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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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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校教育负担的加重和学生多元化需求的增加，高校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大。本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四川省高校的 629 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高校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压力存在影响，且工作满意度的中介

效果成立。为此，高校应通过提供更多学习和交流机会、加强教学管理现代化建设、关注教师心理健康等措施，缓解教师

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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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并明确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1]。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对于高等教

育质量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社会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

科研能力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日益增高 [2]。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

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1]。提升教师的工作满意

度和心理健康水平，是保障教育质量、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发

展的重要举措。

1.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及其心理机制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高校教师肩

负着培养人才和推动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但这一角色的多

重性和责任感使得他们面临着显著的工作压力。根据相关研

究显示，随着高校教育负担的加重和学生多元化需求的增

加，高校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大 [3][4]。教师不仅要完

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还需要参与学术研究、学生管理、行政

事务等多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任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

得教师的工作压力呈现出多维性和动态性 [4]。例如，过高的

工作量、繁重的科研任务、职称评定的压力，以及日常教学

中的学生行为管理等，都成为教师主要的压力来源 [5]。在这

种背景下，教师的工作压力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

议题。

面对如此复杂且多元化的工作压力，教师如何应对并保

持较高的工作绩效和心理健康，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根据 Bandura（1977）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感和工作

满意度被认为是影响教师应对压力的关键心理因素 [6]。自我

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心和期

望。具体来说，高自我效能感的教师通常能更好地管理课堂、

应对学生问题、解决教学中的各种挑战，从而减少工作压力

对教学绩效的负面影响。这些教师具有较强的应对策略，能

够积极面对教学中的困难，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

另外，工作满意度指的是教师对工作内容、工作环境以及职

业发展的整体满意程度。研究发现，教师工作满意度较高时，

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的职业归属感和动力，能够在面对高压工

作任务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并有效应对压力 [7]。相反，低

工作满意度的教师更容易出现情绪困扰和职业倦怠，进一步

加重工作压力的负面影响 [8][9]。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尽管已有不少关于教师工作压力的研究，但大多数研

究多集中在压力源的探讨上，缺乏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

系统性分析，尤其是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在教师工作

压力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较为薄弱 [7]。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

心理学的视角，实证分析高校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压力

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工作满意度在这一关系中的作

用。为此，本文采用了 Cha, J. E.（1997）、Smith & Kendall 

& Hulin(1969)、Jang. S. J.(2005) 学者编写的标准化问卷 [10][11]

[12]，旨在测量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压力

水平。问卷采用五点量表进行评分，且显示出较高的信度

（Cronbach'α），分别为 .904、.948、.880。通过线上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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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收集了四川省高校教师的数据，样本量为 629 个，涵盖

了不同职称、工作年限、类别（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

与科研为主）的教师。

3.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影响因素

3.1 因素间的相关关系验证。

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0.4，即自我效能感与工作

满意度 (r=.593,p<.01) 之间为正 (+) 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工作

压力 (r=-.490,p<.01) 之间为负 (-) 相关；工作满意度与工作

压力 (r=-.737,p<.01) 之间也为负 (-) 相关。这表明高校教师

的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确实

存在。

3.2 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

根据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展示了

较高的拟合度（△ R2= .546）。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

（β= -.082；p<.05）和工作满意度 (β= -.689；p<.001) 对

工作压力均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随着高校教师自我效能

感和工作满意度的不断增强，其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将显著减

少。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对工作

压力的显著影响，为理解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提供了有力的

数据支持。

表 1  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工作压力

B 标准误差 β t

常数 5.096 .093 54.584***

自我效能感 -.076 .031 -.082 -2.455*

工作满意度 -.550 .027 -.689 -20.629***

R2( △ R2) .740(.546)

F 378.716***

***p<.001；*p<.05

3.3 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满意度对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影

响机制

表 2  Process 中介效果检验

Direct effect of X on Y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076 .031 -2.445 .015 -.136 -.015

Indirect effect(s) of X on Y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工作满意度 -.378 .037 -.452 -.308

根据线性回归分析及 Process 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本

研究的路径分析在自我效能感（I.V）、工作满意度（M.V）

和工作压力（D.V）之间的路径均显示出显著的影响。具体

来说，自我效能感对工作满意度（I.V → M.V）、工作满意

度对工作压力（M.V → D.V），以及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压力（I.V 

→ D.V）的影响均显著。此外，在中介效应检验方面，本文

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设计的路径分析，通过 Process 分

析显示，加入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后的间接效应（I.V 

→ M.V → D.V）具有显著性。具体而言，该间接效应的置信

区间（BootLLCI、BootULCI）均不包含 0，这表明工作满意

度在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同

时，不加入中介变量时，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压力的直接效应

（I.V → D.V）的置信区间（LLCI、ULCI）也不包含 0，进

一步验证了在自我效能感影响工作压力时，工作满意度存在

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

的工作满意度在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压力之间发挥了显著的

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工作满意度在工作

压力形成中的作用机制，为优化高校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提升

心理健康提供了科学依据。

4.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心理机制与

应对策略

4.1 增加高校教师的学习交流机会至关重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

科知识的不断更新要求高校教师持续学习和提升专业素养。

通过不断学习和精进教学技能，教师能够提升自我效能感

和自信心，从而更加从容地应对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挑

战，并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专业素养的提升将使教

师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得心应手，进而增强其职业满足感

和归属感。

4.2 强化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意识，增设心理干预部门

是关键措施。

心理健康是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压力的关键因素。高

校教师在面对高工作负荷、科研压力、教学任务及职称晋升

等多重压力时，往往面临较大的心理健康风险。因此，加强

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并设立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干预机制，

对于提升教师的心理韧性和减轻工作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4.3 加强高校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是减轻高校教师工

作压力的有效途径。

随着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加，许多高校面临教学资

源紧张、行政事务繁杂等挑战，这使得教师常常处于高压力

的工作环境中。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高校应推动信息化建设，

增设在线学习平台、智能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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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管理效率，并优化高校的运营结构。同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

亦退。我们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

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13]。因此，推动

高校信息化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管理能力，也有助于

提高教师工作效率，改善教学质量，进而缓解教师的工作压

力，提升教师的整体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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