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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
———以滇西北乡村中学教师为例

高堂丽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丽江，674199)

［摘 要］目的:新时代对乡村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方法:采用症状
自评量表( SCL－90) ，调查了丽江市一区四县的乡村中学教师。结果:乡村中学教师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
低，在性别、教龄、学历、婚姻情况等方面存在差异。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都要关注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采用适当的方式提高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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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传承人类文
明的使命。心理健康素质属于教师素质的一个方
面。相关研究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规模
线上课程的使用、教学理念的转变，社会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乡村中学教师，他们承受的
压力、面临的挑战都是空前的。关注乡村中学教师
的心理健康，关注乡村中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对促进
乡村教育发展有重大意义。以云南滇西北地区的乡
村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
地区的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指导乡村
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实证
依据。

一、研究过程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丽江市一

区四县的乡村中学教师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为确保
答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限制了答题时长和
IP 地址。本研究回收问卷 950份，有效问卷 912份，
问卷有效率为 96%。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为研究工具，

研究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包含
90个项目，分为强迫、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敌对、偏执、恐怖和精神病性 9 个分量表，采用
1—5级评分标准，“1”代表“没有”，“5”表示“严
重”。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95。

( 三)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研究结果

( 一) 912位中学教师阳性项目检出率
参照 SCL－90 的分界值，当总分大于 160 分或

任一项因子分大于或等于 2 分时，考虑筛选阳性。
调查发现，总分超过 160 分的乡村中学教师 522 人
( 57．2%) ，各因子阳性检出率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
强迫( 63．2%) 、躯体化 ( 55．2%) 、人际关系 ( 50%) 、
抑郁( 49．01%) 、焦虑( 46．1%) 、敌对( 44．9%) 、偏执
( 43．4%) 、精神病性( 39．2%) 、恐怖( 34．9%) 。经过
与全国正常成人的常模比较发现，参与调查的 912
名乡村中学教师的总分和均分及各因子均与全国常
模得分存在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如表 1所示。

( 二) 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情况
由表 2可知，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村中学教师各

因子的均分具有差异性，但差异不显著。不同性别
的乡村中学教师总体而言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偏执
和精神病性两个因子中，男教师略高于女教师。从
表 3 来看，不同教龄的乡村中学教师各因子均存在
显著差异( p＜0．01) 。

从婚姻状况来看，离异和丧偶的乡村中学教师
各因子的均分较未婚和已婚的中学教师高，且差异
显著。从学历情况来看，各学历层次的乡村中学教
师在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 4个因子上存
在显著差异，专科学历的教师各因子均分小于另外
两种学历的教师，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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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滇西北中学教师 SCL－90得分与
全国成人常模的比较( x±s )

因子名称
中学教师 国内常模

( N= 912) ( N= 1388)
t p

总分 188．28±74．6 129．96±38．76 23．61 0．00

总均分 2．09±0．82 1．44±0．43 23．75 0．00

躯体化 2．26±0．96 1．37±0．48 28．07 0．00

强迫 2．34±0．86 1．62±0．58 25．27 0．00

人际关系 2．07±0．86 1．65±0．51 15．05 0．00

抑郁 2．11±0．89 1．5±0．59 20．94 0．00

焦虑 2．05±0．9 1．39±0．43 22．32 0．00

敌对 2．03±0．89 1．48±0．56 19．49 0．00

恐怖 1．81±0．84 1．23±0．41 20．58 0．00

偏执 1．95±0．83 1．43±0．57 18．96 0．00

精神病性 1．9±0．81 1．29±0．42 23．06 0．00

三、讨论及建议

( 一) 讨论
总体来看，滇西北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

况不容乐观。总分超过 160 分的教师超过一半，各
因子均分都超过全国常模的分数，总体健康水平低
于一般成人。众多研究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总体
水平低于全国成人常模，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有学者发现，不同学段的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
异，而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最低的。教师因
其角色的特殊性，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
问题。以往调查发现，滇西北地区师生比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1］，而乡村教师要承担的工作量很多，工
作压力较大。

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性别、婚姻
状况、教龄、学历的影响。就性别来说，男女教师面
临相同的压力，但在偏执和精神病性方面，男教师明
显高于女教师。女教师因其角色要求，同时面临职
业和家庭双重压力，心理健康水平要比男教师低。

表 2 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情况比较( x±s)

因子
名称

年龄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N= 145 N= 330 N= 312 N= 125

F p

性别

男 女

N= 466 N= 446

F p

躯体化 2．32±1．07 2．26±0．95 2．25±0．98 2．27±0．88 0．27 0．90 2．33±1．02 2．21±0．91 3．28 0．07

强迫 2．45±0．95 2．33±0．85 2．32±0．88 2．33±0．77 0．76 0．56 2．34±0．91 2．35±0．82 0．02 0．89

人际关系 2．18±0．95 2．05±0．82 2．05±0．90 2．09±0．76 0．86 0．49 2．10±0．90 2．06±0．82 0．51 0．48

抑郁 2．23±0．95 2．11±0．88 2．08±0．92 2．11±0．78 0．76 0．55 2．14±0．94 2．10±0．84 0．36 0．55

焦虑 2．16±0．96 2．04±0．88 2．03±0．93 2．04±0．79 0．72 0．58 2．09±0．94 2．02±0．85 1．23 0．27

敌对 2．17±0．97 2．01±0．85 2．02±0．95 2．00±0．77 1．09 0．36 2．08±0．94 1．99±0．85 2．15 0．14

恐怖 1．92±0．89 1．78±0．81 1．79±0．89 1．80±0．77 1．51 0．20 1．82±0．87 1．80±0．83 0．14 0．71

偏执 2．05±0．90 1．93±0．82 1．95±0．88 1．90±0．67 0．70 0．59 2．02±0．89 1．88±0．76 6．13 0．01

精神病性 2．03±0．88 1．90±0．79 1．87±0．83 1．88±0．7 1．22 0．30 1．97±0．85 1．84±0．85 5．47 0．02

表 3 不同教龄的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情况比较( x±s)

因子名称

教龄

0—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及以上

N= 120 N= 147 N= 155 N= 187 N= 303

F p

躯体化 1．55±0．58 2．08±0．89 2．38±0．92 2．46±0．97 2．47±1．00 26．154 0．00

强迫 1．87±0．63 2．31±0．86 2．44±0．87 2．47±0．88 2．43±0．88 11．768 0．00

人际关系 1．65±0．63 2．07±0．88 2．22±0．90 2．18±0．86 2．13±0．87 9．538 0．00

抑郁 1．63±0．65 2．08±0．87 2．23±0．92 2．25±0．91 2．20±0．89 11．909 0．00

焦虑 1．58±0．60 1．99±0．88 2．17±0．91 2．21±0．94 2．12±0．92 11．44 0．00

敌对 1．60±0．59 2．05±0．89 2．20±0．93 2．20±1．00 2．02±0．85 10．529 0．00

恐怖 1．43±0．53 1．74±0．84 1．87±0．85 1．95±0．89 1．87±0．88 8．468 0．00

偏执 1．47±0．49 1．97±0．84 2．08±0．89 2．06±0．88 2．00±0．82 12．562 0．00

精神病性 1．47±0．50 1．87±0．82 2．02±0．83 2．02±0．86 1．97±0．80 11．49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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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婚姻状况和学历的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情况比较( x±s)

因子名称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N= 95 N= 781 N= 27 N= 9

F p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N= 168 N= 725 N= 19

F p

躯体化 1．78±0．77 2．33±0．97 2．52±0．87 2．53±1．10 13．27 0．00 2．23±0．94 2．28±0．98 2．13±0．82 0．38 0．68

强迫 1．96±0．75 2．38±0．87 2．53±0．90 2．71±0．87 7．75 0．00 2．22±0．78 2．37±0．88 2．41±0．89 2．28 0．10

人际关系 1．82±0．79 2．09±0．86 2．48±0．94 2．35±0．80 5．18 0．00 1．92±0．77 2．12±0．88 2．09±0．73 3．44 0．03

抑郁 1．70±0．82 2．15±0．89 2．39±1．05 2．33±0．92 5．63 0．00 1．99±0．79 2．15±0．91 2．14±0．82 2．06 0．13

焦虑 1．72±0．75 2．08±0．90 2．37±1．01 2．16±1．05 5．75 0．00 1．91±0．80 2．09±0．92 2．02±0．77 2．92 0．05

敌对 1．70±0．72 2．07±0．90 2．31±1．07 2．15±0．95 5．66 0．00 1．82±0．73 2．09±0．92 2．06±0．79 6．23 0．00

恐怖 1．57±0．66 1．82±0．85 2．12±1．17 1．92±0．85 3．82 0．01 1．66±0．72 1．84±0．87 1．82±0．71 3．08 0．05

偏执 1．62±0．65 1．98±0．84 2．31±1．00 1．98±0．74 7．34 0．00 1．77±0．70 1．99±0．86 2．01±0．69 4．81 0．01

精神病性 1．64±0．67 1．93±0．81 2．22±0．87 1．96±0．84 5．05 0．00 1．75±0．69 1．94±0．83 1．90±0．63 4．02 0．02

相比于女教师，乡村中学男教师可能要面临经济和
婚姻两方面的压力。

婚姻状况方面，未婚和已婚的乡村中学教师心
理健康状况好于离异和丧偶的教师。家庭是社会的
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稳定和完整能够给个体带来
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来源之
一。［2］离异和丧偶均是个体面对的重大生活事件，
这些生活事件可能与身心疾病的发生有关。

就教龄而言，总体来看，从教时间越长，心理健
康水平越低。这可能与职业倦怠和工作—家庭冲突
相关。乡村教师的生活圈子较小，容易产生人际关
系不和谐，加上社会对乡村教师存在偏见，容易使乡
村教师产生职业倦怠。［3］而且中年教师正处在上有
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可能加剧
职业倦怠感。但从教时间超过 20年的教师，其心理
健康水平有所上升，这可能与教师子女已经比较独
立，且这部分教师对职业的期望没有年轻时那么高
有关，所以心态比较平和。

就学历而言，以往的研究发现，大专或本科学历
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4］

但也有研究认为，个体对压力的应对与自身的生活
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相关，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心理健
康水平应当比专科学历的教师更高。［5］本研究的研
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滇西北地区乡村中学本科
学历教师较多，研究生学历教师较少。

( 二) 建议
为提高滇西北地区乡村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

平，切实关心教师的内在精神需要，促进教育公平，
打造新时代合格的教师队伍，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政策支持。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教育事业的主要负责人，要适应
时代变化，转变观念，切实关心教师，特别是乡村中

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乡村中学教师工作任务繁
重，工作压力大，这与师资缺乏有关。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可以制订相关措施，通过人才招聘、退休返聘等
方式，增加编制教师、特岗教师、支教教师人数，补足
教师总量不足的缺口，以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为
减少乡村中学教师因收入和社会地位产生的心理失
衡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
乡村中学教师工资水平。［6］此外，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还可以对学校举行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提供指
导，将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学校考核。

其次，乡村中学要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支持系统。
学校作为教师的坚强后盾，要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支
持教师。部分乡村中学的管理者要改变唯分数和唯
升学率的观念，重视教师的心理素质问题。［7］乡村
中学可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倡导乐观积极的价值
观，和谐友善的人际观，建立美丽校园，让教师工作
的地方变得舒适，心理上获得宁静。乡村中学还可
以多举办丰富多彩的教职工活动，如趣味运动会、部
门联谊会、与其他单位的联谊会等，加强教师之间的
沟通，扩大乡村教师的交际圈，消解因工作带来的消
极体验，释放压力。乡村中学应该多举办职业成长
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让教师知晓自身的职业成
长路径，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跟上时代发展
的步伐。同时，乡村中学教师也要掌握一些自我调
节的手段，当遇到心理困惑时，可以进行自我疏导。
在遇到严重的心理问题时，乡村中学教师也不要讳
疾忌医，而要积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最后，乡村中学教师自己要建立自我支持系统。
以往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压力和心理健康中起中介调节作用。［8］乡村中学教
师要正视工作压力，善于从困难和挫折中寻找积极
面，增强自身的心理弹性。有学者提出了教师心理
健康的标准，包括对教师角色的认同，热爱本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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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有良好的自我认识、自我体
验和自我控制，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和工作中能恰
如其分地表达和控制情绪。［9］乡村中学教师应当认
清自己的优、劣势，找准定位，真诚热爱教师职业。
乡村中学教师要掌握一些自我调节的方法，遇到心
理问题时及时进行自我疏导，或积极寻求专业人士
的帮助。此外，乡村中学教师要适应时代变化，保持
乐观心态，加强学习，应对挑战，妥善处理工作和生
活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自我，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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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认同，让其了解职责定位，明确安全保障要求，形
成有针对性的培育策略; 应优化带队辅导员的项目
实施效果，让其把握育人契机，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反
馈与指导;应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形成一套责任清
晰、协同配合、管理规范、安全保障的研学旅行工作
机制，使带队辅导员发挥特长、协同配合。

( 二) 打磨高段位的研学课程
研学课程是提升研学旅行实效，推进研学旅行

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学课程的设计应以我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目标，将研学旅行中逻辑联系
紧密、学习方式及要求相近的内容整合在一起，设计
若干研学模块，初步形成研学课程框架:每个模块都
是相对独立的单元，有特定的目标、实施途径、评价
要求，为逐步完善课程内容打好基础;根据不同研学
旅行主题或者不同年龄特点学生的需要，组合、搭配
各类研学模块，为优化研学课程提供方向。研学课
程是一种新型的课程形式，需要在实践探索中完善
研发与设计方面的问题，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课程
效果。

( 三) 发展高质量的研学旅行
高质量的研学旅行注重学科知识、研究性学习

和集体行动的融合，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
学生的特长，挖掘学生的潜力，在夯实学生知识文化
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2］研学旅行模
块具有综合性、专业性、系统性的特点，创新设计与
实施研学模块有助于优化实施途径、拓展活动形式、
增强活动指导、完善活动评价，进一步推动素质教育
全面实施，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助推高质量研
学旅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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