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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形成机制及问题
———基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

曹 纯 惠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 深湾小学,广东 深圳518054)

摘要:教师工作是充满情感的劳动。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教师必须管理自身情绪以使表达的情感符合

职业规范、社会期待和学校制度。然而,当前中小学教师承受的过重工作负担对其情感劳动造成了不良影

响。具体表现在:非教学性事务过多,导致教师情感负担过重;权责关系不明,导致教师内外情感失调;社会

期待过高,导致教师产生情感落差。实现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和优化教师情感劳动的双重目标,首先要减少非

教学性事务,保障教师情感劳动发挥功效;其次要建立学校管理权责分明机制,实现教师内外情感和谐;最后

要满足教师情感需求,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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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1]。教师与教育、教师

与学生之间均有深厚的情感关联。阿莉·拉塞

尔·霍克希尔德(ArlieHochschild)将需要经常

性地依据组织或工作的要求、规则来管理自身

情绪的过程称为情感劳动[2]。情感劳动特点与

教师职业特点具有相似性。教师情感劳动对

教师的决策、沟通、表达以及教师身份建构等

都具有重要影响[3]。从保证教学质量角度看,

教师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态

度、语言表达以及行为表现。从师生关系角度

看,教师情感是建构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基

础,也是维系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纽带。从职

业特性角度看,教师情感是教师职业无法被人

工智能替代的核心要素。不仅如此,教师也普

遍认同情感管理是教师专业素质的体现,合理

的情感表达不仅有助于促进教学活动,还有利

于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2]。然而,情感与体力

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二分局限,以及理性与情感

的二元对立,再加上情感劳动具有的内隐性、

情境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教师情感劳动在20世

纪90年代前常常被忽视,因而相应的研究也极

为稀少。随着三维教学目标的建立,教师情感

逐渐成为重要的教师教育国际议题[4],这体现

了在教育理性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现实语境

下社会对作为“人”的教师的生命关怀。由此,

教师情感劳动也愈加被重视。然而,当前的工

作负担加重了教师的情感负担,抑制了教师的

情感表达。为此,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减轻教师

工作负担,使教师产生适切的情感,以促进教

学活动的高质量开展。

一、情感劳动在教师工作中的存在形态

教师情感劳动是教师以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与教育公共伦理为准则,以教育宗旨为导

向,运用教育价值标准审视、控制和调节自己

情感表现的一种劳动行为。可见,教师情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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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需遵循某些特定的要求、准则和规范。教师

在进行情感劳动过程中,要遵守国家对教师职

业的政策规定,要满足社会对教师职业形象的

期待,要兼顾师生交往的情境性和互动性等

要求。
(一)情感规则:国家对教师职业的政策规定

教师在专业实践中的情感劳动不是普通

的情感劳动,而是情感职业化与专业化的体

现,受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规章制

度的约束。国家对教育与教师职业都有强制

性、约束性和管制性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到《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都规定

了教师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导向、情感体验与

情感表达。《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明

确提到,教师不仅要勤恳敬业,关心爱护全体

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严慈相济,成为学

生的良师益友,还要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以
身作则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做到坚守高尚情

操、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等[5]。《小学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与《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中均规定,教师个人修养与行为不仅

要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还要乐观向

上、热情开朗、有亲和力,并且要善于自我调节

情绪,保持平和心态[6]。其中,《小学教师专业

标准(试行)》中规定,教师在与学生进行沟通

与合作时,要善于倾听、态度和蔼可亲,日常中

要发现和赏识每名学生的点滴进步并给予恰

当的评价和指导[6]。《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中规定,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注重激

发中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进行班级管理

与教育活动时要根据中学生青春期生理和心

理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有益身心健康发

展的教育活动[6]。由此可见,教育工作并非单

靠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就可以实现的“技术

活”,而是需要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投入大

量情 感 且 要 遵 守 教 师 职 业 情 感 规 则 的“艺
术活”。

(二)情感渗透:社会对教师职业形象的高

度期待

除政策对教师情感劳动作出规定之外,社

会对教师职业形象也充满了期待。教师职业

形象是构成教师社会角色形象的基本元素,是
人们对教师在职业生活中的精神风貌和生存

状态的总体印象。社会对教师职业形象的期

待,不仅表现为对教师外在仪态仪表的期待,
还表现为对教师内在道德和文化的期待。社

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的能力、性格、气质

等内在品质往往可以通过人的外部特征体现

出来[7]。教师仪态仪表形象,包括服饰装扮、言
行举止、音容笑貌等,都是教师气质风度的自

然流露与外在显现,也是教育示范性的重要体

现。另外,社会将教师看作道德文化的传播

者,强调教师对学生道德感化和言行示范作

用。职业的示范性和公众性决定了教师要具

备崇高的道德形象和较高的社会威望及较大

的影响力。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社

会大众对教师为人师表的高标准和道德修养

的高期待。例如,王夫之就认为教师担负着

“正人心”的重要任务。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
常用“园丁”“蜡烛”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
隐喻教师,成为教师精神符号。社会赋予教师

某种“符号”、形象、期待和渗透在文化、道德、
习俗中的某些情感要求统统都化作情感规则,
制约着教师的行为与表达,造成教师的隐性情

感负担。
(三)情感表达:学生与教师交往的情境性

和互动性

课堂是教师教学的主阵地。菲利普·W·
杰克逊(PhilipW.Jackson)通过课堂观察发现,
小学教师每天进行的人际互动高达1000余

次,看似安静的教室,其内部活动的热闹程度

堪比蜂巢。为了应对繁重的教学事务和复杂

的教学情境,教师要同时兼任“法官”“交通警

察”“协调员”和“计时员”等职责[8]。每个角色

都需要教师付出高强度的情感劳动。在教学

中,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具有情境性与互动性等

特点。一方面,教师需要在教学情境中遵循一

定的情感规则,并作出适当的情感表达。泽姆

柏斯(Zembylas)曾开展过一项有关教学实践

与情感规则追踪研究,经过3年的观察发现,课
堂上存在着隐性的情感规则,教师需要遵循这

些规则并作出适宜的情感表达。他还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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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发现,教师普遍认为在课堂上不应存

在明显的情感偏向,而应尽量表达客观中立的

情绪[9]。梅耶(Meyer)和特伦(Turner)的研究

表明,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与学

习体验产生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教师基于情感

支持的情境性动机[10]。另一方面,无论是课堂

教学还是课后辅导,师生互动都存在着情感表

达,需要教师投入情感,给予学生尊重、关怀、
鼓励和欣赏等。不仅如此,学生的学习动力往

往与教学中师生互动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有着

更为直接的关联,并且学生在教学互动过程中

每一阶段的情感体验都会直接影响其学习的

意愿和投入程度。因此,教师情感劳动对学生

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繁重的工作任务加重了教师情感负担

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因此,教师必须

要与“人”交往、沟通与合作,为“人”的成长赋

能。教师职业凸显了高情感投入与高社会期

待的特点。教师内在情感表达是教师专业实

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好的教学通常伴

随着愉悦、兴奋的情绪体验和充满创造性的活

动。因此,关心、呵护、爱等情感投入,成为教

师职业的重要品质要求。然而,当前繁重的工

作任务加重了教师情感负担。
(一)非教学性事务过多,导致教师情感负

担过重

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同时,还要付出与

教学内容相适切的情感。罗杰斯(Rogers)基于

大量试验提出了“非指导性教学”思想,该思想

中有关“诚实、理解和接受”等众多理念均蕴含

着情感教育要义[11]。情感教学要经历备课沉

淀与打磨的过程,需要基本的时间保障。然

而,现实情况是,非教学性工作时间偏长、工作

负担较重成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

的问题[12]。非教学性工作事务主要包括上级

部门分派的行政工作、学校为迎接检查与考核

而产生的各项事宜、学生校内外安全管理事项

以及填写各类报表材料等。国际比较视域下

的TALIS(TeachingandLearningInternation-
alSurvey)数据显示,我国教师花费在各类非教

学性工作上的时间(25.3小时/周)仅次于日本

(30.9小时/周),远高于 OECD(Organization
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均值(15.8小时/周)和 TALIS均值(17.1小

时/周),然而在义务教育极为优秀的芬兰,该
均值仅为6.8小时/周[13]。在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被各类培训、填表、会
议、考核、检查、学生管理等非教学性事务所占

据,这难免会引发教师情感冲突。有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非教学性工作时间过长的教师对其

付出与回报合理性的满意度较低[14]。一方面,
在个体时间、精力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处
理班级偶发事件、关爱学生成长以及进行教学

艺术性表达等工作内容,都需要教师消耗较多

的情感资源或承受较多的情感负荷,而过多的

非教学性事务占据了教师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会加重教师的情感负担,造成教师的不满与无

奈。另一方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为适

应各类情感规则进行情感劳动时会消耗自身

大量能量,这时,教师往往期望通过实现教学

目标、建立友好的师生关系、拥有良好的教学

效果等获得回报,但当回报低于付出或者自身

资源耗尽时,教师就会出现情感衰竭或情绪失

调等问题,这会使教育预期目标难以实现,甚
至让教师产生离职倾向。

(二)权责关系不明,导致教师内外情感失调

感受是情感的先导。教师会感受自己的

日常工作状况并对感受本身进行评估,且教师

对感受进行评估的行为几乎与感受本身同时

发生。评估行为是教师对感受作出的第二反

应。教师会根据国家对教师职业的政策规定

和社会对教师职业形象的期待,形成一种更为

一般的、指导性“扮演”规则。学校科层管理组

织体系,难免会给位于行政底层的教师带来工

作负担,教师极易由于“权利”与“地位”上的弱

势而被迫接受责任转移[15],承担着不想做但又

不得不做的事务,造成内心的无奈与不满。尤

其是初任教师,由于刚入职,常常被临时指派

完成一些额外的非教学性事务,如上级部门分

派的行政工作、处理迎接检查与考核的事项、
填写各类报表材料等。初任教师会认为这些

工作是由于自己处于弱势而被强加的,是不得

不承担的额外工作,是其他教师不愿接手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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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琐事,虽内心极度不愿接受这些事务但又不

得不默默屈从[16]。教师内心的意愿与外部的

要求相冲突时便产生了情感劳动,即教师需要

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抑制情绪以服从工作安排。
内心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外显的情感长期不一

致便容易产生情感失调。具体而言,就是教师

依据规定呈现出的外在情感与个人内在的真

实感受不同,在上级指派与职业伦理的双重约

束下,教师常常需要隐藏自身真实的内在感

受,抑制不满情绪的表达[17]。教师感受到的与

期待感受到的、教师期待感受到的与真实感受

到的、教师真实感受到的与应该感受到的,这
些情感体验相互之间产生不同的张力,便形成

了隐性的工作文化规则。个人情感体验与组

织既定任务之间的长期不适配,最终导致教师

低职业满意度和职业倦怠感的产生。
(三)社会期待过高,导致教师产生情感落差

文化以某种道德立场赋予教师感受,这是

对教师行动发挥指导作用的一种强有力的方

式,它支配着教师的行动,影响着教师的职业

角色定位[18]。社会对教师角色的定位是高标

准且多元化的,且是运用文化标准来定义与评

估教师的。一方面,常见的各种对教师的“美
誉”凸显了社会对教师的高度期待;另一方面,

社会对教师职业存在一些偏见,单纯以工作轻

松且节假日多来定义教师职业特点,忽视了教

师的情感劳动,也忽略了教师与学生在互动过

程中需要建立的情感联系,又或者在承认教师

情感劳动的前提下仅仅将教师的情感劳动窄

化为单一的师德评价。社会出现“高期待与低

认可度”的矛盾现象,这极易造成教师表现出

的情感与社会需要的情感之间存在偏差。调

查表明,教师认为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太高、要
求太多的比例高达87.26%,认为目前教师的

社会地位(包含经济地位、职业声望、权利地

位)位于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达63.84%[19]。

可见,社会起初对教师职业表现出的高期待与

后续对教师专业身份的模糊理解呈现出“高开

低走”的矛盾现象,这一矛盾现象让教师体会

不到自身理应感受到的较高社会地位,造成教

师一定程度上的情感落差。

三、优化教师情感劳动的相关策略

情感工作、感受规则以及社会交换共同构

成了私人情感系统。当工作要求与公众发生

接触并在他人身上唤起特定的心理状态时,情
感劳动便会产生。当前,过多的非教学性事

务、不明确的权责关系、社会过高的期待等因

素不仅加重了教师的情感负担,也阻碍了教师

适切情感劳动的生成。因此,为使教师的情感

劳动发挥合理效应,本文提出3点举措。
(一)减少非教学性事务,保障教师情感劳

动发挥功效

高素质的卓越教师是新时代对教师的新

定位与新要求[20],这与教师的情感付出密不可

分。情感具有深刻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等特

点,是形成人格系统深层结构的基石,影响着

个体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与人格塑造。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对学生的积极期

待引导学生进行良好的情感体验进而实现预

期的学习目标。“罗森塔尔效应”便证明了积

极情感期待的有效价值。此外,教师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也常以情感为手段。因此,有
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要保障教学效果、避免

教师情感劳动窄化,就需要减少教师的非教学

性事务。首先,学校要灵活配置专业教辅人

员,减少教师非教学性工作时间,保障教师情

感劳动合理化。学生的安全管理职责以及各

类行政工作大多应由相应的专业教辅人员承

担,使教师从大量的非教学性工作中解脱出

来。弹性配置专业的非教学人员的做法也能

增加学校自主分配权,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以

及提高教师工作的自主性、积极性和情感动

能,使教师真正履行潜心教书与专心育人的职

责。其次,有关部门要建立多方智慧联动与数

据互通的工作机制,避免教师因重复劳动如填

写报表等而产生情感倦怠。各部门之间要加

强沟通,合理控制检查与考核的频次与方法,
实现多方联动智慧治理新模式,并在多方联动

智慧治理的过程中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与

数据互通。学校可以有效利用智能化数据管

理软件,制作电子档案和电子表格,通过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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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等信息化手段,将待审核的相关材料上

传,供有关部门检验。
(二)管理权责分明,实现教师内外情感和谐

教师工作负担涉及组织主体运作,学校组

织关系通过组织文化、领导风格及人际互动等

方式呈现出来。若不妥善处理这种权责关系,
容易导致教师权利弱化、责任泛化和权责边界

不清等问题,也容易引起教师消极的情感体验

并抑制教师情感表达,造成教师内外情感冲

突。教师处于组织权力结构的边缘,使得教师

与领导之间的互动存在不对等的权责关系,教
师只能尽量表达出符合学校组织及其情境要

求的情感。因而,学校应划定主体权责边界,
减少非教学性事务对教师的干扰,以实现教师

内外情感和谐。一方面,不仅要厘清行政管理

部门与学校之间的权责关系,还要厘清学校与

教师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责任立法与制度

救济等方式弄清权与责的行为主体及内容,精
准划定教师的日常工作范围,避免造成边界模

糊与责任下移等问题。尤其还要避免一些学

校一味地以“锻炼新人”为由,给初任教师随意

安排临时性工作,导致初任教师对承担学校各

项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和厌恶感、倦怠感。另一

方面,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情感赋权,帮助教

师提高自身的情感修养,赋予教师管理自我情

感的权利,杜绝教师为了满足外部情感要求而

呈现出的刻意献媚行为,实现教师情感劳动从

制约性的“政治情感”转变为生产性的“角色情

感”,从 管 理 上 为 教 师 提 供 制 度 性 的“情 感

福利”。
(三)满足教师情感需求,提升教师的自我

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

教师情感是教师个体自然情感、职业情感

与社会性情感的集合体。其中,自然情感是教

师情感的基础,将自然情感进行职业化改造便

形成了教师的职业情感。随着社会对教师专

业化要求的提升,教师情感走向了专业化培育

之路,生成了更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即教育

情感。教师的教育情感劳动作为社会性情感,
承载着社会使命和伦理责任,必须加以理性引

导。为此,要将社会、领导与家长等各方面的

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情感支持系

统,从而满足教师的情感需求,增强教师职业

认同感。首先,社会要给予教师合理的期待。
社会对教师的“美誉”,是一种通过鼓励来发挥

作用的方式。外界可以赞美教师,但不能过度

“神化”教师,更不能“道德绑架”教师。社会要

给予教师合理的社会期待和支持。研究表明,
一定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由教师情感需求不

能得到满足而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21]。其

次,要加强领导的认可与支持。领导给予教师

的认可与支持不仅体现为言语上的夸赞,还体

现为对教师的尊重、关心、理解与信任,即能够

真心实意地为教师着想,为教师谋福利、办实

事,让教师在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中感受到人文

关怀。领导要给予组织成员极大的支持与信

任,从而促进成员积极情感的释放。最后,家
长的理解与支持必不可少。家校之间建立和

谐友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彼此能理解对方的

观念和诉求,这是教师积极情感体验来源之

一。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教师开展教学的坚

强后盾,有利于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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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ormingMechanismandProblems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WorkBurden:
FromthePerspectiveofEmotionalLaborTheory

CAOChunhui
(ShenwanPrimarySchoolofShenzhenNanshanExperimentalEducationGroup,Shenzhen518054,China)

Abstract:Theworkofteachersinvolvesemotionallabor.Inordertoachieveeducationalgoals,teach-
ersmustmanagetheirownrealfeelingstoexpressemotionsthatconformtoprofessionalnorms,so-
cialexpectationsandtheschoolsystem.However,theformationofthecurrentworkburdenofprima-
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hasanegativeimpactontheiremotionallabor,whichisreflectedin
theexcessivenon-teachingaffairswhichaggravatetheemotionalburdenofteachers,theunclearrela-
tionshipbetweenpowerandresponsibilitywhichcausestheinternalandexternalemotionaldisorder
ofteachers,andthehighexpectationandlowvisibilityofthesocietywhichcausetheemotionaldevia-
tionofteachers.Inordertoreducetheburdenofteachersworkandoptimizetherealizationof
teachersemotionallabor,weshouldfirstreducethenon-teachingaffairsandavoidthenarrowingof
teachersemotionallabor.Secondly,theschoolmanagement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shouldbeclear
toachievetheemotionalharmonyofteachers.Finally,itisnecessarytomeettheemotionalneedsof
teachersandenhance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
Keyword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workload;emotionallabor;emotionalpressure;re-
lievetheburdenofteachers;professional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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