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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定义、影响因素的综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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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倦怠是在工作重压下的一种身心俱疲并阻碍个人发展的状态。职业倦怠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范

畴的重要概念。本文梳理国内外文献，从职业倦怠的提出、定义以及影响因素等维度进行了综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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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绪劳动者面对较多的是非程序性工作，由于不确定性和无
规则性的工作任务，需要消耗更多情绪，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职业倦
怠。

职业倦怠是个体伴随于长时期压力体验下而产生的情感、态度
和行为的衰竭状态。由于需要面临工作量过大、角色模糊、角色冲
突、缺乏社会支持、班级管理困境、与家长及管理者的人际交往冲突
等多重压力，教师群体在工作中更容易产生倦怠感，是职业倦怠的
高发人群。职业倦怠产生的因素由外部组织因素和个体内部因素共
同构成，外部因素包括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大量重复且无价值的工
作、缺乏有效的组织支持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自我调节能力、情绪
感知能力、职业价值感和认同感等，而职业倦怠又不可避免的会导
致工作满意度降低，产生工作疏离感、孤独感，降低工作投入，甚至
产生离职意向或离职行为。由此可见，职业倦怠在教师职业成长中
起着重要作用，厘清职业倦怠产生的因素、职业倦怠与职业成长的
关系，能有效促进教师职业成长研究与实践。
“倦怠”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 Greene1961年出版的小说

《一个枯竭的例子》中，该作品讲述了一个建筑师因为不堪忍受精神
痛苦和幻想破灭而躲进非洲丛林离群索居的故事。该书的出版引起
了人们对职业倦怠这一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此后的数十年间，国
内外学者分别从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职业健康心理学和组织
行为学等角度对职业倦怠展开研究。

1 国外研究
对职业倦怠的研究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定义探索、

实证研究和交叉融合研究三个阶段。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形成了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同时理论指导实践，促进了企业管
理、医护人员激励、教师成长等实践发展。

1.1 职业倦怠定义探索阶段
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要弄通一个概念的前因后果，首先得

理清概念本身。对于职业倦怠的研究也始于定义的探索。这一阶段
的研究者才能够从特定的行业和对象出发，通过调查、观察、跟踪研
究等研究方法，试图枚举职业倦怠的表现形式，进而由表及里，由特
殊到一般，概括出职业倦怠的定义。

Freudenberger（1974）基于临床心理学视角对志愿者进行观察、
研究发现，与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同，职业倦怠多出现在是以人为服
务对象的工作者中，在尽职尽责的员工中表现更加突出。这是因为
对工作越负责、越投入，需要消耗更多时间、精力，又因为服务对象
是人，需要消耗情绪，在不断满足服务对象要求的过程中，可能因为
要求过高、压力过大，最终出现一种负能量的状态。Maslach 和
Jacson（1981）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发现职业
倦怠不仅表现为在服务人的过程中的情绪耗竭，还包括由于对工作
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导致的刻意对工作对象保持距离和采取的
冷漠、忽视的态度以及因工作枯燥乏味而导致的低成就感。经过近
二十年的研究，Cherniss（1980）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辟蹊径，从组
织行为视角提出倦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由工作压力而产生
的，当压力状态持续发展，超过了个体能承受的范围，且缺乏组织、
社会支持时，职业倦怠就表现出来，且症状会越来越明显。

1.2 职业倦怠实证研究阶段
在澄清了职业倦怠的定义后，大量学者又开始探索这一构念的

测量指标，并对职业倦怠开展了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研究。在研究
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学者研究出来的职业倦怠测量工具，比较科学
且使用较多的是 Demerouti（2003）的枯竭问卷和 Shriom（2003）的枯
竭量表。

如前文所述，对一个新概念、新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
以然。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在理清职业倦怠定义和开发职业倦怠测
量表后，学者们开始探析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按定义所述，职业倦
怠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压力导致的，但压力显然不是唯一的因素。综
合来看，导致职业倦怠的因素可分为个体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
类。

个体自身因素。研究发现同一个组织中，个体的职业倦怠水平
差异较大，这是由于个体自身因素有差别。个体自身因素又可分为
人口统计学因素和人格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女性的职业倦怠水平
显著高于男性，初入职场群体的职业倦怠水平明显低于工作五年的
群体水平，三十岁年轻人的职业倦怠水平高于四十岁及以上群体水
平。因此，性别、年龄、工作经验、职称等均会影响职业倦怠。除此之
外，人格因素作为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因素较大程度的影响着职业
倦怠。人格又称性格是个体心理特征的综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
定的结构组织。人格因素包含自尊、自信、自我感知、心理赋能等。现
有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人格因素对职业倦怠具有预测作用，即具有
相关性。该内容将在后文“职业倦怠影响因素”中详细阐述。

外部因素。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任何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
会和环境中。由职业倦怠的定义不难看出，职业倦怠的产生与外部
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职业倦怠是由于压力长期存在且缺乏足够的
组织支持和社会支持而产生的；其次，职业倦怠的症状中有一条是
去人格化，即故意对服务对象和环境表现出冷漠、忽视的态度。外部
因素包含组织支持、组织政策、领导、组织氛围、自然环境、工作环境
等，均会对职业倦怠产生影响。由于自然环境不受人力所改变，对其
进行研究不能指导实践，因此，外部因素主要为组织因素。

对职业倦怠的高度关注源于职业倦怠带来的负面影响。了解前
因还不够，还得弄清楚后果。在观察和实验中发现，处于职业倦怠的
个体会感觉到疲倦感、情绪波动很大、易怒，对工作、对服务对象、对
同事产生不耐烦和厌恶感。不仅会导致个体身体出现头晕、胸闷、恶
心等症状，也会影响工作积极性、工作满意度，甚至会产生消极怠
工、离职倾向或离职行为。因此，职业倦怠是影响组织高效人力资源
管理的消极因素。

1.3 职业倦怠交叉融合研究阶段
随着职业倦怠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深入，更宽领域的学者开始利

用自身专长开展交叉融合研究。在这个阶段，学者们研究不同领域
的变量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其中与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交叉研究
更多、更集中，成果也最丰富。学者们通过开展量化研究，探索了工
作压力、领导风格、自我效能、心理资本、组织氛围、工作满意度、工

渊上接 269页冤

267- -



2021.02 中外企业家

作与家庭冲突以及组织支持等因素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且大量研
究引入了中介变量，探究作用机理；引入调解变量，探究影响机制。
因此，这一研究阶段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且成果累累的时期。

2 国内学者对职业倦怠的研究
国内对职业倦怠的研究相较于国外，晚了近三十年。也经历了

定义探究、实证研究和交叉融合研究三个阶段。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消防人员等。

关于职业倦怠的定义。国内对职业倦怠的定义研究倾向于借用
国外的研究成果，比较认可的观点是职业倦怠是由于长期感知的压
力，且自身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表现出来的情绪耗竭、缺个性化和
低成就感。国内也有学者基于我国实际提出了职业倦怠“本土化”定
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王芳（2004）针对我国教师提出来的四维模型：
一维是情绪耗竭;二维是人际关系疏离;三维是工作无成就感;四维
是知识贫乏感。这个本土化的概念将缺个性化具体为人际关系的疏

离，但实际上教师面对的外部环境不仅有同事、领导，更重要的是其
服务对象———学生，基于此，笔者倾向于认同去个性化这种表述。同
时，增加了知识贫乏感这一指标，这与本文提出来的职业成长是降
低职业倦怠的有效措施不谋而合。

关于职业倦怠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对职业倦怠的测量多采用
国外成熟的测量工具。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也倾向于从人口统计
学变量和人格变量两方面开展。靳宇倡（2006）以大学教师为研究对
象，发现男教师职业倦怠水平高于女教师职业倦怠水平，且在情绪
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均表现出较高水平。与靳宇倡
（2006）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李莹莹（2009）也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
象，发现高校女教师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男教师。这说明研究对象不
一样、样本不一样、统计分析方法不一样，研究结论还没有完全统
一，甚至还大相径庭，因此，本文着重以高职院校中青年教师为研究
对象，以年龄、性别、职称、工作经历等为控制变量，以期能更客观、
科学地探究职业倦怠和职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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