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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我国高校青年教

师面临的各种压力日渐增加，并出现了过劳现象。以郑州市的部分高校为例，

对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较为严

重，来自科研、教学和家庭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导致其过劳的主要因素，其中来自

科研方面的压力是首当其冲。高校青年教师既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之

一，也是国家人力资本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师过劳会降低其生活

质量，抑制高校的科技创新力，并带来负的外部性影响。因此，应强化高校青年

教师健康管理意识，改进现行的高校教师业绩考核机制，制定相应的健康治理

政策，以化解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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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

国的高等教育也正在经历着由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的转型。在上述转型过程中，我国高校青

年教师面临的教学、科研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

也呈现日渐上升的势头，使得部分高校青年教

师时常处于身心疲惫的过劳状态，甚至出现了

“过劳死”现象［１］。例如，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年

仅４１岁的我国计量经济学学术新秀苏哲林因

患癌症英年早逝［２］；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年仅３３

岁的复旦大学教师于娟因患乳腺癌辞世，其在

患病时发出的“买车买房买不来健康”和“长期

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等言论曾引起人们的热

议［３］。当前，过劳问题已经成为危害我国高校

青年教师健康的罪魁祸首。据调查，我国高校

青年教师的健康状况处于基本健康、有各种疾

病、亚健康三种状态的比率分别为１０％、２０％、

７０％，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高校青年教师中，又

有约５０％处于重度亚健康状态，由此导致我国

高校教师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５８岁，比我国国

民平均预期寿命低１０岁［４］。可见，过劳问题是

引发我国高校许多青年教师早逝的关键因素。

诚然，过劳问题并非只发生在我国高校青年教

师这一群体之中，但由于过劳问题在高校青年

教师之中较为突出，再加上高校青年教师是我

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对高

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对教师过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关教师职业压力状

况的考察。早在１９７６年，英国学者 Ｊ．Ｄｕｎｈａｍ

就对英国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问题进行了研

究，发现许多教师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压

力［５］；Ｍ．Ｈｕｂｅｒｍａｎ［６］通过研究发现，瑞士有约

４０％的教师产生过疲劳或者有过工作压力较大

的经历。二是对教师职业压力产生原因的探

讨。Ｗ．ＨＧｍｅｌｃｈ等［７］通过对美国大学教师职

业压力的全国性研究发现，过快的工作节奏和

较低的薪资水平是教师产生职业压力的主要原

因。基于对英国两所大学８５名教师的调查，Ｓ．

Ｆｉｓｈｅｒ［８］认为教师角色的多样化是高校教师职

业压力形成的主因。三是对化解教师职业压力

策略的研究。Ｒ．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９］建议教师在面对压

力时要控制其主观感知，并采取消极情绪管理

策略来排除职业压力对其健康产生的危害。

Ｄ．Ｔｏｒｒｉｎｇｔｏｎ认为，将企业管理思维引入学校管

理的做法，极易使教师产生职业压力，建议采用

改进学校治理机制的方法，来消除教师的职业

压力过大问题［１０］。

在国内，知识分子的过劳问题也引起了有

关方面和学者的关注，并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

行了研究。一是对知识分子过劳现状及其原因

分析。基于对北京ＣＢＤ知识分子的实证调查，

杨河清等［１１］发现我国知识分子的过劳问题较

为严重，并且过劳问题已经对知识分子的健康

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和红等［１２］认为，来自社

会转型、行业竞争和家庭生活的压力持续地冲

击着知识分子的生理极限，由此引发过劳问题

的出现。二是对教师过劳现象的片段性论述。

张桂华［１３］认为，教师罹患身心疾病的概率明显

高于其他行业的人群，而上述差异的形成与学

校环境、职业本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呈

正相关；陈秀兰［１４］则对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状

况进行了个案分析，发现有约３０％的高校教师

处于亚健康状态。三是对消除过劳问题对策的

讨论。李建军［１５］认为，营造相对宽松的学术氛

围和健全的健康保障体系是缓解教师过劳问题

的应有之策；王建军［１６］提出，应通过加大对教

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和优化学校的治理模式来解

决教师的过劳问题；陈明丽等［１７］建议将教师过

劳问题纳入职业病的范畴，并采用立法的形式

来保障其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过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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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但现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还需要深化：一是对

知识分子的过劳问题研究得较多，而对高校教

师的过劳问题研究得较少；二是对中国高校青

年教师过劳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多，亟待拓展。

鉴于此，本文拟以郑州市高校青年教师为例，对

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并从中找寻化解策略。

　　一、我国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现状

１．概念界定

我们知道，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

境的变迁，“青年”一词的内涵也在发生着相应

的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１３年提出的

不同年龄段的划分标准，青年人的年龄段上限

已经被提高到４４周岁［１８］。同时，考虑到我国

高校新入职教师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

其年龄大多超过２０周岁。基于以上情况，本文

将高校青年教师界定为年龄在２０～４４周岁之

间、正在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高校专职教

师（不含兼职教师和专职行政人员等）。

“过劳”一词最早产生于１８７０年代的精神

病学领域，原指那些躯体、情绪、行为和人际关

系严重耗竭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状态［１９］。

而随着人们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的逐渐增加

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过劳”一词的内涵也

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偏离了其最初对精神状

态和心理体验的描述，而被用来特指由于持续

而高强度的工作而引发的健康受损现象。一般

来说，“过劳”是指由于劳动产生的疲劳不能因

为包括睡眠在内的休息而得到恢复的不可逆状

态［２０］，包括心理疲劳和身体疲劳两个方面。

２．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调查

（１）被调查对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确保本次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本文采取两种方式发放问卷，即发放纸质问卷

和电子版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１５０

份，共计回收问卷 １１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

１０００份。被调查对象是在郑州市高校工作的

青年教师，其有关描述性指标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被调查对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５７０
４３０

５７．０
４３．０

年龄

２０～２５岁
２６～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４１～４４岁

１１０
２６０
６００
３０

１１．０
２６．０
６０．０
３．０

专业

文科

理科

工科

２９０
２８０
４３０

２９．０
２８．０
４３．０

是否担任行政职业务
是

否

３５１
６４９

３５．０
６５．０

收入

３０００元及以下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元
８０００元及以上

１７２
５６８
２０８
５２

１７．２
５６．８
２０．８
５．２

在接受调查的１０００名高校青年教师中，

男性教师有 ５７０人，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

５７％；女性教师有４３０人，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

４３％。显然，本次被调查对象的性别比率较为

合理。本次被调查对象从事文科、理科和工科

的高校青年教师的人数分别是 ２９０、２８０、４３０

人，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比率分别是 ２９％、

２８％、４３％，这与当前我国高校各个学科的师资

状况基本吻合。由表１可知，在１０００名被调

查对象中，担任行政职务的高校青年教师有

３５０人，占到了被调查对象总数的３５％，他们的

月均收入在 ３０００元以下、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５００１～８０００和８００１元及以上的人数分别为

１７２、５６８、２０８、５２人，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比率

分别是１７２％、５６．８％、２０．８％、５．２％，这说明

高校青年教师的月均收入偏低。

（２）高校青年教师过劳情况

为了研究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现状，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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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是否熬夜工作”“患病次数是否增多”和

“心理压力是否增多”三项指标作为考察高校

青年教师过劳问题的关键变量。本次调查所得

的数据见表２。

表２　高校青年教师过劳情况统计表

基本指标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是否熬夜工作

从不熬夜工作

有时熬夜工作

经常熬夜工作

４２
５３２
４２６

４．２
５３．２
４２．６

患病次数是否增多

从未增加

增加少许

增加一些

增加很多

４１
１４２
７３４
８３

４．１
１４．２
７４．４
８．３

心理压力是否增加

心理压力较小

心理压力较大

心理压力非常大

２５
７２４
２５１

２．５
７２．４
２５．１

由表２可知，在１０００名被调查对象中，经

常熬夜工作的青年教师有４２６人，占被调查对

象总数的４２．６％；有时熬夜工作的青年教师有

５３２人，占被调查对象的５３．２％；而从不熬夜工

作的青年教师只有４２人，占本次被调查对象总

数的４．２％。可见，经常熬夜工作的现象在高

校青年教师中较为普遍。在１０００名被调查对

象中，有约７４．３％的高校青年教师感到患病次

数“增加一些”，并有约８．３％的青年教师认为

他们的患病次数“增加很多”，仅有约１８．３％的

高校青年教师感到患病次数“没有增加”或者

“增加少许”。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

明高校青年教师由于过劳而引发的健康问题日

渐增多。由表２还可以看出，当前高校青年教

师的心理压力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本次被调查

对象中，感到“心理压力非常大”和“心理压力

较大”的高校青年教师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比

率分别达到２５．１％和７２．４％，而仅有２．５％的被

调查对象认为其“心理压力较小”。显然，在各

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

过劳现象较为突出，这一问题应当引起有关当局

的重视。

（３）引发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因素

为了更为深入地研究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

问题，本文对引发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关键因

素进行了调查，相关调查结果见表３。在本次

被调查的１０００名高校青年教师中，认为引发

过劳的关键因素是教学、科研、家庭和其他因素

的人数分别为２３９、３８８、２５４、１１９人，占本次被

调查对象总数的比率分别是２３．９％、３８８％、

２５．４％、１１．９％。可见，对高校青年教师来说，

来自科研、教学和家庭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导

致其过劳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其中来自科研

方面的压力是高校青年教师产生过劳的首要原

因。

表３　引发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因素

引发过劳的因素 数量 百分比／％
教学 ２３９ ２３．９
科研 ３８８ ３８．８
家庭 ２５４ ２５．４
其他 １１９ １１．９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化解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关键点的

统计结果

为了探寻化解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的关

键点，本文对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调查，相关调

查结果见表４。在１０００名被调查高校青年教

师中，认为解决过劳问题的关键点是政府、学

校、社会和个人的，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比率分

别是２３．４％、３８．５％、１８．６％、１９．５％。显然，

政府部门和高校被认为是破解高校青年教师过

劳问题的关键点，而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则是产

生过劳问题的次要因素。因此，要想预防或者

缓解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问题，需要政府

部门、高校和青年教师自身相互配合。

　　二、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危害

众所周知，高校青年教师既是我国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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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骨干力量之一，也是国家人力资本财富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过劳问题不仅会对高

校青年教师个人带来伤害，而且也会对高校乃

至整个社会造成很大损失。

表４　化解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的关键点

关键点 数量 百分比／％
政府因素 ２３４ ２３．４
学校因素 ３８５ ３８．５
社会因素 １８６ １８．６
个人因素 １９５ １９．５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降低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质量

长期处于过劳状态会加大高校青年教师罹

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增加医疗保健费用支出。

同时，由于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高

校青年教师经常处于过劳状态时，他们花费在

家庭和个人爱好等方面的时间与精力就会减

少，从而极易引起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冲突，而这

通常会降低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质量。另外，

过劳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会带来不

利影响，因为对于那些经常处于过劳状态的高

校青年教师来说，身体不适和精神疲劳的状况，

使得他们难以集中精力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日渐下降。

２．抑制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

我们知道，青年教师是当前我国高校承担各

类科技创新计划的骨干力量。例如，在２０１５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中，年

龄在４０岁以下的项目负责人占４３１４％，其中

３６～４５岁年龄段的项目负责人占４６．３６％，上述

指标均比２０１４年增长了３％［２１］。由此可见，高

校青年教师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大户”。但高校青年教师过劳必然会影响他

们从事科技创新的效率，再加上从事创新工作

也需要一定的灵感作为基础，而长期过劳会导

致一些高校青年教师的创新思维过早衰退甚至

走向枯竭。可想而知，上述问题的出现势必会

降低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并最终削弱高校的

核心竞争力。

３．带来负外部性影响

高校青年教师是高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他们不仅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职

责，而且还要在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进程

中发挥正向推动和引领性的作用。而高校青年

教师过劳问题的存在，必然会产出一定的负外

部性影响，削弱上述作用的发挥，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且会给国家和

社会带来较大的人力资本损失。总之，高校青

年教师过劳问题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诸多负面

影响。

　　三、化解高校青年教师过劳问题的

应有策略

　　本文以郑州市的部分高校为例，对高校青

年教师过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

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过劳问题较为严重。同时，

若任由过劳问题发展下去，必然会影响到青年

教师自身和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化解当前

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日益严重的过劳问题，应采

取以下策略。

１．高校青年教师应当树立科学的健康管理

意识

首先，高校青年教师应当确立合理的职业

目标并进行相应的角色定位，以规避由于角色

冲突而带来的心理困扰。为此，高校青年教师

在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时，应当对其自身能力及

其所处的外在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切忌将职

业目标定位过高和盲目攀比，并且在其日常工

作中要保持较为平和的心态。其次，高校青年

教师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为了增

进自身健康，高校青年教师应当适度增加其从

事各项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同时，高校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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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当养成按时休息和规律饮食的习惯，并定

期参加健康体检。最后，高校青年教师应当树

立健康管理的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管理方面的

知识。此外，高校青年教师还应维持良好的人

际关系，以利于缓解其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产生

的心理压力。

２．高校应当制定科学的业绩考评机制

首先，高校的业绩考评机制应当以促进教

师的专业水平提升为目的和以激励为取向，变

终端评价和奖励为阶段性评价和过程奖励。应

废除以ＳＣＩ论文及其影响因子等作为唯一评价

标准的科研考评体系，因为该种评价指标不仅

会人为地增加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而且对我

国的科技和文化安全会造成潜在威胁［２２］。鉴

于此，高校应将科研成果、授课质量、学生评价

等多项指标综合起来对教师的业绩予以评价，

这样做既可以减轻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压力，

又可以激发起其工作积极性。同时，应善于发

现高校青年教师身上的闪光点，并积极与他们

沟通，从而使得高校教师业绩考核机制真正起

到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其次，在高校

人员配置方面，高校决策层应当力求实现人、事

配置的最优化，力争做到人尽其才，以避免因角

色冲突而引起的过劳问题［２３］。再次，在薪酬体

系设计方面，高校决策层应当做到公平与效率

相结合，避免高校青年教师因薪酬过低而不得

不承担过多的工作，导致他们出现过劳问题。

３．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健康治理政策

当然，导致高校青年教师过劳的因素除了

与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和高校的考核体制有关之

外，还与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缺失有关。因此，

建议政府部门采取如下措施来缓解高校青年教

师的过劳问题。一是倡导科学的生命价值理

念。针对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围绕科研和教学而

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情况，政府部门应

当倡导一种合理分配工作与生活时间的新理

念，并摒弃那些变相鼓励教师超负荷工作的传

统做法，以引导高校青年教师在积极工作的同

时，珍视自身的生命价值。二是加快教师过劳

及其权益保护的立法进度。在高校教师劳动保

护方面，政府部门应当从保障高校青年教师的

健康权为首要任务，以法律的形式确保高校青

年教师的休息权，并将“过劳死”纳入我国职业

病防控范畴［２４］。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增加对

高校青年教师健康促进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例如，可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校教师健康

管理体系，通过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健康状况实

施动态管理以维护其健康权益。三是扶持健康

管理专业机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为健康管理

专业机构的发展提供相关政策支持，使该类机

构可以为高校青年教师提供专业化的健康管理

服务，并采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措施来缓解高

校青年教师的过劳问题，以使其恢复到良好的

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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