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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教师生理状态和生活质

量的重要因素 [1]。已有研究发现，教师的主观幸福

感与其工作家庭冲突有关。宋娜娜对377名中学教

师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

两个维度（工作浸扰家庭和家庭浸扰工作）均与主观

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2]；Panatik等人对100名马来西

亚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于

家庭工作冲突水平，工作家庭冲突对精神健康、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均有负面影响[3]。

虽然有研究发现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

感有关，但很少有研究探究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

与其职业倦怠有关。马秋野对辽宁省262名中小学

教师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有较强

的预测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与情绪衰竭、去个人化

均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工作冲突与情绪衰竭、去个

人化、个人成就感低落均呈显著正相关[4]；唐芳贵等

人对湖南省衡阳市10所中学和4所小学的896名教

师的职业倦怠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小学教

师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

关；家庭-工作冲突与情绪衰竭、去个人化均呈显著

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低落呈显著负相关[5]；杨海荣

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对职

业倦怠及其各因子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工作家

庭冲突是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6]；Noor
等人对 102位马来西亚已婚的、至少有一个孩子在

家生活的女性教师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导致

了她们的情绪疲惫和职业倦怠 [7]。同时有研究发

现，教师职业倦怠与其主观幸福感有关。张艳秋的

研究表明，中职教师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不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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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burnou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ethods: Work-family Conflict Questionnaire for 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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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都低于中等

水平，消极情感频率高于中等水平；中职教师的主观

幸福感与其职业倦怠呈负相关[8]；沈虹的研究发现，

普通高中教师不同程度存在工作压力及职业倦怠现

象，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普通高中教

师工作压力易导致职业倦怠，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

感[9]；Milfont等人对新西兰中学教师的研究发现，新

西兰中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其职业倦怠呈负相关
[10]；Cenkseven-Onder等人对土耳其阿达纳中心区域

161名小学教师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职业倦怠情况

可以很好的预测其主观幸福感水平[11]。

由上可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和职业

倦怠都有显著影响，同时，职业倦怠对主观幸福感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那么，针对中小学教师这个

群体，这三个量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根据前

面的文献分析，我们假设：工作家庭冲突会通过影响

个体的职业倦怠来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职业

倦怠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

用。为了验证假设，本研究拟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

对象，以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教师职业

倦怠问卷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测量工

具，从职业倦怠视角出发，探讨工作家庭冲突、职业

倦怠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揭示职业倦怠在工

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00名被试来源于西北师范大学在职教育硕

士，300名来源于甘肃省张掖市的两所高中。共发

放问卷 5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60 份，有效率为

92%。其中，男教师 191人，占 41.5%；女教师 269
人，占 58.5%。年龄在 30岁以下的教师 199人，占

43.3%；年龄在 30- 40 岁之间的教师 221 人，占

48.0%；年龄在 40岁以上的教师 40人，占 8.7%。正

在担任班主任的教师 208人，占 45.2%；非班主任教

师 252 人，占 54.8%。普通高中教师 327 人，占

71.1%；初中教师 30人，占 6.5%；小学教师 25人，占

5.4%；中职教师78人，占17.0%。

1.2 工具

1.2.1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Work-
family Conflict Questionnaire for Primary and Second⁃
ary School Teachers） 采用吴明霞等人编制的中小

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 [12]，包括工作浸扰家庭

（WIF）和家庭浸扰工作（FIW）两个方向，各有 11个

题项。每个方向都有行为方式、心理资源和情绪情

感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到
“5”表示“极少发生”到“总是这样”），没有反向计分

题项，得分越高表示冲突越严重。本研究中WIF的

α系数为0.88，FIW的α系数为0.92。
1.2.2 教师职业倦怠问卷（Teachers’Job Burnout
Questionnaire） 采用徐富明等人编制的教师职业

倦怠问卷[13]，共15个题项，包含情绪疲惫、少成就感

和去个人化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
到“5”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其中，5、
7、8、10、15题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

严重。本研究中，总量表及三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

为0.79、0.79、0.64、0.73。
1.2.3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The Subjec⁃
tive Well-being Scale for Chinese Citizens） 采用邢

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14]。

共 20个题项，分为十个维度。采用 Likert 6点计分

（从“1”到“6”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

中，4、5、6、9、10、11、13、15、17、18、20题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

的α系数为0.728。
1.3 研究程序

调查采用纸笔测验。被试均在安静的环境下进

行问卷调查。

1.4 数据分析

使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Pear⁃
son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15]

对职业倦怠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的

Pearson相关分析

对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倦怠和主观幸福感进行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总分）及

其两个子成分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职

业倦怠（总分）及其三个子成分呈显著正相关，主观

幸福感与职业倦怠（总分）及其三个子成分均呈显著

负相关。

根据上述相关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做职业倦怠

的中介效应分析。预测变量（自变量）是工作家庭冲

突的两个子成分，中介变量是职业倦怠（总分）及其

子成分，主观幸福感是结果变量（因变量）。根据中

介效应检验流程[15]，分五步对职业倦怠在工作家庭

冲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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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倦怠（总分）及其子成分在工作浸扰家庭

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15]，以工作浸扰家庭为

预测变量（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因变

量），分别以职业倦怠（总分）及其三个子成分为中介

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2、表3、表4、表5。
结果显示：四次分析中，第一步中，系数 c都是

显著的，第二步中，系数a和b也都是显著的，说明间

接效应显著，则直接转到第四步。第四步中，系数

c’也都是显著的，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第五步中，ab
的乘积和 c’的符号都是同号的，说明职业倦怠总分

及其三个子成分在工作浸扰家庭和主观幸福感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35.94％、35.97％、5.61％、13.51％。

2.3 职业倦怠（总分）及其子成分在家庭浸扰工作

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15]，以家庭浸扰工作为

预测变量（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因变

量），分别以职业倦怠（总分）及其三个子成分为中介

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6、表7、表8、表9。
结果显示：四次分析中，第一步中，系数 c都是

显著的，第二步中，系数a和b也都是显著的，说明间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n=460）
变量

1工作浸扰家庭总分

2家庭浸扰工作总分

3家庭工作冲突总分

4职业倦怠总分

5主观幸福感总分

6情绪疲惫

7少成就感

8去个人化

M
6.53
5.76
12.29
7.41
38.08
2.98
2.35
2.08

SD
1.86
1.94
3.59
1.65
5.42
0.74
0.63
0.90

1
1.00
0.782**
0.942**
0.433**

-0.488**
0.524**
0.094*
0.297**

2

1.00
0.946**
0.509**

-0.491**
0.464**
0.126**
0.465**

3

1.00
0.500**

-0.518**
0.523**
0.117*
0.405**

4

1.00
-0.540**
0.795**
0.543**
0.802**

5

1.00
-0.499**
-0.334**
-0.347**

6

1.00
0.224**
0.479**

7

1.00
0.114*

8

1.00
注：SE表示标准误，*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职业倦怠总分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88x
B=0.433x
y=-0.405B

-0.313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33, t=-11.956***
SE=1.488, t=10.270***
SE=4.304, t=-9.836***
SE=4.304, t=-7.597***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88
0.433×0.405=0.175

0.313
35.94%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88x
B1=0.524x
y=-0.335B1

-0.312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33, t=-11.956***
SE=0.632, t=13.158***
SE=4.477, t=-7.402***
SE=4.477, t=-6.889***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88
0.524×0.335=0.176

0.312
35.97%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88x
B2=0.094x
y=-0.291B2

-0.460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33, t=-11.956***
SE=0.625, t=2.012*
SE=4.470, t=-7.513***
SE=4.470, t=-11.900***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88
0.094×0.291=0.027

0.460
5.61%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 488x
B3=0.297x
y=-0.222B3

-0.422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33, t=-11.956***
SE=0.857, t=6.663***
SE=4.596, t=-5.346***
SE=4.596, t=-10.165***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 488
0.297×0.222=0.066

0.422
13.51%

表3 情绪疲惫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表4 少成就感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表5 去个人化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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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显著，则直接转到第四步。第四步中，系数

c’也都是显著的，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第五步中，

ab的乘积和 c’的符号都是同号的，说明职业倦怠总

分及其三个子成分在家庭浸扰工作和主观幸福感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

为40.64%、32.70%、7.083%、14.40%。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91x
B=0.509x
y=-0.392B

-0.291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24, t=-12.051***
SE=1.421, t=12.664***
SE=4.361, t=-8.969***
SE=4.361, t=-6.667***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91
0.509×0.392=0.120

0.291
40.64%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91x
B1=0.464x
y=-0.346B1

-0.330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24, t=-12.051***
SE=0.657, t=11.202***
SE=4.427, t=-8.022***
SE=4.427, t=-7.761***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91
0.464×0.346=0.161

0.330
32.70%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91x
B2=0.126x
y=-0.276B2

-0.456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24, t=-12.051***
SE=0.623, t=2.725**
SE=4.489, t=-7.083***
SE=4.489, t=-11.685***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91
0.126×0.276=0.035

0.456
7.083%

结果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91x
B3=0.465x
y=-0.152B3

-0.420x

回归系数检验

SE=4.724, t=-12.051***
SE=0.794, t=11.238***
SE=4.672, t=-3.340***
SE=4.672, t=-9.234***

各种效应分析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91
0.465×0.152=0.071

0.420
14.40%

表6 职业倦怠总分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表7 情绪疲惫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表8 少成就感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表9 去个人化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n=460）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其工

作家庭冲突总分及其两个子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这与袁圆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16- 24]。研究发

现，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总分及三个子成分均与

其工作家庭冲突总分及其两个子成分呈显著正相

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25-35]。研究还发现，中

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其职业倦怠总分及三个其

子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也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是

一致的[36-40]。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职业倦怠总分及

三个其子成分在工作浸扰家庭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

有部分中介效应，职业倦怠总分及三个其子成分在

家庭浸扰工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具有部分中介效

应。这一研究结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展了工

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本

研究的研究结果揭示，工作家庭冲突越高的个体，越

容易体验到情感的过度投入和情感资源的严重消

耗，对自己服务对象的态度越容易变得冷漠，同时在

工作中越不容易获得成就感，在这种情境下，他们感

受到的幸福感也就越低；反之，工作家庭冲突低的个

体，处在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中，他们对生活和工作

的满意度较高，体验到的幸福感当然也就越高。总

之，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间接的，需

要通过职业倦怠，尤其是职业倦怠中的情绪疲惫这

一子成分发挥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为解决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

感的消极作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

就是说，除了可以继续采用如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分

享、远程办公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措施来提

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外，还可以通过直接干预职业

倦怠，尤其是职业倦怠中的情绪疲惫这一子成分来

达到消除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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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研究

结论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思路，但这些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实际中是否可

行和有用，还有待在随后的干预研究中检验。其次，

本研究发现职业倦怠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的是部分中介作用，那么，在工作家庭冲突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肯定还有其他中介变量，

它们是哪些变量，这些变量在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多重中介效应，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第三，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价值观念、社会

比较、文化背景、应对策略及个人应激水平等主观因

素和实际生活状况、工作环境、身体健康状况、社会

支持、生活事件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客观因素都会影

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41-47]，工作家庭冲突和上述影

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各影响因素之间是怎样交

互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这些都需在后续的研究中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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