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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 －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

节该中介作用。1127 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 －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

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 ( 1) 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 －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

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 －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 ( 2) 教师工作 －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

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 ( 3) 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 －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

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 ( 4) 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

节了工作 －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

此，缓解工作 －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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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引起了广泛

的恐慌。2020 年 2 ～ 3 月期间，我国民众的焦虑、抑
郁等问 题 发 生 率 高、程 度 较 为 严 重 ( 冯 正 直 等，

2020) ，普通民众抑郁检出率为 12. 6% ( 李伟 等，

2020) 。中小学校“停课不停学”，教师既要适应网

络教学，又要兼顾家庭任务，处在同一物理环境下，

家庭任务难免会打扰工作。资源保护理论提出，个

体在一定的时间内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某个领

域的资源不足时，就会调用另一个领域的资源，导致

两个领域发生冲突( Matthew et al． ，2014) 。教师有

限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同时满足多种角色的要求( 例

如负责的教师、孝顺的子女和周到的父母等) ，由此

产生工作 － 家庭冲突( Greenhaus ＆ Beutell，1985) 。
本研究关注疫情期间工作 － 家庭冲突对教师工作和

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公共卫生危机事

件及线上教学对教师的影响，并为后疫情时期教师

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疏导提供理论支持。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工作与家庭领域的联系是

影响教师的中间系统，二者消极的连结，例如冲突，

会引起不良的后果( Bronfenbrenner，1979) 。当工作

和家庭竞争引起资源损失时，个体的工作态度变得

更加消 极 以 保 护 剩 余 的 资 源 ( Ito ＆ Brotheridge，

2003) ，导 致 工 作 中 的 一 系 列 不 良 表 现 ( 王 兴 文，

2013; 赵富强 等，2016) ，例如职业倦怠。职业倦怠

是在长期工作压力下的一种反应，表现为情绪衰竭、
非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 ( Maslach et al． ，2001 ) 。
在教师群体中，还表现为教学态度不认真、缺乏职业

精神等( 李永鑫 等，2005 ) 。对职业倦怠的研究关

注服务 提 供 者 与 接 受 者 及 家 庭 成 员 之 间 的 关 系

( Maslach et al． ，2001 ) ，教师在家庭和工作中都承

担提供者的角色，是职业倦怠较为严重的群体 ( 伍

新春 等，2019 ) 。职业倦怠不仅影响工作表现，还

会降低 教 师 的 心 理 生 活 质 量 ( 张 旭 东，庞 诗 萍，

2020)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存在教师对网络设备

不熟练、互动效果差、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等弊端，增

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压力( 杨彦平，2020 ) ，可能

使教师职业倦怠更为严重。
工作 － 家庭冲突还会对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产

生危害。调查发现经历工作 － 家庭冲突的员工出现

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比其他员工高出 1. 99 ～ 29.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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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患 情 绪 障 碍 的 可 能 性 高 29. 66 倍 ( Frone，

2000) ，还会产生低自尊( 郑晶，2016) 和睡眠质量低

( Crain et al． ，2014) 等身心困扰。其中工作 － 家庭

冲突 对 抑 郁 的 影 响 在 不 同 文 化 中 广 泛 存 在

( Fujimoto et al． ，2014; Haines et al． ，2008; 金家飞

等，2014; 苑杰 等，2017) 。疫情期间，个人和重要

他人的健康、对生活的控制感等核心资源的损失会

更明 显，倦 怠、抑 郁 等 问 题 更 为 严 重 ( Hobfoll，
2001) 。本研究假设工作 － 家庭冲突能直接预测教

师抑郁水平。
工作 － 家庭冲突还可能通过职业倦怠间接预测

抑郁。尽管大量实证研究包括元分析均证明职业倦

怠和抑 郁 的 关 联 ( Ahola et al． ，2011; Koutsimani
et al． ，2019; 李永鑫，侯祎，2005 ) ，但因素分析显

示二者是不同的结构 ( Toker ＆ Biron，2012 ) ; 纵向

研究发现教师和医护人员群体中，早期的职业倦怠

可以预测后期的抑郁，反向的预测关系不成立( Ha-
kanen ＆ Schaufeli，2012; Shin et al． ，2013) ，因此职

业倦怠更可能是抑郁的原因而非结果。另外，工作

需求 － 资源模型提出，工作对个体的高需求和缺乏

工作资源会通过职业倦怠影响健康状况( Demerouti
et al． ，2001) ，并且工作 － 家庭冲突可以通过工作

满意度间接导致抑郁( Wang ＆ Peng，2017) ，职业倦

怠在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杨玲 等，2015) ，也有研究发现职业压力

并不能直接预测教师心理健康，而是通过职业倦怠

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产生影响 ( 王文增，郭黎岩，

2007) 。综上，职业倦怠很可能是工作 － 家庭冲突

引起抑郁的关键变量，本研究提出假设: 职业倦怠是

工作 － 家庭冲突对教师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
尽管存在危险因素，但家庭支持 ( 叶宝娟 等，

2020) 、教 学 效 能 感 ( 李 志 鸿 等，2008; 王 玲 凤，

2006) 等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使

危险因素与消极结果的关系变得不显著( 保护 － 稳

定模型) 或降低危险因素对消极结果的预测作用

( 保护 － 反应模型) ( Luthar et al． ，2000 ) 。心理弹

性是研究最关注的保护因子之一。心理弹性指个体

在逆境中仍能成功应对或适应良好，表现出较少的

心理行为问题( 马伟娜 等，2008 ) 。教师心理弹性

表现为在困境中成长，与困难学生产生共鸣，抑制消

极情绪并专注于积极面，体验到自豪感和成就感，对

学校 和 职 业 有 更 高 的 承 诺 ( Howard ＆ Johnson，

2004)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预测更低水平的职业

倦怠( 史靖宇 等，2017 ) ，调节职业压力 ( 洪炜 等，

2015) 以及负性事件 ( 朱清 等，2012 ) 对抑郁的影

响。有研究发现，教师群体的心理弹性比神经质水

平对总体健康知觉的预测作用更强，可以缓冲教师

的职业挑战的影响，而在非教师中则不成立( Pretsch
et al． ，2012) 。面对疫情威胁及线上教学压力，教

师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尤为重要。综上，本研究假

设心理弹性能调节工作 － 家庭冲突 － 职业倦怠 － 抑

郁过程，并检验具体的调节路径和调节方式。
目前已有研究验证了工作 － 家庭冲突对教师职

业倦怠和抑郁的影响，但缺少同时考虑保护因素和

危险因素对教师抑郁水平影响的研究。基于上述，

本研究拟调查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 － 家

庭冲突对其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影响，并探讨职业倦

怠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对此中介作

用的调节效应，验证图 1 所示的假设模型。

图 1 假设模型图

2 方法

2. 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全国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

共获得问卷 1201 份。满足以下标准之一的视为无

效问卷并删除: ( 1 ) 反向计分题目作答前后矛盾;

( 2) 作 答 时 间 过 短; ( 3 ) 规 律 作 答。经 筛 选 得 到

1127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3. 84%。被试来自全

国 27 个省级行政区，其中东北地区 181 份，华北地

区 439 份，华东地区 16 份，华中地区 187 份，华南地

区 194 份，西南地区 67 份，西北地区 43 份; 男性 228
人( 20. 23% ) ，女性 899 人 ( 79. 77% ) ; 未婚 267 人

( 23. 69% ) ，已 婚 834 人 ( 74. 00% ) ，离 异 25 人

( 2. 22% ) ，丧 偶 1 人 ( 0. 01% ) ; 无 子 女 353 人

( 31. 32% ) ，有 1 个子女 622 人 ( 55. 19% ) ，有两个

及以上子女 152 人( 13. 49% ) ; 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141 人 ( 12. 51% ) ，3000 ～ 5000 元 451 人

( 40. 01% ) ，5000 ～ 8000 元 253 人 ( 22. 45% ) ，8000
元 以 上 282 人 ( 25. 02% ) ; 班 主 任 391 人

( 34. 69% ) ，非班主任 736 人( 65. 31% ) 。小学教师

456 人( 40. 46% ) ，中学教师 671 人( 59. 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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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工具

2. 2. 1 中小学教师工作 －家庭冲突问卷

采用吴明霞 ( 2006 ) 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问卷，包括工作干扰家庭( WIF) 和家庭干

扰工作( FIW) 两个分问卷，共 22 个题目，每个分问

卷均包括行为方式、心理资源和情绪情感三个维度，

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从“1”到“5”表示“极少发生”
到“总是这样”) ，得分越高表示冲突越严重，本研究

中 WIF 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95，FIW
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93。
2. 2. 2 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

采用 Maslach 等 人 ( 2001 ) 编 制、伍 新 春 等 人

( 2016) 改编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共有 22
个题目，包括情绪衰竭、个人成就感、非人性化三个

维度，采用 0 ～ 6 的 Likert 式 7 点评分( 从“0”到“6”
表示“从不”到“总是”) 。在情绪衰竭和非人性化两

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倦怠水平越高; 个人成就

感分量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倦怠水平越低。
在本研究中，三个维度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数分别为 0. 90、0. 82 和 0. 75。
2. 2. 3 抑郁自评量表

Zung 编制( 1965) ，中文版由舒良( 1999 ) 修订。
共 20 个题目，采用 1 ～ 4 四级评分( 从“1”到“4”依

次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到“绝大部分或全部时

间”)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5。
2. 2. 4 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由刘春兰 ( 2010 ) 编制的中学教师心理弹

性量表，共 19 个题目，包括职业认同、问题解决、教
学效能、教学技能四个维度。题目按 1 ～ 5 进行 5 点

评分( 从“1”到“5”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 。得分越高，说明教师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对该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91。在结构效度方面，该问

卷四 维 度 模 型 拟 合 良 好，χ2 = 748. 26，df = 146，

CFI = 0. 93，TLI = 0. 92，GFI = 0. 94，RMSEA =0. 06。
2. 3 研究过程

研究数据收集于 2020 年 4 月上旬至中旬，教师

线上教学时期。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向全国中小学教

师发放问卷，在征得知情同意后参与者根据网页指

导语填写问卷，经研究人员筛选通过后获得一定的

报酬，数据收集完成后通过网络后台获得原始数据。
2. 4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6. 0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三个回归

方程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Muller et al． ，2005) 。
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程序计算心理弹性高低水

平下的中介效应值。

3 结果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1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未旋转得到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4. 98%，

未超过 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变量不存在显

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 2 疫情前后教师工作和心理状况的比较

本研究请被试比较自己疫情前后工作与生活情

况、工作 － 家庭冲突和抑郁水平的变化，分为“比疫

情前更好”、“比疫情前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差不多

( 无变化) ”三个选项。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卡方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超过 60% 的被试表示疫情

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 － 家庭冲突程度与抑郁的

状况与疫情前几乎无变化。卡方检验的数据表明，

教师对疫情后工作生活情况 ( χ2 = 848. 82，df = 2，

p ＜ 0. 001 ) 、工作 － 家庭冲突 ( χ2 = 664. 91，df = 2，

p ＜ 0. 001 ) ，以 及 抑 郁 ( χ2 = 485. 86，df = 2，p ＜
0. 001) 变化的感知( 更好、更差或无变化) 均有显著差

异。疫情前后在三个方面无变化的老师占比最高，明

显高于变差和变好，但变好和变差占比的差异较小。
表 1 疫情前后教师工作和心理状况比较

更好 无变化 更差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χ2 df

工作生活情况 123 10. 91 836 74. 18 168 14. 91 848. 82＊＊＊ 2

工作 － 家庭冲突 276 24. 49 789 70. 01 62 5. 50 664. 91＊＊＊ 2

抑郁 276 24. 49 715 63. 44 136 12. 07 485. 86＊＊＊ 2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下同。

3. 3 不同人口学变量上教师工作 －家庭冲突、职业

倦怠与抑郁的差异检验

比较不同性别、学段、婚姻状况、子女数、是否为

班主任的教师在工作 － 家庭冲突、职业倦怠、抑郁水

平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在工作 － 家庭冲突方面，男

教师高于女教师 ( M男 = 2. 16，SD男 = 0. 79，M女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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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SD女 = 0. 74，t = 2. 67，p ＜ 0. 01 ) ; 有两个及以

上孩子的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显著高于有独生子女

和无子女的教师 ( M子女≥2 = 2. 33，SD子女≥2 = 0. 82，

M子女 = 1 = 2. 07， SD子女 = 1 = 0. 77，M无子女 = 2. 00，

SD无子女 = 0. 81，F = 9. 75，p ＜ 0. 001 ) 。在职业倦怠

方面，中学教师显著高于小学教师 ( M中学 = 1. 71，

SD中学 = 0. 87，M小学 = 1. 51，SD小学 = 0. 86，t = 3. 67，

p ＜ 0. 001 ) ，班主任显著高于非 班 主 任 ( M班主任 =
1. 71，SD班主任 = 0. 90，M非班主任 = 1. 59，SD非班主任 =
0. 85，t = 2. 37，p ＜ 0. 05) 。
3. 4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如表 2 所示。由于年龄与教龄之间存在极强相关

( r = 0. 960，p ＜ 0. 001 ) ，因此后续分析中仅考虑年

龄。结果发现，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情
绪衰竭、非人性化以及抑郁之间呈正相关，与个人成

就、心理弹性呈负相关; 职业倦怠和抑郁呈正相关，

和心理弹性、年龄及收入呈负相关; 抑郁与个人成

就、心理弹性和收入呈负相关，与情绪衰竭和非人性

化呈正相关; 心理弹性与个人成就、年龄呈正相关，

与情绪衰竭和非人性化呈负相关; 年龄与收入呈正

相关，与个人成就和非人性化负相关; 收入与情绪衰

竭负相关。

表 2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8

1 工作 － 家庭冲突 2. 08 0. 79 1

2 职业倦怠 1. 63 0. 87 0. 46＊＊＊ 1

3 情绪衰竭 2. 54 1. 59 0. 40＊＊＊ 0. 76＊＊＊ 1

4 个人成就 3. 14 1. 79 － 0. 18＊＊＊ － 0. 56＊＊＊ － 0. 02 1

5 非人性化 1. 17 0. 62 0. 32＊＊＊ 0. 63＊＊＊ 0. 29＊＊＊ － 0. 24＊＊＊ 1

6 抑郁 1. 97 0. 43 0. 45＊＊＊ 0. 45＊＊＊ 0. 36＊＊＊ － 0. 25＊＊＊ 0. 26＊＊＊ 1

7 心理弹性 3. 76 0. 43 － 0. 30＊＊＊ － 0. 60＊＊＊ － 0. 39＊＊＊ 0. 45＊＊＊ － 0. 34＊＊＊ － 0. 38＊＊＊ 1

8 年龄 37. 39 9. 20 0. 01 － 0. 08＊＊ － 0. 01 － 0. 07* － 0. 12＊＊＊ － 0. 02 0. 09＊＊ 1

9 收入 － 0. 02 － 0. 06* － 0. 08* － 0. 02 － 0. 03 － 0. 10＊＊＊ 0. 03 0. 33＊＊＊

3. 5 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对抑郁的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

根据 Muller 等人( 2005) 提出的方法，使用三个

回归方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方程 1 检

验调节变量 ( 心理弹性) 对自变量 ( 工作 － 家庭冲

突) 与因变量 ( 抑郁)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方程 2
检验调节变量( 心理弹性) 对自变量( 工作 － 家庭冲

突) 与中介变量( 职业倦怠)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方程 3 检验调节变量( 心理弹性) 对中介变量( 职业

倦怠) 与因变量( 抑郁)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自

变量( 工作 － 家庭冲突) 对因变量( 抑郁) 残余效应

的调节效应。由于上述分析发现年龄、学段、是否为

班主任以及收入都可能对抑郁和职业倦怠产生影

响，因此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疫情前后对工作生活状况的感知将教师分

为比疫情前更好( 更好) ，和疫情前差不多( 无变化)

和比疫情前更差( 更差) 三组，分别对上述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更好组结果如表 3 所示，方程 1 中工作 － 家庭

冲突、心理弹性能显著预测抑郁，方程 2 中，工作 －
家庭冲突、心理弹性以及工作 － 家庭冲突与心理弹

性的交互项能显著预测职业倦怠，方程 3 中工作 －
家庭冲突和心理弹性能显著预测抑郁。

计算心理弹性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时，更

好组教师中工作 － 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的预测效

应，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工作 － 家庭冲突和心理弹

性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简单效应分析

图( 图 2) 。结果发现，低心理弹性组中工作 － 家庭

冲突能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倦怠 ( bsimple = 0. 48，p ＜
0. 001) ，高心理弹性组中工作 － 家庭冲突对职业倦

怠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simple = 0. 13，p = 0. 40) 。

图 2 工作生活状况更好组教师在不同心理弹性水平

下工作 －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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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作 －家庭冲突对抑郁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况更好的教师组，n =123)

预测变量

方程 1
( 效标: 抑郁)

方程 2
( 效标: 职业倦怠)

方程 3
( 效标: 抑郁)

β t β t β t

年龄 0. 001 0. 01 － 0. 05 － 0. 66 0. 01 0. 17

学段 0. 07 0. 89 － 0. 07 － 0. 88 0. 08 1. 05

是否为班主任 － 0. 002 － 0. 02 － 0. 09 － 1. 21 0. 01 0. 14

收入 － 0. 14 － 1. 83 － 0. 10 － 1. 34 － 0. 12 － 1. 56

工作 － 家庭冲突 0. 37 4. 79＊＊＊ 0. 29 4. 00＊＊＊ 0. 30 3. 71＊＊＊

心理弹性 － 0. 32 － 3. 97＊＊＊ － 0. 48 － 6. 48＊＊＊ － 0. 23 － 2. 48*

工作 － 家庭冲突 × 心理弹性 － 0. 08 － 10. 07 － 0. 18 － 2. 62* － 0. 02 － 0. 20

职业倦怠 0. 18 1. 76

职业倦怠 × 心理弹性 － 0. 12 － 1. 47

调整后的 R2 0. 31 0. 41 0. 33

F 8. 64＊＊＊ 13. 11＊＊＊ 7. 64＊＊＊

注: 学段编码方式为: 0 = 小学，1 = 中学，是否为班主任编码方式为 0 = 班主任，1 = 非班主任，下同。

使用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和偏差校正 95% 置

信区间计算不同心理弹性水平( 高、低) 下，更好组教

师职业倦怠在工作 － 家庭冲突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

应值。结果表明，更好组在低心理弹性条件下，工作

－家庭冲突通过职业倦怠预测抑郁的非标准化中介

效应值为 0. 06，置信区间［0. 02，0. 13］不包含 0，中介

效应显著; 在高心理弹性条件下，工作 － 家庭冲突通

过职业倦怠预测抑郁的非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 0. 01，

置信区间［－0. 01，0. 50］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
更差组结果如表 4 所示，方程 1 中工作 － 家庭

冲突和心理弹性显著预测抑郁，方程 2 中，学段、工
作 － 家庭冲突和心理弹性显著预测职业倦怠。方程

3 中工作 － 家庭冲突、职业倦怠以及职业倦怠与心

理弹性交互项能显著预测抑郁。
表 4 工作 －家庭冲突对抑郁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况更差的教师组，n =168)

预测变量

方程 1
( 校标: 抑郁)

方程 2
( 校标: 职业倦怠)

方程 3
( 校标: 抑郁)

β t β t β t

年龄 0. 01 0. 12 － 0. 02 － 0. 34 0. 002 0. 04

学段 － 0. 01 － 0. 15 0. 13 2. 33* － 0. 04 － 0. 61

是否为班主任 － 0. 004 － 0. 07 － 0. 05 － 0. 90 0. 004 0. 07

收入 － 0. 06 － 0. 88 0. 04 0. 60 － 0. 06 － 0. 94

工作 － 家庭冲突 0. 50 6. 66＊＊＊ 0. 30 4. 42＊＊＊ 0. 47 6. 05＊＊＊

心理弹性 － 0. 27 － 3. 68＊＊＊ － 0. 49 － 7. 42＊＊＊ － 0. 04 － 0. 50

工作 － 家庭冲突 × 心理弹性 0. 03 0. 31 － 0. 03 － 0. 42 0. 14 1. 58

职业倦怠 0. 18 1. 99*

职业倦怠 × 心理弹性 － 0. 26 － 2. 61*

调整后的 R2 0. 36 0. 47 0. 41

F 14. 31＊＊＊ 22. 36＊＊＊ 13. 87＊＊＊

计算心理弹性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时，更

差组中职业倦怠对抑郁的预测效应，并根据回归方

程分别取职业倦怠和心理弹性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

差的值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 图 3) 。结果发现，低

心 理 弹 性 组 中 职 业 倦 怠 能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抑 郁

( bsimple = 0. 56，p ＜ 0. 001 ) ，高心理弹性组中职业倦

怠对 抑 郁 的 预 测 作 用 不 显 著 ( bsimple = 0. 26，p =
0. 14) 。

使用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和偏差校正 95% 置

信区间计算心理弹性高低两个水平下，更差组教师职

业倦怠在工作 －家庭冲突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值。
结果表明，更差组在低心理弹性条件下，工作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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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况更差教师中不同心理

弹性水平下职业倦怠对抑郁的影响

冲突通过职业倦怠预测抑郁的非标准化中介效应值

为 0. 08，置信区间［0. 03，0. 14］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

著; 在高心理弹性条件下，工作 － 家庭冲突通过职业

倦怠预测抑郁的非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 0. 03，置信区

间［－0. 02，0. 70］包含 0，中介效应不显著。
无变化组教师中心理弹性不存在调节作用，于

是仅检验中介效应。使用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和

偏差校正 95% 置信区间计算职业倦怠在工作 － 家

庭冲突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7，置信区间

［0. 05，0. 09］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

4. 1 疫情期间与疫情前教师工作和心理状况比较

本研究中大多数教师认为工作生活状况、工作

家庭冲突和抑郁情况并未受到疫情和线上教学的影

响，这可能是由于问卷收集于 2020 年 4 月，国内疫

情有所缓解，民众心理症状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 苏

斌原 等，2020) ，教师逐渐适应了网络教学，工作和

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少数教师认为疫情期间工作生

活状况、工作 － 家庭冲突和抑郁情况有所好转或者

更差，这说明疫情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个人层面

上，疫情期间部分民众的作息更加规律，重新认识到

家庭的重要性和工作对社会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2020) ，发生这些转变的教师可能更少感

到疲惫，更多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 家庭方面，研究

发现疫情期间父母的养育负担加重了焦虑和抑郁的

症状，进而导致更严重的亲子冲突 ( Russell et al． ，

2020) 。但也有部分家庭表示疫情期间亲子关系更

加融洽( 杨彦平，2020 ) ，这些教师可能获得了更多

的支持，尤其是配偶的支持能够缓解工作 － 家庭冲

突( Fujimoto et al． ，2014) 。工作层面上，研究发现

常规而非临时被迫的远程工作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

度，减轻工作压力( Jaeseung et al． ，2019) ，灵活机会

模型也提出，远程工作有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 Hu-
ws et al． ，1996) ，但也导致教师需要更频繁的在工

作和家庭之间转换，加剧了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和

混淆( Matthews et al． ，2011) 。另外，对于欠发达地

区教师、新教师而言，对线上教学的设备不熟练和经

验不足等问题是工作状况变差的原因。
4. 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中小学教师工作 － 家庭冲

突、职业倦怠及抑郁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师工作 － 家庭冲突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比女性更严重，与以往结论相反( 师静，2019;

王华锋 等，2009) 。这可能是由于女教师长期面对

工作 － 家庭冲突，而男教师在疫情期间更明显的感

受到家庭任务增加，缺乏应对的经验和准备，导致他

们感知到的工作 － 家庭冲突更为严重。另外，研究

结果显示，子女数对教师的工作 － 家庭冲突有影响。
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教师的工作 － 家庭冲突高于独

生子女和无子女的教师。究其原因，多子女家庭中

的父母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更难同时满足两

个领域的需求( Carlson，1999; 陈倩，2018) 。
关于职业倦怠，本研究发现中学教师的职业倦

怠显著高于小学教师，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 伍新

春 等，2019) 。此外，中高考延期给中学教师带来

了更大的压力，升学压力是导致教师倦怠的重要因

素之一( 齐亚静 等，2016 ) 。研究发现班主任的职

业倦怠显著高于非班主任( 伍新春 等，2019; 赵玉

芳，毕重增，2003 ) 。班主任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和

压力，倦怠感更强烈。本研究中的年龄( 教龄) 与职

业倦怠总分负相关，与心理弹性正相关，与已有研究

结果一致( 宋珊珊 等，2012 ) 。中青年教师由于教

学经验不足，心理上的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 陈朝阳 等，2006; 李兆良 等，2006) ，疫情期间青

年教师的心理危机更为明显 ( 杨彦平，2020 ) 。另

外，本研究中的教师月收入负向预测抑郁和职业倦

怠，与以往结论一致 ( Ettner，1996; Zimmerman ＆
Katon，2005; 汪明，张睦楚，2015) 。资源保存模型

和工作需求 － 资源模型都将物质回报视为一种重要

的资源，缺少这样的资源会导致各种情绪或功能上

不适 应 的 结 果 ( Demerouti et al． ，2001; Hobfoll，
2001) 。
4. 3 疫情期间教师职业倦怠在工作 － 家庭冲突和

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工作 － 家庭冲突能够正向预测教师

职业倦怠水平，与以往大量研究结论一致 (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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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 罗耀平 等，2007) ，工作 － 家庭冲突增

加了对责任的不确定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消耗更

多的认知和心理资源，人们会通过消极的工作态度

和行为保护剩余资源( Freund ＆ Riediger，2001; 高

中华，赵晨，2014 ) 。有研究揭示了工作 － 家庭冲

突对职业倦怠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例如工作 － 家

庭冲突可能通过不可控的归因方式( 丁凤琴，付卫

玲，2011 ) ，阻碍自我决定动机 ( 李明军 等，2015 )

以及减少心理资本( 朱艳梅 等，2020 ) 等方式导致

职业倦怠。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控制学段、收入、年龄和是

否为班主任等因素后，工作 － 家庭冲突仍能直接预

测教师的抑郁状况，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 O＇Brien
et al． ，2014; 张勉 等，2011) 。工作 － 家庭冲突不

仅降低工作满意度，还会降低生活满意度，进而增加

个体抑郁的风险( Wang ＆ Peng，2017) 。这表明工

作 － 家庭冲突不仅导致教师工作领域的消极表现，

还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根据应激激活模

式，疫情所引起的剧烈刺激巨大且难以应付; 生活琐

事中的负性事件长期积累也会消耗精力和体力，影

响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以致于产生抑郁等情绪问

题( 李永鑫，侯祎，2005) 。
本研究发现工作 － 家庭冲突能够通过职业倦怠

间接预测抑郁水平，证实了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疫情期间频繁面对工作 － 家庭冲突的教

师，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衰竭，师生互动效果更差，在

教学中更少的感受到成就感，即职业倦怠，由于工作

中疲惫、无价值等体验，他们更可能产生情绪低落、
自我评价低、兴趣丧失等抑郁的症状。职业倦怠的

中介作用在工作需求 － 资源模型中得到了支持，工

作对个体的要求增加，以及个体可获得的工作资源

减少均可以通过职业倦怠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该

结论也验证了“应激 － 倦怠 － 抑郁”模型( 李永鑫，

周广亚，2008) ，日常琐事( 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和

矛盾) 和生活事件( 疫情引起的一系列突发事件) 的

积累超过个体的应对能力即可能产生倦怠，如果长

期的职业倦怠无法缓解，这种不良的身心状况会扩

散到生活中产生抑郁。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

看，教师无法满足多个角色的期望而损伤了自我决

定动机和胜任感，这既会导致职业倦怠( 李明军 等，

2015) ，又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同时，工作 －
家庭冲突使个体知觉到的自我效能感和掌握感减

少，难以维持良好的工作自我形象 ( Frone et al． ，

1992) ，而自我效能感减少会通过职业倦怠进一步

导致抑郁( Capone et al． ，2019) 。最近的一项质性

研究也认为倦怠与抑郁有相似的症状表现，例如无

助感、疲惫等，但症状更轻并且有特定的原因，因此

倦怠可能是抑郁的一个发展阶段( Tavella ＆ Parker，
2020) ，而抑郁可能是职业倦怠所引起的更泛化的

结果。将疫情前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的变化作为标准

进行分组。疫情后工作生活状况更好、更差和无变

化组教师中，工作 － 家庭冲突通过职业倦怠导致抑

郁的中介作用均显著。疫情期间教师无论是感到工

作生活状况有所好转、维持原状或变得更糟，在面临

工作 － 家庭冲突时，都可能直接导致抑郁，或先产生

职业倦怠症状，进而演变为抑郁问题。
4. 4 教师心理弹性对其职业倦怠中介作用的调节

作用

本研究发现对于疫情后工作生活情况更好的教

师，心理弹性缓冲了工作 － 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的

影响。具体而言，心理弹性较高时，工作 － 家庭冲突

不会对职业倦怠造成影响，但是心理弹性较低时，工

作 － 家庭冲突会导致职业倦怠。对于疫情后工作生

活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缓冲了职业倦怠对抑

郁的影响。当心理弹性较高时，职业倦怠不会对抑

郁造成影响，心理弹性较低时，职业倦怠会导致抑

郁。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心理弹性与压力的

不同主观表现以及压力生活事件 ( stressful life e-
vents) 有关 ( Garcia － Leon et al． ，2019 ) ，处于不同

应激水平下，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对于更好组教师而言，压力水平不足以危害健康，心

理弹性起到缓冲压力感知的作用 ( Rahimi et al． ，

2014) ，能够缓冲日常工作压力从工作领域向非工

作领域的溢出，减少了工作 － 非工作冲突。此时个

体未感受到强烈的情绪问题，心理弹性保护的是教

师的工作 － 家 庭 冲 突 带 来 的 压 力 对 职 业 倦 怠 的

影响。
更好组教师疫情期间的应激源主要是生活琐

事，而 更 差 组 面 临 的 则 是 疫 情 引 起 的 宏 观 压 力

( Kanner et al． ，1981) ，心理风险更高，高度负面的

经历使心理弹性降低，更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影响

( Oken et al． ，2015) 。当个体压力过大以至于产生

抑郁问题时，心理弹性缓冲风险对心理问题的负面

影响( Garcia － Izquierdo et al． ，2018 ) ，更差组教师

中，心理弹性保护的是职业倦怠转变成抑郁的风险。
与更差组教师情况类似，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工作压

力倍增，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是这一时期保护该群

体避免抑郁的重要因素( Serrao et al．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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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资源保护理论提出，

尽管“商品资源”( 例如时间、金钱等) 在使用后即消

失，但“替代品”资源( 如自我效能感、自尊等) 在使

用 后 不 会 消 失，在 完 成 困 难 任 务 后 还 会 增 加

( Navon，1984) 。因此当资源减少时，心理弹性作为

“替代品资源”，可有效的缓冲资源损失带来的负面

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能够更灵

活地调 节 情 感 反 应 来 适 应 变 化 的 环 境 ( Waugh
et al． ，2011) ，在人格层面上有更高的情绪稳定性

( 缪佩君 等，2018) ，因此心理弹性较高的教师在面

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时，能更灵活地调节心态，避

免剧烈的情绪波动。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

个体心理和社会功能恢复的过程中，心理弹性可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清 等，2012 ) 。有研究发现

心理 弹 性 与 危 机 脆 弱 性 呈 负 相 关 ( 张 运 红 等，

2016) ，并且在生活应激源对心理危机产生影响的

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郑林科，张海莉，2012 ) 。
这体现了心理弹性在压力时期被激活和培养的特征

( Tait，2010) ，外界环境越是困难，心理弹性的保护

作用就越为凸显。

5 启示和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远程工作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教师倦怠的情况。由此，学校可以实施弹

性工作时间制度，采用线上办公以减少工作与家庭

之间 的 心 理 渗 透，提 高 工 作 绩 效 ( 林 彦 梅 等，

2019) 。但教师居家工作时需要设立不被打扰的时

间和空间，与家庭划定心理和物理界线，并且需要组

织在技术和工具上提供足够的支持。此外，我国教

师大多为女性，更可能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的任务，

家庭作为教师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夫妻和亲子之

间的理解、分担与配合是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的有效

途径( Fujimoto et al． ，2014) 。
研究发现部分中小学教师疫情期间的工作与心

理状况不容乐观。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小学教师群

体的工 作 压 力 和 心 理 风 险 更 高 ( Stansfeld et al． ，

2011; 陈帝池 等，2013) 。重大危机事件如汶川地

震发生后，灾后第二年时教师的情绪衰竭情况比灾

后第一年更加严重( 朱清 等，2012 ) 。因此危机事

件对教师的影响不会短期内消失，缺乏有效的干预

甚至会更加严重，学校及教育部门需要重视教师的

职业倦怠现象，避免其发展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
心理弹性较高的教师在疫情期间能更好地应对

困难，即使出现职业倦怠，也更少产生抑郁的症状。

因此可以通过促进教师应对挫折的保护因素来提高

心理弹性，例如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和福利; 通过宣

扬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增设荣誉奖励等方式增加

教师的职业认同; 通过协助教师解决教学难题等方

式主动预防教师职业倦怠和抑郁等现象。

6 结论

( 1) 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

况、工作 － 家庭冲突程度和抑郁状况均与疫情前变

化不大。
( 2) 在工作 － 家庭冲突方面，男教师比女教师

更严重，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教师比独生子女和无

子女的教师更严重。在职业倦怠方面，中学教师显

著高于小学教师，班主任显著高于非班主任。教师

的工作 － 家庭冲突、职业倦怠和抑郁之间呈正相关，

三者均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 收入与职业倦怠、抑郁

负相 关，年 龄 与 职 业 倦 怠 负 相 关，与 心 理 弹 性 正

相关。
( 3) 工作 － 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能够预测教师

抑郁，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 － 家庭冲突

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
( 4) 心理弹性调节工作 － 家庭冲突通过职业倦

怠对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对于感知疫情后工

作生活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 － 家

庭冲突和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工作生

活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

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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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during COVID-19: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DENG Linyuan1 GAO Shiqing2 WANG Jingyi1 LI Beilei1

( 1.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2. Shenzhen Baoan Hangrui Middle School，Shenzhen 518126)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eachers＇work-family conflict would indirectly increase depression
through job burnou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and whether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teachers＇
resilience ．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seve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finished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Work-family Conflict Questionnaire，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Job Burnout
Questionnaire and Resiliency Scale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Most of the teach-
ers reported little change in work and life condition，work-family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during the epidemic，and
a small number of teachers reported that these situations were worse or better during the outbreak; ( 2) Teachers’
work-family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job burnout，and all above were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resilience; ( 3) After controlling for extraneous variables，job burnou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 4) Resilie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job
burnout for teachers who reported better work and life condi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For teachers who reported
worse work and life condition，resilie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burnout and depression． There-
fore，alleviating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job burnout and improving resilience can reduce depress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maintain their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work-family conflict; job burnout; depression; resilienc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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