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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相互关系。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取样

方法，于 2013 年 12 月在四川省绵阳市、成都市、南充市三地 5 所高校选取 410 名高校青年教师，采用时间管理倾向

量表( TMD) 和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调查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相互关系。结果

①在时间效能感上，性别和职称的交互作用显著( F = 3． 238，df = 3，P = 0． 022) 。②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与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价值感 = 0． 148，P = 0． 003;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监控观 = 0． 252，P = 0． 000;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效能感

= 0． 278，P = 0． 000) ，且时间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F = 11． 718，P = 0． 000) 。结论 时间效能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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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young college
teach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D and GWB． Methods A total of 410 young teachers from 5 colleges of Mianyang，Cheng-
du，and Nanchong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 ( TMD) and general well － being scale ( GWB) in De-
cember 2013 ． Ｒesults ①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title on time efficacy was significant ( F = 3． 238，df = 3，P
= 0． 022) ．②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young college teachers were signifi-
cantly ( rgwb － time value = 0． 148，P = 0． 003; rgwb － time control = 0． 252，P = 0． 000; rgwb － time efficacy = 0． 278，P = 0． 000) ; and the time efficacy
had certain prediction effect to subjective well － being ( F = 11． 718，P = 0． 000) ． Conclusion The time efficacy affected the subjec-
tive well － being of young college teacher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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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

高校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 86 万，占全

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 63． 3%。作为拥有高学历

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也是高压人群: “压力大”者

占 72． 3%，而“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1］。78． 1%
的高校青年教师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

用”。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压力较大，普遍感觉

没有充足时间支配。
时间管理倾向是指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

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一种人格倾向。对大

学生群体的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时间管理与主观

幸福感、自尊等呈正相关。说明时间管理在提升个

人生活质量方面是一个有益的指标［2］。其他有关

研究也发现自我价值感和生活质量与时间管理倾向

呈正相关［2 － 3］，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管理倾向对自

我价值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4］。但目前几乎未见

有关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的研究。
为全面了解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的特点

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

索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相互关系，

以期为高等院校心理工作者根据情况安排心理健康

辅导与干预工作以及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和有

关教育部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青年( 14 ～ 44

792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年第 27 卷第 4 期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岁) 的定义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方法，于2013 年12 月

对抽取的四川省绵阳市、成都市、南充市三地 5 所高

校的青年教师发放问卷 41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4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8． 54%，其 中 男 性 201 人

( 49． 75% ) ，女性 203 人( 50． 25% ) ，被试年龄 25 ～ 44
岁，≤25 岁 22 人( 5． 4% ) 、26 ～30 岁 95 人( 23． 5% ) 、
31 ～35 岁 139 人( 34． 4% )、36 ～ 40 岁 88 人( 21． 8% )、
41 ～44 岁 60( 14． 9% ) ; 婚姻状况: 未婚 72 人( 17． 8% )、
已婚 323 人( 80． 0% )、离异 9 人( 2． 2% )。
1． 2 工具

1． 2． 1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采用江燕［5］修

订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6］，该量表包括 37
个项目，3 个维度，其中时间价值感维度包括 8 个项

目、时间监控观包括 22 个项目，时间效能感包括 7
个项目。采用 5 点记分法，分值越高表明时间管理

倾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时间价值感分量表、时间

监控观分量表、时间效能感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 0． 819、0． 883 和 0． 835。
1． 2． 2 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General Well － Be-

ing Schedule) 采用段建华［7］修订的 GWB。本量

表共 33 个项目，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本研究中，

量表的信度为 0． 820。
1． 3 研究过程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者，在教师

集中地办公区向教师实施问卷调查，要求匿名填写，

问卷当场收回。所需时间大约为 15 分钟。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7． 0 对数据进行性别差

异 t 检验，婚姻状况、年龄状况差异检验采用方差分

析，主观幸福感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2 结 果

2． 1 时间管理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职
称上的差异 分别以时间管理倾向各因子和主观幸

福感总分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和职称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方差分析。性别、职称和年龄的主效应不显

著; 性别和年龄，性别、职称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而性别和职称在时间效能感上的交互作用显著。
见表 1。

表 1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性别、年龄和职称上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主观幸福感

F P F P F P F P

性别 0． 060 0． 807 0． 026 0． 873 0． 092 0． 762 0． 258 0． 612

职称 0． 079 0． 971 0． 203 0． 894 0． 800 0． 494 0． 426 0． 790

年龄 0． 855 0． 491 0． 550 0． 699 1． 351 0． 251 0． 433 0． 729

性别* 职称 0． 655 0． 580 1． 096 0． 351 3． 238 0． 022 0． 734 0． 569

性别* 年龄 0． 535 0． 710 0． 589 0． 671 1． 637 0． 164 0． 095 0． 963

职称* 年龄 0． 316 0． 977 0． 578 0． 832 0． 588 0． 824 0． 537 0． 864

性别* 职称* 年龄 0． 585 0． 769 0． 621 0． 739 0． 799 0． 589 1． 042 0． 401

进一步对时间效能感在性别和职称上的简单效

应进行比较，①对男性而言，不同职称的高校青年教

师得分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5． 401，P =
0． 001) ，多重比较发现: 助教 ＜ 讲师 、助教 ＜ 副教

授、助教 ＜ 教授、讲师 ＜ 教授; 对女性而言，不同职称

的高校青年教师得分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0． 512，P = 0． 675) ;②对助教而言，男性( 3． 454 ±
0． 595) 女性( 3． 764 ± 0． 528 ) 教师在时间效能感上

的得 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 2． 421，P =
0． 018) ; 对 讲 师 而 言，高 校 青 年 男 教 师 ( 3． 722 ±
0． 654) 的 得 分 略 低 于 高 校 青 年 女 教 师 ( 3． 892 ±
0． 612) ( t = － 1． 976，P = 0． 049) 。而对副教授和教

授而言，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2． 2 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相

关分析显示: 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的

相关显著; 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价值感 =

0． 148( P = 0． 003 ) ;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监控观 = 0． 252 ( P =
0． 000) ; r主观幸福感 － 时间效能感 = 0． 278( P = 0． 000) 。
2． 3 时间管理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以时间

管理倾向的各因子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

回归分析显示，只有时间效能感进入回归方程( F =
11． 718，P = 0． 000 ) ，r = 0． 289，能解释 8． 3% 的变

异。见表 2。

表 2 时间管理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标准化系数 β t P

时间价值感 － 0． 090 － 1． 324 0． 186

时间监控观 0． 110 1． 265 0． 207

时间效能感 0． 248 2． 854 0． 00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向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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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这与已有的关于

大学生被试的研究结果［8 － 9］一致。这可能由于个体

的时间管理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格特征，个体

支配时间的方式与性格( Character) 结构有着密切的

联系［6］。所以时间管理倾向在稳定性上并不因年

龄不同而有差异。
本研究发现职称和性别在职业效能感上的交互

作用显著。说明高职称的男青年教师具有利用和运

筹时间的信念和预期，对时间管理有较高的信心并

能恰当估计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行为能力。而职称低

的女教师时间效能感高于同等职称的男教师，这也

许与其承担的家庭任务较多有关，在协调家庭与工

作的矛盾中，女性较早的锻炼了时间管理能力，时间

效能感较高。而男性从社会文化要求上来说，较少

有面临时间冲突的经验，所以职称低的教师其时间

管理能力未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而在评审职称

的过程中，也许在日常活动、工作中往往表现出更多

的冲突，在合理管理时间的实践中，逐步提高了时间

管理能力。但是，究竟是男性青年教师在职称提升

过程中，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表

现出更多的积极性，逐步锻炼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

时间效能感水平，还是时间效能感水平高的男性青

年教师有较大的可能性实现职称提升，尚待进一步

的考证。
在主观幸福感上，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这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一 致［10］; Haring，Stock 和

Okun 在研究幸福感的过程中提出男性的幸福感比

女性稍高一点，但这种差异值非常小［11］。Lee sec-
combe 和 Shehan 也同样发现在整个幸福感水平上，

男女近乎相等［12］。但职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袁

俏［10］的研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工

具不一样，以及考察的对象不一致有关。本研究仅

研究了高校青年教师，而袁俏的研究则考察了 45 岁

及以上的教师，所以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 50 岁以上

的教师主观幸福感较高有关。
本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存在

显著相关，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13］一致。说明时间管理倾向高

的教师对时间重视程度和利用程度高，能够合理的

安排工作和生活的事务，把自己的事情安排的有条

不紊，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生活的节奏感和工作的

充实感容易获得，能相应的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和积极情绪体验，进而提高了自身的总体幸福感。
本研究探索了四川省高校青年教师时间管理倾

向的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但该预测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

如职业倦怠、职业效能感等因素的调节，可以在后续

研究中进一步考查。同时，本研究仅考查了四川省

部分高校的青年教师，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研究

对象的范围，提高该研究的外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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