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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现状及提升对策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域

操　凯１　吴小文２
（１．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佛山　５２８２３７；

２．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发展研究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以来自福建、广东、贵州、山西、新疆、西藏六省的２８６６名幼儿园教师为研

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总体上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偏低；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在年龄、教龄、职称、

职位、所教年龄班、月收入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建议从幼儿教师自身和外部支持系统两方面提升幼儿教师

心理弹性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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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内外对心理弹性（ｒｅｓｉｌ－

ｉｅｎｃｅ又称心理韧性）的研究就开始了。目前国内外

学者关于心理弹性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品质性定义

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适应挫折、压力、创伤的一种积

极心理品质和能力，包括乐观、自强、坚韧等。结果

性定义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体经历各种压力情境后机

能维持的结果。过程性定义认为心理弹性是指个体

面对压力情境时，能够较好地适应的过程［１］５９；［２］９０。

本研究中幼儿教师心理弹性采用品质性定义，是指

幼儿教师适应挫折、压力、创伤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

和能力。

近些年来，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心理

学研究的热点，它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积极心

理品质，而心理弹性中的坚韧、自强、乐观都属于积

极心理品质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这些积极心理

品质能够有效减少压力情境下引起的心理健康问

题。有关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更倾

向于用积极情绪解决问题［３］３１１。还有研究表明：提高

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能够塑造其良好人格，降低幼

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发生率［４］５１６。鉴于此，我们对幼儿

教师的心理弹性现状进行分析，寻找提升幼儿教师

心理弹性的对策，使幼儿教师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

状态，进而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程序

采用问卷星对来自福建、广东、贵州、山西、新

疆、西藏六省的３０００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研究，

剔除无效问卷１３４份，剩余的有效问卷有２８６６份，

问卷有效率９５．５％。运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工具对有

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样本构成情况如下：年龄２５
岁以下的幼儿教师３２１人，２６～３０岁的５８５人，３１～
４０岁的１３８９人，４１岁以上５７１人；省一级幼儿园教

师４９７人，市一级幼儿园教师９０５人，无评级幼儿园

１４６４人；来自东部地区广东和福建的幼儿教师１７２８
人，中部地区山西的幼儿教师３３５人，西部地区贵

州、新疆和西藏的幼儿教师８０３人。

（二）研究工具：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心理弹性量

表（ＣＤ－ＲＩＳＣ中文版）

该量表主要用来测量有助于个体适应压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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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心理品质。２００７年，由肖楠、张建新修订，量

表包括坚韧、自强、乐观三个维度，从“很不符合”到
“很符合”分别计１～５分。经重测，量表总体内部一

致性系数α为０．９４，各维度α系数分别为０．９０、

０．８８、０．７４，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５］１１６９；［６］２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总体状况分析

表１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总体状况

心理弹性得分 人数 百分比

低分组 ４６７　 １６．３％

中分组 １９６４　 ６８．５％

高分组 ４３５　 １５．２％

　　如表１所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得分“高分组”

只占调查幼儿教师总人数的１２．１％，“中分组”占调

查总人数的 ７５．９％，“低分组”占调查总人数的

１６．３％。综上，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处在“中等及

以下”的占了调查总人数的８４．８％，这表明：从总体

上来说，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偏低，有待提高。

（二）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差异状况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教

龄、职称、职位、所教年龄班、月收入幼儿教师的心理

弹性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变量无显著差异。

１．年龄差异分析

图１　年龄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注：１代表“２５岁以下”，２代表“２６～３０岁”，３代表“３１～

４０岁”，４代表“４１～５０岁”，５代表“５１岁以上”。

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Ｆ＝８．４２０，Ｐ＜０．００１），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４１～５０岁”的幼儿教师与“２５岁以下”“２６～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显著。进一步分析

年龄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如图１）显示：在３０岁

之前，幼儿教师年龄越大，其心理弹性越低，幼儿教

师在３０岁时心理弹性最低；在３０岁以后，幼儿教师

年龄越大，其心理弹性越高；幼儿教师在５０岁以后

心理弹性最高。

２．教龄差异分析

图２　教龄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注：１代表“０～２年”，２代表“３～５年”，３代表“６～１０

年”，４代表“１１～１５年”，５代表“１６年以上”。

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Ｆ＝１０．７２１，Ｐ＜０．００１），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１６年以上”教龄的幼儿教师与“０～２年”“３～５年”

“６～１０年”“１１～１５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差

异显著；３～５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和１１～１５年教龄的

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教龄和

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如图２）显示：具有０～５年教

龄的幼儿教师，其心理弹性随教龄的增加而逐渐降

低，其中３～５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低；具

有６～１０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其心理弹性开始逐渐

增强，但心理弹性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１０年以上

教龄的幼儿教师，其心理弹性随教龄增加也迅速增

强，其中１６年以上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强。

３．职称差异分析

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Ｆ＝５．５４５，Ｐ＜０．０１），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幼二”职称的幼儿教师与“无评级”职称的幼儿教师

心理弹性差异显著；“幼高”职称的幼儿教师与“幼

一”“幼二”职称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差异显著。具

有高级职称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高，一级幼儿教

师次之，具有二级职称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低。

４．职位差异分析

图３　职位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注：１代表主班教师，２代表配班模式，３代表保育员，４代

表幼儿园管理者。

不同职位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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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０．５５７，Ｐ＜０．００１），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幼儿园管理者”与“主班教师”“配班教师”“保育员”

的心理弹性差异显著。职位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图３）显示：保育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最低，配班教师

的心理弹性低于主班教师，幼儿园管理者的心理弹

性最强。

５．所教年龄班差异分析

图４　所教年龄班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注：１代表小班，２代表中班，３代表大班。

教不同年龄班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

著差异（Ｆ＝７．８５２，Ｐ＜０．００１），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

示：教“小班”的幼儿教师与教“中班”“大班”的幼儿

教师心理弹性差异显著。所教年龄班与心理弹性总

分均值图（图４）显示：教大班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

强，中班次之，小班最低。

６．月收入对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影响

图５　月收入与心理弹性总分均值图

注：１代表１５００元以下，２代表１５００～２５００元，３代表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４代表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４５００元以上。

不同月收入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

差异（Ｆ＝３．１８３，Ｐ＜０．０５）。月收入“１５００元以下”

的幼儿教师与月收入“４５００元以上”的幼儿教师心理

弹性差异最显著。幼儿教师月收入与心理弹性总分

均值图（图５）显示：幼儿教师月收入在３５００元以下

时，其心理弹性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高，但与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的幼儿教师相比，月收入“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元”的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水平稍有所降低；幼

儿教师月收入在４５００元以上时，心理弹性随着收入

的增加越来越高。

四、结论与讨论
（一）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总体现状探讨

调查结果表明，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总体较低，

幼儿教师在乐观、自强、坚韧等积极心理上表现不

足，存在消极心理的情况较多。可能的原因是幼儿

教师工作比较繁杂琐碎，角色任务繁重，职业压力较

大，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偏低，工作付出与回报不成

正比，成就感较低，因此会较容易地出现一些消极的

心理状态，如自卑、焦虑、沮丧等。

（二）幼儿教师心理弹性差异状况探讨

１．年龄差异探讨

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差

异。幼儿教师在３０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心

理弹性逐渐降低，３０岁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最低；３０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开始

逐渐增强；５０岁以上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高。可

能的原因是，３０岁之前的幼儿教师工作经验比较缺

乏，工作上还不能得心应手，属于新手型教师，心理

素质也不够成熟，因此心理弹性水平不高。３０岁以

后的幼儿教师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工作上更加得

心应手，工作成就感较强，心理调节能力也逐渐增

强，因此心理弹性水平越来越高。

２．教龄差异探讨

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教龄在５年以下的幼儿教师随着教龄增加心理

弹性水平逐渐降低，３～５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弹

性水平最低，有研究表明，具有较强教学能力的教师

会有更多的乐观、积极的情感，而教龄在５年以下的

幼儿教师教学经验和教学能力还不足，心理调节能

力较弱，因此，可能会有较多的消极心理，心理弹性

会较低。由于６～１０年教龄的幼儿教师教学经验和

教学能力不断增强，所以心理弹性水平也开始不断

增强。但其心理弹性仍处于较低水平，可能的原因

是６～１０年教龄的幼儿教师正处在事业发展的上升

期，来自各方面压力比较大，如职称、职位晋升、家庭

经济压力等，因此仍会有较多消极情绪情感，心理弹

性水平较低。１０年以上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

平随教龄增加也迅速增强，其中具有１６年以上教龄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最高。可能的原因是，具有１０年

以上教龄的幼儿教师，大部分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较强的教学能力，事业发展也处于巅峰时期，自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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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和工作成就感会较强，对待工作的压力能够

更好地进行调节，心理自我调节能力逐渐增强。这

与王路曦等的研究结果一致［７］８５。

３．职称差异探讨

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幼高”职称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最高，“幼

二”职称的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最低。可能的原

因是职称较高的幼儿教师年龄较大，工作经验丰富，

心理比较成熟，对抗压力和挫折能力较强，能够较好

地调节压力引起的消极心理，因此心理弹性水平较

高。

４．职位差异探讨

不同职位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保育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最低，幼儿园管理者的

心理弹性最高，配班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低于主班

教师。可能的原因是职位较高的幼儿教师，工作经

验丰富，心理比较成熟，对抗压力和挫折能力较强，

有着较强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因此心理弹性水平

较高。

５．所教年龄班差异探讨

教“小班”的幼儿教师与教“中班”“大班”的幼儿

教师心理弹性差异显著。教大班的幼儿教师心理弹

性最高，中班次之，小班最低，可能的原因是较大的

年龄班的孩子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相对较成熟，有意

注意时间增多，便于沟通交流，开展互动活动，更加

懂事听话，生活自理能力较强，幼儿教师心理状态和

情绪相对会更好些，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高。

６．月收入差异探讨

不同月收入的幼儿教师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

差异。幼儿教师月收入在３５００元以下时，其心理弹

性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高，但与“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元”

的幼儿教师相比，月收入“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的幼儿教

师的心理弹性水平稍有所降低。可能的原因是，月

收入“３５００～４５００元”的幼儿教师处在事业发展的上

升期，工作压力较大，如职称、职位晋升、家庭经济的

压力等，会出现较多不良情绪，心理弹性相对较低。

相对来说，月收入在４５００元以上的幼儿教师大多已

经处在事业成就期，工作成就感，经济收入相对较

高，工作所得与所付出的劳动量之间的差距相对小

了一些，幼儿教师的心理落差和心理不平衡相对会

有所降低，因此，心理弹性水平要高些。

五、提升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对策

研究显示，影响心理弹性的主要有内部保护性

因素和外部保护性因素，其中内部保护性因素主要

是指个体自身因素，外部保护性因素是指家庭、社会

等外部因素。从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上看，提升幼

儿教师心理弹性的途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从幼儿教师所处的外部环境入手；另一种是从幼

儿教师个人自身入手。

（一）构建良好的外部支持系统提升幼儿教师心

理弹性水平

积极心理学认为：当个体周围环境提供了最优

的支持时，个体最可能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

有研究显示：幼儿教师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心

理弹性水平更高［８］２３。因此，构建良好的外部社会支

持体系是提升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有效措施。

１．社会政府支持：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和社会

地位，改善其工作环境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幼儿园的各项经费投入，特

别是幼儿教师工资收入方面的投入。尤其是要提高

公办非在编幼儿教师和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工资待

遇。政府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出台根据幼儿教

师工作年限对她们予以一定补贴的政策和措施。其

次，加强学前教育立法，宣传、引导全社会尊重幼儿

教师的劳动，正确认识幼儿教师的社会价值，使幼儿

教师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相匹配，提高

幼儿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成就感。最后，社会和政

府要为幼儿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教

育相关部门要切实为幼儿教师工作减负，减少各类

幼儿园督查、检查、评比考核、调研统计等事项。另

一方面，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扩充幼儿园优

质师资队伍，完善幼儿园环境设施设备，消除“大班

额”，减轻这些地区幼儿教师的角色负荷和工作压

力。此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家长不应给幼儿教师提

太多的不合理以及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要求，

如提前教授小学化的内容等，要遵循幼儿教育及成

长规律，支持幼儿教师的各项工作，实现家园合作共

育。

２．幼儿园支持：营造积极的人际关系氛围，减轻

幼儿教师的角色和工作负荷

首先，幼儿园领导要采用民主的管理方式，要经

常关注幼儿教师的工作、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状

况，多听教职工的心声，营造一个民主、平等、融洽的

工作和心理氛围。其次，幼儿园园长在各项管理工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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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要公平公正，要合理分配幼儿教师的各项工作，

尽量较均匀地安排各教师的工作任务，提高办事效

率，减轻她们的角色和工作负荷。对优秀幼儿教师

给予认可和奖励，增强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使她

们感觉到生命的被尊重和工作的自豪感，并能够保

持良好的心态。再次，幼儿安全意识较差，安全责任

是幼儿园很大的职业压力源。一方面，园长要加强

对幼儿教师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她们面对安全事

故的危机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当幼儿出现安全事故

时，幼儿园园长应和教师一起共同面对和解决，而不

是把所有压力和责任都集中在幼儿教师身上。这样

才能切实减轻她们工作的内心压力和顾虑。最后，

要经常组织幼儿教师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团体活

动，如趣味体育运动会、团体旅游、团体辅导活动等，

加强幼儿园同事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积极的人

际关系氛围，提高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

３．家庭支持：做幼儿教师的坚强后盾

家庭支持是幼儿教师工作的坚强后盾，对幼儿

教师情绪影响重大，获得更多家庭支持的幼儿教师

产生的正面情绪较多，更容易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一方面，父母、配偶要支持、认可、理解幼儿教师的工

作，为她们营造一个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另一方

面，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要对幼儿教师工作中引起

的身心压力进行排解，对幼儿教师烦躁、沮丧、厌烦

等消极情绪进行安抚，对幼儿教师的心理困扰及时

进行开导，帮助她们形成乐观、坚韧、自强的良好人

格，提高她们的心理弹性水平。

４．朋友支持：排解幼儿教师的负面情绪

朋友通常是我们重要的情感沟通对象，生活和

工作上的困扰，我们也常常向好朋友倾诉，因此，朋

友的支持与幼儿教师情绪情感状况密切相关，幼儿

教师在遇到压力事件时如能得到朋友情感上的支

持，工作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烦恼能够和朋友沟通

和倾诉，她们的积极情感会较多，逐渐形成乐观、坚

韧、自强的人格，增强她们的心理弹性水平［９］４０。

（二）幼儿教师自身努力提升心理弹性水平

１．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职业，树立正确的

个人信念

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较少产生自负、自卑等

不良心态，能够充满自信，人际关系融洽，充分实现

自我价值，是心理健康的体现。正确认识自己的幼

儿教师更容易形成乐观、坚韧、自强的人格特质。国

外有研究表明个人信念可以提高教师的心理弹

性［１０］３１１。因此，幼儿教师自身要热爱自己的职业，树

立正确的个人信念，明确学前教育对于社会和幼儿

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学前儿童心智尚未发展成

熟，在人格、个性品质上的变化又比较缓慢，并不像

学龄儿童那样容易评价，幼儿教师的成就难以衡量，

但她们对幼儿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幼儿教师要用积

极乐观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工作，以从事幼儿教师职

业为荣［１１］２３５。

２．塑造自我积极人格特质，培养积极的应对方

式

幼儿教师要培养自身心理弹性中的乐观、坚韧、

自强等积极人格特质。要相信事情都有利弊两方

面，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各种压力事件，相信会有

好的结果。同时，要进行正确的归因，多归因于努力

等原因，面对压力事件时，要充满信心，相信通过自

己的努力能够化解压力。此外，要掌握解决压力事

件的策略。因为不同的应对策略决定了我们随之产

生的不同的情绪健康体验。在压力情境下，对于可

控事件，应对的策略以行动取向为主，努力消除障碍

或使其最小化，积极行动以解决问题，不要退却逃

避。对于不可控制的事件，当行动取向不能解决问

题时，应该变为适应性的情绪取向来应对。例如对

现实的接纳、学会使用幽默感、积极重构压力情境

等，得到继续努力随生活前进的力量，而不是明确地

否认及放弃压力源所阻碍的目标来应对，这种积极

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提升［９］。

３．提高自己的各项能力和素质

相关研究都已经发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教师

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一方面，幼儿教师自

身应加强学前教育专业知识与理论的学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各项能力，如沟通能力、环境创设能力等；

另一方面，要多参加各类幼儿教师专业培训和幼教

技能竞赛，提升自己各项素质和能力。当幼儿教师

具备了高超的教学能力时，能够增强自我效能感、工

作上的成就感，也会形成乐观、自强、坚韧的良好人

格，进而提升幼儿教师心理弹性［１２］３７。

４．学会合理安排生活，自我心理调节

幼儿教师要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行合理的安

排，劳逸结合，形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还要培养

一些健康积极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一些朋友之间

的社交活动，如一起去郊游等。一方面，可以缓解工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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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各种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向朋友倾诉内心的

烦恼和困惑，消除不良情绪影响，保持积极健康的身

心状况。［１２］３７此外，幼儿教师要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

炼。Ｓｃｈｅｉｅｒ的研究指出，有乐观倾向的人参加身体

锻炼的时间比有悲观倾向的人多，长期的锻炼会以

多种方式影响到人的乐观倾向的形成：锻炼会产生

更频繁的神经刺激，导致腺体分泌的增加，从而产生

幸福的心境；锻炼为个体提供了掌握的体验；锻炼通

过其对焦虑、抑郁的影响，而影响到乐观的形成；长

期的锻炼能够减少人的特质焦虑与抑郁。由此可

见，体育锻炼也能够促进乐观、坚韧、自强积极人格

的形成，从而增强幼儿教师心理弹性。［１２］３７

参考文献：
［１］张坤 ．我国儿童心理弹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Ｊ］．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３（０４）．

［２］马伟娜，桑标，洪灵敏 ．心理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

究述评［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８（０１）．

［３］崔丽霞，殷乐，雷雳 ．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的关系：积

极情绪中介效应的实验研究［Ｊ］．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１２，２８

（０３）．

［４］缪佩君，谢姗姗，陈则飞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与职业

倦怠的关系：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Ｊ］．心理与行为研究，

２０１８，１６（０４）．

［５］于肖楠，张建新 ．自我韧性量表与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韧性量表的应用比较［Ｊ］．心理科学，２００７，３０（０５）．

［６］Ｙｕ　Ｘ，Ｚｈａｎｇ　Ｊ．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ＣＤ －

ＲＩＳＣ）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Ｊ］．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７，３５（０１）．

［７］王路曦 ．中日幼儿教师心理弹性的比较研究［Ｊ］．教

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１９（０４）．

［８］Ｐａｒｋ，Ｂｉ　Ｄ，Ｋｉｍ，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ｒ－

ｉａｂｌｅｓ　ｕｐｏｎ　Ｃｈｉｌ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Ｊ］．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８，１７（０１）．

［９］袁莉敏 ．大学生乐观、归因方法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Ｄ］．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０５．

［１０］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ｉｔ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ａｉ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４３（０３）．

［１１］胡谊，杨翠蓉 ．教师心理学［Ｍ］．北京：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孟凡锐 ．幼儿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提升策略探析［Ｊ］．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３（０５）．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ＣＡＯ　Ｋａｉ　１　 ＷＵ　Ｘｉａｏｗｅｎ２

（１．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ｓｈ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２８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ｉｚｈ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２８６６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ｘ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ｐ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ｌｏｗ；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ｇ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ａｕｇｈｔ，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责任编辑：邓　乐）

·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