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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了解高校教师的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 , 比较不同院系间 、 不同年龄 、 不同性别高校教师职业紧

张影响因素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差异 , 为提出缓解教师紧张的新对策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职业紧张因素量表和工

作满意感量表 , 根据职业紧张因素量表 13个项目和工作满意感量表 3个项目的得分 , 进行高校教师职业紧张的比较

与评价。结果　不同院系教师之间在技术变化 、 自主性 、 与人打交道 、 友谊机会以及速度控制项目上存在差异 (P<

0.05);不同性别教师之间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教师之间在工作满意感项目上 ,

<35岁和≥35岁教师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性别对教师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上没有影响;体育系和交通

学院工作满意感低于机械系;不同年龄教师在满意感上有差异。

关键词:职业紧张;工作特征;工作满意感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1X(2009)04-0256-04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jobcharacteristicsandjobsatisfactionofcollegefaculties
TIANHong-er1＊ , GEXi-yong, NIJie, LIZhi-yuan, GAOQi, WANGYu, LIUWen-he

(SchoolofPublicHealth, SoutheastUniversity, Nanjing21000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jobcharacteristics, andjobsatisfactionofoccupationalstressfactorofcollegefac-

ulties, thencomparethecharacteristicsandsatisfactionindifferentdepartments, agesandgenders, therebyprovidesomenew

methodstorelievetheirstress.MethodsOccupationalstressfactorscalewasusedtoevaluateoccupationalstressaccordingtothe

scoresin13 aspects, andjobsatisfactionscalewasusedtoevaluateteachersoccupationalstressaccordingtothescoresin3 as-

pects.ResultsThereweresomedifferencesamongdifferentdepartmentsinskillvariety, independence, opportunityofdealing

withothers, ormakingfriendandpacingcontrol(P<0.05).Therewasnodifferencebetweendifferentgenders.Thescoresof

jobcharacteristicsandjobsatisfactionshowedsomedifferencebetweenthoseagesunderorover36 years.ConclusionsThegen-

derhasnoobviousimpactonteachers' jobcharacteristicsandjobsatisfaction;thejobsatisfactionofPhysicalEducationDepart-

mentandCommunicationDepartmentarelowerthanthatofMachineDepartment;therearesomedifferenceinjobsatisfactionbe-

tweenjuniorandseniorfa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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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被认为是职业紧张较高的职业。 Copper将

教师职业紧张分排在仅次于矿工之后 (1993), 占第

二位
[ 1]
。国内外的研究认为教师的职业紧张和紧张

反应均高于非教师
[ 2 ～ 4]

。教师对职业紧张反应很强

烈 , 一些教师自己感觉 “整天很疲倦”, 甚至 “精疲

力竭”
[ 5]
, 他们的工作能力明显下降 。教师受到各方

面的压力 , 长期处于职业紧张的心理状态 , 会严重损

害教师们的身心健康 , 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 。因此 ,

我们对某大学教师进行了职业紧张因素的工作特征和

工作满意感调查 , 以便为提出缓解大学教师紧张的对

策提供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 , 随机抽取某大学交通学院 、

体育系 、化工系 、机械系 、建筑系和医学院的教师作

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250份 , 收回问卷后经复核 ,

剔除空卷 、 废卷 , 得到有效问卷 207份 , 回收率为

82.8%, 各院系有效问卷分别为 64、 35、 19、 34、

24、 31份 , 其中男教师 123名 、 女教师 84名; <35

岁的教师 52名 , ≥35岁的教师 155名 。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 , 所用职业紧张因素

量表和工作满意感量表为国内余善法等人在国外有关

量表 (occupationalstressindicator, OSI)的基础上研

究修订产生的
[ 6]
, 该测量工具各个亚量表均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 , Cronbachpsα系数均在 0.70以上或

接近 0.70。采用此表对该大学交通学院 、 体育系 、

化工系 、机械系 、建筑学院和医学院的教师进行职业

紧张因素和工作满意感的调查 。职业紧张因素量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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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征量表一 、 量表二组成 , 其中表一有 30个问

题 , 包括技术变化 、 自主性 、 任务一致性 、反馈 、 与

人打交道 、 友谊机会 6个项目;表二有 21个问题 ,

包括不确定性 、 速度控制 、必需技术 、 培训的充分

性 、挑战性 、负荷过大 、责任性 7个项目 。工作满意

感量表 12个问题包括工作本身满意感 、工作组织满

意感 、 工作满意感 3个项目 。

1.3　质量控制

调查组主要由卫生专业教师组成 , 调查人员经过培

训 , 统一方法。发放量表时调查人员详细介绍量表内容

和要求 , 被调查者单独完成。调查结束时及时检查问

卷 , 如有漏填 , 提醒被调查者及时补齐。收回问卷后及

时复核 , 剔除空卷、废卷。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 输入数

据 , 问卷录入采用两人同时录入后核对的方法。问卷录

入完毕后从原始问卷中随机抽出 40份检查录入的准

确性。

1.4　统计方法

利用 Excel软件自动计算各项综合指标的得分 ,

之后利用 SPSS13.0对不同院系 、 不同年龄 、 不同性

别高校教师职业紧张影响因素的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

感进行分析 。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差异性分析采用 t检

验 , 不同院系差异性检验采用协方差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性别教师之间的比较

由表 1可见 , 不同性别教师之间工作特征和工作

满意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不同性别教师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得分 (x±s)

项目 男教师(n=123) 女教师(n=84) P值

工作特征一

　　技术变化 13.61±3.11 13.79±6.31 0.834

　　自主性 19.38±4.83 18.41±4.71 0.223

　　任务一致性 13.80±3.60 13.39±3.27 0.466

　　反馈 15.35±3.41 14.38±3.79 0.255

　　与人打交道 8.26±2.51 8.18±2.73 0.845

　　友谊机会 21.64±6.03 21.56±5.49 0.936

工作特征二

　　不确定性 13.16±3.28 12.94±2.61 0.648

　　速度控制 14.24±3.44 14.24±2.91 0.996

　　必需技术 14.97±2.50 14.64±2.86 0.460

　　培训的充分性 13.10±3.12 13.66±2.80 0.283

　　挑战性 19.53±4.41 19.37±3.58 0.811

　　负荷过大 12.22±2.76 12.02±2.35 0.369

　　责任性 9.55±2.26 9.63±2.06 0.835

工作满意感

　　工作本身满意感 20.20±4.28 20.34±3.55 0.828

　　工作组织满意感 22.76±5.55 22.18±3.66 0.468

　　工作满意感 42.96±8.64 42.51±5.82 0.706

2.2　不同年龄教师之间的比较

不同年龄教师之间工作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工作本身满意感和工作组织满意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工作满意感 <35岁和≥35岁教师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前者得分低于后者 (见表 2)。
表 2　不同年龄教师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得分 (x±s)

项目 <35岁(n=52) ≥35岁(n=155) P值

工作特征一

　　技术变化 14.19±3.30 13.49±5.08 0.404

　　自主性 19.21±3.94 18.91±5.10 0.699

　　任务一致性 13.44±3.10 13.71±3.60 0.666

　　反馈 15.72±3.41 14.83±3.62 0.165

　　与人打交道 8.39±2.11 8.19±2.76 0.618

　　友谊机会 21.77±4.90 21.55±6.14 0.835

工作特征二

　　不确定性 13.16±2.54 13.03±3.19 0.816

　　速度控制 13.72±3.51 14.44±3.10 0.215

　　必需技术 14.35±2.55 15.02±2.67 0.154

　　培训的充分性 12.63±3.12 13.60±3.18 0.091

　　挑战性 19.18±3.61 19.57±4.27 0.596

　　负荷过大 12.40±2.62 12.03±2.60 0.443

　　责任性 9.18±2.31 9.74±2.11 0.158

工作满意感

　　工作本身满意感 19.37±3.86 20.60±4.00 0.088

　　工作组织满意感 21.44±3.86 22.95±5.16 0.086

　　工作满意感 40.81±6.92 43.54±7.76 0.046＊

　　＊P<0.05, 下表同。

2.3　不同院系教师之间的比较

由于各个院系年龄组成不同 , 因此采用协方差分

析 , 以便消除年龄的影响 (表 3中均数为平衡年龄

后修正均数)。由表 3可以看出工作特征中技术变

化 、自主性 、与人打交道 、友谊机会以及速度控制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其余项目无统计学意义。工作满

意感的 3个项目不同院系教师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机械系得分较高 , 体育系得分最低。

通过两两比较 , 工作特征中较多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P<0.05), 而在工作满意感方面 , 交通系与

机械 、 建筑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3　讨论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 -心理 -生物医学模式的

转变 , 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因素被突显出来 , 职业紧张

已经成为影响职业健康的最突出因素
[ 7]
。职业紧张

的影响因素有以下 3个方面: (1)个体因素 , 如性

别 、年龄 、 文化程度等; (2)应对资源 , 即个体在

应对紧张时 , 能缓冲一系列紧张反应程度的综合因

素;(3)职业因素
[ 8]
。工作特征及工作满意感为重

要的职业因素 , 工作特征的不同导致工作者产生不同

的工作压力 。工作满意度与抑郁症呈现统计学关系 ,

提高工作满意度可通过减少职业紧张来降低抑郁症的

发生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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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院系教师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感得分 (x±s)

项目 化工系 机械系 建筑系 交通学院 医学院 体育系 P值

工作特征一

　　技术变化 16.14±1.27 14.02±0.79 16.98±1.11 13.34±0.69 13.18±0.91 11.43±0.81 0.001＊

　　自主性 20.27±1.35 19.66±0.84 20.13±1.18 18.64±0.73 20.46±0.96 16.47±0.85 0.024＊

　　任务一致性 14.82±0.99 14.10±0.62 14.40±0.87 13.38±0.54 14.18±0.71 12.17±0.62 0.124

　　反馈 16.81±1.02 15.42±0.63 15.31±0.90 14.69±0.56 15.78±0.73 13.87±0.64 0.169

　　与人打交道 9.62±0.72 8.24±0.45 9.17±0.63 7.57±0.39 9.32±0.51 7.13±0.45 0.004＊

　　友谊机会 25.79±1.62 21.36±1.01 22.53±1.42 19.89±0.88 24.01±1.15 20.11±1.02 0.007＊

工作特征二

　　不确定性 13.38±0.86 12.75±0.54 13.49±0.76 12.93±0.47 14.40±0.61 12.17±0.54 0.165

　　速度控制 14.43±0.90 15.87±0.56 14.59±0.79 13.81±0.49 13.90±0.64 13.14±0.57 0.023＊

　　必需技术 14.89±0.76 14.72±0.47 13.99±0.67 15.52±0.42 14.79±0.54 14.49±0.48 0.449

　　培训的充分性 12.88±0.91 13.46±0.57 13.88±0.80 12.45±0.50 14.30±0.65 13.47±0.58 0.311

　　挑战性 19.32±1.16 19.62±0.72 19.67±1.02 18.91±0.64 21.57±0.83 18.34±0.73 0.102

　　负荷过大 12.24±0.74 11.61±0.46 13.26±0.65 12.13±0.41 12.25±0.53 11.94±0.47 0.492

　　责任性 9.77±0.61 9.96±0.39 9.28±0.54 9.86±0.34 9.61±0.44 8.87±0.39 0.374

工作满意感

　　工作本身满意感 19.45±1.12 22.32±0.69 20.03±0.98 20.26±0.61 19.37±0.79 19.22±0.71 0.031＊

　　工作组织满意感 22.54±1.12 24.01±0.69 22.72±0.98 21.49±0.61 22.71±0.80 21.06±0.71 0.044＊

　　工作满意感 42.04±1.97 46.42±1.23 42.76±1.73 41.75±1.08 42.07±1.41 40.29±1.25 0.020＊

表 4　不同院系两两比较 P值结果

项目
化工

机械

化工

建筑

化工

交通

化工

临床

化工

体育

机械

建筑

机械

交通

机械

临床

机械

体育

建筑

交通

建筑

临床

建筑

体育

交通

临床

交通

体育

临床

体育

技术变化 0.16 0.62 0.06 0.06 0.02＊ 0.03＊ 0.52 0.48 0.02＊ 0.07 0.08 0.00＊ 0.88 0.07 0.15

自主性 0.70 0.94 0.29 0.91 0.02＊ 0.75 0.36 0.53 0.01＊ 0.29 0.83 0.01＊ 0.14 0.06 0.00＊

任务一致性 0.54 0.75 0.21 0.60 0.03＊ 0.78 0.38 0.93 0.03＊ 0.33 0.85 0.04＊ 0.37 0.15 0.04＊

反馈 0.26 0.27 0.07 0.42 0.02＊ 0.92 0.39 0.72 0.09 0.57 0.68 0.20 0.24 0.34 0.05

与人打交道 0.12 0.65 0.01＊ 0.74 0.00＊ 0.25 0.24 0.13 0.08 0.04＊ 0.86 0.01＊ 0.00＊ 0.45 0.00＊

友谊机会 0.02＊ 0.12 0.00＊ 0.37 0.00＊ 0.50 0.27 0.08 0.38 0.12 0.41 0.17 0.00＊ 0.87 0.01＊

不确定性 0.53 0.93 0.65 0.33 0.24 0.43 0.79 0.04 0.45 0.54 0.34 0.16 0.06 0.29 0.08

速度控制 0.17 0.89 0.55 0.63 0.22 0.16 0.00＊ 0.02＊ 0.00＊ 0.41 0.46 0.14 0.91 0.36 0.37

必需技术 0.84 0.37 0.47 0.91 0.65 0.38 0.20 0.92 0.73 0.06 0.35 0.55 0.26 0.10 0.68

培训充分性 0.58 0.41 0.68 0.20 0.58 0.67 0.18 0.34 0.99 0.13 0.68 0.68 0.02＊ 0.18 0.34

挑战性 0.83 0.82 0.75 0.11 0.47 0.96 0.46 0.07 0.22 0.53 0.14 0.29 0.01＊ 0.55 0.00＊

负荷过大 0.46 0.30 0.86 0.99 0.73 0.04＊ 0.39 0.36 0.61 0.15 0.22 0.10 0.87 0.75 0.67

责任性 0.78 0.55 0.88 0.83 0.22 0.30 0.84 0.54 0.04＊ 0.36 0.63 0.55 0.65 0.06 0.21

本身满意感 0.03＊ 0.72 0.55 0.92 0.83 0.06 0.02＊ 0.00＊ 0.00＊ 0.84 0.59 0.51 0.37 0.26 0.89

组织满意感 0.24 0.90 0.41 0.90 0.26 0.26 0.00＊ 0.19 0.00＊ 0.29 0.99 0.17 0.23 0.65 0.13

工作满意感 0.06 0.78 0.89 0.99 0.45 0.08 0.00＊ 0.02＊ 0.00＊ 0.62 0.75 0.25 0.85 0.37 0.35

　　从研究结果来看 , 青年教师和中年教师在工作满

意感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年轻教师刚参加工作不

久 , 朝气蓬勃 , 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 但由于缺乏经

验 , 心理 、 业务等方面未成熟 , 使之工作的期望值高

于现实所能达到的水平 , 并且需要更多的努力去争

取 , 比如职称的评定 、晋升的机会 、 待遇的问题以及

学术成果的研究 , 承受更多的压力;而中年教师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 , 往往被委以重任 , 心理成熟 , 工作 、

家庭基本稳定 , 压力较小 , 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

认识 , 对教师的认知程度更高 , 所以导致两组人群在

工作满意感方面存在差异 , 青年组满意程度低于中年

组 。体育系教师和交通学院教师工作满意感明显低于

·258·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9年 8月第 22卷第 4期　　ChineseJIndMed　Aug2009, Vol. 22 No.4　　



机械系 , 可能与不同专业教师的工作特点有关 , 体育

系教师面对的教学任务主要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

没有过多的科研项目 , 而该校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

校 , 机械系受到的重视程度及资助程度要明显高于体

育和交通学院。机械系的工作是脑力 、 体力的综合;

体育系的教师不满足于被认为只是体力的应用;交通

学院教师多 , 工作量大 , 难以取得组织工作的普遍认

同 , 因此导致其工作满意感的差异。

我国 1998 ～ 2002年高校本 、 专科及研究生招生

急剧扩大
[ 10]
, 高校教师资源匮乏严重;加之为适应

形势 , 不断开设一些新学科和新专业 , 现有的教师从

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适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 高

校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不断增加 , 教师面临的专业发展

压力也越来越大 , 随之而来的与职业压力有关的心理

体验和紧张反应也越来越突出 。帮助教师缓解职业压

力引起的紧张情绪 , 提高高校教师的职业热情 、创造

力 、工作满意度 , 保护教师的身心健康 , 已成为当务

之急。针对本次研究结果 ,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不同院

系的工作特征 ,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降低教师的紧

张程度 , 如对与人打交道 、友谊机会得分较低的院系

应当增强教师之间的交流 , 促进他们之间的关系 , 可

以定期组织娱乐活动 , 让其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 , 获

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于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较

多 , 因此更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来采取措施 , 学

校及家人不要给年轻的教师太多压力;对于有些院

系 , 学校应该给与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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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以 , 牛磺酸和维生素 C

对砷导致 SDH毒性的拮抗可能与它们的抗氧化作用

有关。这些结果提示 , 活性氧可能参与砷对小鼠脑组

织线粒体 SDH的毒性作用 。从不同的染毒天数看 ,

SDH酶活性和 Sdha蛋白表达在第 30天和第 60天均

明显降低 , 说明砷对 SDH酶活性和 Sdha蛋白表达随

染毒的天数增多 , 其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总之 , 亚慢性砷暴露能导致脑组织线粒体 SDH

活性的降低和 Sdha蛋白表达下调 , 而牛磺酸和维生

素 C对砷导致的 SDH毒性可能具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砷暴露对脑组织线粒体 SDH毒

性影响的确切机制以及与砷诱导脑组织氧化应激的内

在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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