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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索教师职业紧张与工作能力的相关性。方法　利用职业紧张量表 (OSI-R)和工作能力指数法

(WAI), 测试 1 692 例中小学教师和 578 例非教育工作的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紧张强度和工作能力变化 , 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教师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紧张呈负相关 (P <0.01), 而与应对资源呈正相关 (P<0.01);文化程度为大学及以上

的教师 , 其工作能力 、 职业紧张和紧张反应均增强;教师组工作能力随年龄增高呈下降趋势 (P<0.01), 40 岁年龄

段就下降明显。结论　增强教师的应对资源 , 保护和促进教师尤其是中年教师的工作能力是职业卫生领域面临的重要

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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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ork ability in teachers.Methods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ork ability were measured with revised occupational stress inventory(OSI-R)and work ability index(WAI)for

1 692 teachers and 578 non-teacher brain workers , and their correlation was analyzed.Results　Work ability correlated inversely with

their occupational stress (P<0.01), and positively with their coping resources (P<0.01).Work ability ,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tress reaction increased in teachers with college education or above , and their work ability decreased with age (P<0.01), especially

in the 40-year-of-age group.Conclusions　Enhancement of coping resources in teachers and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ir work

ability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that occupational health faced , especially for those in their m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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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 大量繁重的

体力劳动和职业危害较严重的工作逐步地被智能化机

器所代替 , 劳动者脑力劳动的比重和强度逐渐增高 ,

精神紧张的作业日趋普遍 , 因此 , 研究脑力劳动者职

业紧张是客观急需。职业紧张是个体特征与工作环境

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 工作需求超过了个体的应对能力

而发生的紧张
[ 1]
。长期过度紧张导致工作能力下降。

研究表明教育工作是紧张的职业。Addley (1997)对

各种职业进行紧张强度的评价 , 认为矿工是最紧张

的 , 排在第一位 , 赋于 8.3分 (最高 10分), 教师排

在第二位 (8.0 分), 可见教师是很紧张的职业
[ 2]
。

与此类似的结果 , 近年来国内外已相继报道
[ 3 ～ 4]

。

工作能力是指个体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综合能

力。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如劳动类型 、 个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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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文化程度等 。有关职业紧张与工作能力相关性研

究 , 国外已日益重视 , 国内尚未见有关报道 。本文目

的是探讨教师职业紧张和工作能力变化及其相关关

系 , 为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干预措施 , 保护和促进教

师的工作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市中小学教师1 692

名为教师组。其中男性 835 名 , 平均年龄 39 (18 ～

63)岁 , 女性 857名 , 平均年龄 36 (20 ～ 60)岁;在

教师组同一地区用同样方法抽取 578名非教育性质的

脑力劳动者作为非教师组 [包括管理人员 (工厂 、机

关 、 学校 、商业)、 科技人员 、图书管理员等] , 其中

男性 226 名 , 平均年龄 38 (19 ～ 62)岁 , 女性 352

例 , 平均年龄 37 (20 ～ 60)岁。

1.2　研究方法

OSI-R 法:职业紧张量表 (occupational stress

inventory revised edition , 1998)
[ 5]
。该量表包括职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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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ORQ)、 紧张反应 (PSQ)和应对资源 (PRQ), 3

项共 140个条目 , 每个条目赋予 5级记分 , 根据得分

高低评价职业紧张和紧张反应强度 。其中职业任务包

括60个条目 , 总分值 300分 , 分值越高紧张强度越

高。统计分析时 , 将 ORQ分值分成 3级:即低 (<

110分)、 中 (110 ～ 180分)、高 (>180分)。

WAI 法:该法包括 7个项目的信息。包括现在的

工作能力 (与过去最好时比较);与工作需求有关的

脑 、体力能力;近期 (1年)所患疾病种数;近 1年

缺勤日数;疾病对工作影响;预测将来工作的工作能

力和社会心理状态等 。WAI信息以问卷方式获取 , 每

个项目赋予一定分值 。总分值范围在 7 ～ 49分 。分值

越高表明工作能力越好 , 统计分析时 , 也将WAI 分

值分成 3级:即差 (<27分)、 中 (27 ～ 43分)、 好

(>43分)
[ 6]
。

1.3　质量控制

调查前给每个调查对象一封信 , 阐明调查的意义

与方法 , 使其志愿参加并充分理解 , 求得合作。调查

组由卫生专业医师和心理学医师组成 , 调查前对调查

人员进行培训 , 统一方法 。调查人员发放问卷时 , 多

是利用统一时间 , 先介绍工具内容和要求 , 多为集中

填写 , 当场完卷的方式 , 部分是单独完成的 。回收的

问卷和资料录入后均及时复核 , 补充错漏 , 无法更改

者则作为废卷剔除。

在1个月内重复测定全部问卷的 20%, 以进行

信度和效度检验 。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的差异性检验采用 t检验或两维方差分

析。资料录入与维护采用 FoxPro 软件 , 统计计算工

作在 Pentium Ⅱ微机上实现 , 采用 SPSS 9.0软件包进

行统计运算。

2　结果

2.1　教师组与非教师组工作能力 、 职业任务及应对

资源比较

教师组与非教师组相比 , 工作能力与职业任务和

紧张反应总平均分无显著差异 。两组男性比较 , 工作

能力和职业任务差异均呈现显著性 (P <0.01), 表

明男教师工作能力比非教师男性强 , 职业任务也更

重。女性间无差异。性别比较 , 发现教师组工作能力

与职业任务得分均是男性高于女性 (P <0.01), 而

应对资源得分两组均是女性高于男性 , 女性的应对能

力显著高于男性 (P<0.05), 见表1 。
表 1　教师与非教师工作能力 、 职业紧张和应对资源比较 (x±s , 得分)

教师组 非教师组

男 女 P值 男 女 P值

(n=835) (n=857) (n=226) (n=352)

工作能力 33.1±4.1＊＊ 32.8±3.9 <0.05 31.8±4.2 32.6±4.0 <0.05

职业任务 145.5±18.4＊＊ 137.4±17.4 <0.01 141.0±17.1 136.3±17.1 <0.01

紧张反应 83.9±18.5　　 79.8±16.4 <0.01 82.2±16.5 80.5±16.9 >0.05

应对资源 128.7±19.2#　　 130.7±18.4 <0.05 127.7±19.2 129.9±18.6 >0.05

　　＊＊与非教师组比 P<0.01;#与女性比 P<0.05。

2.2　教师组和非教师组不同年龄段工作能力变化

　　教师组各年龄段工作能力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高

而下降的趋势 (P<0.01), <30岁与 40 ～ 和>50岁

年龄段间 , 以及 30 ～ 岁与>50岁年龄段间差异均有

显著意义 (P<0.01)。非教师组也有类似下降趋势 ,

>50岁与其余 3个年龄段间差异均有显著意义。表

明年轻人 (<40岁)工作能力较强 。教师组中 40岁

以上工作能力已明显下降 (表 2)。

2.3　教师工作能力与职业任务 、 紧张反应和应对资

源相关分析

表 3从纵向可见 ,教师的工作能力与应对资源呈

正相关(r=0.34 , P <0.01),而与紧张反应和职业任务

表 2　教师组和非教师组不同年龄段工作能力变化 (得分)

年龄段

(岁)

教师组 非教师组

n x±s n x±s

<30 (1) 　461 33.7±3.2 171 32.9±3.8
30～ (2) 　633 33.2±3.8 187 32.7±3.7

40～ (3) 　388 32.8±4.3 148 32.0±4.2
>50 (4) 　210 30.4±4.3 72 30.1±5.0

合计 1 692 33.0±4.0 578 32.3±4.1
P值 <0.01 <0.01

　　注:两组各年龄段间比较 P<0.05:教师组(1)-(3),(1)-(4),(2)-

(4),(3)-(4);非教师组(1)-(4),(2)-(4),(3)-(4)。

均呈负相关 (r分别为-0.34 和-0.24 , P <0.01);

从横向分析 , 应对资源与职业任务和紧张反应均呈负

相关 (r分别为-0.31和-0.41 , P <0.01);此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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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任务与紧张反应呈正相关 (r=0.6 , P <0.01)。
表 3　工作能力 、 职业任务 、 紧张反应和

应对资源相关分析

工作能力 职业任务 紧张反应

应对资源 0.34＊＊ -0.31＊＊ -0.41＊＊

紧张反应 -0.34＊＊ 0.60＊＊

职业任务 -0.24＊＊

　　＊＊P<0.01。

2.4　教师的文化程度与工作能力 、 职业紧张和应对

资源的关系

将教师的文化程度分为3组 (表4), 可见3组之

间 , 除应对资源外 , 其余指标均呈现显著差异 (P <

0.01)。两两比较时 , 文化程度为初中和小学的教师 ,

其工作能力 、职业任务和紧张反应与其余两组教师间

均呈现显著差异 , 2组和 3组之间无差异 。

表 4　教师文化程度与工作能力 、 职业任务和应对资源的关系 (x±s , 得分)

n 工作能力 职业任务 紧张反应 应对资源

初中和小学 (1) 367 32.3±4.5＊ 138.4±18.0＊ 78.7±16.5＊ 130.6±19.6

高中和中专 (2) 644 33.3±3.9　 143.0±18.6 83.5±18.4 128.4±18.1

大学及以上 (3) 681 33.0±3.7　 141.5±18.2 81.9±17.4 130.4±17.8

P值 <0.01 <0.01 <0.01 >0.05

　　＊与 (2)(3)比较 P<0.05。

3　讨论

教育工作是紧张的职业。本文的结果表明教师组

的工作能力和职业任务总均分与非教师组之间差异未

呈现显著意义 , 其原因可能是非教师组中大多数是管

理人员 , 有研究认为管理人员是属紧张的职业
[ 7]
, 在

我国当前经济转轨 、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和改革开放不

断深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虽然男教师职业任务均分

显著高于非教师组男性 , 但男教师的工作能力尚未达

到显著降低的程度 , 可能由于教师的职业生活质量高

于非教师组有关 , 如社会支持 、文化素质 、 思想稳定

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在性别差异方面 , 男教师任务过

重显著高于女教师 , 可能是由于女教师的应对资源显

著高于男教师之故 , 这一结果也与陈荣英研究认为的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满意感的结果一致
[ 8]
。

关于教师的文化程度与工作能力和工作紧张的关

系 , 本文调查表明 , 21.7%的教师是初中和小学文化

程度 。结果显示教师的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也强 , 尽

管职业任务和紧张反应强度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组更为

强烈 , 但他们的工作需求和应对能力之间仍保持平

衡 , 工作能力尚未显示明显下降。

工作能力与年龄的关系表明 , 教师的工作能力随

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 , 年轻教师即 30岁年龄段

以下 , 工作能力明显高于 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 ,

虽然一般说中老年教师在知识和经验方面均比青年人

丰富 , 但他们在适应激烈的社会变革 、 接受新事物方

面以及在竞争能力和体能方面等都不如年轻人 , 所以

显示了综合能力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 40岁以上的

教师的工作能力已显著下降了 , 因此 , 如何保护和促

进中年教师的工作能力是职业卫生将面临的重要任务

之一 。

为保护和促进教师的健康和工作能力 , 特提出下

列建议:(1)增强教师的应对资源 , 尤其是社会支

持。领导和社会人群均应关心和支持教师的工作 , 尊

重他们的辛勤劳动;(2)应给予教师更多的支配权或

决策权 , 使他们更具有工作满意感 , 尤其是男教师 ,

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

减轻教师在工作上的和思想上的压力 , 尤其要减少课

外负担 , 降低紧张反应 , 使之不至于过度紧张;(4)

尽可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 , 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5)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 , 尤其是具中小学教育程度

的教师 , 应提供进修更新知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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