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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选取浙江省某3市的幼儿园教师244名，

使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量表、教师工作压力量表、工作-生活冲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

儿园教师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起中介作用；编制身份

能够调节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工作压力的关系。基于此，幼儿园管理者应当为幼儿园教师划定工作-生活界限，赋予教

师“离线权”；避免身份偏见，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明确幼儿园教师职业定位，回归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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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Work Stress：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life Conflic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horized Staff Status
LE Xing-yu

（School of Heqin Preschool Education，Ningbo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Ningbo 31533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work stres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a total of 244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they were as⁃
sessed with th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Scale，Teacher Work Stress Scale，Work-Life Conflict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work stress; work- life conflict played th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work stress; authorized staff status c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work stress. Therefore，kindergarten administrators should draw the work-life boundary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give
them the right to“go offline”，reasonably allocate work tasks to avoid identity bias，and clarify the professional position of kindergar⁃
ten teachers and return to educatio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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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通讯软件的发展打破了教师工作的

时空限制。虽然通讯软件降低了教师工作成本，

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模糊了教师工作与生活的

界限，同时也伴随着教师工作压力的逐步升高。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不仅需要应对日益冗长的校

内工作时间，各种在线工作任务也逐渐蔓延到教

师日常生活中，这种如影随形的远程加班现象，

悄然侵蚀着教师本应私人的时间和空间［1］，对其

个人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下班后，管理者通过通

讯软件仍有可能向教师分派工作，家长和同事也

会随时寻求教师的帮助，这种名义上“非正式工

作时间”的延续，进一步加剧了教师工作时间过

长的问题。研究还指出，幼儿园教师除了要完成

日常的保教工作，还面临不间断的全天候“远程

遥控”。有数据表明，如今幼儿园教师几乎没有

闲暇时间可言，仅有不到4.3%的幼儿园教师拥有

超过4小时的休闲时间［2］。一方面，这归因于幼

儿园教师职责的特殊性，除了常规的教学任务，

他们还需要承担大量非教学性和临时性工作；另

一方面，通讯软件的普及也使得幼儿园教师下班

后仍需应对手机端的园务工作以及与家长的互

动［3］，造成幼儿园教师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愈发模

糊。这种情况不仅使幼儿园教师的工作逐渐偏

离了教育本身的初衷，同时也容易引发巨大的工

作压力。基于此，本研究以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

象，试图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

工作压力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以期了解非工作

时间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状态，并为幼儿园教师减

负建构合理化路径。

（一）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

作压力的关系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

havior after-hour，WCBA）是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

（例如：上班前的早晨、下班后的晚上、周末或假

期）使用便携式无线设备（笔记本手持电脑）与工

作或与工作相关的同事进行互动［4］。随着通讯软

件作为职场沟通工具的常态化应用，领导能够随

时随地发布工作指令，从而导致员工即使在下班

后仍需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5］。这种情况可能引

发员工不满，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举例来

说，部分员工开始畏惧在下班或假日接收到工作

信息，他们一方面担心被打断休息，另一方面又

害怕错过任何重要信息。为了避免信息的遗漏，

员工不得不持续关注通讯工具。此外，被迫处理

工作任务容易引发员工负面情绪，使他们难以从

工作中恢复，甚至可能对随后的工作表现产生影

响。Meijman与Mulder的努力-恢复模型（effort-

recovery model）也指出，员工在工作期间耗损内在

资源后，需要在下班后避免参与与工作相关的活

动［6］。持续在非工作时间进行与工作相关的任务

会维持工作时的压力，限制个体的恢复能力，引

发情绪疲劳，从而降低工作绩效。因此，幼儿园

教师完成一天的教学工作后，如果持续受到学校

相关人员（如领导、同事、家长）通过通讯软件的

询问或分配工作事务，可能会中断他们的休闲时

间，导致教师产生紧张、愤怒、困扰、不安等负面

情绪。此外，由于幼儿园教师已经在教学工作中

消耗了内在资源，因此用于情绪调控的资源减

少，更难以应对和调整负面情绪状态，最终可能

因持续的身心负荷而产生工作压力。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1：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

教师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

（二）工作-生活冲突的中介作用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被界定为个人在职

业角色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不协调，可能源自时

间、压力或行为等方面［7］。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要

求可能会增加工作和个人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

渗透，这种渗透程度指“来自其他领域元素可能

进入的程度”［8］，从而可能使得工作与个人生活的

界限管理和维护变得复杂，阻碍工作和非工作角

色之间的履行［9］以及闲暇时间对工作的心理脱

离［10］。除了模糊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边界，非工

作时间的职业要求还可能导致个体角色之间的

压力不兼容，干扰个体的“社会节奏”，使其难以

遵循其他社会角色的预期［11］。Van Laethem等指

出，来自工作场所的远程压力（work place tele-

pressure）可能导致员工在下班后仍频繁使用智能

手机，但也可能导致员工在心理或精神上难以与

工作分离［12］。因此可以推测，非工作时间的连通

行为可能会阻碍个体其他社会角色的履行。工

作-家庭资源模型［13］表明，个体仅拥有有限的心

理和生理资源，将这些有限资源用于一个领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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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在其他领域的可用性［14］。多重角色扮演会

消耗个体的资源，从而限制其在另一个角色的发

挥。因此，个体在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状态可能会

影响其对工作环境的消极解读方式［15］，并对工作

产生干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工作-生

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

作压力间起中介作用。

（三）编制身份的调节作用

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编制身份被视为一种

象征性资本，代表着社会地位和职业稳定性［16］，

拥有编制意味着他们踏上了事业的“康庄大

道”。然而，研究表明，尽管有编制与无编制幼儿

园教师的工资待遇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对工资

待遇的满意度并没有明显差异。另外，研究者还

发现，由于许多政治学习和政府部门安排的事务

性工作主要由在编教师承担，因此很多在编教师

对其工作负担表现出不满［17］。此外，有研究显

示，随着工作冷漠情绪的增加，在编教师的离职

意向与非编制幼儿园教师趋于一致［18］。这说明，

尽管在他人看来“铁饭碗”似乎稳固，但对幼儿园

教师来说，这种身份标签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工

作体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编制身份在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

起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幼儿园教师。采用方

便取样法，对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244

名幼儿园教师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7份，问

卷有效率为93.03%。有效被试中，男教师10人，

女教师217人；20-29岁教师216人，30-39岁教师

10人，40岁及以上教师1人，平均年龄（25±1）

岁；有编制教师106人，无编制教师121人；已婚

教师54人，未婚教师173人。

（二）研究工具

1.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量表

采用马红宇和谢菊兰修订的量表［19］。该量

表共1个维度和3个题项，例如“我查看与工作相

关的各种消息（如群消息、新闻、邮件、通知）的频

率”。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表示“从

不”，“5”表述“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表明幼儿园

教师非工作时间的连通行为频率越高。本研究

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5。

2.教师工作压力量表

采用连志刚等人修订的教师工作压力量

表［20］。该量表由3个维度（教学与辅导管教压力、

行政的压力、家长的压力）和11个题项组成。量

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同

意”，“5”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幼儿园教

师感知的工作压力越大。由于幼儿园教师不需

要在教学中出考题，因此本研究将原量表题项1

“我要出大量平时小考及复习考的考题”修改为

“我要备大量的课”。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

0.809（p＜0.001），表明量表效度较好。进一步验

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良好（ χ 2 /df =

1.884，RMSEA=0.063，GFI=0.943，AGFI=0.906，

NFI=0.923，IFI=0.962，TLI=0.947，CFI=0.962）。本

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

3.工作-生活冲突量表

采用汤佳［21］修订的工作-生活冲突量表，该

量表由6个维度和20个项目组成。量表采用李

克特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

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幼儿园教师感知的工

作—生活冲突越严重。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

量表的结构尚可( χ 2 /df =2.822，RMSEA=0.090，

GFI=0.846，AGFI=0.783，NFI=0.918，IFI=0.945，

TLI=0.930，CFI=0.945）。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69。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等。

使用AMOS 26.0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应用Hayes开发的SPSS宏程

序Process和非参数百分位Boostrap法（重复抽样

5000次）进行中介及调节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

对所有题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

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7个，能够解释74.27%的变

异，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43.74%，小于

5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其次，使用AMOS 26.0进行共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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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检验。如表1所示，模型加入方法因子后，

TLI增加0.056、CFI增加0.066，均未超过0.1，RM-

SEA减少0.012、SRMR减少0.019，均未超过0.05，

说明模型拟合指数没有明显的变化，进一步说明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2］。

表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模型

不含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模型

含有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模型

χ 2

2418.69

1939.87

df

524

490

TLI

0.694

0.750

CFI

0.716

0.782

RMSEA

0.126

0.114

SRMR

0.081

0.062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工作

压力与编制身份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见表2。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工作压力

呈两两相关显著，中、低相关，符合中介效应检验

的前提条件。
表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

1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2 工作-生活冲突

3 工作压力

4 编制身份

M

4.18

3.52

3.44

0.53

SD

0.81

0.89

0.62

0.50

1

1

0.203**

0.262**

-0.088

2

1

0.619**

-0.088

3

1

-0.011

4

1

注：**p＜0.01。编制身份为虚拟变量，有编制=0，无编制=1

（三）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3］。以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自变量，工作压力为因变量，工作-生活冲突为中

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模型检验见表3。非

工作时间连通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工作压力（β=

0.26，p＜0.001）；加入中介变量工作-生活冲突

后，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工作压力的预测作用

仍显著（β=0.14，p＜0.01）。另外，非工作时间连

通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工作-生活冲突（β=0.20，p＜
0.01），工作-生活冲突显著正向预测工作压力（β=
0.59，p＜0.001）。

表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工作压力

工作-生活冲突

工作压力

预测变量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工作-生活冲突

整体拟合指标

R

0.26

0.20

0.63

R2

0.07

0.04

0.40

F

16.53***

9.70**

75.39***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26

0.20

0.14

0.59

t

4.07***

3.11**

2.68**

11.19***

注：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p＜0.01，***p＜0.001

此外，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工作压力的直

接效应值为0.14，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

通行为对工作压力影响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12，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这说明，非

工作时间连通行为既可以直接预测工作压力，又

可以通过工作-生活冲突间接预测工作压力（见

表4）。
表4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路径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工作-生活冲突→工作压力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工作压力

效应值

0.12

0.14

0.25

95%置信区间

[0.04，0.20]

[0.04，0.24]

[0.1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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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5进行调节效

应检验。以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自变量，工作压

力为因变量，工作-生活冲突为中介变量及编制

身份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非工

作时间连通行为与编制身份的乘积项对工作压

力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0，p＜0.05），说明编制

身份能够调节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工作压力

的关系（见表5）。

表5编制身份的调节作用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工作-生活冲突

工作压力

预测变量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工作-生活冲突

编制身份

乘积项

0.20

0.64

整体拟合指标

R R2

0.04

0.42

F

9.70**

39.44***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18

0.24

0.66

0.12

-0.20

t

3.11**

3.36***

11.06***

1.21

-1.97*

注：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乘积项=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编制身份。*p＜0.05，**p＜0.01，***p＜

0.001

为更清楚揭示调节效应的实质，将编制身

份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进行高低分组，进行简

单斜率分析，结果发现：在有编制组，非工作时

间连通行为对工作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simple slope=0.24，t=3.36，p＜0.001）；在无编制

组，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工作压力的预测作

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4，t=0.56，p＞0.05）。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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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编制身份的简单斜率检验

四、讨论

本研究基于努力-恢复模型、工作-家庭资源

模型，探讨了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

工作压力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发现非工作时间

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

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

教师工作压力间起中介作用，编制身份在非工作

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起调节

作用。

（一）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

作压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

教师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自

我损耗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工作要求与工

作资源皆会对员工的工作结果产生影响［24］。过

多的工作要求可能会导致员工必须投入更多的

努力来应对压力，从而可能导致员工心理和生理

资源的耗竭，引发工作劳损，甚至导致工作倦

怠［25］。同时，当员工投入大量努力，却未能得到

适当的休息和恢复时，这些工作要求可能会成为

工作中的压力源［26］。对于许多幼儿园教师而言，

工作环境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是延伸到了利用电

脑或手机工作的各个场所，无论是下班后的晚

间、周末还是假期，他们依然持续处于工作状

态。举例来说，一些地区的幼儿园教师每日工作

时间超过9个小时，这种频繁的长时间加班现象

折射出幼儿园教师面临的工作负荷，进而威胁其

心理健康［27］。此外，即便幼儿园教师下班后想要

休息，通讯软件的普及和便利性使得他们仍然处

于“随时待命”的状态，这种界限的模糊性进一步

加剧了幼儿园教师的紧张情绪。幼儿园管理者

和教育管理部门必须紧密关注幼儿园教师在工

作之外的时间安排，以更好地维护其心理健康。

（二）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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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起中介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工作-家庭资源模型。在数

字化时代，实时通讯的便捷性使得信息传递不再

受限于时间和地点，从而导致个人不得不频繁检

查未接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28］。同时，上级管

理者通常要求教师在工作布置后立即回复，“秒

回”成为常态，否则很快会遭到“催回”的通

知［29］。由于非工作时间通过通讯工具传递的工

作大多并非由幼儿园教师自行掌控，这使得他们

感觉似乎从未真正下班，无形中延长了工作时间，

从而不仅增加了心理负担，还模糊了工作、家庭和

生活之间的边界。值得注意的是，Xie等人的研究

也发现，在工作时间之外使用通讯技术处理工作

事务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30］。另外，由

于大多数幼儿园教师是女性，而女性在平衡家庭

责任与工作义务上常常面临较多挑战［31］。因此，

非工作时间的连通行为可能会妨碍幼儿园教师履

行其他社会角色的能力。此外，个体在日常生活

中的负面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工作表现，这也

说明，如果幼儿园教师能够在下班后有更多时间

与朋友和家人相处，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充分地从

工作压力中恢复。

（三）编制身份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

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编制身份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

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起调节作用，且对于

有编制的幼儿园教师来说，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

对工作压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尽管编制为

幼儿园教师带来了工作的稳定性、社会保障和地

位，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计。已有研究显示，与

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相比，在编幼儿园教师的身体

和精神疲劳程度较高［32］。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

在于，某些幼儿园要求主班教师必须拥有编制身

份，这使得在编教师的精神和身体压力显著增

加。此外，在编教师还要面对更高的社会角色期

望和自我要求，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职责［33］。因

此，相较于非编制幼儿园教师，在编幼儿园教师

可能会更频繁地在非工作时间接收到工作相关

信息，并持续付出工作，心理上难以实现与工作

的分离。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为横

断面研究，未来可进行追踪研究，探讨不同工作

时间（如开学前、学期末等）幼儿园教师对非工作

时间连通行为的感知及其与工作压力的关系，并

辅之以访谈等方式，进一步深化研究结果。第

二，本研究在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

教师工作压力的关系时，重点考虑的是编制身份

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纳入其他变

量，如挫折容忍力、复原力、成长型思维等，以获

得更丰富的实证结果。第三，也有研究发现，非

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34］，这表明非

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教师工作的影响并非单一

路径，未来研究可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的双

刃剑效应。

五、教育建议

（一）划定工作—生活界限，赋予教师“离线

权”

尽管通讯软件的发展已经打破了管理者在

交办工作任务方面的时空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提

升了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效率，然而本研究的发现

却显示，非工作时间内交付工作任务明显与幼儿

园教师的工作压力呈现正向关联。这表明，工作

效率的增强伴随的是幼儿园教师在非工作时间

背负的工作负荷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加。此外，在

高负荷的工作环境下，为追求工作效率，幼儿园

教师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牺牲教育质量。因此，

对于幼儿园管理者而言，在使用通讯工具交办任

务之前，必须慎重评估任务的紧急性与重要性，

深思熟虑是否有必要在非工作时间安排工作任

务的交付。此外，管理者可以和教师一起讨论和

确定工作任务的优先级，以便在非工作时间只处

理最重要的工作。另外，幼儿园可以规定每天的

一段时间为“离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教师不

受工作任务的干扰，可以更好地休息和恢复。

（二）合理分配工作任务，避免身份偏见

幼儿园教师编制的不足导致许多公立幼儿

园在编制与非编制教师数量存在明显差异。此

外，非编制幼儿园教师的高流动性也进一步加剧

了这种差异。由于幼儿园更加看重在编教师的

培养，所以他们往往会将许多工作任务交由在编

教师来完成，这从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在编教师的

工作压力。因此，幼儿园管理者必须明智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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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避免出现身份偏见。第一，保证任务

分配的公平性。管理者应确保工作任务在编制

和非编制教师之间的分配是公平的，不应该因为

身份差异而使得某些教师承担过多的工作负担，

这样可以减轻在编教师的工作压力。第二，发挥

教师的特长和兴趣。管理者可以根据教师的特

长和兴趣来分配工作任务，让每位教师能够发挥

自己的优势，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建立协作机

制。幼儿园可以鼓励在编和非编制教师之间建

立协作机制，共同承担任务。这不仅有助于降低

工作负担，还能促进教学经验的交流和分享。第

四，鼓励师资培训与发展。幼儿园管理者可以鼓

励在编和非编制教师参加师资培训与专业发展，

以提高整体教育水平，确保所有教师都具备必要

的教育素养。

（三）明确幼儿园教师职业定位，回归教育

本身

鉴于幼儿园教师面临的工作任务繁杂，不仅

仅限于日常教学工作，还包括各种文案资料的准

备、会议参与、培训学习、环境创设等，甚至需要

在上级视察前不惜加班加点。这种情况使得幼

儿园教师对自身职业定位的清晰度不够，从而导

致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结果是幼儿园教师可能

无法明确各项工作任务所要求的完成程度，有时

可能会对某些工作任务采取形式化敷衍的态度，

或者进行选择性执行。基于此，幼儿园管理者不

妨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明确教育本质。幼儿园

管理部门和领导应当强调教育的本质，将教育视

为一项高尚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为了绩效而采取

的一系列行动。这需要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定

位进行明确，让他们明白自己是教育的实施者，

而不仅仅是执行者。第二，梳理工作职责。幼儿

园管理部门应当梳理教师的工作职责，减少不必

要的形式化工作任务，让教师能够更专注于教育

实践，提高教育质量。第三，教育文化建设。通

过建立积极的教育文化，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育

活动，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深度，同时也可以减少

对绩效的过分强调。

综上所述，如果教育只被视为为了追求绩效

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幼儿园教师被当作提升绩

效的工具，那么教育就可能变成一种为特定目的

服务的手段。因此，管理部门和幼儿园领导有必

要对幼儿园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明确幼儿园教

师的职业定位，减少不必要的形式化工作任务，

使幼儿园教师能够重新回归到教育本质，保持自

己在教育活动中的真实性，将“人”真正融入到教

育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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