变动

的改革面前出现倦怠的原因。由于这两者与前人

研究有共通之处,在此不多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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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课程改革及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角色

转变,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的高要求以及在此基础

上增加其工作量的必然, 已使得中小学教师职业

倦怠的普遍存在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而教师职

业倦怠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会对课程改革的效果

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为防止课程改革在实施过程

中的效果衰减,防止  穿新鞋走老路 !、 新瓶装旧

酒 !的现象再次出现,关注教师职业倦怠,尤其是

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职业倦怠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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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 ishing Rock, one can probe the d ifferent socia l cond it ions and customs, the d 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e

w riters in the tw o times o f g reat peace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four outstand ing scho lars in E arly Tang Dynasty; prose Fu; W en Fu; d ifference

( 13) TheH armony of Human and theM ater ialW orld in YU Hua 's Novels YANG Guo�y i( 084)

Institute of L iterature, Wuhan Un iversity, WuhanH 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YU Huas' novels are character ized by the materia lized human w orld, the hum anized materia l

w orld and the harmony betw een them.

Key words: materialized; human ized; harmony; hum an nature

( 14) P ressure and Its Adjustment on the Part of College Teacher HUANG C i�ying( 095)

D epartm ent of T eaching and Research Affairs,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ressure is a common soc ial�psycholog ical phenomenon. In educa tiona l structure adjustmen t

and reform, co llege teachers face great pressure, the source o fwh ich can be found in the change o f the ir life

sty le, w ork ing con tents, work ing env ironment and concern for their public im age, and also has to do w ith

personal pressure experiences. Properly ad justed, pressure can be more of a motivating force of action than a

hindrance to i.t

Key words: co llege teacher; pressure; source o f pressure; ad justm en.t

( 15) Analysis to the causes of the burnout under the reform of foundational curriculum

SHEN Han( 099)

D epartm ent of T eaching and R esearch Affa irs,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 igating over 500 junior and primary schoo l teachers w ith the internat iona lly conf irmed

inventory∀ MB I, w e found that it is the general ex istence of the teacher burnout that influences the running

re fo rm o f foundat iona l curricu lum and the enforc ing o f the new curricu lum adversely. The causes of the burnou t

are concerned w ith the b ig cha llenge to the teacher s', know ledge, ability,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nd over

burden.

Key words: teacher; burnou;t curricu 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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