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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自 Salovey 和 Mayer（1990）最早提出情绪智力这一概念以来，

心理学界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人类智能的革命。在传统的研究中，研究

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智力的认知因素上，情绪智力的提出，让研究者

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智力的非认知因素上。近年来，关于教师情绪智力

研究主要关注教师群体的情绪智力现状，教师情绪智力对学生的影响，

及教师情绪智力对教师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显示，

教师情绪智力情况对教师本身、教学以及学生都有影响。例如，Chan

在研究中发现，教师的情绪智力可以促使教师拥有良好的移情能力和

人际适应能力，有助于对学生情绪智力的培养。吴静珊（2012）论述

了教师情绪智力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影响。曹蓉从教师知识传递、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师生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情绪智力对教学效果的影

响。由此可见，教师情绪智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主要考察了情绪智力与教师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

其中工作感受包含教师的职业倦怠，教师工作满意度和教师教学效能

感等三方面的内容。 

核心概念界定： 

情绪智力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的集合，是觉

知和表达情绪、用情绪促进思维，理解和分析情绪以及调控自己与他

人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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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是指个体在工作过程中体验到的负性症状，包括个人出

现的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低个人成就感。情感衰竭是指个体由于身

心资源透支而产生的极度疲劳的情绪和情感状态；去人性化是指个体

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对待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低个人成就感是指

个体自我效能和评价上的降低。 

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受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满

足。在本研究中，工作满意度包含内在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外在满

意是指个体的满意与工作本身无直接的关系，和外在的因素有关系，

如，领导的赞许、良好的同事关系、良好的福利、升职或高薪等令个

体感到满意。内在满意是指个体的满意感来自工作本身，如,工作中

感受到的成就感、自尊感、控制感等令个体感到满意。教学效能感起

源于自我效能感，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运用在教学中，从而

产生了教学效能感。教学效能感包括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

感两个维度。一般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教育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作

用的评价，即：教师认为教育是有能力改变学生的。个人教学效能感

是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即：教师认为自己有能力教

会学生的信念。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最终获得有效数据 596

份。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35.5 岁，平均教龄为 13.0 年，班主任龄

为 6.96 年。其中，男性 78 人（13.1%），女性 518 人（86.9%）；非班

主任 131人（22.0%），班主任 465人（78.0%）；第一学历为大专学历

的有 209人（35.1%），本科学历的有 319 人（53.5%），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的有 61 人（10.2%）；农村普通校有 113 人（19.0%），农村示范

校 64 人（10.7%），城市普通校 158 人（26.5%），城市示范校 259 人

（43.5%）；小学 334 人（56.0%），初中 176 人（29.5%），高中 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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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职高 18人（3.0%）。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四个问卷分别考察教师的情绪智力、工作倦怠、工作

满意度、教学效能感。 

《教师情绪智力量表》是由杨晓萍编制，其中包括四个分量表：

情绪知觉、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管理。情绪知觉是指教师准确

感知、认识、辨别自己和学生的情绪；情绪理解是指教师对自己和学

生的情绪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情绪表达是指教师能够通过口头或

者书面语言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是指对自己和学生的情

绪进行调节控制，并有利于个人需要的能力。 

《教师工作倦怠量表》（MBI）是由 Maslach(1982)编制，其中包

括 3 个分量表，分别是去人性化、情绪耗竭和低个人成就感。去人性

化是指对自己的学生丧失感觉，甚至视若无睹。情绪衰竭是指筋疲力

尽。低个人成就是指对于工作的胜任感和成就感降低。 

《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由 Weiss, Nawis, England和 Lofquist 

(1967)编制。问卷包括外在满意和内在满意 2个分量表。外在满意是

指个体的满意与工作本身无直接的关系，和外在的因素有关系，如，

领导的赞许、良好的同事关系、良好的福利、升职或高薪等令个体感

到满意。内在满意是指个体的满意感来自工作本身，如,工作中感受

到的成就感、自尊感、控制感等令个体感到满意。 

《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编制者是俞国良、辛涛、申继亮。该量

表包括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一般教学效能感

是指教师对教育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即：教师认为教育

是有能力改变学生的。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

识和评价，即：教师认为自己有能力教会学生的信念。 

3.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结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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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1. 中小学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感受的特点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情绪智力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情绪感知、情

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管理这四个分维度上的得分也都高于理论中

值，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情绪智力发展良好，能

够有效地感知、表达、理解和管理情绪。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倦怠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情绪耗竭程度

和去人性化程度较低，个人成就感较高，所以工作倦怠的总体程度较

低。这一结果符合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特征，教师在职业过程中

能够获得较高的个人成就感，由于面对的群体是学生群体，尽管会出

现一些情绪耗竭现象，但是情绪耗竭的程度并不严重，去人性化的程

度较低。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外在满意度

相对内在满意度较低，但是也都高于理论中值，这一研究结果说明，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对教师工作比较满意，尤其是对教师工作所带来了

内在价值较满意。 

从整体水平上看，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处于较高水

平，教学效能感总分、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高于理论

中值，这说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效能感较高。比较教学效能感

两个维度上的得分，结果显示：个人教学效能感得分高于一般教学效

能感，一般教学效能感得分与理论中值持平。这一结果说明，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对自己影响学生的能力，处理学生行为问题，教导学生

方面比较有信心。但是对教育本身是否能影响学生，态度不鲜明。 

2. 教师人口学信息与情绪智力、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 

关于教师人口学变量与情绪智力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学

段，是否担任班主任与教师情绪智力的关系很小，第一学历、学校类

型、年龄、教龄与教师情绪智力有一定的关系。 

性别、学段、学历、学校、年龄、教龄、班主任龄、周课时量都

与工作倦怠总分没有关系，但是工作倦怠中的情绪耗竭成分与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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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和周课时量显著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显示，担任班主任的时间越久，

那么就越容易出现情绪耗竭的现象。与此同时，每周课时量越多，那

么也就越容易出现情绪耗竭的现象。 

性别、学段、学历、学校、年龄、教龄、班主任龄都与工作满意

度没有关系，周课时量与工作满意度、外在工作满意度和内在工作满

意度都有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周课时量越多，那么工

作满意度就会越低。 

关于教师人口学变量与教师教学效能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个

人教学效能感在第一学历，教龄，年龄和是否担任班主任维度上有显

著差异。性别、学段、学校类型与教学效能感无关。 

3. 中小学教师情绪智力与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 

情绪智力四个维度与工作倦怠的相关结果显示，情绪知觉、情绪

理解、情绪管理与工作倦怠的相关显著，情绪表达与工作倦怠之间的

相关不显著。情绪智力越高，那么其个人成就感就会越高，从而，工

作倦怠程度就会越低。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知觉和情绪

管理能有效预测工作倦怠，情绪管理能有效预测个人成就感。这一研

究结果提示我们，在情绪智力中，情绪管理这一维度能有效影响个人

成就感和工作倦怠感。 

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内在工作满意度相关显著，且相关系数

大于 0.2，这一结果说明，情绪智力越高，那么其内在工作满意度越

高，工作满意度越高。情绪智力与外在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小于

0.2，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情绪智力各维度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结果

显示，情绪知觉、情绪理解、情绪管理与工作满意度和内在工作满意

度有相关，而情绪表达与之无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

管理能够有效预测内在工作满意度。结合情绪管理对工作倦怠和个人

成就感的影响效应，我们可以推断，情绪管理是情绪智力中的最核心

成分，对情绪智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情绪智力对工作倦怠、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都是通过情绪管理这一能力去实现的。 

关于情绪智力与教学效能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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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知觉、情绪理解、情绪管理与个人教学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这说明情绪智力与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有联系的。进一步的回归

分析发现，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对教师的个人教学效能感有中等程度

的正向预测作用。 

（二）相关对策 

1. 加强对班主任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 

关于是否担任班主任对情绪智力，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

结果显示，班主任的情绪耗竭程度更严重，外在满意度更高，其他方

面与非班主任教师没有差异。这一研究结果符合班主任的工作特征，

因为班主任在工作中会面对更多的工作压力，但是学校会给班主任更

多学习、晋升机会和待遇，从而一方面班主任在面临巨大工作压力时，

表现出较高的情绪耗竭，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工作的外在满意度更高。

这一研究结果还提示我们，班主任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心理健康值

得关注。 

2. 加强对中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关注 

青年教师是学校的骨干力量，承担了大量的教育教学和行政工作。

研究结果显示，周课时量，是否担任班主任与教师工作倦怠有显著的

关系。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教师情绪智力与年龄教龄有关。

结合这两个结果，我们发现对于青年教师身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工作压力大与情绪智力相对较弱的矛盾。同时，对于青年教师，还承

担着较大的家庭压力，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养育孩子，所以就会给这

部分老师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对于学校管理层来说，需要积极关

注青年教师的心理状况，为这部分老师提供更多的支持，关注其身心

健康。 

3. 关注教师情绪，提高教师情绪管理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情绪管理是情绪智力中的核心成分，能有效预测

个人教学效能感、内在工作满意度、个人成就感和工作倦怠的程度。

因此，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需要加强对教师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

或者在招聘选拔的时候，关注教师的情绪管理能力。除此之外，在开

发情绪智力的干预工具时，要将情绪管理作为其中的重要干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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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情绪管理上下功夫。 

三、成果与影响 

理论成果：从理论上讲，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教师的情

绪智力、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现状，掌握了教

师群体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除此之外，

通过探索教师情绪智力与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了解了情绪智力，尤

其是情绪管理对教师的重要性，为下一步教师培训工作提供了思路，

为后续的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固化成果：通过本研究，整理了教师情绪智力及工作感受的相关

问卷，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工具上的支持。在期刊上发表了四

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上，一篇文章

发表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上。这两个期刊都是中小学教师的重要刊

物。 

影响：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了文章的下载量及引用量，截止到

当前，文章共被下载 503 次，共被引用了 10 次。从这个数据可以看

出，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根据研究结果，开发了相关

课程，用于日常教师培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改进与完善 

在本研究中，主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通过大规模

的调研，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本研究为实践研究奠定了理

论基础。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研究的思路进行如下转变： 

1. 将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究相结合。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来说，更

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发生转变。因此实践探究会更

加符合中小学的需要，能够真正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在下

一阶段的研究中心，需要将理论的调研，数据统计与行动研究进行结

合，不仅丰富理论成果，还要研发相关的活动、课程去进行实践，促

进真实、可见的变化。 

2. 将现状研究与行为转变相结合。以此研究为研究基础，拓宽研

究思路，进一步立足教师的行为改进上，进行教育教学实践，促进教

师行为转变。主要的研究路径为针对“情绪感知、情绪表达、情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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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情绪管理”四个维度，开发相关的课程，对教师进行干预，通过

教师的主观感受，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考察干预效果。 

3. 将教师研究与学生研究相结合。学生是站在教育中央的群体，

学校的教育教学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活动引领去促进学生能力

的提高，行为的改变。因此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要将更多的注意力

聚焦在学生身上，为学生服务。 

五、成果细目 

1. 研究工具： 

《教师情绪智力量表》（杨晓萍编制） 

《教师工作倦怠量表》（MBI）（Maslach 编制） 

《教师工作满意度问卷》（Weiss, Nawis, England 和 Lofquist 

编制）。 

《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俞国良、辛涛、申继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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