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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获取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提高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采用自编问卷对陕西某省属高校近 700 名教职工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教职工普遍存在心

理压力和困扰，对学校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有强烈诉求; 教职工心理压力和困扰来源多元化，在心理健康

服务的内容上关注内在和自我，在心理健康服务的方式和途径上具有理性和科学性的特点。依据调查

结果，提出建立健全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组织架构，加强筑牢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支持保障，拓展完善

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方法途径三方面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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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的功能，而教职工是高校发挥各项功能，实现

其价值的主力军。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高等教

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化，高校教职工面临的压

力日益增加，很多教师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不可

避免遭遇着存在性焦虑的困惑［1］，高校教职工已成

为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之一。
十三五期间，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快速推进，实

现“双一流”成为教职工奋进向上的动力之源。随

之而来的是人才引进力度大幅增加，聘任制的广泛

推行，高校教职工的年龄、学缘、学历结构，管理机制

发生 改 变，冲 击 着 原 有 的 身 份 认 同，形 成 制 度 困

境［2］，在教师准入、培训、评价等方面产生诸多问

题［3］，给教职工带来不少压力与困惑，也造成心理

健康问题呈现时代性、多元化、复杂性的特点。
高校教职工的心理健康与否，关系着国家教育

事业的发展前景，关系着各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

务和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关系着高校各项事业的

稳步推进，关系着高校师德师风、教风学风的建设与

养成。因此，关注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状况，为高校

教师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心理健康服务帮助高校教职工缓解心理上的不适

应，帮扶教职工学会自我调整，以积极、乐观、向上的

心态处理自我内在，以及自我与外在的各种关系，真

正地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
为提升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质量和针对

性，了解心理健康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有必要对高校
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调查与分析，从而为更
有针对性的制定面向高校教职工的心理健康服务政
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和支撑。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陕西省某省属高校教职工作为研究对
象。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在高校工会的组织下，发动
了 20 个分工会对学校教职工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情况进行调查。借助分工会，面向近 700 名教师开
展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 697 份，有效问卷 674 份，

问卷有效率 96．7%。参加问卷调查的男性 386 人
( 57．3%) ，女性 288 人( 42．7%) ; 学历上，本科及以
下学历 163 人( 24．2%) ，硕士 239 人( 35．5%) ，博士
272 人( 40．4%) ; 类型上，管理人员 156 人( 23．1%) ，

教师 475 人( 70．5%) ，其他保障人员 43 人( 6．4%) 。
1．2 研究方法

依托各分工会采用填写调查问卷方式进行信息
收集，问卷为不记名问卷，不涉及调查对象个人信
息，由调查对象自愿填写，由各分工会收集后汇总到
工会，开展信息的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自编的“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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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现

有成熟的调查问卷［4］，形成调查问卷初稿，开展了

小规模试验调查和反馈修订，最终确定了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包括 7 个题项，主要调查内容包括:

( 1)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必要性;

( 2) 教职工存在心理压力与心理困惑情况;

( 3) 心理压力与心理困惑的主要来源;

( 4) 希望提供心理服务的形式;

( 5) 希望了解哪些心理知识与技能应对心理困扰;

( 6) 希望提供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服务;

( 7) 希望通过哪种方式表达心理压力或情绪变化。
2 调查结果及分析
2．1 教职工心理健康状况与健康服务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45%的教职工认为心理压力与

心里困惑普遍存在，23%的教职工认为少量存在，

27%的教职工认为个别存在，5%的教职工认为不存

在。95%的教职工认为学校有必要主动关注教职工

的心理压力或情绪变化。从结果来看，高校教职工

心理压力、心理困惑是普遍存在，教职工比较关注自

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学校提供相关的心理健康

服务有强烈的诉求。
2．2 教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来源情况

通过调查可知，教职工产生心理压力与心理困

惑的主要原因包括科研任务重 ( 18%) 、人际关系
( 11%) 、家庭关系( 13%) 、经济压力( 22%) 、亲子关

系( 9%) 、生命意义 ( 6%) 、情绪困扰 ( 18%) 、其它
( 3%) ，调查结果如图 1 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教

职工心理压力和困惑的来源多元化，来自于工作、家
庭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对于心理健康服务内容

的需求也会呈现多元化特点。

图 1 教职工心理压力与心理困惑主要来源

2．3 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需求

在教职工希望了解的心理知识与技能方面，

36%的教职工希望了解心理学专业理论知识，35%
的教职工希望了解如何缓解不良心理反应，29%的

教职工希望了解如何寻求专业人员的心理帮助。针

对教职工希望提供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服务开展调

查，51%的教职工希望可以提供压力疏导帮助，30%
的希望提供职场人际关系服务，19%的希望提供亲
子关系帮助。从调查结果来看，教职工对心理健康
服务内容的关心程度较高，且更关注自我层面，寻求
自我的平衡。教职工不再满足了解解决心理问题普
适性的方法和技巧，更加注重自身对相关心理学理
论知识的习得、对心理问题本质的溯源，以及对心理
问题自助自救意识的建立和方法的掌握。
2．4 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需求

在教职工希望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方面，
30%的教职工希望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及团体活动，
20%的教职工希望学校提供心理健康评估，19%的
教职工希望学校提供职工入职心理测试，22%的教
职工希望学校建立心理咨询室 /减压室，另外 7%的
教职工系统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课题研究，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职工希望提供心理服务形式

在希望通过哪种方式表达心理压力或情绪变化
方面，30%的教职工会选择与心理咨询师沟通来表
达心理压力或情绪，而分别有 24%、21%、19%的教
职工选择与同事交谈、和朋友分享、向亲人倾诉的方
式表达，如图 3 所示。

图 3 希望通过哪种方式表达心理压力

从调查结果来看，61%的教职工，希望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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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评估、入职心理测试或建立心理咨询室 /减
压室，近 1 /3 的教职工希望与心理咨询师沟通，因此
教职工所需心理健康服务形式较为多元，同时具有
专业性和科学性的特点。高校教职工受教育程度
高，具有较高的研判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会期望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可
持续性的心理服务构架，随着心理压力、困惑、焦虑
等情况的与日俱增，随机性的安慰、鼓励和思想教育
工作，单一的宣讲、报告等已经无法满足教职工对于
心理辅导的实际需求。
3 应对策略

通过调查，掌握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基本情况
和健康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
性的措施和建议。
3．1 建立健全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组织架构

研究表明，很多高校的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较
为零散，具有偶然性、突发性、应急型等特点，缺乏相
应的心理健康服务组织构架开展科学、有效、可持续
性的工作。当前，心理健康服务已经从最初的医学
模式逐步发展为医学－教育－社会整合模式，意味着
心理健康服务远远不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经
常性、多方位、全覆盖的工作方法。建议高校加强顶
层设计，建立由校领导指导，校工会牵头，整合人事
处( 教师发展中心) 、学生处、校医院、各分工会、心
理学相关专业教师等资源，建立完善的组织构架，明
确责任分工、工作流程，确保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
作常态化、规范化、合理化地开展，提升学校心理健
康服务效能。
3．2 加强筑牢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支持保障体系

3．2．1 服务制度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根据学校“十四五”规划及
学校重点工作计划，明确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目标，开展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课题研究，制定心理
健康服务的发展规划，制定具有操作性、指导性，科
学合理的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制度政策，确保工作
可持续性开展。
3．2．2 服务经费支持

建议高校依据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范
围、途径、方法等适当给予经费支持。在相关部门专
项经费、分工会经费分拨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该项工
作在工作环境改造、专业诊疗器材、人力劳务、图书
资料、师资团队建设等工作中的经费预算及支出。
在学校经费预算的基础上，可通过校友联盟、合作企
业等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地筹措经费，保障教职

工心理健康服务的顺利开展。
3．2．3 服务队伍建设

教师心理健康状态分为心理正常、心理困扰、心
理障碍、精神疾病四种。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校
教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多元性、多层次等特点，需
要基于“医教结合”方式，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的心理
学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服务队伍［5］。建议学校
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分层次、多角度建设心理
健康服务队伍，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工作。加强校
工会、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 现有工作人员的心理
学知识及技能培训，解决教职工日常生活中出现的
突发性、暂时性心里困扰。将学生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职人员及心理学、社会学、人
力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教师补充到教职工健康服务
师资队伍中来，解决教职工持续性、复杂化的心理障
碍。同时聘请专业机构、医院的专家诊断治疗教职
工较为严重的心理及精神疾病，守住底线。
3．2．4 建立健全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与帮扶

高校要做顶层设计，协同各种资源，为教职工职
业发展搭台铺路，提供帮扶，缓解教职工在工作中遇
到的困惑与焦虑。

( 1) 通过专业讲座培训、心理测评等方式，帮助
教师学习职业发展的理论知识，了解职业发展的基
本规律，建立职业发展规划的意识，引导教职工对自
身职业生涯发展兴趣方向积极定位、主动规划。

( 2) 充分发挥荣休教师以及临近退休教师的
“传帮带”作用，加强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督促和引
导。

( 3) 细化完善各类考核目标任务，加强引导拓
宽教师职称评审及分类考核的通道，激发师资存量
活力，在科研成果考核的基础上，积极鼓励教师参加
和参与各类教学竞赛、教学研究，学生学科竞赛指
导，发挥优势，以点带面，提升自身职业发展能力。

( 4) 在鼓励教师参加相关行业及学术领域的培
训会议的基础上，加强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重点加强针对某一个群体、某一个专业或是某一门
课程、某一个研究方法的培训，打破现有的新进教师
校内、校外标准化、清单式培训的机械单一模式，将
教师培训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落到实处。
3．3 拓展完善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方法途径

3．3．1 宣传引导
30%的教职工希望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及团体活

动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因此，可通过科普讲座、知识
竞赛、读书分享、心理健康专栏、心理健康调研访谈
等方式实现宣传、教育、引导，提升教职工的心理健
康意识。帮助教职工了解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最重
要的是要引导教职工积极关注自我心理健康，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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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心理健康观，正视心理健康问题。即使出现心
理健康问题，能够根据情况进行基本的自我心理保
健或科学合理地寻求专业的帮助。
3．3．2 服务平台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的建设应充分考虑服务平台
的便捷性、专业性、隐秘性。建议高校将已有的学生
心理工作室的资源向教职工开放，在校内为教职工
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放松、心理宣泄、心理测量及心
理诊断的空间及渠道，对有心理健康需求的教职工
进行个别服务或者开展经常性的系列团体服务。在
此基础上，充分考虑高校教职工受教育程度高、熟人
社会等因素，建立网络心理平台，满足教职工匿名进
行心理健康问题咨询、解答及帮扶的诉求，进一步实
现心理健康服务的针对性及广泛性。
3．3．3 支持系统

充分发挥高校工会的作用，工会工作人员做好
学校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领导小组与教职工个体间
的纽带和桥梁，深入教职工群体，了解教职工的心理
状态，为教职工提供人文关怀，建立学校、学院( 机
关) 、系、党支部网格式支持关怀系统［6］。针对有特
殊心理健康需求的教职工，建议与家庭成员携手建

立家庭协助支持系统，以自愿为原则，提供家庭成员
的心理健康知识及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创造和谐、温
馨的家庭氛围，进一步提高教职工心理健康服务的
成效。工会及分工会继续发挥工会活动的积极作
用，丰富教职工的文化生活，为教职工提供运动和娱
乐场所及机会，创建良好的群体心理氛围。组织适
合放松、倾诉、交流的座谈会、联谊会、茶话会、读书
分享会等，以职业发展、人际关系、情绪疏导、婚姻家
庭、亲子关系等为切入点，帮助教职工缓解心理压
力、畅通疏导渠道，满足教职工的需求。
4 结束语

高校是教职工工作、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和场所，

高校教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本文在特定高校教职工范围内，选取研究对
象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
教职工在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心理健康服务内容、
方式、途径等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基于调研结
果，本文详细阐述了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在后续
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引入专业心理学理论支撑，基
于实际开展的访谈、团建、诊疗案例，提出更具有针
对性和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案和策略。

参考文献:
［1］郭德侠，楚江亭，时广军．大学教师存在性焦虑研究: 资本的视角［J］．教师教育研究，2019，31( 4) : 60－67．
［2］张伟，张茂聪．聘任制语境下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困境与制度变革路径［J］．高等教育管理，2020，14

( 4) : 52－60．
［3］马雪琴，白振飞．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榆林学院学报，2011，21( 6) : 85－88．
［4］杨睿娟．中国高校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D］．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2018．
［5］季文泽，汤琳夏，吴庆涛．医教结合视域下高效心理健康服务的融通模式［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0，43

( 1) : 45－50．
［6］朱联东，刘辰辰．新时期高校工会在青年教师心理援助中的作用及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20，12( 50) :

94－96．
( 责任编辑: 杨 飞)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of College Staff

HUANG Ling
(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04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ized demand of college staff concerning on mental health services，and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ervices，a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investigate
nearly 700 staff members i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 in Shaanxi． The survey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widesprea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aff，and they have strong demand for the provis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e sources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staff are diversified．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and their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tends to be
more specialized and scientific in terms of methods and way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thre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to strengthen the sup-
port and guarantee as well as to expand and improve the methods and ways of staf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Key words: college staf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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