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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业倦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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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特教教师自我价值感、教学创新意愿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 17 个省市 347 名

特教教师采用“MBI 职业倦怠问卷”、“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问卷”、“教师教学创新意愿

问卷”调查，使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自我价

值感与教学创新意愿之间呈正相关，自我价值感、教学创新意愿均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负

相关; 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业倦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教学创新意愿在自我价值

感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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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办好特殊教育，教师是关键。随着特殊教育事业

的重视与发展，特教教师作为特殊教育的执行者，是将

特殊教育成功推进的关键。大量研究认为，特教教师

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群体，比起其他普通教育老师

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特殊教育具有复杂性、多样

性、高强度情绪劳动性、教学积极反馈缺乏等特点，会

使得特教教师身心疲倦，逐渐丧失对工作的热情，工作

创新意愿减弱，自我价值感缺失，主观幸福感亦随之降

低，进而产生情感的疏离和冷漠、工作中表现出被动与

应付的状态，这些都是职业倦怠的不良表现［1 － 4］。
职业倦怠( career burnout) 是指在以人为服务对象

的职业领域中，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应对工作上延续不

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综合征［5］。职业倦怠

不仅危害着教师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教育

质量［6］。职业倦怠是由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

感三个维度构成［7］。其中低成就感代表职业倦怠的自

我评价维度，是指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自我价值感降

低、自我评价趋于消极的情形［8］。这说明成就感的高

低会影响职业倦怠的水平，而自我价值感是调控成就

感的核心要素，因此提升自我价值感对降低职业倦怠

尤为重要。
自我价值感( self － worth) 是个体以自己本身为对

象产生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即个体对自己的能

力、重要性、成败和价值感等方面做出的整体评价［9］。
Sagone 等人通过对特教教师和志愿者的比较研究发

现，特教教师的倦怠程度更高，且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

感对其职业倦怠有重要影响，自我价值感较高的教师，

其情绪耗竭和低成就感较低［10］。
自我决定理论(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SDT) 是

由美国心理学专家 Deci 和 Ｒyan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

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动机过程中起主要能动作用，环

境因素通过影响其认知从而对动机产生影响。按照自

我决定程度的高低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分为自主动机和

受控动机。自主动机是指个体出于内心意愿和自由选

择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受控动机是指个体受到内部

或外部压力的影响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近年来，自

我决定理论得到推崇，相关研究成果甚多。对于特教

教师而言，受工作环境的影响，长期进行高强度情绪劳

动和缺乏积极反馈的教学工作会使其自我实现需要无

法得到满足，自我价值感降低，职业倦怠感随之产生。
反之，教师的自我价值感愈高，更愿意进行教学创新，

以此来获得成就感。高自我价值感的教师可通过教学

创新间接影响其职业倦怠状况［11 － 14］。Georgios 等人的

研究发现，教师的自主动机和成就目标会激励教师进

行教学创新。教师在自我成就动机的激发下进行教学

创新活动可以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获得成就感，进

而拮抗职业倦怠［15］。
杨佃霞、Zurlo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在面对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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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时，高自我价值感的教师会诱发一定的社会行为

进行防御和补救，而教学创新则是补救的方式之一，教

师的创新意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作压力的负面

影响，进而对职业倦怠产生作用［16 － 17］。这表明高自我

价值感的教师在受控动机的影响下会通过教学创新这

一补救方式对职业倦怠产生影响。创新 ( innovation)

是指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运用所有已有信息，产生出一

些独特、新颖、有个人价值或社会意义的成果的智力品

质［18］。创新意愿 ( innovation intention) 即是指个体对

于创新的信念与态度。因此，有必要探讨教师的自我

价值感是否通过教学创新影响其职业倦怠感。
为降低特教教师的职业倦怠，对特教教师的自我

价值感、教学创新意愿和职业倦怠三者间关系的探究，

可以明确特教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影响因素，预防或

控制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和发展。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选取浙江、江苏、新
疆、安徽、北京、山西、四川、江西、河南、福建、黑龙江等

17 个省市的特殊学校教师 370 名。共收回问卷 370
份，剔除漏填题目和多填答案的无效问卷 23 份，共计

回收有效问卷 347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
2． 2 研究工具

2． 2． 1 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问卷

中小学教师自我价值感问卷由王金素、司继伟于

2008 年编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6，分半

信度为 0． 84，重测信度为 0． 93。通过 AMOS21． 0 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CFI = 0． 923，IFI = 0． 92，ＲMSEA =
0． 049，P ＜ 0． 01，结构效度良好。效标效度采用 Ｒosen-
berg 自我价值感量表，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均在 0． 43 至

0． 63 之间，效标关联效度总体比较高。该问卷包含职

业技能、个人品德、社会接纳、人际关系和学生反馈五

个因素，共 23 道题目。分数越高，代表教师的自我价

值感越高［19］。
2． 2． 2 职业倦怠问卷

特教教师职业倦怠问卷使用 Maslach 等人编制的

职业倦怠量表( Maslash Burnout Inventory，MBI) 。问卷

包含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因素，共 22
道题目。其中情绪耗竭为 9 个题目，去个性化为 5 个

题目，低成就感为 8 个题目，这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 0． 90，0． 76 和 0． 80。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明，CFI = 0． 92，IFI = 0． 92，ＲMSEA = 0． 07，P ＜ 0． 01，

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0］。各分量表的分数为该因素

下所有题目的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示教师的倦怠

程度越严重。
2． 2． 3 教师教学创新问卷

采用王振宏等人编制的教师教学创新问卷。该问

卷主要测评教师在教学方法与内容等方面的创新意

愿。问卷 共 18 道 题 目，该 问 卷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为

0． 89，重测信度为 0． 91，效标关联效度为 0． 61［21］。问

卷采用 Likert 点式记分法，分数越高，代表教师的教学

创新意愿越高。
2． 3 数据的统计分析

应用 SPSS22． 0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首

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对被试的整体情况进行描述，列出

各问卷中总体和各个维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

准差; 其次，运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衡量各量表及维度间

的相关程度; 最后，采用回归分析与 Bootstrap 中介效

应分析检验变量间的预测作用和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特教教师的职业倦怠、自我价值感、教学创新意

愿及其各维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统

计，其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情绪耗竭 1． 00 4． 89 2． 38 0． 72

去个性化 1． 00 4． 20 1． 95 0． 67

低成就感 1． 00 4． 90 2． 30 0． 59

总体职业倦怠 1． 00 3． 95 2． 25 0． 55

职业技能 1． 80 5． 00 4． 00 0． 65

个人品德 1． 33 5． 00 4． 13 0． 59

社会接纳 1． 00 5． 00 2． 71 0． 88

人际关系 2． 00 5． 00 3． 52 0． 61

学生反馈 2． 00 5． 00 3． 68 0． 71

总体自我价值感 2． 43 4． 83 3． 67 0． 47

教学创新意愿 1． 56 5． 00 3． 79 0． 60

表 1 显示，特教教师总体的职业倦怠均值为 2． 25
分，其中情绪耗竭( M =2． 38) 的得分最高，其次是低成

就感( M = 2． 30) ，最后是去个性化( M = 1． 95) 。特教

教师总体的自我价值感均分为 3． 67 分，除社会接纳

( M =2． 71) 维度的得分较低以外，其他各维度的得分

均在 3． 5 分以上。特教教师的教学创新意愿平均分为

3． 79 分。
3． 2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对特教教师总体的自我价

值感、教学创新意愿、职业倦怠及其各维度间的关系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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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教学创新意愿 职业倦怠

职业技能 0． 69＊＊ － 0． 39＊＊

个人品德 0． 64＊＊ － 0． 43＊＊

社会接纳 0． 38＊＊ － 0． 02

人际关系 0． 45＊＊ － 0． 27＊＊

学生反馈 0． 24＊＊ － 0． 42＊＊

自我价值感 0． 71＊＊ － 0． 43＊＊

情绪耗竭 － 0． 16＊＊ 0． 89＊＊

去个性化 － 0． 25＊＊ 0． 84＊＊

低成就感 － 0． 42＊＊ 0． 74＊＊

职业倦怠 － 0． 32＊＊ 1

注: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 下同。

表 2 结果表明，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其职业

倦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除社会接纳维度与职业倦怠

相关不显著外，职业技能、个人品德、人际关系、学生反

馈均与职业倦怠之间呈负相关，说明自我价值感越高

的特教教师，其职业倦怠越低。特教教师的教学创新

意愿与其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且情绪耗竭、
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与教学创新意愿之间存在负相

关，说明教学创新意愿越强的特教教师职业倦怠感越

低。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其教学创新意愿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说明自我价值感越高的特教教师，其教学

创新意愿越强。
3． 3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中插件 PＲOCESS 进行 Bootstrap
分析，以此来检验教学创新意愿在特教教师自我价值

感与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抽取数为 1000，置信区

间为 95%。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2 β T

职业倦怠 自我价值感 0． 188 － 0． 434 － 8． 940＊＊＊

教学创新意愿 自我价值感 0． 501 0． 708 18． 619＊＊＊

职业倦怠 自我价值感 0． 188 － 0． 417 － 6． 605＊＊＊

教学创新意愿 － 0． 340 － 2． 582*

表 3 的结果显示，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

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P ＜ 0． 001) ，而对其

教学 创 新 意 愿 则 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 P ＜
0． 001) 。当自我价值感和教学创新意愿同时进行回

归分析时，两者均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 ( P ＜ 0． 001
和 P ＜ 0． 05) 。表 4 说明，教学创新意愿在 95% 置信区

间的 Bootstrap 检验中不含 0 值，这说明教学创新意愿

在自我价值感对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中中介效应

显著。同时，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职业倦怠的直

接影响也显著( P ＜ 0． 001) ，因此教学创新意愿在自我

价值感对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且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1． 3%。

表 4 教学创新意愿在自我价值感和职业

倦怠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不完全中介效应

0． 01 0． 01 0． 21 0． 62 41． 3%

4 讨论

4． 1 特教教师的职业倦怠情况

描述统计的结果显示，职业倦怠中情绪耗竭维度

的得分最高，这与胡洪强和周朝坤等人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22 － 23］。究其原因，可能与特教教师面对群体的特

殊性、特殊教育工作本身的艰巨性有关。由于特殊教

育对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且特殊教育工作又兼具高

情绪劳动和教学反馈缺乏等特点，这些会严重消耗特

教教师的精力和情感资源，长此以往，特教教师可能会

出现对工作失去热情和兴趣，对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抱

持否定的态度。特教教师工作性质的艰巨性和教育对

象的特殊性无疑会加快教师情绪的耗竭、低成就感的

出现和去个性化的加剧。
4． 2 特教教师职业倦怠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

表 2 结果显示，特教教师自我价值感与其职业倦

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

业倦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 Boujut、Sagone 等人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4 － 25］。验证了职业倦怠的三因素

理论模型。Moksnes、Kuster 等人的研究发现，压力或

消极事件给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提升自我价

值感来缓冲［26 － 27］。因此，提升自我价值感对于调节个

体的精神压力，缓解因工作所带来的职业倦怠具有积

极的作用。低成就感代表了个体的自我评价维度，即

个体对自我的评价越积极，越有利于缓解自身的职业

倦怠。Leitner 等人的研究发现，高自我价值感的个体

可以将自身的积极体验有效地整合到自我概念当中，

从而提升自信心，增加成就感，减轻个体的职业倦怠

感［28］。去个性化代表了个体的人际关系维度，即个体

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其职业倦怠水平。Volpe 等人的研

究发现，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有显著相关，长期从事高

情绪负荷工作者，需要长期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会导

致其职业倦怠［29］。综上，职业倦怠的三因素理论模型

可以解释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业倦怠的负向

预测作用。即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越高，其职业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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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感越低。关于特教教师社会接纳与职业倦怠间的具

体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4． 3 特教教师教学创新意愿的中介效应

中介检验的结果表明，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不

仅可以直接影响其职业倦怠状况，而且它还能通过教

学创新意愿间接影响到教师的职业倦怠感。由此可

知，自我价值感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不是完全单一的

线性关系，其他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例如教师的教

学创新意愿。分析原因，可能与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

感水平有关。Blom、Martlew、杨佃霞等人的研究发现

具有高自我价值感的教师可通过教学创新这一补救方

式来应对或防御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即教学创新作

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教师因工作压力而产生的职业倦

怠［30 － 32］。此外，自我决定理论认为，环境因素会影响

个体的认知过程进而对个体的动机产生影响。在教学

创新氛围的影响下，教师的自我价值感愈高，其自我实

现的动机愈强，它会激发教师的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

以应对高压的工作环境和实现自我需要，进而可降低

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应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创新，注

重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例如，鼓励教师发表创新

成果，增加教师可获得荣誉表彰的机会等方式促进教

师高自我价值感的获得。通过激发特教教师的教学创

新动机，提升教师的自信心，进而可增强教师对职业的

认同感。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价值感与教学创新意愿之

间呈正相关，自我价值感、教学创新意愿均与职业倦怠

之间存在负相关; 特教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对其职业倦

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教学创新意愿在自我价值感与

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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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on Their Job Burnout: The Mediating

Ｒole of Teaching Innovation Intention

XU Yun CHEN Xiangyu ZHANG Yuhui
(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310023)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in-
novate in teaching and job burnout i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MBI Job Burnout Questionnaire”，“Pri-
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elf-Worth Questionnaire”and“Teachers＇Willingness to Innovate in
Teaching”were used to survey 347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17 provinces and cities．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regression analysis and intermediary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worth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will-
ingness，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worth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willingness and
job burnout;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job burnout;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worth and job burnout is significant and partially mediated by teaching innova-
tion intention．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e of self-worth job burnout innovatio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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