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第 42 卷第 4 期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Apr． 2023
Vol． 42 No． 4

doi: 10． 3969 / j． issn． 2096-8531． 2023． 04． 039

收稿日期: 2022-10-06
基金项目: 田家炳基金会项目“辽宁省乡村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艺赛( 1999—) ，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学前教师教育研究; 刘凌( 1980—) ，女，辽宁锦州人，副教

授，博士，从事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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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素养是指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处理以及预防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和信念。同时，提升心理健

康素养也是促进心理健康的主要途径。为了了解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研究状况，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结构、研
究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和干预研究几方面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进行综述，总结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

提出未来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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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心理健康素养的概念是在健康素养概念的引申下提出

的。Jorm 等人 1997 年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将心理健

康素养定义为有助于人们认识、处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的有关

知识和信念［1］。心理健康素养是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心理健康素养能够帮助个体提高对心理疾病的识别能力，能

够有效应对心理健康问题。2019 年我国出台的《健康中国

行动( 2019—2030 年) 》文件中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将分别提升 20%和 30%［2］。

近几年，由教师心理问题引发的虐童和体罚学生事件总

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争议，引起了社会上对教师群体心理健康

状况的广泛关注，可见人们在重视教师知识技能的同时，也

越来越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状况。教师心理健康素养

是指教师自身拥有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并

且具有应对自身及学生心理疾病的能力，来促进自身和学生

的心理健康［3］。Yamaguchi 等指出，教师必须具备心理健康

素养，因为教师最有可能第一个识别出学生存在的心理问

题，教师能够指导学生有效地获得心理健康服务［4］。并且教

师心理健康素养对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有正向预测作用，提高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5］。
为了解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进展及不足，本文系统地梳

理了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研究的成果，把握研究发展趋势，从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研究工具、现状研究、影响因素和

干预研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打好

基础。

二、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

心理健康素养包含的不是单一维度，是依据个人生活经

验等方面所产生的多个维度。O'Connor 等人将 Jorm 定义的

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总结为识别、知识和态度三个维度［6］。而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的划分，应该体现其职业特征，对于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的划分，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Whitley 提出教师信念是其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7］。野兆学等人认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在普通心理健康

标准要求的基础上，还应体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因此，将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教师

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能力、职业倦怠、人格特征、身体状况、人
生观以及社会环境适应［8］。吴淑莹等人将中小学教师心理

健康素养概括为教师获取、利用心理健康相关知识，预防心

理障碍，解决心理问题，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并且指出教师

心理健康素养包括知识、态度、信念和技能四个维度［9］。苏

鹏举等认为，新时代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应该是由心理健康理

念情感、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这三个结构构

成的［10］。袁琳指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除了要包含一般心

理健康素养的共性，还要贯穿于教师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

主要由心理健康知识、态度、技能三个维度构成［3］。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研

究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

现学者们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的划分虽然有所差异，但

都充分体现了教师的职业特征，基本上都包括知识、态度和

技能这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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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工具

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常用的工具可以分为情景

案例问卷和多维量表两种。
( 一) 情景案例问卷

情景案例访谈法是指先呈现给被试几个情景案例，阅读

过后询问一系列的问题，来考察被试对相关心理疾病的了解

程度和态度等［11］。Jorm 最早使用情景案例访谈法编制了心

理健康素养问卷，通过向被试提供有关心理疾病患者的情景

案例，随后询问开放性的问题，还设置了有关心理疾病知识

和态度的题目［12］。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是比较耗

时，并且很难直观、具体地了解个人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Whitley 等人呈现 4 个关于儿童或青少年表现出多动

症、焦虑症、抑郁症和对立违抗障碍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境案

例，186 名职前教师阅读案例之后，回答封闭式和开放式的

问题，来评估职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以及相关的心理

健康知识和信念［7］。Deborah 等人向教师提供一份问卷，上

面有两个关于学生抑郁和面临生活危机的情境案例，阅读后

向教师询问开放性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激发教师对案例中疾

病的认识，了解教师对于如何寻求帮助的建议［13］。
Yamaguchi 等人在研究中，通过让教师阅读 3 个关于学

生抑郁、精神分裂、惊恐障碍的情景案例，来评估教师心理健

康素养［14］。Chorcora 等人认为，小学教师在识别学生心理障

碍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来调查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素养

水平，给教师呈现 3 个描述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和正在面

临情境压 力 的 儿 童 案 例，来 评 估 教 师 识 别 心 理 问 题 的 能

力［15］。
( 二) 多维量表

量表测量具有简单、易行、操作性强的优势，教师心理健

康素养 的 研 究 大 多 数 采 用 O'Connor 等 人 编 制 的“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心理健康素养量表》) ，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良好，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7，重测

信度为 0． 80。该量表具有 35 个条目和 6 个维度，分别为识

别心理疾病的能力、寻求心理健康信息、风险因素和原因、自
助策略知识、专业帮助知识、认知和适当寻求帮助的态度。
被试所得的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16］。该

量表适用于不同年龄层面的人群，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国外学者 Hoang-Minh Dang 和国内学者陈珅的研究都是

采用 O'Connor 等人编制的量表，对其进行修改来评估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Yifeng Wei 采用自编量表来对教师心理健康素

养进行调查。
Hoang-Minh Dang 为了满足评估工具的跨文化适应，对

心理健康素养量表进行适用性审查，删除了在越南无法验证

有效性的项目，剩余 31 个项目，涵盖了心理健康素养的四个

维度，分别是识别心理健康疾病的能力、与心理健康相关的

知识、关于心理健康治疗的知识和促进心理健康的态度，量

表的克朗巴赫系数为 0． 72［17］。陈珅等人为了适应中国文化

的背景，对 O'Connor 等人编制的量表进行中文修订，为的是

更好地评估中国文化背景下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修订后量

表的克朗巴赫系数为 0． 792［18］。
Yifeng Wei 等人创建了第一个专门针对初中和高中教

育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工具，具有 30 个项目，能够相

对准确地推断出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并且也适用于

评估学校环境中各种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知识，量表的克朗

巴赫系数为 0． 85。通过该工具可以了解教育工作者对于心

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认识、对青春期常见心理障碍的认识、

对心理疾病病因的了解，以及治疗和寻求帮助的态度［19］。

四、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

教师经常与学生接触，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较大。教师具

备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素养，能够正确地识别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并提供给他们帮助。国外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实证

研究相对较多，但是我国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方面的研究起

步较晚，并且国内外研究结论存在一些差异。
Deborah 采用情景案例测量的方法对 104 名中学教师进

行调查，给教师呈现两个情境案例，结果显示教师心理健康

素养较差，中学教师对抑郁症没有充分的认识，并且研究表

明教师的经验与正确识别抑郁症之前没有联系［13］。Hoang-
Minh Dang 认为，教师通常是第一个发现儿童的心理健康需

求，并能为其提供服务的人，基于此对 353 名越南教师心理

健康素养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越南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较

低，并且教师的年龄、教学年限以及教育水平与心理健康素

养之间的关系不显著［17］。

国内学者陈祉妍等人( 2018) 从知识、行为、意识三个维

度自编《心理健康素养问卷》，在知识层面上，除了调查成年

人对自身心理疾病预防、识别和治疗的有关知识，还关注到

了成年人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教育和保护，关注下一代的心理

健康。在研究中对 2 434 名教育工作者进行调查，与国外的

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结果表明教育工作者在心理健康知识和

行为上的得分居中。与调查对象中其他职业的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相比，教育工作者总体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较高，教育

工作者在儿童教育和保护上的得分较高，符合自身职业的特

点，认知重评得分较低，这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关注［20］。
Yamaguchi 等人对日本 665 名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较低，男教师对于疾病的正确识别率低于女教师，教师对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授缺乏自信［14］。Prabhu V． 等人

采用半结构化问卷对 460 名高中教师进行调查，来评估他们

的心理健 康 素 养 水 平，结 果 表 明 教 师 的 心 理 健 康 素 养 较

低［21］。陈珅等人将研究对象定为心理健康教师，对河南省

367 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调查，根据问卷得分情况，

认为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处于

中等程度，教师具有较多的心理健康知识的信息来源，寻求

信息的效能感较高，这可能与研究对象职业的特殊性有关。

在心理健康素养问卷得分上，女教师得分高于男教师、专职

心理健康教师得分高于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和不担任心理健

康课程的教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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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过对以往文献的

研究整理发现，主要分为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个体因素包

括年龄、性别以及经验等;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因素和社

会因素两方面。
( 一) 个体因素

性别是否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产生影响，还存在一定

的争议。Deborah 通过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教师，女性教师

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更高，能够正确识别抑郁症状［13］，陈珅

在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调查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女性心理健

康 教 师 在 心 理 健 康 素 养 总 分 上 的 得 分 情 况 高 于 男 性 教

师［22］。也有研究表明，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在心理健康素

养得分上没有显著的差异［17］。今后可以扩大男女的样本

量，来验证性别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

吴淑莹等人提出在教师个人层面上，教师所拥有的与心

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相关的知识、寻求专业帮助和自助式干预

的态度、对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产生的原因，以及能够识别心

理障碍的能力，都会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产生影响［9］。

苏鹏举等认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受教师年龄、教育经

历、自我角色认知等因素的影响［10］。研究表明，20—29 岁年

龄组的教师其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的教

师，以及教师的学历、专业背景和曾经是否担任过班主任，这

些因素都会影响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22］。Prabhu V． 等人在

研究中表明，教师的受教育状况是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预测

性因素［21］。
( 二) 外部因素

在学校层面上，教师的本职工作和教师在学校里承担的

多重角色也会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产生影响［9］。Yamaguchi
在研究中指出，教师之前是否参加过青少年心理健康研讨会

对心理健康知识得分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4］。在学校支持

上，学校是否配备心理咨询室也会影响教师的心理健康素

养［22］。班级平均人数和曾经是否接受过心理健康培训也是

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21］。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甚至大众媒体的

宣传都会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9］。教师心理健康素养也

容易受到政策支持、职业地位和生存现状以及文化氛围这些

外在因素的影响［10］。

六、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干预研究

国外学者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干预已经开展了部分

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大多数研究表明，在对教师进

行干预后，教师有关心理健康素养的知识、态度以及应对心

理健康问题的信心都有显著改善。已有研究表明，社区活

动、教育环境干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以及信息网站等一系

列干预措施都可以改善心理健康素养［23］。对于教师心理健

康素养干预大多采用的是课程资源和培训的方式，并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Jorm 等人通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急救课程进行修改，使

其适合高中教师。课程的内容主要涵盖了心理健康问题、青
少年常见的心理障碍、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以及应对危机的方

法等。在课程培训前、后以及之后 6 个月的随访中，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来评估培训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结

果表明，对教师进行干预后，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有了

提高，并且也对学生产生了间接影响，学生表明通过教师了

解到了更多有关心理健康的信息［24］。
教师认为自身没有足够的知识在心理健康领域来对学

生进行帮助，Wei Yifeng 等人提出要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素

养培训，来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心理健康课程指

南培训，是由教师自学和六个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块组成的，

对教师进行为期一天的培训，在培训前后对教师心理健康素

养进行评估，教师对心理健康问题回答的准确率以及对心理

健康问题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善［25］。
Kutcher 和 Wendy Carr 通过心理健康课程资源对教师进

行教育干预来改善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Kutcher 等人对加

拿大学校心理健康课程资源进行改编，运用改编后的课程资

源来对 218 名教育工作者进行为期 3 天的培训。在培训前

和培训后测量教育工作者对心理疾病的知识和态度。研究

结果表明，教育工作者在参与培训后心理健康素养方面的知

识与态度都有了明显的改善［26］。Wendy Carr 等人认为，为

职前教师提供心理健康素养教育，是一种能够在未来职业生

涯中更好地满足学生心理健康需求的有效途径。运用心理

健康课程资源对 60 名中学职前教师进行为期一天的教育干

预，在干预后和结束 3 个月后对教师进行调查，发现职前教

师的心理健康知识、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以及寻求帮助的效

能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研究表明，运用课程资源对教师进行

培训，可以使职前和在职教师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心理健康需

求［27］。
Nazish Imran 则是采用随机对照组试验的方式，对教师

进行干预来提高其心理健康素养，220 多名教师被分配到干

预组，接受学校心理健康手册为基础的干预，在干预前、后以

及 3 个月的随访中，通过自填问卷的方式对教师心理健康素

养进行调查，接受干预的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得到了改善，以

及具有了更好的自我效能感，使得教师有信心帮助有心理健

康问题的学生［28］。Woloshyn 等人对 7 名教师候选人进行心

理健康与健康课程干预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来探寻

其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进行一学期的干预后，对教师候

选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性质以及应对措施有了深刻

的认识，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29］。

七、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近年来，心理健康素养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相较

于国外，我国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有些薄弱。

对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国际上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在研究工具、现状、干预方面都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行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后续展开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研究，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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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研究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到，随着学者们对心理健康素养研究

的不断深入，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研究也有所拓展。我国对

于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的研究数量较为丰富，但都是从理

论角度对构成因素进行总结，并且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支撑。

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理论层面的探索，要从教师职业的

特殊性和身份的多样性出发，加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内涵及

其结构的研究，来深入把握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核心意义，

为后续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要丰富教师心理健康素

养结构的研究内容，应该采用更广泛和全面的研究方法。对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结构进行综合研究，从系统的角度进行

构建，形成完整的体系，这对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结构的

完善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 二) 研究方法应科学化和多样化

国外对于心理健康素养量表的编制起步较早，近年来我

国对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工具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但是针对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测量，主要是对 O'Connor 等人编制的量

表进行修订，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学者们对其进

行修订，使用率较高，但是对特定类型的心理疾病的识别能

力评估不足［12］，已有的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工具能够为今后

的研究提供思路，当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方法较单

一，应探索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首先，心理健康素养的测量工具应该根据被试群体的特

点来编制，全面地评估心理健康素养的各个结构，在考虑文

化差异的前提下，开发出适合我国的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进一步加强测评工具的可操作性，才能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其次，不同学段的教师面对不同年龄的学生，所具备的心理

特征会有差异，测量工具要具有针对性。最后，对于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的研究方法主要为问卷法，研究者可以将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

更好地了解教师心理健康素养。
( 三) 实证研究有待加强

在知网上以“心理健康素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心理

健康素养实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数集中在学生和医患等特定

群体，我国学者对于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倾向于从理

论层面来阐述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性，对于教师心理健

康素养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群体的心

理健康素养水平不高，相关研究者应对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

素养予以关注。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关键

的影响，教师往往是最先观察到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并为

学生提供帮助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高的教师可以及时发现

需要心理帮助的学生，因此要关注并且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中小学教师群体，在今后的研

究中应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研究覆盖面要包含幼儿园和高

等学校等教师群体。另一方面应扩大样本的分布范围，学者

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实际情况。
( 四) 增强影响因素研究的系统性

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众多，研究通常从人口学

变量、学校和社会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已有研究

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来讨论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缺

少教师内在因素的讨论以及缺少实证研究来证实教师心理

健康素养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教

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它会随着各种因

素的变化而改变，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不是单独

存在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素养是受到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

的。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加强对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机制的探

讨，并找到影响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关键因素。加强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能够加强探究影响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原因，也能根据此来制定提升策略，提升

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 五) 加强干预措施的制定

干预是提高心理健康素养的有效方式。近年来，我国关

于心理健康素养的干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教

师心理健康素养干预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还没有系统的干

预模式，需要有效的干预手段来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不仅会影响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还会

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不高的教

师群体要重点关注，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加强教师心理

健康素养的培养。学者应该结合我国的文化和不同教师群

体的特征等一些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针对我国

教师的实际情况，要考虑不同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素养需

求，构建合适并有效的干预模式。要更加关注干预项目对教

师实际的帮助，并且着重考虑干预效果的持久化问题，使干

预策略具有系统性。
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教师心

理健康素养的研究也会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关于

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在结构、研究工具、实证研究、影响

因素以及干预研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未来关于教

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应从这些方面进行拓展研究，应进一

步探索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领域，更加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展

开心理健康素养研究工作，使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形成

完整的体系，让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和多样化，

以弥补当前的不足，将心理健康素养研究推进到更高的研究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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