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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使社会对幼儿教师的需求逐渐增

加。教育部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此同时，社会对幼儿教师失职现象的报道也不断升温，使

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备受瞩目。幼儿教师是儿童除家庭教育之

外具有社会意义启蒙教育的第一个人，幼儿教师的工作本身

需要更多的情感投入，因此幼儿教师自身的心理资源对顺利

完成这项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大众对幼儿教师失职行为往

往从政策、管理、道德失范等角度予以分析，这些原因往往

都可以归结为外因，但引起个体行为失控的内在原因才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将从自我损耗理论出发，探讨自

我损耗与行为偏差的关系，从而为分析行为失职的内因提供

心理学方面的支持。

个体在每一天的活动中都需要控制自我的本能冲动，以

使得个体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中做出灵活且复杂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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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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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社会标准或规范，当一个人频

繁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渐渐感受到控制冲动开始变得力不

从心，这就是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在自我控制资源模型下

Baumeister 等人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他们认为自我损耗现

象表现为自我进行意志活动（volitional action）的能力或意愿

（capacity or willingness）暂时下降的现象，即当个体控制环境、

自我控制、做出选择或发起行为时，其能力或意愿将会下降

[1]。个体进行自我控制的意志活动会消耗自身的心理能量，这

种自我的消耗引发执行能力或意愿暂时下降的过程，最终将

带来无法控制的结果，并称其为后效。

如今，自我损耗的机制研究已成为全球社会心理学研究

热点之一。中国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其中袁东华等人

关于自我损耗能量模型的研究说明了这种能量是有限的。虽

然不同的人会在心理能量的多少或恢复速度或调控所需能量

上有所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能量的消耗会对个体的调控能

力产生影响。无论是对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进行调控，甚

至夸大情绪反应、抑制想法、抗拒诱惑和自我表征都会导致

自我损耗 [2-3]。自我控制的失败是由过度的自我损耗引起，其

主要直接导致个体在控制注意的效率和适应性上下降 [4]。

自我损耗效应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

等领域得到了较多探讨，并引起了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者的兴趣 [5]。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其自我损耗的体会表现在

日常的工作行为中，通过工作偏差行为的测量可以对其进行

了解。工作偏差行为是组织成员故意做出的违反或对抗重要

的组织规范，并给整个组织或组织内其他成员利益带来损害

的行为 [6]。员工工作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如情绪、自我控制

等均与自我损耗关系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工作压力等众多

因素导致个体的自我损耗，并给个体和组织带来许多不利影

响，如缺勤、人员流失、生产率低下、反生产行为、人际冲突、

职业倦怠等 [7]。因此，本研究假设，在幼儿教师群体中自我

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密切相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工作

偏差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中国河北省幼儿教师为被试发放

问卷，进行在线调查。回收问卷 689 份，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636 份，有效率为 92.3%。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损耗量表

本研究采用唐义诚、王立刚等人修订的损耗敏感性量表

(DSS) [8]。该量表英文版为单因子结构，共有 11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损耗敏感性越强。修订后保留认知

和行为两个维度。总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0，2 个维

度的 Cronbachα 系数分别为 0.79、0.73。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信度 Cronbachα 系数为 0.907；问卷的 KMO 值为

0.831，通过了 Bartlett’s 球型检验 (p<0.01)。

2.2.2 员工偏差行为量表

 本研究采用中国学者高莹、颜爱民在 Robinson 和 Bennet

量表基础上修订的员工偏差行为量表 [9]。个人分数越高证明

员工自身偏差行为越多，该量表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两个维

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0.87，在中国情境下的检

验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信

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6；问卷的 KMO 值为 0.880，通过

了 Bartlett’s 球型检验 (p<0.01)。

2.3 统计处理

对所得数据使用 SPSS 25.0 中文版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3 研究结果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 (Harman’s One － factor 

Test)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0]。结果显示，数据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 15 个，且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23.60%）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次调查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1 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现状

3.1.1 不同从业年限在自我损耗、工作偏差行为的

差异

为检验在不同从业年限上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之间

是否存在差异，分别对各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检验结果为自

我损耗在从业年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t=19.90，p<0.01)，工

作偏差行为在工作年限上差异显著（t=11.41，p<0.01）（结

果如表 1 所示）。经多重比较后，工作年限在 6-10 年组的自

我损耗均显著高于 3-5 年组（t=2.30，p=022）和 10 年以上组

（t=6.55，p=000）；工作年限 6-10 年组在工作偏差行为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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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 10 年以上组（t=4.86，p=000）。

表 1 不同从业年限在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比较

（M±SD）

项目
2 年以下 3~5 年 6~10 年 10 年以上 t P

（n=190） （n=130） （n=126） （n=190）
自我损耗 22.71±5.61 21.34±7.19 23.21±8.15 18.33±5.47 19.90 0.000
工作偏差 16.58±6.60 15.88±7.25 16.87±7.08 13.23±3.17 11.41 0.000

3.1.2 不同经济性质园所在自我损耗、工作偏差行为

的差异

为检验幼儿教师的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在不同园所

经济性质上是否存在差异，分别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和方差分析，发现在自我损耗不同经济性质园所上差异显

著（t=78.66, p<0.01），工作偏差行为在不同经济性质园所

均存在显著差异（t=31.30, p<0.01）（结果如表 2 所示）。

经多重比较，个体经营者办所的自我损耗显著高于政府教育

系统 (t=15.07,p=.000)、公办高校附属 (t=5.53,p=.000)、企事

业单位办三组 (t=2.66,p=.008)；工作偏差行为公办高校附属

(t=4.69，p=.000)、企事业单位办 (t=6.69,p=.000) 和个体经营

办 (t=8.30,p=.000) 显著高于政府教育系统 .。

表 2 不同经济性质园所在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比较

（M±SD）

项目

政府教育

系统

公办高校

附属

企事业

单位办

个体

经营者办 t p
（n=182） （n=132） （n=129） （n=193）

自我

损耗
17.66±6.33 21.06±6.62 23.29±5.76 25.51±4.63 78.66 0.000

工作

偏差
12.93±3.09 16.88±7.25 18.57±8.52 17.60±7.04 31.30 0.000

3.1.3 不同劳动关系在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

比较

为检验幼儿教师的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在不同劳动

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分别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方差分析，发现在自我损耗和工作偏差行为上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 (p<0.01)（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劳动关系在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比较

(M±SD)

项目
事业编制 非事业编制 t p
（n=288） （n=348）

自我损耗 18.16±6.47 23.75±5.92 129.12 0.000
工作偏差 13.23±3.20 17.37±8.08 66.81 0.000

3.2 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相关关系

对幼儿教师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进行相关分析，自

我损耗各维度与工作偏差行为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结

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r）

变量 认知 行为
自我损

耗

组织导

向

人际导

向

工作偏

差行为
认知 1
行为 0.776** 1

自我损耗 0.943** 0.942** 1
组织导向 0.465** 0.548** 0.537** 1
人际导向 0.462** 0.533** 0.528** 0.882** 1
工作偏差

行为
0.477** 0.558** 0.549** 0.987** 0.945** 1

** p<0.01，显著相关。

3.3 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回归分析

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损耗对工作偏差行为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 (β=0.549，t=12.523，p<0.01)。回归方程为：工

作偏差行为 =0.541* 自我损耗 +4.007。

表 5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工作偏差

行为
自我损耗 0.549 0.301 273.005 0.549 12.523

4 分析与讨论

4.1 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现状分析

从结果中不难看出在不同从业年限方面，自我损耗、工

作偏差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工作时间在 6~10 年的教师均值

较高 , 该群体自我损耗均显著高于 3-5 年组和 10 年以上组。

工作年限在 6-10 年这个阶段的幼儿教师基本处在本单位的中

坚力量这个阶段，他们在工作上投注的精力与心神占据了生

活的更高比例，并且来自于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压力也大于其

他阶段的幼儿教师，因此，这部分教师会出现更多的自我损耗。

受到工作经验的影响，工作年限 6-10 年组在工作偏差行为上

显著高于 10 年以上组。

在不同经济性质园所方面，自我损耗及工作偏差行为均

存在显著差异。自我损耗方面，政府教育系统、高校附属、

企事业单位办这些公办幼儿园教师的均值都要低于私营的幼

儿园。公办的幼儿园往往有着更为坚实的经济政治基础，私

营则面临着更多挑战，竞争更强，压力也更大，自我控制资

源的有限使得他们的自我损耗水平更高。在工作偏差方面，

政府教育系统的工作偏差行为则显著的低于高校附属、企事

业单位办和私营幼儿园。其原因和政府教育系统对公办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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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要求较高，对幼儿教师的工作规范提出更多的要求，同

时也在薪酬保障和福利待遇上提供更好的条件。

事业编制的幼儿教师自我损耗低于非事业单位的幼儿教

师；其工作偏差行为也显著低于于非事业编制的幼儿教师。

事业编制的教师从心理上讲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安全感、归属

感，从工作条件上讲他们拥有更好的工作保障和发展前景，

自我损耗的来源得以较大幅度的缩减。非事业编制的幼儿教

师受到劳动关系的影响，在心理和现实的保障上较少，对规

章制度的服从性会有所减弱，工作偏差行为也会较高。

4.2 自我损耗与工作偏差行为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在自我损耗总体以及认知与行

为两个方面与工作偏差行为总体以及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

两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随着自我损耗的提高，

工作偏差行为也会随之升高。将自我损耗对工作偏差行为进

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自我损耗对工作偏差行为具有一定的预

测能力，这一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吻合。自我损耗的发生会

给组织和个人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如缺勤、生成率下降、

人际冲突、职业倦怠等问题。幼儿教师作为一种情绪劳动的

职业，自我损耗的后效表现在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他

们的日常工作行为是否出现偏差是表达其自我损耗的后效的

一个较直观因素，自我损耗的发生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

作偏差行为。反之，如果想要幼儿教师的工作偏差行为降低，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降低自我损耗水平来实现，教师的自

我损耗水平越低，自我控制失败的概率越低，工作偏差行为

就会越少，良好的教师形象更易于树立。

5 结语

幼儿教师的不同工作年限、园所的经济性质、园所的劳

动关系在自我损耗和工作偏差行为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幼儿教师的自我损耗敏感度越高，其工作偏差行为越明

显，自我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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