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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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高校教师职业认同问卷和工作倦怠量表对江西省各大高校 81名思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探究教师

职业认同和工作倦怠的关系。结果表明，教师职业认同总分和三维度得分为 3.44~3.59，工作倦怠总分和三维度得

分为 2.35~2.74。回归分析显示，教师情绪衰竭的预测变量有：单位认可和课时量（P<0.01），解释率为 23.7%；单

位认可和职业认同两个变量，分别解释人格解体、低成就感和工作倦怠总分变异的 26.4%、35.1%和 29.5%。结论：

江西省思政教师职业认同中等偏上，工作倦怠不严重；改善学校管理、提高单位认可，提升职业认同，可降低教师

工作倦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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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jobburnout）也称为“职业倦怠”、“工作耗竭”等，它是指助人行业的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连续不

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低个人成就感和去个性化等
［1］

。高校教师是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的一个

群体，高校思政教师也是如此。教师职业认同是个体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确认自己的教师角色过程，也是教师个体对自

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
［2］

。本研究主要调查江西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和工作倦怠的现状及因素，探索职业认同对工

作倦怠的影响，为提升教师职业认同、减少其工作倦怠、提高工作投入提供科学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利用集中培训的机会，对江西省 85个高校的思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10 份，回收 87份，其中有效问卷 81份，

有效率为 93.1%，其中，男 48人，女 31人（缺失 2人）；年龄为 24~55岁，均值为（39.2±6.9）；教龄为 1~36年；本科、硕士、

博士学历分别有 17、47、17人；助教 6人，讲师 37人，副教授 33人，教授 5人。 

（二）研究工具 

1.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问卷 

根据魏淑华
［3］
、严玉梅

［4］
的教师职业认同问卷，自行编制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问卷，量表包括职业认知（6 条目）、职业

情感（3 条目）和职业行为倾向（5 条目）三个维度。条目采用李克特式的 5 点计分法，1-5 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 

2.高校思政教师工作倦怠问卷 

根据 Maslach等人专为教师编制的量表 MBI-ES，参考朱燕
［5］
、宋双斌

［6］
等人工作倦怠量表，自行编制针对高校思政教师的

工作倦怠量表。量表包括情绪衰竭（7条目）、人格解体（6条目）和低成就感（7条目）三个维度。条目采用李克特式的 5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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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1-5分别代表“从未如此”到“总是如此”。 

3.数据处理 

用 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反向计分题统计时进行了正向处理。职业认同和工作倦怠现状使用描述性统计，对其影

响因素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采用回归分析考察职业认同等变量对工作倦怠的作用。 

二、结果 

（一）江西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和工作倦怠现状 

表 1 显示，教师职业认同得分在 3.5 分左右，介于“一般”和“比较符合”之间，可认为职业认同中等偏上。工作倦怠各

维度及总分介于 2 和 3 之间，低于中值 3，其中情绪衰竭得分略高，可认为工作倦怠不严重。只有 4%的教师有严重的工作倦怠

（三个维度均大于 3）。 

 

（二）思政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职业认同三维度及总分均不存在性别、学历和职称差异，收入高低也不影响职业认同（p>0.05；承

担过专业课的思政教师，其职业认知和职业认同总分显著高于未担任过专业的教师（p<0.05），承担过专业课的 72.7%教师，自

报专业课的知识素养有助于思政教学。相关分析显示，职业认同三维度和总分与年龄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311~0.366，

p<0.05），跟教龄相关不显著（p>0.05）。此外，单位认可与职业认同以及三维度中的职业认知、职业行为倾向显著相关（p<0.05），

与职业情感相关不显著（p>0.05）。 

（三）思政教师工作倦怠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表 1 显示，职业认同三维度及总分和工作倦怠的情绪衰竭不相关，跟工作倦怠其他维度和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

-0.504~-0.249，p<0.05）。分析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教龄、学历、职称等）、工作因素（人事关系类型、收入、课时、

专业课承担情况、学生态度、单位认可、学校类型）等对工作倦怠各维度及总分的影响，结果显示，学历、课时、学生态度（重

视思政课程度）、单位认可等变量对情绪衰竭有影响（p<0.05）；单位认同影响人格解体（p<0.05）；学生态度、单位认可影响低

成就感（p<0.05）。 

以工作倦怠各维度和总分为因变量，以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和职业认同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2显示，



职业认同影响工作倦怠的人格解体、低成就感两个维度和总分，单位认可对工作倦怠三个维度和总分均有影响，而课时量大小

是情绪衰竭的重要预测变量。 

 

三、讨论与建议 

（一）江西高校思政教师职业认同中等偏上，专业课承担情况影响职业认同 

本研究表明，总体上江西高校思政教师的职业认同中等偏上。年长的思政教师，其职业认同越高，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结论

基本一致
［4］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阅历和教学经验的增长，思政教师更加体会到思政教育对学生成长的价值，其教学能力

也得到了提升，因此，年长教师职业认同高于青年教师。因此，高校采取诸如骨干思政教师导师制的措施，传帮带新教师，尽

快帮青年思政教师度过职业认同低迷期，积极投入思政教学与科研当中。本研究还表明，承担过专业课教学的老师职业认同更

高，而且大部分认为专业课知识有助于思政教学。这可能是专业课教师身份，有助于提升职业价值感，同时专业课较微观、具

体的内容，可为宏观、抽象的思政课程内容提供更贴近实际的素材，从而使思政教学更佳、教师效能感更强。鉴于此，建议高

校可以适当安排思政教师承担少量相关专业课的教学，这样既可以拓展思政教师的知识面，提升思政教学效果，也能提高思政

教师职业认同感。 

（二）思政教师工作倦怠不严重，工作量影响情绪衰竭 

本研究表明，总体上江西省高校思政教师工作倦怠不严重，只是情绪衰竭得分略高。工作量影响情绪衰竭，这与以前的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
［7］

。这可能是因为与专业课不同，专业课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包括实验指导、实训指导、论文指导等其他要

素，而思政几乎只有课堂教学，要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思政老师必须承担更多的课堂教学
［8］
。因此，在高校管理过程中，给思

政教师安排的教学、科研任务等工作量应该合理适宜，以减轻教师的情绪衰竭。 



（三）思政教师工作倦怠与职业认同的关系密切，单位认可是增强思政教师职业认同、减少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表 1 和表 2 均显示，职业认同与工作倦怠关系负相关，高水平的职业认同往往对应低水平的工作倦怠，单位认可显

著影响职业认同，跟工作倦怠及其各维度显著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
［9］
。顾倩

［8］
研究认为，组织支持对教师的职业认同和

工作倦怠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高水平的组织支持能增强职业认同对工作倦怠水平的负向作用，低组织支持水平下，职业认同

对工作倦怠作用效果比较小。可见，高校的组织支持对增加职业认同，减少工作倦怠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高校可以多方面

增强对思政教师的认可，比如，建立适合思政教学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让思政教师的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对思政教师在科研、

教改、培训方面给予更多（至少不少于其他教师）的支持；在制定与思政教师有关的规章制度时，高校管理人员应充分与思政

教师协商、讨论，并积极采纳思政教师的合理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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