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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开放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基于已有文献分析,从环境与个体匹配的视角,剖析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

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

这两者匹配程度不高,就会导致开放大学教师工作投入度降低、自我效能感下降以及心理契约破裂,进而

产生职业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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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截至2021年2月,我国所有省级广播电视大学

全部更名为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已经全面进入开

放大学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推进一流开放大学

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教师

队伍建设相应成为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教师作为

典型的智囊型人群,是以知识、智慧为职业活动工具,
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职业类型,由于工作任务繁重、
角色冲突严重、社会期望过高、成就动机较强、人际情

绪压力等原因,已经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1]。研

究显示,开放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呈上升趋势,
从早期的成就感较高、职业倦怠程度一般[2],发展到

不同程度职业倦怠检出率累计高达73.2%,且中度

倦怠的检出率高于一般教师[3],目前开放大学教师职

业倦怠现象逐渐蔓延,倦怠程度趋于加重,不同年龄、
性别、职称的教师均存在职业倦怠感,特别是在去个

性化维度上显著高于普通高校教师[4]。综合来看,已
有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主要是对导致职业倦

怠的工作因素、个人因素等进行单独分析,鲜见对职

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本研究将通过综

合分析影响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环境和个体因

素,以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探究导致职业倦怠

的深层次原因。
二、理论基础

“职 业 倦 怠”作 为 一 个 术 语 由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FreudenBerger在1974年首次提出,他基于助人行

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职业倦怠现象的存在。职业倦

怠也被称为工作倦怠,是指职场中的个体由于长期高

强度的工作投入、持续的工作压力,而自身应对能力

有限、又得不到充分外部支持,导致在认知、情感和行

为等方面出现的身心疲惫、能量耗竭等状态。职业倦

怠包括3个方面的典型特征:压力维度的情绪情感耗

竭、人际关系维度的去个性化以及自我评价维度的个

人成就感降低。Cherniss(1980)提出的职业倦怠过

程模型认为,环境特征和个体特征通过交互作用引发

职业倦怠[5]。Maslach(2001)进一步提出了职业倦怠

的工作匹配模式,即职业倦怠并非由工作或个人单方

面因素导致,而是由工作和个人不匹配导致的,不匹

配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诱发职业倦怠[6]。当前教师职

业倦怠热点研究结果也显示,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是

所授专业、外部支持、教育对象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匹

配而引发的,提高教师个人与组织、工作等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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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缓解职业倦怠[7]。
三、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的“开放大学教师”主要指在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中直接承担远程教育教学

工作的所有在编在岗教师,主要由主持教师、责任教

师、辅导教师等组成,不包括行政人员、教学辅助人员

等。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是指教师从事远程教育

教学活动过程中由于不能有效应对持续的压力导致

工作积极性丧失、热情下降和成就感降低的身心耗竭

状态。导致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有很多,本
研究基于统整视角,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层面

进行分析。
(一)环境因素

影响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环境因素,特指导

致教师倦怠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等外部因素总和。综

合已有研究来看,在环境因素中,工作要求和工作支

持是核心影响因素,当个体面临过高、过多的工作要

求,同时又不能获得足够的外部支持时,就会产生职

业倦怠感[8]。

1.工作要求

不适宜的工作要求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

因素之一[9]。当教师面对不适宜的工作要求时,就会

产生角色压力,容易感到劳无所获,成就感持续走低。
开放大学教师具有多重职业角色,承担了课程的开

发、设计、教学、管理、服务等职能[10],既要具备所在

学科的扎实知识,也要熟悉远程教育教学相关理论与

实践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沟通协作能力,更要能够

接受学生的差异性。开放大学教师不适宜的工作要

求主要体现为角色超载、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首

先,角色超载现象非常突出,研究显示,开放大学教师

共承担了约46项教学任务,内容涉及课程资源制作、
教学设计、教学辅导、教学管理、学习支持服务、学科

研究、远程教育教学研究等[11]。其次,角色冲突主要

体现为:自身专业发展与远程教育教学能力发展;角
色专业化与角色融合;积极投入、力争做一名好教师

的角色承诺与学习者被动学习、较少参与教学互动的

工具性学习动机[12]。再者,从角色模糊来看,教师认

为自身处于去专业化的角色境遇,角色定位与职责模

糊,常常充当组织协调者并陷于日常事务,工作的行

政性日益凸显[13]。

2.工作支持

(1)社会支持

从外部环境看,开放大学的“边缘化”地位,是教

师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14]。由于开放大学的成

人高校办学性质等多方面原因,社会公众对开放大学

的评价或多或少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甚至长久以来

带有“偏见”,教师也因此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如有的高层次学术期刊、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奖励,
会直接拒绝开放大学教师的投稿和申报。社会上对

开放大学的诸多“偏见”,会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造成

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了工作的荣誉感和幸福感,逐渐

丧失工作积极性。
(2)组织支持

实证研究显示,高校教师的组织支持感与职业倦

怠呈正相关,组织提供的支持一旦不足,就会直接削

弱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降低职业发展动力[15]。对于

教师而言,组织支持既包括学校管理层面的激励,也
包括教学层面的正向反馈。目前,开放大学自上而下

科层化、行政化的管理运行模式不利于人际交流与合

作,组织底层一线教师的意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

反馈,其话语权相应受到影响;现有的培训和激励机

制与教师发展的内在需要契合度较低,不能充分调动

教师的积极性[16]。开放大学虽然已经拥有了教师职

称自主评审权,但在评价机制上大都沿用了原有的适

用普通高校的相关内容与标准,与开放大学教师的角

色要求、工作内容等不相适应,这既不能科学有效地

评价开放大学教师的工作业绩,也不能对教师的职业

成长起到激励作用[17]。此外,教师缺少教学工作的

满足感也会致使职业倦怠产生[18]。开放大学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水平普遍不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相对薄弱,线上答疑和线下辅导等参与度较低,师生

互动呈现弱化趋势[19],教师在教学中的付出很难得

到学生充分、有效地回应,容易慢慢丧失教学效能感,
对教学工作失去兴趣和动力,进而不可避免地消极应

对教学、冷漠面对学生,最终导致情绪耗竭。
(二)教师个体因素

相较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教师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格特质等与职业倦怠的关系,本研究主要基于职业

发展的综合视角,结合开放大学教师研究相关文献,
从职业需求、职业能力和职业动机3个维度探究导致

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教师个体因素,以深入分析

教师的职业心理与职业倦怠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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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需求

职业需求是教师职业行为积极性的源泉,一旦教

师的职业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就会引发职业倦

怠[20]。开放大学教师的成就需要居主导地位,并在

各个职业阶段呈现不同内容:新入职教师面临从传统

教学到远程教学的转变,亟须理论指导和实操培训;
职业成长期的教师,希望参加高层次的教学和科研能

力培训,以有效应对能力瓶颈;进入职业成熟期后,教
师需要应对教学改革创新的更高要求,以及实现专业

技术职称晋升[21]。教师上述职业需求如果得不到满

足,就会产生挫折感,容易丧失工作热情。

2.职业能力

教师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职业压力的主要原因

之一[22]。开放大学教师既要胜任所在学科的教学科

研工作,也要擅长开展远程教育教学。但是从调查来

看,多数开放大学教师对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在线

教学及相应的管理、支持服务等感到信心和能力不

足[23]。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教师在教学、科
研等方面也会遇到能力瓶颈,自我效能感下降。此

外,从职业生涯管理能力来看,不能做好教学、科研和

管理工作的时间管理,是诱发开放大学教师焦虑的主

要原因之一[24]。

3.职业动机

职业动机是开放大学教师应对工作压力的主要

韧性特征[25]。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开放大学教

师缺乏主动发展意识,职业目标较为模糊,个人发展

基本靠外部推动,基于自身兴趣、专业成长等内在发

展需求的成就动机有所欠缺[26]。此外,教师的工作

热情也不高,主要以惯性思维开展工作,更新知识技

能的意愿不强,尤其是学习和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教

学的积极性不高[27]。当教师的内在职业动机不强,
缺乏对职业内在价值和意义的认同时,就容易产生职

业倦怠[28]。
四、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形成机理

根据职业倦怠研究相关理论,环境因素和个体因

素不会直接、简单地导致职业倦怠。在前述影响因素

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职业倦怠的过程模型和工作匹配

模式,本研究从同时关照开放大学育教学质量提升和

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整合视角,结合开放大学教师的

职业环境和职业心理特征,探究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

素的交互作用机制,提出环境与个体匹配视角下的开

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形成机理,如图1。

图1 环境与个体匹配视角的开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形成机理示意

  根据该形成机理,开放大学教师在职业进程中,
工作要求、社会支持、组织支持等环境因素,以及职业

需求、职业能力和职业动机等个体因素,通过交互作

用共同影响其职业发展,一旦出现环境和个体因素匹

配度不高的情况且达到一定的阈值后,便会产生较大

的职业压力,导致教师工作投入度降低、自我效能感

下降以及与组织的心理契约破裂等情况,进而引发职

业倦怠。
首先,工作要求因素与个体因素匹配度不高,会

导致工作投入度降低和自我效能感下降。一方面,开
放大学教师承担了多重角色和过重任务,时常要面对

工作职责与目标的不确定性,工作要求的冲突性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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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性,教师如果缺少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角色压

力之下势必会由于过度工作引起身心疲惫和活力耗

尽,导致工作投入度不断下降,从而会体验到职业倦

怠工作压力维度的情绪情感耗竭,这也是开放大学教

师职业倦怠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当前开放大学教

师的能力水平与高标准的工作期望之间仍存在差距,
当教师持续感知到差距较大而又难以在短期内提升

能力时,就会导致工作胜任感和成就感下降,持续消

极评价工作价值和自我效能。随着人工智能、5G等

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开放大学在线教育不断发展,
这进一步提升了教师技术应用、资源整合与推送、个
性化支持服务等能力要求。如果不能从组织和个人

层面同时提升开放大学教师的能力,提高教师职业能

力与工作期望的匹配度,就会导致教师在职业倦怠自

我评价维度的成就感降低。
其次,工作支持因素与个体因素匹配度不高,会

导致心理契约破裂。工作支持能够让员工感受到组

织给予的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激励,进而减轻压力带来

的身心疲惫[29]。目前开放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

与工作环境的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差距甚至矛盾,导致

他们难以兼顾服务学校事业发展和实现个人职业发

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情况是,现有的开放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培训,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层次上都不

能满足教师的成长需求,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

效性都有待提升,尤其缺少对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

导与支持服务。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教学技能、科研方

法、技术应用等培训以及职业发展指导,容易造成教

师“本领恐慌”,导致职业压力,增加了产生职业倦怠

的风险。根据心理契约相关理论,开放大学教师与学

校之间具有潜在的相互期望。从教师的角度看,他们

希望在工作付出之后学校能够满足自己获得工资福

利、单位认可、学习培训、职称晋升等基本待遇和职业

发展需求,如果他们遭遇待遇不公或者学校的承诺没

有兑现,合理的需求得不到及时、充分地满足,就会直

接影响工作积极性,逐渐丧失工作热情,开始回避工

作及工作对象,进而导致工作绩效下降[30],这就是教

师在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维度的去个性化表现。
五、结语

开放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已呈明显上升趋

势,这不仅会对教师的身心健康造成直接危害,阻碍

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还会对开放大学的教学

质量和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研究基于文献分

析,根据职业倦怠相关理论模型,剖析了开放大学教

师职业倦怠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环境与个体匹配视角

的职业倦怠形成机理。但是,开放大学教师的职业倦

怠是社会、家庭、组织、工作、个体等所有与其职业发

展相关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形成职业倦怠也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过程。本研究推理分析出的结论,与实际

情况契合度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做好开

放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预防和消解工作至关重要,需
要组织层面和教师个体共同应对,笔者也将在后续研

究中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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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FactorsandFormationMechanismofTeachers’JobBurnoutinOpen
UniversityfromthePerspectiveofEnvironmentIndividualMatching

BILei
(SchoolofLiterature,LawandEducation,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existingliterature,thispapertakestheopenuniversityteachersasthe
researchobject,fromtheperspectiveofenvironmentindividualmatching,andanalyzestheinfluencing
factorsandformationmechanismoftheopenuniversityteachers’jobburnout.Itisfoundthattheopen
universityteachers’jobburnoutistheresultofthejointactionofenvironmentalfactorsandindividual
factors.Ifthetwodonotmatchwell,itwillleadtothedecreaseofteachers’workengagementandself-
efficacy,andthepsychologicalcontractbreach,whichresultinjob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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