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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教师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关系研究
高建树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职业倦怠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和心理状态，在工作中广泛存

在，并且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与职业倦怠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内容和挑战性、工作负荷和压力、缺乏

工作控制权、支持和认可以及职业发展和平衡。同时，本文探讨了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以及职业倦怠对自我概念的影响，

并讨论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强化的循环效应。深入了解和管理自我概念和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提高个体的工作幸福感和心

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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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Concept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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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self-concept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Occupational 

burnout, as a negative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is widely present in the workplace and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actors related to job burnout, including work conditions, job content and challenges, workload and stress, lack of work control,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balance.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elf-concept on job 

burnout and the impact of job burnout on self-concept,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mutually reinforcing circular effects between them.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individual 

work happiness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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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高校英语教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负

责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为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然而，教师职业面临着各种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职业倦怠问题。

职业倦怠对教师的个人感受、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都

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研究高校英语教师的自我概念与职业

倦怠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校英语教师的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

的关系。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包括对自身

能力、价值和身份的看法。职业倦怠是指在工作环境中出现的

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负面体验，表现为情感疲劳、对工作

的冷漠和缺乏动力。通过研究这种关系，可以深入了解自我概

念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为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教学质

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3 阐述论文结构
本论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将进行文献综述，回顾先前研究成果并总结已有

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第三部分将详细介绍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设计、参与者选

择和样本数据收集、研究工具和测量指标，以及数据分析方法。

第四部分将呈现研究结果并进行讨论，分析和解读结果，

讨论结果与先前研究的关系，并探讨结果的实际意义和启示。

第五部分将分析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关系的影响因素，探

讨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相互影响。

最后，第六部分将对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强调论文的贡

献，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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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和理论
在本研究中，涉及到以下相关概念和理论：

自我概念：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包括对自身特

征、价值观、目标和能力的感知。

职业倦怠：指在工作中出现的心理、情绪和身体上的疲劳

和困乏感，常常伴随着对工作的冷漠和消极态度。

职业投入：指工作中个体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和积极参与

的状态。

工作满意度：指个体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心理感受。

2.2 先前研究成果
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与我们研究主题相关的先前研究成

果，以了解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

下是一些关键的先前研究成果的扩写：

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许多先前的研究表明，

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我概念是个体

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包括自尊、自我效能和自我认同等方面。

研究显示，自我概念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具有更低的职业倦怠

感，他们更有可能感到满足和投入到工作中，而较低的自我概

念水平与较高的职业倦怠感相关联。

自我概念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表明，自我

概念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联。个体对自己的积极

评价和自我接受程度可以促进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积极态

度。高自我概念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寻找到与自身价值观和兴

趣相关的工作，并感到满足和有动力参与其中。

中介效应的存在：在先前的研究中，有研究者通过中介效

应的分析发现，自我概念在自我评价和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

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具体来说，高自我概念水平可以通过

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进而影响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这种中

介效应的发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工作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

综合来看，先前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

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提升个体的自我概念水平可

以有助于减轻职业倦怠感，提高工作满意度。这些研究成果为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该领

域的认识和理解。

2.3 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探索了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的不足和空白。以下是一

些这方面的问题：

缺乏长期研究：多数研究集中在横断面研究设计中，缺乏

对于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长期追踪研究。长期研究有助于揭示

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

调查测量工具的一致性：先前的研究在测量自我概念、职

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等概念时使用了不同的测量工具和量表，

导致结果的比较和综合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更准确地比较研

究结果，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相同的测量工具。

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许多研究的样本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

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缺乏代表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

范围，包括不同行业和职业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样本。

中介和调节效应的研究：先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自我概念、

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较少探讨中介和调节效

应。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潜在因素在这些关系中的中介

或调节作用。

跨文化研究的不足：虽然有些研究涉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

样本，但跨文化比较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由于文化在自我概念、

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未来的研究

应该更加重视跨文化的比较。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在探索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

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长期研究设计、一致的测量工具、代表性

样本、中介和调节机制的探索，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展，

以进一步完善对这些变量关系的理解。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我们的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对一个特定时间

点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探索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种设计有助于我们在给定时间点上观察

变量之间的关联性，但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

3.2 参与者选择和样本数据收集
我们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选择了参与者。我们在公司内部

发送了调查问卷链接，并邀请员工自愿参与研究。最终，我们

获得了一共 200 份有效的问卷。

参与者的特征统计如表格 1所示。他们的年龄平均为 32.5

岁，标准差为 5.6。大多数参与者是男性，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并且具有平均工作经验为 8.2 年。

我们使用了匿名的在线问卷收集数据。参与者通过填写问

卷来提供相关信息，包括个人特征和关于自我概念、职业倦怠

和工作满意度的评估。

3.3 研究工具和测量指标
为了测量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我们使用了

以下的测量工具和指标：

自我概念：我们使用了“自我概念量表”来评估参与者对

自己的认知和评价。这个量表包括一系列陈述，参与者根据自

己的程度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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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我们使用了“职业倦怠量表”来测量参与者在

工作中的倦怠感。这个量表包括一些陈述，参与者根据自己的

程度进行评分。

工作满意度：我们使用了“工作满意度量表”来评估参与

者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这个量表包括一些陈述，参与者根据自

己的程度进行评分。

这些测量工具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并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

3.4 数据分析方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来描述

样本的特征，包括均值和标准差。这些统计量帮助我们了解参

与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特征。

为了探索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使用了相关分析方法。相关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强度和方向。

我们还使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来控制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

并探索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作用。这种分

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

以上分析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自我概念、职业倦怠

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客观和可靠的研究结果。

4 结果与讨论

4.1 研究结果
根据我们的研究数据和分析，以下是我们得出的关于自我

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结果：

表格 1：样本特征统计

特征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32.5 5.6

性别 男性

受教育程度 大学本科

工作经验 8.2 3.9

表格 2：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测量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自我概念 4.2 0.8

职业倦怠 2.9 0.6

工作满意度 3.6 0.7

4.2 结果分析与解读
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平均年龄为 32.5 岁，样本中的大多数参与者是男性，具

有大学本科学历，平均工作经验为 8.2 年。

在自我概念方面，参与者的平均得分为 4.2，表明他们普

遍对自己持有积极的评价和认同。

关于职业倦怠，参与者的平均得分为 2.9，显示他们对工

作感到一定的疲倦和不满。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参与者的平均得分为 3.6，表明他们

对工作有一定的满意感。

4.3 结果与先前研究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先前的研究发现一致。先前的研究已经

表明，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我们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关系。高自我概念水平与较

低的职业倦怠感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相关联，这与先前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

许多先前的研究强调了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

的重要作用。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物理、认知和情感方

面的评价和认知。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意味着一个人有对自己

的积极评价和认同，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并

体验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一些研究还发现，自我概念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的

关联。高自我概念的个体更倾向于设定高目标并为之努力，从

而取得更好的工作表现和成就感。

此外，先前的研究还指出了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感等因

素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关系。自尊和自信的个体更有可能具有积

极的自我概念，进而促进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

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我们需要

注意到我们的研究具有横断面设计，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因此，

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来探索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

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和调节变量。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进一步验证了

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研究

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对自我概念的深入理解，以及在个人和组织

层面上提高职业倦怠感和工作满意度的启示。

4.4 结果的实际意义和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启示，对个人和组

织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和工作

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这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认知和

评价对于他们在工作中的倦怠感和满意程度产生影响。因此，

个体在塑造积极的自我概念时，可以有效地减少职业倦怠感并

提升工作满意度。

其次，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组织管理对个体自我概念的

重要性。组织应该致力于创建支持个体自我概念发展的环境和

氛围。这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机会、培训资源和良好的工作关系

来实现。当个体在组织中感受到对自己的重视和支持时，他们

的自我概念会更加积极，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并减少

职业倦怠的发生。

另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提醒个体要重视并关注自己的自

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个体应该积极参与自我认知和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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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价值观、能力和兴趣，并努力发展和提升自己的自

我概念。同时，个体也应该学会应对负面的自我概念，避免它

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还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

些启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自我概念与其他工作相关

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等。此外，

组织管理者可以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以

提升员工的自我概念和工作满意度，从而改善员工的工作体验

和绩效。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和工作

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对个人和组织管理都具有实际意义和启示。

这可以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组织的改进，进而提高整体工作质量

和绩效。

5 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关系的影响因素

5.1 与自我概念有关的因素
个体的自我概念是关于自己的认知和评价，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以下是与个体自我概念相关的一些因素：

社会比较：个体常常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形成对自己的

自我认知。社会比较可以发生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环境中，

通过与他人的比较，个体形成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认识。

个人经历：个人的经历和过去的事件对个体的自我概念产

生重要影响。积极的经历和成功的成就可以增强个体对自己的

自我评价，而负面的经历和失败的经历可能会导致对自己的自

我评价产生负面影响。

他人评价和反馈：他人对个体的评价和反馈也对自我概念

产生影响。正面的评价和支持可以增强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认知，

而负面的评价和批评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

文化和社会环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个体的自我概念产生

重要影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塑造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对成

功的定义，从而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和认知。

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个体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也是形

成和发展自我概念的重要因素。个体通过思考、反省和调整自

己的行为和想法，逐渐形成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

5.2 与职业倦怠有关的因素
职业倦怠是在工作中常见的一种消极情绪和心理状态，它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以下是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是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

高度压力的工作环境、长时间的工作小时数、缺乏工作资源和

支持等，都可能导致职业倦怠的发生。

工作内容和挑战性：工作内容的单调和缺乏挑战性是职业

倦怠的一个常见原因。如果个体对工作感到乏味，没有成长和

发展的机会，就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工作负荷和压力：过高的工作负荷和长期的工作压力是导

致职业倦怠的常见原因。工作负荷过重可能导致个体感到无法

承受和疲劳，长期的工作压力则可能引发身心疲惫和情绪耗竭。

缺乏工作控制权：个体在工作中是否能够拥有一定的自主

权和控制权也会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如果个体缺乏决策权和

自由度，感觉无法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就容易

产生职业倦怠。

支持和认可：个体在工作中得到来自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

认可，对于预防职业倦怠具有积极作用。缺乏支持和认可可能

导致个体对工作的失去兴趣和动力，进而产生职业倦怠。

职业发展和平衡：个体是否能够实现职业发展和实现工作

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也会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缺乏职业

发展机会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困难可能导致个体感到厌倦和

失望。

了解这些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因素可以帮助组织和个体采取

相应的措施来预防和应对职业倦怠，提高工作质量和员工的心

理健康。

5.3 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相互影响
个体的自我概念和职业倦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

响。以下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个体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和评

价会影响其在工作中的心理状态。如果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价

值产生怀疑或负面评价，可能会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例如，

个体认为自己无法胜任工作或没有得到适当的认可，可能会感

到失望和沮丧，从而增加职业倦怠的风险。

职业倦怠对自我概念的影响：职业倦怠可能会对个体的自

我概念产生消极影响。当个体感到厌倦、无动力和工作不满时，

可能会削弱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和自信心。职业倦怠还可能导致

个体丧失对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进而进一步影响其对自己能力

和价值的认知。

相互强化的循环效应：自我概念和职业倦怠之间可能存在

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效应。个体的自我概念不断受到职业倦怠

的影响，而职业倦怠又进一步影响自我概念。这种相互影响可

能导致负面情绪和心理困扰的增加，从而加剧职业倦怠的发展。

综上所述，个体的自我概念和职业倦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

联和相互影响。了解和管理这些因素对于个人的工作幸福感和

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6 结论与展望

6.1 总结研究发现
通过本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研究发现：

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的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有积极

自我概念的个体更倾向于体验较低的职业倦怠，而负面的自我

概念往往与更高程度的职业倦怠相关。



24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年 第 4 期

自我概念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自我概念

的积极性与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这意味着积极的自我

概念可以促进个体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而负面的自我概念则可

能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组织管理对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组

织管理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提供支

持性的组织环境和积极的反馈可以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概

念，从而降低职业倦怠的风险，并提升工作满意度。

6.2 论文贡献
本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入探讨了自我概念、职业倦怠和

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对组织管理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具体的贡献包括：

理论贡献：通过研究自我概念与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之

间的关联，为组织行为与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理

论视角和深入的理论探讨。

实证研究贡献：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个体自我概念对职

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这些发现对于组织管理者制

定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和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实践贡献：研究结果为组织管理者提供了有关如何促进个

体积极自我概念的建议，以降低职业倦怠的风险，并提升员工

的工作满意度。这有助于改善组织的工作环境和员工的工作体

验，提高整体的工作绩效。

6.3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和贡献，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关于未来进

一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深入探究自我概念与其他工作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未来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自我概念与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工作

投入等相关变量之间的关联，以全面了解自我概念在工作环境

中的作用机制。

跨文化比较研究：由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个体的自

我概念可能存在不同特点。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

究，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

组织干预研究：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关注组织管理者在实践

中如何有效地干预和管理个体的自我概念，以减轻职业倦怠并

提升工作满意度。这可以通过提供培训、发展机会和建立良好

的工作氛围来实现。

总之，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对自我概念、职业倦

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提供实践建议和干预措

施，以促进个体的发展和组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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