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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旨在系统评价2011 ～ 2020 年十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数据分析表明， 界定时间段内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的 158 篇文献不

存在显著的发表偏移； 近十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不同时期的全国常模相

比， SCL - 90 所有因子的效应量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亚组分析显示， 教

师心理健康状况在地域类型、 教师类型和期刊类型上存在差异。 十年间中国教

师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 呈现整体平稳、 略有提升的趋势； 本

研究整合近十年教师心理健康研究成果， 降低单一研究结果的测量误差和抽样

误差， 有益于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教师群体心理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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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8 年发布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 表明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 教师的人

格和心理健康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和行为 （赵世平， 李传

银， 2006）。 探究教师的心理健康对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国家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我国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最早始于 1979 年 （肖桐， 邬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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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基于发文量的数据表明： 1979 ～ 1999 年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学术关

注度较低； 后续 10 年此领域发文量持续上升， 形成研究热点； 2011 ～ 2020
年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学术关注度有所下降。 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研

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 多为问卷调查和干预性实验。 其中问卷调查多以

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徐生梅等， 2019） 为主， 少量涉及教师心理健

康评价量表 （张华， 丁新胜， 2020）、 一般健康问卷 （GHQ） （张冉， 叶超，
2018）、 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 （ DASS） （王雨晴等， 2016） 等。 在以

SCL - 90 为测查工具的研究中， 研究对象为高校教师的最多， 占比近 38% ；
以小学教师、 中学老师、 特殊教育教师、 混合教师群体以及未注明教师群体

为研究对象的占比分别为 7% 、 14% 、 3% 、 23% 和 15% 。 但因不同的样本规

模、 研究地域和年代等影响，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元分析与传统的文献综述相比， 使用系统的方法收集、 筛选和综合原

始数据， 系统地考虑研究对象、 方法、 测量工具等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并

对结果进行定量分析， 保证了结论的科学性、 客观性和真实性。 已有学者

对 1979 ～ 2015 年我国不同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展现了

不同时期、 不同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趋势： 汪海彬等 （2013） 的

元分析表明 1979 ～ 2012 年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 范会勇等

（2016） 对 2001 ～ 2015 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幼儿教师心

理健康水平略差于全国成人心理健康水平； 1991 ～ 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

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 学前教育阶段相对稳定 （肖桐， 邬志辉，
2018）。 但尚缺乏近年的对整个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

本研究对 2011 ～ 2020 年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元分析， 可以避免

研究样本容量小、 研究区域单一、 年代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能客观反映我

国教师近十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为教育管

理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一 文献收集与统计

（一） 文献收集

1. 文献检索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Ｉ）、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系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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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关于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的文献。 文献包括研究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的期刊

文献、 学位论文 （检索时包含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检索主题为： “教师” 或含 “老师” 并且 “ SCL - 90” 或含 “心理健康”。
检索的起止时间设置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文献筛选

文献纳入标准： 调查对象为我国教师群体 （包括幼儿教师、 中小学

教师、 高校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 ； 使用 SCL - 90 量表作为测量工具的

实证研究； 文献中描述了 SCL - 90 各因子的均值和标准差。 文献排除标

准： 内容不全或不清晰； 同一样本数据的重复报告。 通过阅读题目和摘

要等排除未使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文献， 共获得 407 篇。 依据文献纳入和

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全文浏览， 排除未使用 SCL - 90 量表的文献 146
篇、 内容残缺或不清晰的文献 95 篇和重复样本数据的文献 8 篇， 最终

筛选出 158 篇文献； 其中最大样本量为 8015 人， 最小样本量为 27 人，
总样本量为 60542 人。

（二） 文献统计

1. 统计方法

将评分标准为 0 ～ 4 分的文献均值加 1 转换为 1 ～ 5 分。 采用 Excel 提取

和整理文献中的目标信息， 采用 CMA2. 0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 0）
元分析专用软件计算效应量和进行亚组分析。 使用罗杰和冷卫东 （2013）
文中公式计算效应量 Cohen's d 值。 0. 1 < d≤0. 2、 0. 2 < d≤0. 5、 0. 5 < d≤
0. 8、 0. 8 < d≤1. 2、 1. 2 < d≤2 依次对应较小、 小、 中、 大、 较大的效应量

（Sawilowsky， 2009）。 样本量较小时， 采用 Hedges （1981） 文中公式计算

Hedges's g 值。 Hedges's g 为 0. 2、 0. 5 和 0. 8 分别代表小效应量、 中等效应量

和大效应量 （Cohen， 1988）。 根据统计学原理， 通过检验 9 个因子及均值

的 Q 值和 I2 值判断是否具有同质性， 结果为 Q 检验具有显著性， 且 I2 >
75% ， 说明 9 个因子及均值有异质性， 故本研究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孔博

丹等， 2014）。 为了分析结果是否稳定可靠， 采用漏斗图、 Egger's 回归系数

检验和 Begg 秩相关检验进行发表偏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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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节变量的选取与编码

考虑教师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王维英等， 2010） 对教师心理健

康状况的影响， 并参照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蓝皮书的地域分类

方法， 本研究选取地域作为调节变量， 划分为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和中部

地区。 以往的研究表明， 高中教师、 初中教师、 小学教师等不同类型的教

师之间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 （董文军， 2002）， 故本研究选取教师类型作

为调节变量。 根据教学阶段划分为幼儿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包括

中职教师）、 大学教师 （包括高职教师）、 特殊教育教师、 混合和未注明。
为探讨研究所发表的期刊类型和有无基金支持与研究的效应量是否有关，
进一步探究发表偏倚情况， 故按照文献发表的期刊类型分为核心期刊、 普

通期刊、 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具体编码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节变量编码

调节变量 编码 样本数 样本量

地域

东部地区 72 32374

中部地区 43 11733

西部地区 43 16435

教师类型

幼儿教师 16  3735

小学教师 9 2084

中学教师 30 17339

大学教师 58 16747

特殊教育教师 5 1217

混合 32 17544

未注明 8 1876

有无基金支持
有基金支持 74 26370

无基金支持 84 34172

期刊类型

核心期刊 17  5854

普通期刊 114 46911

学位论文 22 7195

会议论文 5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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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结果

（一） 发表偏倚检验

选取漏斗图 （Funnel plot） 检验元分析的发表偏倚。 从漏斗图呈现的结

果来看， 大部分样本成堆地聚集在平均效应值周围， 且对称散开地分布于

漏斗图的中上端， 只有极少数样本位于漏斗图底端或偏离平均效应量值较

远， 该结果表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发表偏

倚， 采用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和 Begg 秩相关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及 Begg 秩相关检验都不显著 （p > 0. 05）。 由以上统计指

标可知，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受发表偏倚的影响很小， 得出的结论具有可靠性。

表 2 纳入文献的发表偏倚分析结果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 Begg 秩相关检验

intercept SE t df p Z p

- 1. 689 1. 067 1. 583 156 0. 058 0. 976 0. 165

（二） 教师心理健康 SCL - 90 得分总体水平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将教师 SCL - 90 得分， 分别与 1986 年全国常模 （金

华等， 1986） 和 2018 年全国常模 （刘媛媛等， 2018） 进行对比检验， 结果

如表 3 所示。

表 3 教师 SCL - 90 得分与不同全国常模对比的效应量

因子
1986 年全国常模 （n = 1388） 2018 年全国常模 （n = 12160）

d 95% CI p d 95% CI p

躯体化 0. 50 0. 45 0. 56 < 0. 001 0. 56 0. 49 0. 62 < 0. 001

强迫 0. 37 0. 32 0. 42 < 0. 001 0. 31 0. 26 0. 36 < 0. 001

人际关系敏感 0. 08 0. 03 0. 13 0. 002 0. 34 0. 29 0. 37 < 0. 001

抑郁 0. 22 0. 18 0. 26 < 0. 001 0. 39 0. 34 0. 44 < 0. 001

焦虑 0. 46 0. 40 0. 52 < 0. 001 0. 42 0. 37 0. 48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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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子
1986 年全国常模 （n = 1388） 2018 年全国常模 （n = 12160）

d 95% CI p d 95% CI p

敌对 0. 29 0. 24 0. 34 < 0. 001 0. 26 0. 21 0. 31 < 0. 001

恐怖 0. 42 0. 36 0. 48 < 0. 001 0. 48 0. 40 0. 55 < 0. 001

偏执 0. 21 0. 15 0. 26 < 0. 001 0. 28 0. 22 0. 34 < 0. 001

精神病性 0. 41 0. 35 0. 46 < 0. 001 0. 30 0. 25 0. 36 < 0. 001

因子均值 0. 39 0. 34 0. 44 < 0. 001 0. 39 0. 34 0. 44 < 0. 001

同 1986 年全国常模相比， 9 个因子及因子均值效应量统计检验都具有

显著性 （p < 0. 05）， 且效应量值都为正。 从效应量的大小来看， 除人际关

系敏感为较小效应量 （ d = 0. 08）， 其余因子 （ dmin = 0. 21， dmax = 0. 50） 均

为小效应量。 结果表明： 2011 ～ 2020 年，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差于 1986 年

全国常模。
同 2018 年全国常模相比， 9 个因子及因子均值效应量统计检验都具有

显著性 （p < 0. 001）， 且效应量值都为正。 从效应量的大小上看， 除躯体化

因子具有中等效应量 （ d = 0. 56） 外， 其余因子 （ dmin = 0. 26， dmax = 0. 48）
均为小效应量。 研究结果表明： 2011 ～ 2020 年，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差于

2018 年全国常模。

（三） 调节效应量检验

选取地域、 教师类型、 有无基金支持和期刊类型作为调节变量， 提取

Excel 中相应的信息， 使用 CMA2. 0 对教师与全国常模在因子均值上进行亚

组分析； 考虑到常模时效性选用 2018 年全国常模。
亚组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1） 在地域方面，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东部地区 （ d = 0. 34）、 中部地区

（d = 0. 35）、 西部地区 （d = 0. 50） 效应量依次增大， 且都属于正的小效应

量， 与 2018 年全国常模的统计检验都显著 （ p < 0. 001）， 说明地域是影响

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近十年各地区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均显著低于全

国成人的心理健康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2） 在教

师类型方面， 幼儿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大学教师、 特殊教育教师、
混合和未注明教师类型的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教师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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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和未注明的样本效应量为正的中等效应量； 教师类型中大学教师、 幼

儿教师、 特殊教育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的样本效应量依次增大， 且

都为正的小效应量； 与 2018 年全国常模的统计检验均显著 （p < 0. 05）。 说

明教师的心理健康受教师类型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均低于

全国成人的心理健康平均水平； 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3） 在有无

基金支持变量上， 各个亚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4） 在期刊

类型方面， 核心期刊、 普通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的样本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 （p < 0. 05）。 期刊类型中会议论文、 普通期刊、 核心期刊、 学位论

文的样本效应量依次增大， 除会议论文外其余类型样本均为小效应量。 说

明教师心理健康现状调查结果的报告受到期刊类型的影响。

表 4 教师 SCL - 90 各因子与 2018 年全国常模对比的效应量

调节变量 组别
效应值及 95% 置信区间 同质性检验

d 95% CI p Q p

地域

东部地区 0. 34 0. 28 0. 41 < 0. 001

中部地区 0. 35 0. 26 0. 45 < 0. 001

西部地区 0. 50 0. 39 0. 61 < 0. 001

6. 38 0. 041

教师类型

幼儿教师 0. 31 0. 10 0. 53 0. 005

小学教师 0. 34 0. 04 0. 63 0. 025

中学教师 0. 43 0. 33 0. 52 < 0. 001

大学教师 0. 30 0. 24 0. 36 < 0. 001

特殊教育教师 0. 33 0. 10 0. 55 0. 004

混合 0. 51 0. 41 0. 60 < 0. 001

未注明 0. 61 0. 20 1. 01 0. 004

15. 58 0. 016

有无基金

支持

有基金支持 0. 40 0. 33 0. 47 < 0. 001

无基金支持 0. 38 0. 31 0. 44 < 0. 001
0. 24 0. 624

期刊类型

核心期刊 0. 42 0. 26 0. 57 < 0. 001

普通期刊 0. 38 0. 33 0. 44 < 0. 001

学位论文 0. 43 0. 27 0. 60 < 0. 001

会议论文 0. 19 0. 06 0. 32 0. 004

8. 31 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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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师性别差异分析

纳入分析的文献中， 有 61 篇共报告了不同性别教师 9 个因子和因子均

值的均值和标准差， 其中男教师 9631 人和女教师 13279 人。 以女教师为实

验组， 男教师为对照组， 对上述文献选用随机效应模型采用 Hedges's g 计算

效应量进行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 除敌对、 偏执、 精神病性因子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外， 其余因子

及因子均值都具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且除偏执因子 （ Hedges's g =
- 0. 04， p = 0. 238） 外， 其余因子均为正效应量； 从效应量大小上看，

SCL - 90 的各因子 Hedges's g 值在 0. 04 到 0. 13 之间， 均为小效应量。 说明

女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男教师， 主要体现在抑郁、 恐怖、 躯体化和

强迫维度上。

表 5 教师 SCL - 90 性别差异效应量

因子 Hedges's g 95% CI Z p

躯体化 0. 11 0. 05 0. 17 3. 78 < 0. 001

强迫 0. 11 0. 05 0. 16 3. 58 < 0. 001

人际关系敏感 0. 06 0. 01 0. 12 2. 00 0. 046

抑郁 0. 13 0. 07 0. 19 3. 96 < 0. 001

焦虑 0. 09 0. 02 0. 16 2. 50 0. 013

敌对 0. 04 - 0. 03 0. 02 1. 12 0. 263

恐怖 0. 13 0. 07 0. 19 4. 43 < 0. 001

偏执 - 0. 04 - 0. 10 0. 02 - 1. 20 0. 238

精神病性 0. 03 - 0. 03 0. 09 1. 07 0. 286

因子均值 0. 08 0. 03 0. 13 3. 00 0. 003

（五） 年代效应分析

不同年份纳入的文献样本个数及样本量如表 6 所示。 通过对样本量进行

加权， 得到了每年教师 SCL - 90 各因子得分的均分， 据此绘制了因子均值

随年代变化的折线图， 如图 1 所示。 结果表明， 10 年间教师 SCL - 90 因子

均值存在波动， 但整体上基本保持一致。 为控制样本量大小的影响， 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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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确认年代效应， 采用起始年至终止年心理健康各因子均值的变化建立

回归方程 y = Bx + C， 其中 B 代表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x 为年份， C 为常数

项， y 为平均数。 计算样本量加权后的回归系数， 其回归系数为 - 0. 019，
年代可以解释 9 个因子 4% ～ 48% 的变异。 说明各因子得分受年代的影响有

所提升， 即十年来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平稳、 略有提升。

表 6 不同年份的样本数量统计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样本数 25 19 22 22 27 16 5 6 8 8

样本量合计 15960 8943 6448 6528 8945 6669 783 1791 2981 1494

图 1 2011 ～ 2020 年教师 SCL - 90 因子均值的变化趋势

三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2011 ～ 2020 年， 我国教师群体的 SCL - 90 各因子及

因子均值得分均高于 1986 年和 2018 年全国常模； 提示我国教师近十年心理

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成人心理健康平均水平， 并呈现整体平稳、 略有提升的

趋势。 该结果与杨睿娟 （2013） 对我国 1995 ～ 2011 年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

一致。 首先与教师群体的工作压力有关。 2011 年以来， 我国针对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 2010）， 教

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工作压力的影响。 其次， 与教师群体的劳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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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关。 教师劳动包含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和情绪劳动； 教师在工作中需

要不断调节情绪以达到岗位要求。 而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

（胡青， 孙宏伟， 2016）。 最后， 与国家对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视有关。 教育

部强调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教

育部， 2016）。 随着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推广，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呈现略有

提升的趋势。
本研究亚组分析结果表明， 地域和教师类型是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的重

要因素。 在地域上，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 西部地区最差。 第一， 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受所在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的影响。 Achdut 和 Sarid （2020） 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是心理健康的

主要决定因素。 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低、 经济落后， 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

（于静， 屈国强， 2021）。 第二，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教师心理健康教

育区域发展特点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上海市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掌握

水平等较好 （陈春梅等， 2017）， 而滇西北地区 46. 4% 的教师对心理健康认

识不足 （李昌庆， 2020）。 在教师类型上， 本研究发现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水

平最低。 这和对 12 省 6129 名涵盖小学、 中学和大学的一线教师的调查研究

（方红丽等， 2007） 结果保持一致。 其一， 不同类型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可能

受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 相较大学教师， 中小学教师工作满

意度更低 （朱从书， 李小光， 2005）。 而工作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

著正相关 （林祯秀， 江琴， 2018）。 其二， 不同类型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可

能受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自主性能为教师提供积极的工作动机 （郭成等，
2014）。 然而与大学教师相比， 中小学教师教学工作的自主性相对受限。 胡

玮玮等 （2021） 的研究表明自主性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其三， 教师

的心理健康水平受职业倦怠的影响。 研究表明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与心理健

康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 （马存芳， 2018）， 大学教师 （夏雪芹， 2016）、 幼儿

教师、 特殊教育教师 （胡洪强等， 2015） 的职业倦怠程度低于中学教师。
本研究对男教师和女教师 SCL - 90 因子和因子均值进行分析， 结果显

示因子均值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但效应量为小效应量。 提示男女教师心

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 但总体差别不大。 具体来看， 女教师在躯体化、 强

迫、 抑郁、 恐怖因子上显著高于男教师， 该结果与吴洪艳 （2014） 的研究

结果相近。 其一， 可能受教师性别心理资本差异的影响。 心理资本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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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积极内部资源， 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周天梅和周开济 （2017） 的研究表明男教师的心理资本高于女教师， 心理

资本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正相关。 其二， 可能受教师职业倦怠性别差异的

影响。 郭佩佩等 （2020） 的研究表明职业倦怠与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呈负

相关。 研究发现， 女教师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男教师 （胡洪强等， 2015）。

四 结论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我国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进行分析

发现： 2011 ～ 2020 年我国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成人平均水平； 教师

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地域、 教师类型和期刊类型的影响； 男教师心理健康水

平略优于女教师心理健康水平。 从近十年相关研究结果来看， 尤需关注中

西部地区教师、 中学教师和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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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of Chinese teachers from 2011 to 2020.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in 158 articles using the Symptom Self-
Rating Scale （SCL - 90） within the defined time period. Ｉn the past ten years，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norm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effect of all factors of
SCL - 90 is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ubgroup analysis shows that
teachers' mental health differs in regional types， teachers' types and journal
type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teachers wa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
dult average level over the decade， showing a trend of overall stability and slight
improvement.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results of teacher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 to reduce the measurement error and sampling error of single study
results， and the results are beneficial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
ist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of teach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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