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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沿海K省80所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调查分析，

并得出结论：教师心理状况相对不理想、教师工作心理需求不足、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制度保障不到位。文章建

议通过构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的健康服务需求、搭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智慧化服务平台、注

重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管理，落实督导评估体系和优化教师心理工作环境等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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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是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在义务教育

的基础上，培养技能型人才与高素质劳动者。［1］中职

教师是中职教育的主力军，为准确把握中职学校教

师心理健康状况，及早发现他们心理健康的问题，应

建立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在档案管理视域下，应构

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为抓手的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及时疏导压力，加强对教师身心健康管理，

更好地发挥中职教师在加快现代职业，培养技术技

能型职业人才中的主体作用。笔者对沿海K省 80所
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调

查分析，在实践操作层面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

施，以期为同仁提供决策参考。

一、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调查

（一）调查方法及问卷设计情况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调查数据采用描

述性统计分析。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份，收回有效

问卷 950份，其中女性 591份，占比 62.25%；男性 359
份 ，占 比 37.75%。 年 龄 在 20-30 岁 382 份 ，占 比

40.2%；年龄在 31-40岁 316份，占比 33.3%；年龄在

41-50岁 233份，占比 24.51%；年龄在 51-60岁 19份，

占比 1.96%。大学专科 14份，占比 1.47%；大学本科

782份，占比 82.35%；硕士 154份，占比 16.18%。

问卷调查分三个维度：一是心理健康状况是应

对竞争、履行教学职责，当好教师、获得幸福的基本

前提，是素质健全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人际关系

敏感、焦虑、抑郁、强迫症状以及身体变化等内容；二

是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状况是心理健康服务举措的需

求，反映中职教师需求，关注心理健康服务的状况。

主要包括定期心理测试体检，建立档案；建档全覆

盖，分级管理服务；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现代信息管理

手段等内容。三是工作心理需求状况是工作心理状

态和工作压力，主要优化心理环境，减轻压力。通过

问卷测评中职学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状况和工作心理需求状况，能了解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为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档

案，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管理，提供实践依据。

（二）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表1 调查对象年龄段统计表

注：数据来自 K省公办中职学校 2019年素质提

高计划培训班学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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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对象职务统计表

表3 心理健康状况因子统计表

2.服务需求状况统计分析

设置“您希望组织关注身心健康的举措”问卷

调查：

表4

表 5

3.工作心理需求状况统计分析

设置“优化心理环境，减轻压力”问卷调查如

下表：

表6

（三）个体访谈调研情况

个体访谈调研主要侧重工作心理状况维度，访

谈调研设置内容主要包括职称晋升评聘需求、薪资

水平等。

综上问卷调查和个体访谈调研情况表现为：心

理状况相对不理想，工作压力，职称晋升评聘难度

大，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迫切等。分析其问题原因大

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状况相对不理想。调查统计分析发现中

职学校教师心理压力大。主要原因有：一是中职学

校教师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调查对象年龄段统计

表中，年龄在 20-30岁 382份、占比 40.2%，年龄在 31-
40岁 316份、占比 33.3%，这些年轻教师正处于成家

立业的关键期，薪资水平、职称晋升评聘与现实存在

落差。二是地方政府财政经济收入对中等职业教育

的管理影响大。中等职业教育属于高中阶段的教

育，一般由县级政府主办主管。访谈调研结果显示，

地方政府财政经济收入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影响

大，比如职称设置、教师岗位设置、学校教学设施配

套等。因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使职称评聘紧张，

职称职数的比例不合理，初级较多，中、高级少；工资

待遇低，评聘初级职称人数较多。三是生源差。教

育对象主要是初中毕业生，学习基础较差，教育、管

理压力大。

2.教师工作心理需求有待改善。工作心理需求

主要是优化心理环境，改善工作心理状态，减轻压

力。在问卷调查设置“优化心理环境，减轻压力”748
份，占比高达 78.92%。调查分析发现：一是工作负荷

重。教师资源紧缺，工作量大；二是个体资源不足。

年龄越轻、职称越低，压力越大。职称职数中、高级

比例偏少，薪资水平总体低，家庭经济压力大。

3.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制度保障不足。调查统计

分析发现，中职学校教师心理状况相对不理想，心理

健康服务不完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制度保障存在

短板，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调查设置“建档全覆

盖，分级管理服务”575份，占比达 60.29%。

二、档案管理视域下中职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需

求的思考和建议

针对调查统计分析，剖析问题原因，着力改善教

师心理状况，优化工作心理环境，减轻压力，必须从

档案管理视域下，全覆盖建立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

康档案为载体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以教育机构组

织人事部门为主体，加强心理健康管理的危机干预

机制，从而促进中职教师心理健康，提高他们生活质

量及工作效率。

（一）构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的健康服

务需求。以建立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为载

体，构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新模式，补齐心

理健康服务需求制度保障存在的短板。多维度推动

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测试体检，健全心理医疗保

障体系，明确要求把心理健康纳入医疗保障常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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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项目，调动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测试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定期普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把心理筛

查、心理咨询、心理评估、心理治疗等纳入教师建档

项目，并建立个人心理健康档案［2］。同时把中职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不定期的工作心理状况调查等

服务需求资料存入档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评

估、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区分心理健康、心理亚健

康、心理健康问题等不同心理健康等级，树立治未病

理念，及时提出建议，畅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通道，

形成自我纾解、组织引导、及时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

（二）搭建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智慧化服

务平台。定期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测试体检，全方

位推进心理测评。组织心理问题医疗专家研究制定

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工作心理三维量表，对焦虑、偏

执、抑郁、积极情绪、认知功能、灵活性、适用性、自律

性、工作心理状态、工作压力等 10个因子测评。以教

育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为管理主体，适当招聘心理学

专业毕业生、心理信息管理员。开发智慧化心理健

康测试体检软件系统，手机下载心理健康测试体检

APP，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中职学校教师心

理健康档案智慧化服务平台，把心理测评、心理咨询

预约、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功能信息集于一体，加

强对中职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同时要健全安全

保密工作机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

通过心理健康档案智慧化的心理测试分析评估，能

如实掌握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第一时间掌握教

师心理行为动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的心

理危机预警机制，有效化解心理障碍，防止心理问题

演变为心理疾病。

（三）注重中职学校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管理落实

督导评估体系。教育部门统一领导和规划，结合本

地实际，成立责任制组织职能部门，健全党组织、工

会、群团组织管理督导评估联动体系，完善考核评价

机制。把教师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管理纳入平安校

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重要必选项。定期对心理

健康测试体检，心理健康档案管理工作开展评估及

督导。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使教师心理健康档案

为载体的服务新模式落实落地见效。

（四）档案管理视域下重视优化教师心理工作环

境。以心理健康档案管理为抓手，分析心理服务需

求，重视职业道德教育，优化教师心理工作环境。落

实职称评聘、提升薪资待遇，这是教师普遍的要求，

也是情理之中的需求，但也要正视政府财力限度、事

业单位职称竞争评聘等存在的现实状况。通过谈心

谈话，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培育良好师德师

风，科学地、有针对地进行疏导。把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纳入中职学校教师师资队伍进修培训整体教学计

划，开设专题心理健康辅导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落实好他们职务职称评聘工

作，提高工资待遇，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关爱重点群

体，特别是中青年、职称低的教师，加强人文关怀，推

动党委组织协调子女入学、家庭困难救济、延长产假

期。从思想、工作、生活、待遇等各方面关心关爱老

师，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形成尊师重

教的良好风气，消除心理健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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