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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学班主任工作压力的访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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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旨在探讨全国一线城市小学班主任的工作压力都有哪些，这些压力对他们自身都有何负面

影响。方法: 通过深度访谈，对浙江某地区 12 名小学班主任进行访谈研究。结果: 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包括: 学

生成绩不佳难以管理、考试升学压力、工作负担过重、忙于应付学校各类检查考评等。结论: 一线城市教师与

全国其他二三线城市一样，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学生管理工作难以开展，与家长、科任老师、学校领导的人

际关系问题，职称晋升公平问题，不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等主要压力。对小学班主任的身心健康、工作态度、
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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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往的研究发现，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工作任务、社

会要求、教师个人职业发展三大方面，也可看作教师工作压力的三

大成因。这些压力给小学教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如紧
张、焦虑、失眠、心慌等健康问题。另一方面，高工作压力的环境

也影响着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前人研究表明，教师的工作压力表现

在内外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工作之内的压力包括，课时多、考试

升学问题、学生学习及心理问题、独生子女个人习惯问题等，另一
方面是，外在的压力包括任课老师与班主任的教育理念不一致、与

家长沟通有困难、学生流失等。另外，教师对于自身的职称晋升不

合理也感到压力，如学校的分班不均，以学生成绩合格率、优秀率

来评价老师和发放奖学金。为此，本文对浙江小学班主任进行访
谈，了解小学班主任都有哪些方面的压力，并试图分析产生这些影

响的原因及这些影响对小学班主任有何影响，以此，为缓解小学班

主任的工作压力提供理论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 一) 材料

针对浙江省小学班主任工作压力问题，整个访谈研究设计了 2
方面问题:

您认为小学班主任工作压力都有哪些?

这些工作 压 力 给 您 的 教 学 以 及 日 常 生 活 都 带 来 了 哪 些 负 面

影响?

( 二) 方法

对 12 名浙江小学班主任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对每位访谈对象的

时间在 20 － 30 分钟。访谈中，简要记录受访者的回答、反馈及出现

的问题，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访谈策略。全部访谈完成后，进
行资料的初步整理。

( 三)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浙江省某地区 12 名小学班主任。
三、结果

从访谈对象对于“您认为小学班主任工作压力都有哪些? “这

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总结出 4 个主题，即对于学生管理工作方面

的问题，与家长、任课老师间、学校领导的人际关系问题，职称晋

升公平问题，不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问题。列出主题之后，说明访
谈对象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

( 一) 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问题

接近 2 /3 的访谈对象提及对于学生管理工作受阻带来的压力。
大部分的班主任反映学生学习成绩跟不上，对于学习兴趣不大，上

课注意力不集中，后进生自暴自弃等，现在的家庭大多数学生都是

独生子女，在班级里这些独生子女问题也反映突出，如自我意识
强，做错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团队精神差，自理能力、自控能

力差等问题。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方面表现为拉帮结派，学生犯了

错误相互庇护，学生在学校和家里也表现不一。这些学生在学习和
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让班主任老师感到焦虑烦恼。另外，

对于学生心理问题，如早恋以及学生在精神智力方面表现出来的负

面问题、行为异常等也是作为班主任感到无能力的压力问题。
( 二) 与家长、任课老师、学校领导人际关系问题

现在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时候对于孩子的学习或行为

问题家长都掩护孩子，有的单亲家庭甚至不配合学校的工作，不积

极也不管孩子，孩子无人看管。与此同时任课教师与班主任对学生

任务安排的冲突，教育理念的冲突如，任课老师批评、责怪学生习
惯不好、不聪明等以及任课老师没有帮助班主任处理学生问题。另

一方面来看，学校分班不均，却以合格率，来评价老师及发奖学

金，班主任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付出的却与收获并未成正比，很多
时候跟领导反映问题，也得不到领导的倾听等都对班主任的工作造

成压力。
( 三) 称晋升公平问题

晋升职称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工资奖励往往直接与职
称相对应，所以对教师来说很重要，为了晋升职称教师之间的竞争

往往也是相当激烈，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按照资历来排，不管你年

龄、教龄，只要你有硬件优势 ( 如，聘派证、年度优、论文等累计

在一起) 就有资格，所以大家都竞争。要做到完全的公平，在现实
的情况中，仍然很难。一些教师反映，有些岗位的教师竞赛的机会

少，并且教师的年龄也大了，仍然没有晋上级，这样心理压力就相

当大，很多时候还产生矛盾。另外，在同辈人之中发现与自己同时
进入学校的同事都晋升了，就看到自己的差距，心理压力非常大。
但另一方面，对于部分教师来说，晋升压力并不一定大，他们认为

学校的氛围让她们感到很和谐，与社会企业相比，他们更喜欢校园

生活，在他们的眼里，觉得领导、同事都非常的好，并没有感到不
公正的现象。

( 四) 不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

近有 3 /4 的访谈对象认为日常考核制度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给

教师带来了心理压力。访谈对象提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第
一，学校仅依据学生成绩、班级的升学率来评价教师，学生成绩好

了就有奖励，但是提出的要求常常不切实际，让教师感觉到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学生的成绩完全与教师的奖评挂钩，却不考虑每个学
生每个班级的实际情况。第二，某些学校的教师评价制度不仅不能

公平的对教师的工作做出考核评价， ( 上转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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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械与材料，保证幼儿在体育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自
由选择，并自由选择材料的玩法，同时还保持一定的挑战性。此
外，我们在投放材料时又借鉴了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并没有将材料投放地过满，而是给幼儿的想象和发展留有一定的空
间，以便能够在相关的主题活动中进行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3． 幼儿自主探索问题解决策略。在活动中产生的问题，是培
养幼儿“主动性”的适宜学习方式，也是促进幼儿发展的重要教育
资源。［7］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引导者和合作者，而不是主导
者，因此在户外区域体育活动中，教师必须凸显幼儿活动的主体
性，鼓励性地引导幼儿自主探索问题解决策略。在区域性体育活动
实践中，我们给予幼儿一定的独立空间，鼓励幼儿自主探索活动中
产生的问题，并收获这一过程所带给幼儿在主动性、独立性和自信
心方面的发展。例如，有一天活动中教师观察到有孩子老师轮不到玩
新材料，就对一幼儿说她注意到有人想去玩一个区域里的新的材料时但
总是轮不到，问小朋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老师的引
导，幼儿最后决定做一个调查看谁已经玩过这些新的材料，制定一张签
名表，让那些还没有玩过新的材料的人也有机会去玩。

三、结语

在人生的最初阶段 ( 学前期) 让幼儿养成乐于参与体育活动的
良好习惯对于幼儿一生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幼儿园户
外区域体育活动则是幼儿体力活动和智力活动的最佳结合形式。经
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惊喜地发现上述实践对于幼儿的身
体发育和心智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也大大提升幼儿园户外

区域体育活动有效性。我们相信，科学的、适宜的户外区域体育活
动将真正给幼儿提供一个快乐、自信、活泼、健康的童年，同时也
会为幼儿一生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8］

( 作者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红星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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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接第 24 页) 还给教师增多了很多工作负担。有的人工作只是做
下样子，把面子上的东西呈现出来，最后还真到了领导的表扬，评
上了优秀，这些都给教师带来了压力。

四、讨论

访谈结果显示，与小学班主任工作压力相关的压力源主要包括
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问题，与家长、任课老师、学校领导的人际关
系问题，职称晋升公平问题，不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问题等。从访
谈中，我们可以将这些压力分为内外两方面压力如，教师对于学生
管理工作的开展，属于职业责任感的一种内在压力。另一方面，像
与家长、任课教师、学校的关系问题以及职称晋升公平问题，不合
理的日常考核评价则属于一种外在压力。

( 一) 内在压力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首先是来自与教师内部的职业责任感，适当
的职业责任感有利于教师的自我激励，教师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

一方面是源自教师自身对职业的内在评价; 另一方面，社会对教师
岗位赋予了神圣的职业角色。所以，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自己的工
作责任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种心理比较
明显。另外，一部分教师有着追求完美的人格倾向，所以对自身的
要求相对而言更高，因此，会体验到更多的内心压力。需要提到的
是，教师的责任心虽然是由内产生，但外在因素会起到一定的缓解
作用。学校这个大的环境起着重大的影响。良好的工作环境、氛围
不仅能使教师的身心感到愉悦，还可以激励教师积极向上的工作，

创造出更多果出来、产生更多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地，如果在不良
的工作环境里工作，会给教师带来更多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工
作，甚至自己的人际圈子、家庭如回家后都不愿意更自己的孩子做
辅导了，有时候亲朋好友的聚会也推辞了等等。

( 二) 外在压力

班主任与家长、科任老师、学校领导的关系，职业晋升问题与
日常考核评价便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对于怎样处理好与家长、科任
老师、领导的关系，是让班主任感到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很多时候
导致处理困难的是因为彼此的教育理念有差异，班主任的工作得不

到家长、科任老师、领导的支持。日常考评与职业晋升与教师个人
实际利益紧密相连，也是工作成绩的重要体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将
给教师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在竞争的过程中，每个教师得到的机
会并不是平等的，对于没有得到机会的教师就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
不满。同时，由于竞争带来的人际关系紧张也会无形的增加教师的
压力感。每位教师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希望有更多的发展
机会，并获得相应的物质补偿，但由于选举的名额有限，所以竞争
就是难免的，导致教师的心理压力也是一定的。

五、结论
( 一) 小学班主任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与

家长、任课老师、学校领导人际关系问题，职称晋升公平问题，不

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四方面。
( 二) 来自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与家长、任课老师、学校领导

人际关系问题，职称晋升公平问题，不合理的日常考核评价方面的压

力，对小学班主任的身心健康、工作态度、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负面影

响。但良好的工作环境氛围有助于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
( 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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