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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基于对

吉林省长春市社工站社会工作者的调查
唐佳珺 张荣艳

长春理工大学 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摘要：当前，社会工作者流失问题已成为行业内关注的热点话题，而职业认同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重要内生

变量。探讨职业认同现状，对构建稳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具有重大意义。从职业倦怠角度对长春市 165 名社会

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研究表明，在工作过

程中，付出与回报情感失衡导致的职业倦怠影响着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据此，提出加强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

怠的关注从而提高职业认同感是必要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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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民政部在《“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到，

到 2025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 200 万人。

但是，社会工作行业兴盛背后仍然存在着专业人才流失

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各区域社会工作人才离职率正

在逐年增加。吉林长春同样面临社工离职人员增加的现

象。

这些现象的存在，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很

多专业人士认为社工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是由社工的

职业认同低造成的。职业倦怠严重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

业认同，而增加离职率，社会工作者的频繁离职已成为

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聚焦社会工作者

的职业认同，并进行相关研究，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立足吉林省长春市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探

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现状及与职业倦怠的关系。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长春较高的社工流失率问题

以及社会工作发展困境问题，期望能引起相关团体、社

会和政府的重视，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1 文献回顾

1.1 职业倦怠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洛登泊格在职业压力的研究

中首次提出了“职业倦怠”这一概念，此后针对这一议

题的相关研究也陆续展开。职业倦怠是指个人在工作中

由于工作压力产生的一种身心俱疲的综合反应。大体包

括情绪衰竭、工作懈怠、低个人成就感三个维度。

1.2 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既指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职业认同关

系到从业者自身感受以及外界对该职业的态度、看法以

及相关行为。聚焦到社会群体上，我国学者对社会工作

者职业认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职业认同现状描述、影响

因素分析以及提升对策三个方面。本研究主要探究社会

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现状及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一些学者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研究，学者们8

5%基于南方地区进行研究，15%基于北方地区来研究。

并且有不少研究发现，社工职业认同是一个“多维”结

构。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近十

年的核心期刊进行的统计。其中，由于职业认同在一定

程度反映了个体对职业的态度，而态度在结构上包含了

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所以态度的三维结构

是发展社工职业认同内部结构的基础。

1.3 文献评述

从以往研究可知，总体上来看，研究视角仍有待进

一步细化和深入。从研究区域看，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南

方地区，北方地区很少，东北地区寥寥无几，吉林省长

春市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现状还未有学者研究；从研

究内容来看，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因素有个人自

身因素和社会因素，近年来虽有学者对职业倦怠有一些

新的关注，但是缺乏一定的数据分析。因此，社会工作

作为一份助人的职业，除了外部因素，职业倦怠与社会

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是否具有相关性，是本研究关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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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

倾向三个维度来对吉林省长春市的社工站社会工作者

的职业认同现状进行研究，并且选取职业倦怠变量与职

业认同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判断出机构社会工作

者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的关系，进而就提升机构社会工

作者的职业认同感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达到提升社会

工作者职业认同、稳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目的。

2 研究假设

2.1 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职业倦怠方面，哈利森研究发现，职业倦怠并非

从事某一特定行业的特定负面反应，而是来源于个体对

自身工作的不认可，这种不认可会影响个体对自己职业

的感知性和认同性。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职业倦怠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具有显著影

响。

H1a：情绪枯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对社会工作

者的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问卷星设计问卷，在吉林省长春市社工

站开启了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在本市注

册的社工站名单为抽样框，随机抽取社会工作机构，再

随机抽取社会工作者，对其开展问卷调查，发出问卷1

80 份，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经过数据整理，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65 份。

3.2 变量定义

笔者研究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之间的

关系，因变量是职业认同量表中提取的三个维度：职业

认知、职业情感、职业行为。核心解释变量是职业倦怠，

具体包括三个维度：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其中情绪枯竭包括5个指标，去个性化包括 4个指标，

低成就感包括 6个指标。3个维度的测量，选须均为 0-

6 的定序变量，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为正向计分、低成

就感为负向计分。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数加总即为职业倦

怠总分。情绪枯竭分数在 9分以上，代表情绪衰竭感较

高，去个性化分数在 11分以上代表去个性化感受较高，

低成就感在 7.5 分以上，代表成就感较低。总分在 38

分及以上，代表职业倦怠感很高，总分在 28分到 38分，

代表职业倦怠感较高，总分在 18分 28分，说明职业倦

怠感一般，总分在 18 分以下，代表未有明显职业倦怠

感。变量的指标选取及赋值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各变量名称与简要说明

变量 定义 解释或赋值

职
业
倦

怠 Burnout
职业倦怠（情绪枯竭、

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反向计分））

每天=6，非常频繁一星期几次=5，频繁每星期一次=4，经常一个月几次=3，
偶尔一个月一次或者更少=2，极少一年几次或更少=1，从不=0

Identity 职业认同（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职业行为）
非常同意=5，比较同意=4，一般=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

4 实证结果

4.1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总体水平

在本次研究中，长春市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分为了

3个维度，分别是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对

职业认同不同维度的水平分析，有利于进一步 探索职

业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2。

表 2 长春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现状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职业认知 165 1 4.86 3.060 0.937

职业情感 165 1 5.00 3.200 1.278

职业行为倾向 165 1 5.00 3.272 1.283

职业认同 165 1 4.86 3.176 1.098

从表 2可知，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总体量表平均分

M=3.176，计分从低到高为 1-5 分，以 5分最高，3分代

表一般，说明长春市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总体职业认同

在中等水平。在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 3个维度上，职

业认知平均分 M=3.06，得分最低，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

工作的认知上处于一般水平。职业情感平均分M=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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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行为平均分 M=3.272。虽然在情绪感受和行为反应

上比认知的分高一点，但同样是处于一般水平。

4.2 职业倦怠与职业认同相关分析

由表 3可知，情绪衰竭的均值 M=10.13，在 9分以

上，去个性化的均值 M=12.67，在 11分以上，低成就感

的均值 M=8.45，在 7.5 分以上，代表社会工作者在职业

倦怠的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较高；职业倦

怠的均值 M=31.966，在总分 28 分-38 分之间，代表职

业倦怠感较高。且P<0.001，说明职业倦怠在职业认同

上存在显著差异，H1假设得到验证。

表 3 职业倦怠结果分析

观测值 （M±SD） 职业认知
t/F

职业情感
t/F 职业行为 t/F 职业认同 t/F

职业倦怠

情绪衰竭

165

10.13±3.90

1.07*** 0.88*** 1.62*** 1.27***
去个性化 12.67±4.88

低成就感 8.45±3.25

职业倦怠 31.25±12.04

注：M 为平均值，SD 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5%，1%和 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NS 表示没有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4.3 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哪个因素对长春市社会工作的职业

认同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做了进一步线性回归分析。根

据回归结果表 4，研究发现：

在职业倦怠方面，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三个维度与职业认同、职业情感、职业行为三个维度均

呈现负相关且很显著。职业倦怠总分同样与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职业认同呈现负相关。假设 H1 和 H1a 都得

到验证。

表 4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 职业认同

B(SD) B(SD) B(SD) B(SD)

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
-0.03**
(0.01)

-0.05***
(0.01)

-0.05***
(0.01)

-0.40***
(0.01)

情绪衰竭
-0.09**
(0.03)

-0.15***
(0.04)

-0.14***
(0.04)

-0.13***
(0.04)

去个性化
-0.07**
(0.02)

-0.12***
(0.03)

-0.11***
(0.03)

-0.10***
(0.28)

低成就感
-0.10**
(0.04)

-0.18***
(0.05)

-0.17***
(0.05)

-0.15***
(0.04)

注：*P<0.05,**P<0.01,***P<0.001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聚焦长春市社工站社会工作者，从个体因素

入手，通过问卷调查、资料整理与分析，得出如下主要

研究结论：长春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感较高，并且职

业倦怠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职业倦怠成

为影响职业认同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职业倦怠越低，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越高。同时，职业倦怠中的情

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

同呈负相关。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笔者认为：

第一，社会工作者应该树立个人目标，提升社工个

人的价值理念。

第二，当前社会应加强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关

注与干预。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干预，

其中微观是个体层面干预，中观层面是组织干预，宏观

层面是政府干预。个体层面可以提升个体对工作适应和

应对能力入手，综合运用放松练习、压力调节等方法，

组织层面干预可以从提升社工站的管理、岗位职责、激

励机制、增进沟通等方面改善职业倦怠，政府层面可以

从高度重视社工人才、避免社工被“行政化”入手，减

轻社工职业倦怠情况，从而职业倦怠感降低，职业认同

增加；

第三，要加强社工团队建设，培养团队的文化精神。

团队建设是留住社工人才的重要保障，社工在工作中需

要得到团队的协助和支持，团队能最快、最直接的帮助

社工解决问题，这是社工职业认同高，愿意坚持工作的

重要动力。

职业认同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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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

基于长春市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探究职业倦怠与职业

认同之间的关系，为长春市社会工作的稳定性提供价值。

但本研究在职业认同主题上仅仅是一个初步探索。在研

究方法上缺乏量化和质化方法的结合。因此在后续研究

中，将考虑增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个案深度访谈。

为推进吉林省长春市社会工作者的稳定性，应摸索出一

条适合本地的社会工作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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