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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已引起学界关注。对国内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４０篇文献进行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关于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研究的主题丰富多元；二是研究方法侧重于量化；三是

研究结论均认同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普遍高于普通教师，学生管理和教学是主要职业压力来源。改

进特殊教育教学工作和缓解职业压力将是今后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内容，研究视野和对象还需进一步延伸

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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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特殊教育教师通常指直接从事特殊儿童教育的

一线教师，不仅包括在特殊教育学校从事教学或康

复训练的教师，还包括在普通学校各类特殊班级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承担随班就读辅导的

教师及相关训练的工作者。［１］由于工作环境和对象

的特殊性，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一直是学界关注

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教师的职业压力又称工作压力，是指教师个人

在与工作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面对内外在需

求，自觉难以采用既有的资源和经验加以处理，从

而产生各种威胁性因素，这些因素让个体产生无法

适应的负面主观感受和情感反应。［２］



国外有很多学者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进

行了深入研究，主题涉及职业压力的测量及测量工

具的编制，［３］职业压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４］，职业

压力的后果及缓解措施［５－６］等多方面，并取得了一

系列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我国对该主题的研究也

在逐渐增多，［７－１０］但缺乏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分析。

因此，本文旨在将国内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

力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比较和总结，以期

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来源

（一）文献检索条件及步骤

１本研究旨在梳理国内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
压力研究，因此，将文献检索范围锁定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
２本研究在检索过程中将盲人学校教师、聋

哑学校教师、培智学校 （启智学校）教师、辅读

学校教师、自闭症教育教师、学习障碍教育教师、

情绪与行为障碍教育教师、随班就读教师、融合教

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列为搜索词，在 ＣＮＫＩ和
万方数据库中采用上述搜索词并含 “压力”进行

精确高级检索，时间范围不限，共得到相关文献

１０１２篇。除去重复文献２７０篇，专利、外文期刊、
科技成果等文献８篇，剩余与特殊教育教师的压力
有关的研究７３４篇。

（二）文献纳入标准及结果

将７３４篇文献的标题、摘要、全文，按照以下
步骤对命中的文献进行筛选：

１研究对象需为 “特殊教育教师”或 “聋哑

学校教师”或 “盲人学校教师”或 “培 （启）智

学校教师”或 “融合教育教师”或 “随班就读教

师”或 “辅读学校教师”，除去不符合标准文献

３３９篇，剩余文献３９５篇。
２研究内容需是以 “职业压力”或 “工作压

力”为主题的研究。经筛选后得到符合标准的文

献有４０篇，其中，硕士论文 ８篇，期刊论文 ３０
篇，会议论文２篇。

对上述４０篇文献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分析
发现，检索出的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按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实证研究２７篇，理论研
究１０篇，文献综述３篇。按发表单位可分为中国
特殊教育８篇，绥化学院学报２篇，现代特殊教育
（高教版）２篇，其他期刊１８篇。从研究参与者来
看，参与者所在地覆盖全国１８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样本数量超过３０００人。

三、特殊教育职业压力研究的相关情况

（一）研究主题多元化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

相关研究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张茂林

（２００８）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了解近
２００位来自６个省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压力现状。［１１］

刘颖 （２０１４）［７］依据访谈结果归纳出大连聋哑学校
教师的职业压力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问卷对压力

进行测量，探究聋哑学校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另

外，还有研究者 （崔娇，２０１２；王滔，２０１２）对
特殊教育教师压力的改善措施进行研究，他们分别

从工作待遇、生活扶持、工作培训、政策扶持、情

绪缓解等角度论述压力的应对策略。［１２－１３］

也有研究者试图阐述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

力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比如，有研究者 （何迎春

２００６；吴立平２００７）研究职业压力与幸福感的关
系，结果发现职业压力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

关。［１４－１５］徐美贞 （２００４）和丁兴 （２０１１）等人从
消极的心理状态角度研究职业压力，发现职业压力

大的教师更容易患心理疾病。［１６－１７］李拉 （２０１１）
和武海栋 （２０１７）在研究特殊教育教师压力和流
失率的关系时提到，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能够

显著地正向预测其离职意向，导致高流失率。［１８－１９］

还有研究者研究职业压力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以及与

社会支持的关系，［２０］他们的研究表明，职业压力会

严重影响特殊教育教师幸福感的提升，带来消极的

心理情感、更少的工作投入，并严重影响教师的心

理健康，也会带来教师高流失率与高离职率的情

况，而社会支持可以适当补偿由压力带来的消极

影响。

（二）研究方法以调查法为主

对已纳入的文献进行统计，调查研究共计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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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占文献总量的 ６２５％，在剩余的文献中，理

论研究１０篇占２５％，个案研究两篇占５％，文献

综述３篇占总数的 ７５％，而实验研究数目为 ０

篇。从以上数据可以得知，有关特殊教育教师职业

压力的研究方法多以调查研究为主。

在调查研究中，所用到的调查问卷主要有两种

来源，第一种是直接采用他编问卷，其中被引用较

多的问卷有周俊良等编制的 《特殊教育教师职业

压力及应对策略量表》。李永占 （２０１４）［２１］、刘佰

桥 （２０１５）［２２］、张茂林 （２００８）［１１］等人的研究都曾

使用此问卷对特殊教育教师进行施测，该问卷将职

业压力划分为学生管教、家校合作、同事关系、行

政支援、工作负荷这几个维度，具有较高的专家效

度，但为使问卷更加具有针对性，各位研究者在施

测前都将题目进行了小部分改编。除直接采用他编

问卷外，有研究者采用自编问卷，比如王玲凤

（２００９）认为，由于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对象的特殊

性，国内已有压力问卷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因此

研究者首先查阅国内外有关职业压力方面的研究文

献，通过访谈法了解特殊教育教师存在的各种职业

压力。在此基础上，编制出问卷并经过几次修订和

预测形成正式问卷。最终从工作负荷压力、待遇价

值压力、学生管理压力、能力素质压力、环境条件

压力、学校人际关系压力这六个维度自编 《特殊

教育教师职业压力测查问卷》，该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达到０９。［２３］

（三）研究对象主要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

据数据统计分析，去除在不同文献中针对同一

研究对象的重复样本后，总计样本容量共 ３３００

人，包括调查研究中的所有有效问卷数量、访谈对

象人数和所有个案研究中的人数。其中，特殊教育

学校的在职教师有２８０５人，占总人数的８５％，少

数研究将非特殊教育学校任职的教师列为研究对

象。比如，有五项研究是针对于培智教师，数量占

１２５％，样本容量 １６０人，占样本总数的 ４８％。

仅有两项研究是针对随班就读教师，占总研究数量

的７５％。另外，在所有研究之中，针对康复机构

工作者的研究只有一项，也只有一项研究将教授不

同类型特殊儿童的教师的职业压力进行对比分析。

（四）研究结论多样化

１在职业压力大小上结论不一致
通过对各个研究的结论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

研究虽然在计分方法和测量的维度上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但是结果都表明职业压力分数的平均值超过

理论中值，因此，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特殊教育教师

职业压力的总体水平比较高，已经达到了中等偏上

程度 （张茂林，２００８［１１］；何嘉慧，２０１３［２４］；刘
颖，２０１４［７］）。但何迎春 （２０１６）［１４］在研究中得出
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压力小于全国教师压力的平均

水平，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样本的特殊性，何迎

春的研究对象虽然达到６１０人，但其中获区级以上
奖项的教师占９１０％，并且这些教师多为特殊教
育专业出身，具有５年及以上的教龄，他们有较丰
富的应对压力的经验，加之政府的奖励和肯定，给

教师们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其压力得到进一步的

缓解。

２学生教育和管理是特殊教育教师的主要职
业压力来源

很多研究者认为，学生教育和管理上的压力是

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学生教育与教

学管理压力，是指在实施教学过程中进行学生教育

活动和管理学生时所感到的压力。花和平

（２０１６）［２５］采用了查阅文献、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
式，对安徽省３５所特殊教育学校的５００名教师进
行的研究表明，在工作负荷压力、待遇价值压力、

学生教育、教育和学生管理压力、能力素质压力、

环境条件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几个维度中，教育和

教学管理的压力最大。王玲凤 （２００９）［２３］的研究
中，将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源从大到小依次排序

为：学生管理、能力素质、环境条件、待遇价值、

人际关系和工作负荷，可以看出，其中来自学生管

理方面的压力最大。夏健思 （２０１５）［９］对大连市培
智学校教师职业压力源进行研究时，将学生教育与

管理分为两个单独的维度进行分析，得出在学生教

育、教学管理、人际关系及职业发展等四个维度

中，压力平均值最高的是学生教育压力，其次是教

学管 理 压 力。张 茂 林 （２００８）［１１］ 和 矫 晓 超
（２０１２）［２６］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

无论是学生教育还是学生管理，都与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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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日常的教学工作息息相关，因此，如何改进教

学工作以改善教师职业压力现状是当前研究者需要

关注的重要内容。

３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受多种因素影响
在有关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中，多数

研究者都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对教师职业压力的影

响。总体而言，性别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无显

著影响，而学历、婚姻状况、年龄、教龄等因素影

响显著。［２７－２９］比如，在性别上，张茂林 （２００８）［１１］、
何嘉慧 （２０１０）［２４］和刘柏桥 （２０１５）［１０］等人的研究
表明性别对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压力无显著影响。学

历上，杜晓新 （２００８）［１１］、王凤玲 （２００９）［２３］的研
究认为教师的学历和职业压力呈负相关。在婚姻状

况上，何嘉慧 （２０１０）［２４］的研究表明已婚教师的职
业压 力 低 于 未 婚 教 师。在 年 龄 上，王 玲 凤

（２００９）［２３］、刘柏桥 （２０１５）［１０］等人的研究中一致表
明３０岁左右教师的职业压力普遍较大，之后逐渐
降低。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特殊教育教师

在教育工作中往往担任中流砥柱的角色，承担着较

重的教育教学任务，但是在教学经验方面，却没有

年龄较大的教师经验丰富。因此，他们会体验到更

大的压力。

在教龄上，各研究者的结论不一致，何迎春

（２０１６）［１４］研究发现，教龄与职业压力成显著负相
关，但是何嘉慧 （２０１０）［２４］研究表明，随着教龄的
增长，职业压力先增长后降低。该研究结论不一致

的原因可能是调查范围不一致，何嘉慧调查对象仅

是浙江省的特殊教育教师，浙江省在近十年内兴建

特殊教育学校，在这些建校时间还不长的学校里，

年轻教师占大多数，教龄为６～１０年的特殊教育教
师便会自然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她们也就面临着

最大的压力。

另外，有少量研究者从工资状况、家庭情况

（何嘉慧，２０１３）［２４］、学生学段差异、教师角色
（刘颖，２０１４）［７］等变量上来分析职业压力，但是
由于对这些变量的研究者较少，目前不能得出一致

的结论，因此，这需要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４特殊教育教师多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来缓解
职业压力

有研究显示，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在面临职业压力

时多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来缓解。如张茂林 （２００８）［１１］

等人在研究江苏和安徽两省的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

压力应对策略时得出以下结论：特殊教育教师使用

应对策略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解决问题、寻求支

持、情绪调适、延宕处理。可见，该研究认为特殊

教育教师在面对压力时首先采用的策略是积极应对

策略。刘佰桥 （２０１５）［１０］等人研究上海市等四个
省、自治区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压力应对策略时，

也表明他们主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但不同性

别、年龄、学历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应对策略存在显

著差异。这与张茂林等人研究结论相一致。但是总

体而言目前研究特殊教育教师采取压力应对策略的

研究很少，以上研究结论还不足以说明特殊教育教

师的整体情况，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

探讨。

四、建议

（一）研究总体数量有待提高，视角有待延

伸，研究方法有待扩展

从文献数量对比上看，我国目前在特殊教育教

师压力现状上的研究比较少，需加强对特殊教育教

师工作压力的研究。此外，从研究深度上看，很少

有研究涉及工资状况、角色分工、班级人数、学段

等因素对教师职业压力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延伸研

究视角，力求探究影响职业压力的深层次原因。同

时，国内的研究方法上也不够多元化，已有的研究

主要采用定量研究，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

而对特殊教育教师进行访谈等定性研究以及实验研

究较少。研究者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会使研

究结果更加客观也能进一步探寻压力的深层原因。

（二）扩大研究范围，细化研究对象，加强对

各类研究对象的对比分析

教育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教师因教育对象的特

殊性强，在教学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因此，他

们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但目前对康复机构工作

者、随班就读教师、普通学校的特殊班教师等非特

殊教育学校教师进行的研究较少，而且缺乏研究对

不同类型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对比分析。因

此，我国研究者在研究中需要扩大研究范围，在进

一步加强对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压力研究基础上，

２８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结合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特点，细化研究对象，并

进行横向对比，这样才能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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