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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女教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既有一般职业女性的职业／家务双重角色行为特

征，又有高校教学与研究的职业时空行为特征。基于韩山师范学院女教师的调查数据，对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

不同职位的女教师日常活动的时空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接近６０％的女教师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在３０１～４８０

分钟之间，１９％的女教师工作时间在４８０分钟以上。６０％的女教师在工作日的家务时间超过６０分钟。女教师休

息日的家务时间大部分人在６０～１８０分钟之间，最高达３６０分钟。教授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普遍高于４８０分钟，

在休息日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要高于其他职称的教师。此外，女教师都有夜间工作的特点。总体上看，女教师休闲

和娱乐时间较少，但是寒暑假期间女教师的活动空间范围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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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女教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重要力量，这
个群体既有一般职业女性的职业／家务双重角色
行为特征，又有高校教学与研究的职业时空行为

特征。行为地理学中的时间地理学方法体系是

联系微观层次上个体行为的传记式考察与个体

行为在大尺度上汇总结果的统计式研究的有效

手段，在对居民日常活动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尤

其在对儿童、女性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研究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１］。高校女教师的生存状态主

要包括：女教师人数占高校教师队伍总数的比

例，女教师的年龄、学历、学科、专业技术职务和

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等情况［２］。本研究将时间地

理学的日常活动路径表示方法运用到韩山师范

学院不同职称、年龄及学历的女教师日常活动的

分析，以反映当前高校女教师生活状态及水平的

某一侧面。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笔者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对韩山师范学院专任女教师（韩山
师范学院女性专任教师占全体专任教师人数的

４３．８％）发放问卷２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６份，
问卷有效率为７４．４％，约占该校专任女教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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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１％。问卷涉及该校女教师的年龄、学历、职
称和家庭情况，重点调查其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

时间安排和空间分布情况。笔者把时间主要分

为工作、家务、休息／私事、运动／娱乐、购物休闲
和空间移动六部分。空间活动主要分析出行距

离、出行频率、出行方式和出行模式。综合两者

勾勒出女教师时空行为的特征，运用时间地理学

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年龄、学历、职称和家庭状况

等条件约束下的女教师的时空行为进行分析和

研究。

二、调查数据统计

（一）女教师的年龄、学历及职称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１），韩山师范学院女教
师的年龄集中在３１～５０岁之间，约占调查总人数
的７１％。５１岁以上的只有１６．１％，低于３０岁的
青年女教师人数最少，占１２．９％。
表１　韩山师范学院女教师年龄、学历和职称构成情况

年龄
比例

（％）
学历

比例

（％）
职称

比例

（％）

２５～３０ １２．９ 本科 ９．７ 助教 ６．５

３１～４０ ５８．１ 硕士 ７１ 讲师 ５４．８

４１～５０ １２．９ 博士 １９．３ 副教授 ２９

５１～６０ １６．１ 教授 ９．７

学历结构方面，以硕士为主，博士学位比例

为１９．３％，本科学历只占９．７％。大部分女教师
为讲师和副教授，其中讲师占５４．８％，助教和教
授的比例分别为６．５％和９．７％，韩山师范学院女
教师的年龄、学历及职称结构特点在高校中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见表１）。
（二）女教师的家庭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见图１），韩山师范学院女教
师有８４％处于已婚状态，有３％是离异状态，有
１３％未婚。其中未婚人数的比例与“２５～３０岁”
年龄段女教师的比例吻合，青年女教师的结婚年

龄多数在 ２５到 ３０岁甚至更晚，这与高校教师
“学业门槛”高有关。

相关数据还显示，有３８．８％的女教师目前没
与子女一起生活或尚未生育，其中６．５％未曾生

育。在已生育的女教师中，有超过一半家庭的子

女尚未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已成年或独立工

作的占２５．９％（见图２），这也显示出高校女教师
的婚育年龄有上升的趋势。

图１　女教师的婚姻状况

图２　教师子女的社会状态

三、女教师日常活动的时空特征分析

（一）女教师日常生活时间分配分析

根据教师的职业性质，可以把生活时间分成

工作日和休息日两类。工作日时间分为工作与

非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包括一些生理必须时

间，如休息／私事；也包含一些日常项目，如娱乐、
运动、家务、购物和空间移动等。除此之外，由于

教师的职业特点，非工作日也有一些工作时间的

需要。其中，工作日与休息日的非工作时间安排

有差异。

１．工作日的生活时间分配。数据显示（见图
３），接近 ６成的女教师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在
３０１～４８０分钟之间，１９％的女教师工作日的工作
时间在４８０分钟以上，有２３％的女教师工作日的
工作时间在１８０～３００分钟之间。大部分专任教
师除了完成常规的教学工作之外，还开展相关的

科研工作，以及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课外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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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从工作时间上看，女教师每个工作日的工

作时间普遍不低于 ３００分钟。接近两成的女教
师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４８０分钟。

图３　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在工作日的非工作时间中，家务和休息、私

事占的比例较高。休息／私事，最高达到 ６００分
钟／天，不过，高于 ４００分钟的比例不到两成。
６０％的女教师在工作日的家务时间超过６０分钟
（见图４），最高达到３００分钟，最低为３０分钟，平
均数为１０９分钟，相对较高，这可能与占８４％的
女教师已婚状况及传统女性承担主要家务工作

有关。

图４　家务时间分布

其他的非工作时间相对零碎化（见图 ５），
购物时间普遍低于 ６０分钟，并且 ７６．７％的人
集中在３０分钟以内，只有６．７％的人购物时间
在６０分钟以上。占６０％的女教师运动娱乐时
间在３０分钟以下，３０％的女教师在工作日运动
娱乐时间为３０到６０分钟，只有１０％的女教师
在工作日每天有 ６０分钟以上的娱乐和运动时
间。空间移动时间低于 ３０分钟或无需空间移
动的为５６．７％，这是因为部分教师住在学校宿
舍或学校附近；接近６０分钟空间移动的为３６．
７％。有少部分女教师工作日的空间移动在

６０～１２０分钟之间，这些人可能居住在离学校
较远的地方。从总体上来说，女教师工作日花

费在空间移动上的时间不多，表现出工作日女

教师的活动空间相对比较狭窄。

从以上几个日常活动项目来看，都呈现出从

“短时间段”向“长时间段”递减的规律。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工作日女教师花费在娱乐、购物上

的时间比较少，除了必需的休息和私事时间以及

空间移动时间之外，工作时间较为固定并占据了

相对较高的比例。

图５　工作日非工作时间分布

图６　非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２．休息日的生活时间分配。相比于工作日，
女教师在休息日的工作时间相对较少（见图６），
可仍有３１％的人在休息日工作时间超过１２０分
钟，但基本不超过４８０分钟；６９％的人工作时间低
于１２０分钟；其中 １７．２％的人在休息日没有工
作。相比于工作日，女教师在休息日用于休息和

私事的时间明显增多，超过两成的人休息时间在

４８０分钟以上，有６．９％的人休息时间为 ６００分
钟。大部分人的休息和私事时间在３６０～４８０分
钟之间。所以，虽然休息时间相比于工作日有所

增加，仍有部分人的休息时间低于３６０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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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休息和工作，女教师休息日一般花较多

时间在家务上（见图７），家务时间在６０分钟以上
的 比 例 是 ７６６％，在 １２０分 钟 以 上 的 也
有４２．８％，大部分人在６０～１８０分钟之间，家务
时间最多为 ３６０分钟。这跟已婚教师的人数比
例高有关系，部分已婚女教师在休息日的工作时

间较少，自由分配的时间有所提升，但要比工作

日承担起更多家庭事务的责任。

图７　休息日的家务时间分布

图８　休息日非工作时间安排

在休息日，女教师的购物、运动娱乐和空间

移动的时间也有所增加（见图８），超过６成的女
教师购物时间在３０分钟以上，而在工作日只有
约两成的女教师花费３０分钟以上时间购物。休
息日有１７．２％的女教师花费１２０分钟以上时间
进行运动娱乐；运动娱乐在３０分钟以内的由工
作日的 ６０％下降为 ２７．６％，超过 ３０分钟的由
４０％上升到７２．４％。

（二）女教师日常活动空间分析

１．工作日的空间路径分析。工作日女教师
的社会时间主要以工作为主，休闲娱乐及购物为

辅（见图９）。空间移动时间大部分也保持在６０
分钟以下。出行主要是从住处到学校的空间移

动，单程中最大的出行距离主要保持在１５ｋｍ以
下；出行频率多数在１～３次／天；出行方式以步

行和自驾汽车为主；出行结构以“工作—家”和

“工作—购物—家”为主。１２．９％的女教师在工
作日单程中最长的出行距离低于１ｋｍ。接近一
半的女教师工作日出行距离在 １～５ｋｍ之间，
２２．６％的人最大出行距离在 ５～１５ｋｍ的范围
内，有个别是工作日的公事出差或其他特殊原因

出行的，其出行距离超过 １５ｋｍ，但所占比例不
高。

图９　工作日女教师单程出行的最大距离

图１０　工作日的出行方式

在工作日，自驾汽车的出行方式占绝大多数。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女教师出行的交通工具普遍是
小汽车，其中，购物出行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

次，以步行的方式出行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有

２５．７％的人选择步行上班，这些女教师可能是住在
学校或者学校附近；而在购物和娱乐上选择步行的

也有１５．６％和２３．３％，她们可能是在校内或附近
完成购物和休闲娱乐等活动，也有小比例的人选择

自行车出行来完成这些活动。

关于工作日的出行频率，７１％的女教师每天
有１～３次（往返以一次计）出行，也有６．５％的人
工作日每天的出行频率在３次以上。其中，除了
固定的工作出行，还包括娱乐和购物等其他非工

作出行。根据出行结构看，这些频率较高的出行

者，除了从家里到学校工作之外，主要出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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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购物，休闲娱乐的比例相对较少。

在出行结构中，以“工作—家”为主的占６５．６％；
在下班回家途中进行购物的也有１８．８％；而在下班
后进行休闲娱乐或者娱乐和购物后再返家的比例很

小；也有一些女教师需要接送小孩上下学。

总体上看，除了必需的休息和私事活动，以

及一部分的家务劳动是在家里完成之外，女教师

在工作日的出行距离水平适中，大部分不高于

１５ｋｍ。出行频率普遍不高于３次／天，而出行的
主要目的是工作和购物，出行方式主要是自驾汽

车或步行。

２．休息日的空间路径分析。休息日的空间
行为从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 ３个时间段来分
析，主要通过出行距离、出行方式、出行频率及出

行模式４个方面来研究。表２显示，在周末，女教
师单程最长的出行距离集中在５～２０ｋｍ之间；而
且其出行频率中没有大于 ３次／天的；出行目的
主要以休闲娱乐和购物为主，也有进行短期外出

旅行的；大部分女教师在周末出行选择自驾汽车

的方式。

表２　周末女教师空间分布特征

出行

距离

（ｋｍ）

比例

（％）
出行

方式

比例

（％）

出行

频率

（次／天）

比例

（％）
出行

模式

比例

（％）

＜１ ３．２ 步行 ５．８ ０～１ ４８．４
休闲

娱乐
３０．６

１～４．９１６．１自行车 ５．８ １～３ ５１．６ 购物 １９．４

５～９．９ ２９
公共

汽车
８．９

购物

娱乐
２７．８

１０～２０３８．７摩托车 ５．９
外出

旅行
１３．９

＞２０ １３
自驾

汽车
６７．６ 其他 ８．３

高铁 ３．０

飞机 ３．０

表３显示，在节假日，女教师的单程最长出行
距离基本都大于 ５ｋｍ，超过 ６成的女教师集中
在５～５０ｋｍ之间，出行超过 ５０ｋｍ的有 ３２．３％；
６４．５％的人每天的出行频率在１～３次之间，没有
超过３次／天的；在出行方式上，大部分人选择自驾
汽车出行，其他出行方式比例相对零碎；休闲娱乐

和外出旅行是大部分人在节假日的出行选择。

表３　节假日女教师空间分布特征

出行

距离

（ｋｍ）

比例

（％）
出行

方式

比例

（％）

出行

频率

（次／天）

比例

（％）
出行

模式

比例

（％）

＜１ ３．２ 步行 ５．２ ０～１ ３５．５
休闲

娱乐
２７．８

１～４．９ ３．２ 自行车 ５．２ １～３ ６４．５ 购物 ５．６

５～１９．９２９．０
公共

汽车
２．７

购物

娱乐
１６．７

２０～５０３２．３摩托车 ７．９
外出

旅行
３８．９

＞５０ ３２．３
自驾

汽车
６８．４ 其他 １１

高铁 ７．９

飞机 ２．７

表４显示，寒暑假期间女教师的单程最高出行
距离大部分在１００ｋｍ以上，主要是旅行或探访亲友
等其他活动；主要方式是自驾汽车、搭乘高铁或者飞

机，因为寒暑假自由支配时间较多，长途旅行或者外

出探访亲友者较多，所以相比于节假日和周末，寒暑

假选择高铁或飞机出行方式的也较多；至于出行频

率，除了３．２％的人出行频率大于３次／天，其余的人
基本低于３次／天，与周末节假日类似。

表４　寒暑假期间女教师空间分布特征

出行

距离

（ｋｍ）

比例

（％）
出行

方式

比例

（％）

出行

频率

（次／天）

比例

（％）
出行

模式

比例

（％）

５～１９．９ ３．２ 步行 ２．３ ０～１ ４５．２
休闲

娱乐
１４．６

２０～４９．９３．２ 自行车 ２．３ １～３ ５１．６购物 ９．８

５０～１００ ６．５
公共

汽车
２．３ ３以上 ３．２

购物

娱乐
１２．２

＞１００ ８７．１摩托车 ７．０
外出

旅行
４８．８

自驾

汽车
６０．５ 其他 １４．６

高铁 １８．６

飞机 ７．０

（三）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时空分布对比

相比于工作日，在节假日或寒暑假等较长假

期，女教师购物和休闲活动相应增多，出行距离

也有明显的上升，但每日出行频率变化不大。寒

暑假的出行距离大多在１００ｋｍ以上，比工作日和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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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活动空间范围明显扩大。在工作日，购

物、娱乐和家务时间大多在 ６０分钟之内。在休
息日，购物娱乐等休闲活动比例明显上升。

（四）女教师日常时空行为的内部差异

１．不同职称和学历女教师的日常活动时空
分布。韩山师范学院女教师的最高学历比例分布

是：本科占９．７％，硕士占７１％，博士占１９．３％。职
称的比例分布是：助教占６．５％，讲师占５４．８％，副
教授占２９％，教授占９．７％。其中，硕士作为讲师
的比例为４８．４％；本科作为副教授、硕士作为副教
授和博士作为副教授的比例都是９．７％；硕士作为
助教、硕士作为教授及博士作为讲师的都是６．５％；
博士作为教授的只有３．２％。调查显示，大部分女
教师的职称是讲师和副教授，她们基本拥有硕士或

博士学位，无论工作日还是非工作日，她们都保持

着一定量的工作时间。多数女教师处于已婚状态，

属于个人的购物和娱乐时间相对较少，工作日和平

常周末的出行距离较短，主要集中在家与学校

之间。

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Ｔ．Ｈａｇｅｒａｔｒａｎｄ）创立了
时空棱柱体模式，利用时间空间分析法研究人们通

勤的行为空间范围［３］。以典型案例绘制个人日常

活动时空棱柱图，可以观察到不同职称女教师的时

空行为差异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的长短上，图１１
（１）显示，随着职称级别的提升，工作日与非工作
日的平均工作时间呈现上升的趋势，教授在工作日

的工作时间普遍高于４８０分钟，而在休息日其平均
工作时间也要高于其他职称的教师；教授在工作

日、周末和节假日的出行频率和出行距离总体水平

偏低。图１１（２）显示，女助教的工作时间平均低于
４８０分钟，但她们在休息日的工作时间与其他女教
师不相上下。此外，夜间工作也是女教师时空行为

的重要特点。

２．不同年龄阶段和家庭情况女教师的日常活
动时空分布。图１２显示，女教师工作日的工作时
间基本少于４８０分钟；休息日则注重休息和娱乐购
物活动，但出行频率和距离水平偏低。５０岁以上
的女教师平均工作时间偏高，与中青年人相比，她

们的近距离出行偏向选择步行或公交，并且出行频

率的总体水平也较高。３１～５０岁之间的中青年女

教师，她们的日常活动时空分布比较类似。这个年

龄段的女教师多已婚生子，但孩子尚未成年或较为

年轻，她们除了在事业上处于发展和高峰期之外，

还需要承担起家庭事务的劳作和孩子的培养教育

工作，无论在个人的休息还是娱乐出行上，比起年

轻和年长的女教师，她们都存在一定的时空限制。

她们的个人自由支配时间比另外两个年龄阶段的

女教师要少，空间移动上也相对集中。

图１１（１）　不同职称女教师工作日的日活动路径案例

图１１（２）　不同职称女教师工作日的日活动路径案例

（注：图中各职称的时空路径以相应的典型个

案为例绘制）

图１２　不同年龄段女教师节假日的日活动路径案例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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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由调查数据可见，虽然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相

对“自由”，但是女教师的工作时间仍然较多。从

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助教不同职称的女教师工作

时间的差异可见，随着职称的晋升，工作压力加大，

尤其处于中年的女教师，其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在日常时空行为中表现明显。因此，对高校女教师

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更多的平等竞争机会将更

加有利于高校师资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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