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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过程中，１６００万的教师群体是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教师整体素质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

平。关心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为教师的心理健康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和氛围，
是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教育稳步发展、改革步伐不断加大的

条件下，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趋势如何、教师群体最突出的心理问题是什么？这是关注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首先要明确的基本问题。基于２２７篇以９０项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为心理健

康测评工具的实证研究报告，获得了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１８年间２３０组共８８５００位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

数据。横断历史的元分析（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研究结果反映出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的年代变化趋势：（一）整体而言，世纪之交的１８年间，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二）１８
年间，中国教师在“焦虑”症状方面变化最大，而在“躯体化”方面变化最小；（三）１８年间，中国教师在

“恐怖症状”方面问题最轻，而在“强迫症状”方面所表现出的问题一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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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要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所规划的一系列重要战略目标，培
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之一。教师的心理素质，尤其是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是教师整体素质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教育教

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教育

稳步发展、改革步伐不断加大的条件下，中国教师的

心理健康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好，还是有

所降低？应该如何提升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上述

问题是我国教师、家长和学生，以及教育行政部门、教
育和心理科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推

进教育领域相关工作的必要基础。

（一）有关中国教师心理健康的争论

林崇德等研究者（林崇德，李虹，冯瑞琴，２００３）
认为，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既包括积

极和消极的 情 绪 情 感，也 包 括 个 人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其核心是自尊。国际上心理健康的标准测评工

具之一是ＳＣＬ－９０（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其

中文名称一 般 为“９０项 症 状 自 评 量 表”，该 量 表 在

临床研究中应用广泛。ＳＣＬ－９０测查内容包含较为

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变量，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

关系、生活习惯等。具体维度包括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

病性９个因素。个体在该量表测查中所得分数越

高，就表明心理方面越不健康。
我国对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使 用 的 工 具 多 为ＳＣＬ－９０，但 这 些 使 用 同

一测评工具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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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教师的心理 健 康 水

平较差，低于常模或对照组，心理问题较多。例如，
胡卫平等研 究 者 采 用ＳＣＬ－９０对 山 西 省２８２所 学

校３３５２名中小学教师进行的心理健康调查（胡卫

平，马玉玺，焦丽英，汪华英，２０１０）发现：山西省中

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成人。其中，
３４．９％的教师存在轻度心理问题，１２．４％的教师存

在中度心理问题，２．２％的教师存在严重的心理障

碍；李玉荣（２００６）调查了５２８名初、高中教师的心

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中学教师的总均分及各因

素得分都高于常模，说明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总体状

况较差；一项以３６３位高中教师为研究对象的调查

（刘亚丽，王瑶，２００８）发现，除“人际敏感”一项外，
其余８项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且与常模均有显著

差异，其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

性与常模有极其显著的差异，所测被试心理健康状

况总体不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王蕾（２００６）测查

了２０３名高校教师的ＳＣＬ－９０相关状况，也发现与

全国成人常模比较，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

于一般人群，尤其表现在强迫、人际敏感、恐怖、偏

执几个方面。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我国教师心理健 康 的 总

体状况 是 好 的。例 如，张 蕾 和 孙 凯 基（２００１）研 究

１１１７名 小 学 教 师 的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后 发 现，教 师９
项ＳＣＬ－９０心理指标中，只有“躯体化”一项高于国

内常模，其它８项均无显著差异。在对高校２５５名

教师ＳＣＬ－９０测查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杨贵英和李

国辉（２００８）发现，除“强迫”因素分高于常模外，其

余因素得分较常模低，而且除“躯体化”外，全部达

到统计显著水平，表明此次调查的高校教师的心理

健康状况相对而言较全国常模良好。此外，一项以

２２８名中学教师为对象的ＳＣＬ－９０研究（张永华，孙
宁，李迎春，张志芳，２００２）发现，除“躯体化”因素得

分高于全国 常 模 外，其 他 因 素 得 分 均 低 于 全 国 常

模，其中除“敌对性”外，均与全国常模存在显著性

差异，研究者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学教师总体心

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常模”。上述研究因所使

用样本局限于某地或某一学段的教师，加上不同的

研究所参照的常模标准有所不同，故而使得结论方

面有较大差异，无法得出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究竟如

何的可靠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样本都是

教师群体的某一个代表性样本，本研究将基于这些

研究，通过方法的创新得出有关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变迁的较为完整、可靠的图景。
（二）现有的元分析方法及其局限

对于上述研究结果和结论方面的争议，一般心理

学领域是运用元分析的方法来解决。元分析作为一

种对已有研究系统梳理的研究方法，是由Ｇｌａｓｓ正式

提出（１９７６）的。元分析通过对众多单个研究结果进

行综合的统计学分析，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性

的结论。主流的元分析方法是通过计算效果量（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来实现的。效果量计算所常用的统计指标为ｄ，
Ｃｏｈｅｎ首先提出了ｄ的计算公式，后Ｇｌａｓｓ等对其补

充完善（辛 自 强，张 梅，２００９），其 公 式 为：ｄ＝（Ｍｅ－
Ｍｃ）／ＳＤ，其中Ｍｅ为实验组的均值，Ｍｃ为控制组的均

值（通常量表的常模分数也可视为控制组分数），ＳＤ
为两组的共同标准差。针对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的状

况，目前已有了５项元分析研究（孙乐芩，冯江平，林
莉，２００７；廖 畅，２００８；张 积 家，陆 爱 桃，２００８；张 艳 丽，
２００９；高学锋，李朝旭，２００８），但这几项研究的结论并

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发现，我国大学教师ＳＣＬ－９０
测量的大部分因素与全国常模相比无显著差异（孙乐

芩，冯江平，林莉，２００７；廖畅，２００８），但另一项研究指

出“高校教师心理不健康检出率最高”（张积家，陆爱

桃，２００８；有的研究者得出“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低于常模水平”的结论（廖畅，２００８），有的则认为，我国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情况并不严重（张艳

丽，２００９；高学锋，李朝旭，２００８）。
虽然传统的元分析方法有一定的优势，能够在

缺少原始数据的情况下系统整理以往相关的大量

研究，从而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在心

理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方法的运用还

是非常有限的（辛自强，张梅，２００９）。这主要是因

为元分析本身的局限性，例如对已经发布的研究结

果依赖性大，研究结果的整合会受到文献质量和数

据来源的影响。此外，传统元分析方法中涉及有关

样本年代的问题，不同年代的元分析结果会有差别

（辛自强，张梅，何琳，２０１２）。许多元分析的研究结

果都证实 了 数 据 收 集 年 代 与 研 究 结 果 存 在 关 联。
如一项研究（罗国忠，冯江平，孙乐芩，２００７）发现，
年代可 以 解 释１６ＰＦ问 卷 中“忧 虑 性”这 一 特 质

５０．７％的变异情况，还可以解释“紧张性”这一人格

特质４８．５％的 变 异。正 是 因 为 这 一 原 因，本 研 究

将运用新的元分析方法———横断历史研究 方 法 探

讨教师心理健康随年代而变化的情况。
（三）横断历史研究

美国学者Ｊｅａｎ　Ｍ．Ｔｗｅｎｇｅ教授提出了一种与

以往不同的元分析技术———“横断历史的元分析”
（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国 内 学 者 辛 自 强

等将其称为“横断历史研究”（辛自强，张梅，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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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使用的是横断研究的“设计”对较大跨度

时间、时代（或历史发展）范围内有关心理变量的变

化做元分析研究的方法。这里的“设计”并非如个

体发展的横 断 研 究 那 样 预 先 构 造 好 了 方 法，而 是

“事后追认的”，即将孤立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加以

连贯，从而使得已有研究成为关于历史发展的横断

取样（辛自强，池丽萍，２００８）。该方法的独特之处

在于，以时间为纽带，将相应的心理量和社会指标

相联系，探讨出生组效应背后的社会变迁因素，其

作为一种特殊的元分析，在描述个体的心理量随年

代变化趋势的同时又向前迈了一步。Ｔｗｅｎｇｅ已经

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了某些心理变量，如人们对妇女

的态度（Ｔｗｅｎｇｅ，１９９７ａ）、男性和女性特质随年代变

化的现象（Ｔｗｅｎｇｅ，１９９７ｂ），并 以 传 统 的“出 生 组 效

应”（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来描述这种现象。出生组不

仅代表个体的出生日期，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由此

决定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从

这个意义上说出生组效应能反映历史和文化的变

化，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除传统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之外 对 个 体 的 个 性 特 征 产 生 影 响 的 重 要 因 素

（Ｔｗｅｎｇ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１；Ｔｗｅｎｇｅ，２００１ａ；Ｔｗｅｎｇｅ，
２００１ｂ；Ｔｗｅｎｇｅ，Ｚｈａｎｇ，Ｉｍ，２００４；Ｔｗｅｎｇｅ，Ｉｍ，２００７）。

辛自强等人引入和发展了这种研究方法（辛自

强，池丽萍，２００８），并用于中学生心理健康（辛自强，
张梅，２００９）、应对方式（辛自强，刘春晖，张莉，２００８）
和焦虑（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ｕ，２０１０；辛 自 强，张 梅，何 琳，
２０１２；）等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横断历史研究可以

描述在时间演进的过程中某一心理变量的变化过

程，也可以通过考察心理变量与社会指标的关系解

释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并用滞后分析

思路 来 说 明 这 种 影 响 的 性 质（辛 自 强，池 丽 萍，
２００８）。辛自强等人所做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未成

年人或学生群体，中国成年人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

健康状况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哪些变化？为回答

这一问题，我们于近几年研究了中国铁路工人（衣新

发，刘钰，廖江群，窦东徽，彭凯平，２０１０）和中国军人

群体（衣新发，赵倩，蔡曙山，２０１２）的心理健康变化

趋势。结果发现，从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９年，中国铁路工

人的心理健康发展趋势相对平稳，而中国军人则从

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７年表现出越来越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领域在

以往的２０年时间里不断推进了改革，教师群体是教

育改革所依靠的根本力量，有必要考察在改革过程

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变迁情况，因为教师们健康

的心态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提升

教育质量的重要心理资源。以往的研究发现（辛自

强，张梅，２００９）中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有逐年下降

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是否也

有类似的逐年下降的趋势。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与

常模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故而有必要通过新的方法

来考察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的变迁情况。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使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

法来研究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变化趋势。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搜集

１．文献搜集的标准

在文献搜集时采取如下标准：（１）所有研究都

使用同一心理健康测量工具———ＳＣＬ－９０；（２）所有

研究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内地的教师群体，不包括港

澳台的被试，教师类别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

教师。（３）研究报告中有量化的明确的数据结果（一
般包括均值和标准差）；（４）发表年代在１９７９—２０１１
年间。所有研究均满足以上四项标准，其ＳＣＬ－９０测

得数据才能纳入本研究的文献数据库中。
２．文献检索

在中国 期 刊 网（ＣＮＫＩ）的 中 文 全 文 数 据 库 和

硕士博士 论 文 数 据 库 中，分 别 以“教 师”、“老 师”、
“ＳＣＬ－９０”、“心理健康”、“心理卫生”等为检索词在

题目、关键词和摘要等项目下检索，检索的时间范

围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１年。从检索得到的文献中选取符

合上述标准的文献。最终得到发表于１９９４～２０１１
年的 文 献 共２２７篇，其 中 包 含２３０组 数 据，涉 及

８８５００名中国 教 师 的 心 理 健 康 数 据 指 标。各 年 度

所对应的数据组及被试数量如表１所示。根据研

究惯例，本文中的数据收集年度一般用发表年减去

２年获得（研究中标注具体数据收集时间的除外），
本研究的数据年代为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１９９３年及之

前的数据因为样本量过小或数据的真实性有问题

故未纳入分析。选取这一年代区间的原因在于：第
一，是遵循上述文献选择标准的结果；第二，中国新

一轮的改革开放始自于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
一年代区间的数据可以深入地反映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变迁；第三，１９９２年，在党的

十四大上，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１９９３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选取该年代区间的教师心理健康数据，能够

很好地反映在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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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教师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各年度ＳＣＬ－９０数据组及被试数量分布

年份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数据组

被试数量

１

７１

１

７６

１

４４２

２

２６４

６

１９８３

３

４１１

１１

３４５３

１４

５４２３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数据组

被试数量

２８

９９７６

２８

１０２１８

３０

１１３５７

２５

１７４２２

２１

７４００

２８

８７６６

２３

７７４２

８

３４９６

２３０

８８５００

（二）数据整理

将所有研究的数据根据发表年代，测 评 时 间，
学校类型，人数，性别，年龄，教龄，来源地区，文化

程度和 发 表 期 刊 等 指 标 分 别 编 码。另 外，大 多 数

ＳＣＬ－９０的相关研究都采用的是１－５的５级 量 表

计分，对于按着０－４的方式计分的数据，将报告各

因素得分加１，从而将其转换为１－５级计分模式。
研究文献的来源为《教育研究》、《中国学校卫生》、
《健康心理学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教

育学刊》和《心理科学》等１３９种。

三、研究结果

１．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随年代的变化

从１９９４年～２０１１年 的１８年 间，中 国 教 师 的

心理健康究竟出现了哪些变化？本研究表明，中国

教师ＳＣＬ－９０的均值随时间演进而逐渐升高，表明

其 心 理 健 康 的 总 体 水 平 是 逐 渐 下 降 的。图１是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中国教师ＳＣＬ－９０的９个因素均 值

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图２是在这１８年间，中国教

师的ＳＣＬ－９０总均值数据点和趋势线，从趋势线的

走向来看是逐渐走高的。这说明，这１８年间，中国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有所下降的。为了更精确

地量化描述ＳＣＬ－９０各因素随时间的变化，将年代

与各因素的均值及标准差做了相关和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２。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中国教师ＳＣＬ－９０各因素均值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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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中国教师ＳＣＬ－９０总均分及其变化趋势

表２表明，中国教师ＳＣＬ－９０中的“抑郁”、“恐

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等４个因素的均值与年

代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其他维度与年代之

间呈现出非显著的正相关；而在标准差方面，除“躯
体化”、“恐 怖”和“精 神 病 性”维 度 之 外，中 国 教 师

ＳＣＬ－９０中其他６个因素的标准差与年代之间都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其他维度与年代之间也呈现出

非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整体而言，从１９９４年 到

２０１１年，我国教 师 心 理 健 康 的 整 体 状 况 是 逐 年 下

降的，同时，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每一年的差异量也

越来越大。

表２　ＳＣＬ－９０各因素均值及其标准差与年代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因素 Ｒ１ Ｒ１２　 Ｒ２Ｒ２２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５８＊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５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４１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７５＊＊

０．６６＊＊

０．４３

０．７１＊＊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４５

０．２７

０．５６

０．４４

０．１８

０．５０

０．１２

注：Ｒ１为均值与年代的相关系数，Ｒ２为标准差与年代的相关系数；＊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

２．心理健康随年代的变化量

综上，ＳＣＬ－９０所有９个因素的得分都随着年代

的增长而增高，为了探明这种增高的具体数量，需要

利用 回 归 方 程 及 每 个 研 究 的 标 准 差 加 以 统 计

（Ｔｗｅｎｇ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１；Ｔｗｅｎｇｅ，Ｉｍ，２００７）。首

先，我们利用回归方程计算了起始和终止年心理健

康各因素均值的变化。本研究的回归方程为ｙ＝Ｂｘ
＋Ｃ，其中Ｂ代表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ｘ为年份，Ｃ
为常数项，ｙ为平均数，而平均标准差则通过将所有

研究的标准差求平均而得到，这种采用个体层面变

量的方法有效避免了生态谬误（Ｔｗｅｎｇｅ，Ｉｍ，２００７；
辛自强，张梅，２００９）。

表３　教师心理健康的变化量

因素 Ｍ１９９　４ Ｍ２０１１ Ｍ变化 ＭＳＤ ｄ教师 ｄ军人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１．６９

１．８１

１．６２

１．５６

１．４５

１．５４

１．３５

１．４０

１．３４

１．７４

１．９１

１．７０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６５

１．５２

１．６２

１．５１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４７

０．２０

０．３４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１１

注：ｄ＝（Ｍ２０　１１－Ｍ１９９　４）／Ｍ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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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见表３），１９９４年时心理健康的

９个因素的均值在１．３４～１．８１之间，而２０１１年时

的９个因素均值在１．５１～１．９１之间，平均标准差

为０．４２～０．６１。１８年内９个因素均值的变化范围

是０．０５～０．２２，增加了０．０９～０．４７个标准差（即ｄ
值）。这说明中国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过程是

逐步的（如表３所示，此前研究中，军人心理健康的

变化量ｄ值为０．０６～０．２５，教师的变化量 整 体 上

高于军人群 体，当 然 军 人 的 心 理 健 康 是 越 来 越 好

的，而教师则是逐年下降，两大职业的变化方向不

同）。这其中，变化最大的因素是“焦虑”因素，而变

化最小的因素是“躯体化”因素。此外，结合图１的

结果可以发现，如果从ＳＣＬ－９０内部各因素的情况

来看，“恐怖”这一因素在１８年间得分均值都是最

低的，而“强迫症状”的均值在１８年间一直高于其

他因素。
研究中，我们对不同学段的教师做了 编 码，但

因不同年代不同学段的教师人数并不稳定，如果同

样使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各学段教师

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则可能会使某些数据缺乏该

年代的代表性，所以，本研究并未将各学段的教师

区分予以分析；因此，研究结果反映的是教师这一

职业群体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的情况。

四、讨论与结论

（一）世纪之交的１８年间，中国教师的心理健

康有所下降

通过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结果显 示，在 世

纪之交的１８年间，中国教师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呈现出逐年下降的发展趋势，并体现在心理健康经

典测评工具———ＳＣＬ－９０测得的系列变量随年代的

变化趋势上。这种研究方法避免了因取样代表性

有限而无法得出具有普遍性结论的缺陷，能够全面

地反映中国教师自１９９４年以来的心理健康变迁趋

势。如果结合对教师心理健康变化量的分析，我们

能够看到这种教师心理健康下降的幅度是较大的。
这种日益不健康的表现尤其体现在抑郁、恐怖、偏

执和精神病性４个心理变量上。虽然教师心理健

康的其他四个变量与年代的相关不显著，但相关系

数也在０．２８～０．４５之间，且呈正相关。这说明，中
国教师所表现出的日益严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个

体心 理 负 担、职 业 倦 怠、工 作 压 力 和 人 际 关 系 等

层面。
根据统计结 果，教 师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在 过 去１８

年间的下降幅度是较大的。具体而言，中国教师在

“焦虑”方 面 变 化 最 大，而 在“躯 体 化”方 面 变 化 最

小；在“恐怖症状”方面问题最轻，而在“强迫症状”
方面所表现出的问题一直突出。这说明，目前中国

教师普遍的心理问题也包括“恐怖症状”和“强迫症

状”，ＳＣＬ－９０中的“恐怖症状”的对象主要包括空旷

场地、人 群、公 共 场 所 和 交 通 工 具。ＳＣＬ－９０中 的

“强迫症状”主要指那种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

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行为等表现；还有一些比

较一般的感 知 障 碍，如 脑 子“变 空”了，“记 忆 力 不

好”等，也在这一因素中反映出来。当然，中国教师

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等

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症状表现。
在以往我们研究的三大职业群体中，与铁路工

人和军人比起来，只有教师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是

逐年下降的，铁路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时代的

变化保持稳定，而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则随时代的

发展而越来越好。这就提醒我们，特定职业群体的

心理健康随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变迁是与该职业在

时代发展中的系列变化有着高度的相关。
（二）中国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原因

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教师的心

理健康状况是 不 容 乐 观 的，并 没 有 随 着 过 去 近２０
年教师收入的增加、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逐步改善而

出现其心理健康水平相应提升的发展趋势。结合

布朗芬布 伦 纳（Ｕｒｉｅ　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的 生 态 系 统

理论（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可以初步 分 析

我国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随着社会发展有所下降的

部分原因。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 系 统 理 论（Ｂｒｏｎ－
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１９８９）关 注 的 是 人 与 人 直 接 生 活 的 环

境之间相互适应的情况，即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环境的特性也在不断变化，这两者之间相互适应的

过程受到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同时也都受到

更高一级大环境的制约。为此，布朗芬布伦纳将人

类发 展 的 环 境 分 为 小 （ｍｉｃｒｏ－）、中 （ｍｅｓｏ）、外

（ｅｘｏ－）和大（ｍａｃｒｏ）共四个环境系统。在过去二十

年的时间里，中国教师发展所面临的以上四个环境

系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校系统的内部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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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在社会变迁过程

中所面对的新要求与自身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可能

会形成某种张力，教师能否有效应对这种张力可能

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中国确立了教育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１３年前，中国开始推进实施新课

程改革，教师能否适应新课改之下的教育教学要求

是影响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新一轮

课程改革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为前所未有，在一

系列的教育改革过程中，社会对教师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多重的角色期待。一方面，来自教育理论和

教育政策的声音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与责任感，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在教

学实践中，学校和家长等对教师的评价则是学生的

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新课改”主要涉及的是新教

学理念的传播、教材套数的增加和课堂教学改革的

探索，对教师提出了许多高要求，但居于主导地位

的学生评估方式、选拔方法和行政部门的治理方式

却无根本的配套变革，也未给课改的执行教师配套

相应的改革经费。不少一线教师在多套教材的变

换和适应中无所适从，在众说纷纭的课堂教学模式

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要求教

师在有上级检查或学生在校时实施“新课改”要求

的课堂教学，而在上级不检查和放学后，全面恢复

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及大量、频繁的作业、考试

要求。
在此背景下，教师的职业角色经历了系列变化

（孟万金，２００４）：从传统的“教书匠”向教育教学的

创造者转化；从传统的课程被动执行者向研究者转

化；由改革的抵制者和旁观者向设计者和开发者转

化；由传统的专业个人主义向合作者转化；由教学

中的“唯一主角”向“平等的首席”转化。这五种变

化对教师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职业角色要求，这需

要两套很难兼容的价值体系和知识、能力结构，教

师在这两种声音中普遍会体验到角色冲突和职业

倦怠。这必然会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带来一定的影

响，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心理负担。但在实践层面，
很少给教师心理健康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课改的

“六大目标”和“三大理念”之中，主要强调改变学习

过程、课程结构和评价方式，并未配套提出为达成

新课改的目标，教师的积极心态如何保持，应该如

何缓解在 改 革 过 程 中 所 可 能 经 历 到 的 职 业 倦 怠；

“新课改”理念提倡“以学论教”，主要从学生的情绪

状态、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和

生成状态六个方面评价课堂教学，但是教师的情绪

状态、思维状态和压力状态该如何评价与调整，“新
课改”中并未提及。

其次，在过去２０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依法治

校”和“以人为本”等理念的落实，校园日益呈现“泛
民主化”的趋势，学生的权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保

障，学生犯错 误 后，教 师 再 也 无 法 用 传 统“私 塾 先

生”的打手板和打屁股的方法惩戒学生，故而教师

愈发丧失传统权威，当然这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是

否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建立教师的权威、如何建立新

的班级秩序，却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甚至，有

刚毕业的师范生，在工作一个学期之后谈体会时深

有感触地说：“我算明白了，要想让学生好好学习，
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否则他们不怕你，连作业都

懒得做。”试想，当有些教师习惯性地将“不给好脸

色”成为职业的需要，教师的心理健康肯定高不到

哪里去。
教师的经济收入是保证教师体面生活的基础，

也是体现教师工作价值的基本标志，更是教师保持

心理健康的首要条件。从经济学角度看，与其他职

业相比较而言，教师相对收入水平是师资供给的决

定性因素。教师相对收入水平会深刻影响教师对

自身职业的认同、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态，更是教

师队伍流失率的核心影响因素（杨建芳，２００９）。在

过去的二十年里，教师的工资收入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但是这种增加可能低于我国房价、物价等生活

成本上涨的趋势，教师的待遇与能够充分满足自身

的生活所需来说还存在差距，教师自身的生存压力

较大，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年轻教师，普遍存在着生

存压力所带来的心理困扰。
再次，随着 社 会 的 发 展 以 及 城 镇 化 的 速 度 推

进，独生子女日益成为学生的主体，学生的心理问

题也日 趋 严 重。有 研 究（杨 建 芳，２００９）发 现，从

１９９２至２００５年间，中国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在缓慢

增加，即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缓慢下降。辛自强等

人（Ｘｉｎ，Ｎｉｕ，＆ Ｃｈｉ，２０１２）完 成 的 针 对 青 少 年 的

心理问题、焦虑、抑郁和自尊的４项横断历史研究

也发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水 平 在 下 降：一 方 面 那 些 消 极 的 心 理 特 征，如

心理 问 题、焦 虑 水 平、抑 郁 水 平 等 逐 渐 增 多 或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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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那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却逐渐下

降。另外，伴随中国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城乡

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两类

儿童中 的 大 部 分 均 属 于 处 境 不 利 儿 童（申 继 亮，

２００９）。这就要求教师关注他们的学习状况、个性

特点、情绪特点和社会行为等，帮助处境不利儿童

更好地整合其发展所需的家庭资源、学校资源和邻

里资源。上述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增加和特殊

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得教师要花费比以往更多的

时间与精力来处理学生的问题，而且即便在处理学

生问题时，教师也得慎之又慎，难以抉择。
最后，另外一些因素也会对教师的心理健康产

生影响。现在主流的社会风气往往只重视教师的

教育教学质量，重视教师的社会责任，却忽视教师

个体的承受力和需求，当教育教学质量不高、学生

发展出问题时，教师往往成为替罪羊。此外，有的

“名校”班级 规 模 超 大，甚 至 有 些 小 学 就 已 达 到７０
－８０个人一 个 班，光 批 改 两 个 班 学 生 的 作 业 就 得

占用教师大量的精力，此外教师还要备课、开会、参
与教研和照顾家庭。这些因素也是教师心理健康

水平下降的部分原因。
（三）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对策分析

１．个人层面

在同等职 业 压 力 下，有 的 教 师 会 出 现 心 理 问

题，有的教师则可能会化压力为动力，实现教师专

业能力的持续发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影
响个体心理健康和应对工作压力的个人因素主要

包括五个方面：（１）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是
否有信心（自我效能）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

成功；（２）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是否有积极的归因

（乐观）；（３）能否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

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希望）；（４）当身处逆

境和被问题困扰时，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迅速复原

并超越（韧 性），以 取 得 成 功；（５）能 否 不 满 足 于 现

状，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不断尝试用更加新颖的

方式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创造力）。以上五个方面

综合起来组成了“心理资本”概念，是指个体在成长

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这一

概念是近些年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研究

的新进展（衣新发，２０１１）。
在积极心理学方面，教师心理资本的主要成分

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和创造力等，都是可以

测量和具有开发性的，都可以根据促进熟练掌握、
增加成功体验、提供替代学习／模仿和社会说服、积
极反馈等特别的培训和练习得到提高。而教师的

教育信念、职业理想、知识、能力与教学效果等其他

教师素质的重要成分，也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在

师范教育与教师培训的过程中得到塑造、培养和提

升。然而，总体而言，我国师范教育和教师培训模

式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郝文武，２０１１）。所以，教

师要具有在以上方面提升的意向、计划和行动，并

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实质的提升。师

范教育方面，虽然我国在十年前开始新课改，但在

师范教育的课程体系及教学体系当中，还难觅新课

改的踪影，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体系与课程体系，师范大学的教师们面对基础教育

新课程过程中出现的“高效课堂”等现象，不是盲目

批判、就是全盘接受，还无法从更高的层面给出有

指导意义的建议。因此，在源头上，师范生在校时

并未掌握和内化“新课改”的理念与操作方法，并未

获得“真才 实 学”，他 们 毕 业 后 投 入 到 中 小 学 工 作

后，往往会显现出“江郎才尽”的局面，要颇费一番

周折才能适应实际中的教学，故此，新教师的适应

困难也是造成教师心理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因此，
在校师范生要预见到未来适应新工作岗位时所可

能面临的挑战，在大学期间更新知识结构、树立正

确的教育信念、提高职业理想和职业能力，使自身

能胜任新课改的工作要求。

２．学校层面

首先，在校园日益泛民主化的时代，要 探 究 新

型的建立学校和班级秩序的途径和方法，要运用民

主教育的内容让师生都明确和内化自己的权利与

义务，使得 学 校 氛 围 既 保 持 一 定 的 多 元 化 和 灵 活

性，又有适度的规矩与严肃性，让师生都在有“好脸

色”的情况下实现各自的健康发展。其次，学校应

该大力控制班级规模，如果班级规模过大，允许教

师有申诉的权利。再次，学校应该成为教师的“守

护神”，各级学校应该探索为教师开展专门化的心

理疏导。教师的心理疏导一般指的是针对教师个

体心理问题的干预方式，特别是通过改变个体自身

的某些特点来增强其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环境的能

力，这些特点包括改变教师自身的期望、提升教育

信念和自我效能感，帮助教师构建积极的应对策略

和归因风格，并通过“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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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心理平衡”等原则实现保持健康的目的。在这

方面，要向军队学习、逐步建立起专门的校园教师

心理疏导体系。自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５日起，我军就已

施行新版的军队条令，在新版军队条令中，已经正

式将军人的心理疏导纳入其中。这就意味着，我国

军人的心 理 疏 导 工 作 已 经 上 升 到 制 度 化 的 高 度。
而反观教师群体，还并没有专门的旨在服务于教师

心理健康的相应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像爱护

和关心军人一样，高度重视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和

心理疏导工作，要知道教师的心理负担并不比军人

更轻松。

３．社会层面

首先，应该 加 强 教 师 心 理 健 康 标 准 的 研 制 工

作。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教师群体ＳＣＬ－９０常模。
虽然本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文献有２２８篇之多，但
我们基本上找不到１个基于教师这个群体所研制

的专门 常 模，几 乎 所 有 研 究 使 用 的 都 是２５年

前———即１９８６年中国成人 的 常 模（金 华，吴 文 源，
张明园，１９８６）作为研究的参照标准。而有研究（冯
正直，戴琴，２００８）发现，军人心理健康参照常模的

数量达１６种之多。从这种悬殊性的对比中，可见

教师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缺乏。其次，教育行政部

门要为创新型的师范教育、教师培训以及班级规模

控制和教师心理疏导等提供制度保障。今后，我国

在进行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制定、研究导向和经费

投入时，应同时着眼于提升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水

平，只有教师有一个较好的心理健康状态，课程改

革的持续深入、人才创新素质培养的工作才有可能

是可持续的。建议国家层面早日制定教师心理健

康的测量标准和测评工具、定期为教师实施心理体

检，并出台专门的教师心理健康促进政策，从人力、
物力和财力上为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建立保障

体系。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心理问 题 的 潜

在破坏性都是巨大的。学校、企业或其他事业单位

等组织一般习惯用物质方式来激励员工，但其效果

往往并不理想，大量的研究发现，内外激励相结合

往往更为有效。国际上，长期以来流行一种名为员

工帮助计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ＡＰ）
的服务（张西超，２００６），这种服务是组织为了帮助

员工及其家属解决可能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由组

织出资设置一整套系统服务的项目。随着社会的

发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先进企业、学校、社会团体

或政府 组 织 使 用 这 一 服 务 项 目。大 量 研 究 表 明，

ＥＡＰ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优化方案。截止

到２０００年，８０％的 财 富５００强 企 业 为 员 工 提 供

ＥＡＰ服务。同时，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

事业单位，推行心理帮助、压力管理、情绪管理和员

工激励等多种形式的ＥＡＰ项目。近２０年来，我国

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推进了一系列

诸如新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教育改革方案，但对于教

师心理健康维护与提升的工作，我们还有更多的工

作要做。未 来，要 进 一 步 推 进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政

策，应该投入相当的人力与物力，整合已有的研究成

果与资源，尽快建立起完善的“中国教师帮助计划”。
（致谢：作者衷心感谢中央财经大学辛自强教

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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