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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以滇西北乡村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心理需求现状进

行调查，提出为滇西北乡村教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必须紧扣“通过对滇西北乡村教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使其能借助心理健康服务，消除不良或消极心理，并养成积极、向上与和谐的健康心态，以及幸福地工作、

生活和发展”的目标，聚焦“以教师为中心，需求为导向”两个焦点，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心理咨

询服务和心理危机干预，按照滇西北乡村教师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四类需求，进行心理健康服务法治化、

科学化、专业化、信息化和本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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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nvestigation�from�the�mental�health�services�of�rural�teachers�in�northwestern�Yunnan�showed�
that�providing�mental�health�services�for�rural�teachers�in�northwestern�Yunnan,�could�eliminate�their�bad�or�negative�
psychology,�and�but�develop�a�positive,�upward�and�harmonious�health�attitude,�so� that�happily�work,� live�and�
develop.�Then,�we�should�focus�on�the�"two�focal�points"�of�"teacher-centered�and�demand-oriented",�and�develops�
"mental�health�knowledge�popularization,�psychological�counseling�services�and�psychological�crisis�intervention".�
Finally,�we�should�pay�attention�to�mental�health�service�of�"four�types�of�needs"�for�the�rural�teacher,�and�conduct�
mental�health�services�in�ruled�by�law,�scientific,�professional,�informatization�and�localization�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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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是专业人员或者具备

心理咨询从业资格证的兼职人员或志愿者，根据

乡村教师心理服务需求、职业特征和生活环境等

因素，利用心理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技术、程序和策略，对有现实或者潜在心理需求

的乡村教师个体或群体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协助和

引导的过程，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目的是促

进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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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全体乡村教师提供的宣传教育、健康测量、

咨询服务、干扰治疗、效果评估等的协助和指导。

协助者和指导者是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

理咨询师或者具备心理咨询从业资格证者或志愿

者，乡村教师是该过程的主导者，健康心理形成

的关键。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要协助、引导乡

村教师化解消极心理，比如职业倦怠等，培育建

设积极、和谐、向上的健康心态。

国内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研究主要有以下几

类 : 一是介绍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经验类的研究，主

要介绍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先进

心理健康服务经验 [1-4]；二是国内心理健康服务相

对宏观的研究，比如心理健康服务目标的研究 [5]、�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评估的研究 [6]、心理健康服务

的法治研究 [7]、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胜任特征研

究 [8]、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研究 [9]；三是以专门

人群为对象展开的心理健康服务研究，如对老人、

大学生、公务员、农民工、残疾人等为心理健康

服务对象的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0-14]；四是教师心

理健康服务研究，这类研究目前更多是以高校教

师、青年教师为对象 [15]，还有针对城市教师的 [16]

以及比较宏观的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层面的研究，

比如葛斐对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网络的运行模式进

行了详细的探析 [17]，而以乡村教师为专门人群的

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研究则颇少。

本研究以滇西北乡村教师群体为对象，探讨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策略，希冀为乡村教师心

理健康服务、教师队伍建设等提供建议，并丰富、

补充和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滇西北乡村教师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滇

西北的乡镇、村和教学点开展义务教育工作的教

师，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不涉及后

勤服务人员。

1.2　研究工具

自编心理健康服务状况调查问卷，第一部分

是关于乡村教师基本情况的问题，包括性别、年龄、

教龄、学历、职称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心理

健康服务现状的问题，一共 12 个问题，答案选项

有单选、多选。第三部分是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

查问卷，问卷包含服务内容需求、服务方式需求、

服务机构、服务人员需求四个分问卷，一共 26 个

题目。研究实施时把上述调查问卷制作为电子调

查问卷，向滇西北乡村教师教师投放。教师既可

以在电脑上答题，也可以在手机上答题。一个手

机 IP 只能答题一次，重复作答无效。通过对电子

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后，即排除无效问卷（回答

残缺、重复、极端数据<所有问题答案一样>等），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578 份。

2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及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现状
通过对滇西北 4578 名乡村教师的问卷调查，

统计发现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存在以下

问题。

2.1　滇西北乡村教师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认知不科

学、不合理、不完整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认知情况统计

见表 1。比如关于“什么是心理健康服务”，有

2453 名滇西北乡村教师，占 53.60% 的认识是非

常清楚和比较清楚的，而“不确定”“不太清楚”

和“非常不清楚”的有 2125 名，占 46.40%。有

2583 名，占 56.42% 的乡村教师担心由于接受心

理健康服务，而被当成“特殊人”对待。另外，

由于顾及个人颜面问题，有 2048 名，占 44.70%

的乡村教师认为“寻求心理健康服务或心理咨询，

若让其他人知道了，很没有面子”。

表1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认知情况统计表（N=4578）

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

您对“什么是心理
健康服务”

非常清楚
比较清楚
不确定
不太清楚
非常不清楚

586
1867
757
1307
61

12.80
40.80
16.50
28.60
1.30

害怕被当成“特殊
人”对待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11
1672
826
836
333

19.90
36.52
18.00
18.30
7.30

寻求心理健康服务
或心理咨询，让其
他人知道了，很没
有面子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86
1462
629
1326
575

12.80
31.90
13.70
29.00
12.60

2.2　学校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不够重视

学校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重视程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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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有 3571 名，占 78.00% 的乡村教师认为

学校是不重视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

工作，具体体现：1）组织领导方面，3649 名，

79.71% 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没有分管乡村教师心

理健康服务工作的领导；2）组织制度方面，3784

名，82.66% 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没有开展心理健

康服务的工作制度；3）服务机构方面，3947 名，

86.22% 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没有设置或者成立专

门机构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服务；4）服务人员方面，

3920 名，85.63% 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没有专职人

员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服务。

表2　学校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重视程度统计表（N=4578）

项目 人数 / 人 百分比 /%

您所在的学校对心理健
康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
如何？

很不重视
不太重视
一般
比较重视
非常重视

726
962
1883
678
329

15.90
21.00
41.10
14.80
7.20

您所在的学校是否有领
导分管教师心理健康方
面的工作？

有
没有

929
3649

20.30
79.70

您所在的学校是否有开
展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工
作的相关工作制度？

有
没有

794
3784

17.30
82.70

您所在的学校是否有专
门的机构开展教师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

有
没有

631
3947

13.80
86.20

您所在的学校是否有专
职的人员开展教师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

有
没有

658
3920

14.40
85.60

2.3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非常欠缺

区域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统计见表 3。3787

名，占82.72%的乡村教师学校所在的区域内（区、

县城或街道、乡镇）均无开展乡村教师心理健康

服务工作的场所、人员。

表 3　区域内心理健康服务供给统计表（N=4578）

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

您学校所在的区域内（比
如区、县城或街道、乡镇）
是否有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工作的场所？

有 791 17.28

没有 3787 82.72

2.4　现有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不规范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现状见表 4。1）乡村

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渠道不畅通或者影响力小。

有 3267 名，71.40% 不了解、不知道如何获得心

理健康服务。2）专业性低。首先，体现在心理健

康服务从业人员方面。2707 名，59.13% 的心理健

康服务者的专业性不高。滇西北区域内开展心理

咨询、心理服务工作的 85% 是非心理咨询专业背

景，仅凭自身兴趣，参加有关机构组织的培训后，

获得相应的资格证，在业余时间进行心理咨询服

务。其次，体现在心理健康服务的效果。3875 名，

84.64% 的乡村教师认为所接受到的心理健康服

务是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理想。这与乡村教师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较高期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3）心理健康服务费高，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有

4195 名，73.70% 的乡村教师认为现有心理健康咨

询服务的费用高。

表 4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现状（N=4578）

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

不了解、不知道
如何获得心理健
康服务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90
2177
822
361
128

23.80
47.60
18.00
7.90
2.80

心理健康服务者
的专业性不高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16
1791
1318
370
183

20.03
39.10
28.77
8.10
4.00

心理健康服务实
际效果不理想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66
1472
1737
554
149

14.50
32.24
37.90
12.10
3.30

心理健康服务的
费用高

非常同意
基本同意
不清楚
基本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312
1063
820
264
119

50.50
23.20
17.90
5.80
2.60

除了极少数的无偿服务外，绝大多数心理健

康服务均是有偿服务，由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自

行定价和收取，且费用不菲。笔者了解到一位在

滇西北刚开始从事有偿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人员，

其收费已经达到最低每小时 200 元。而从事多年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服务人员收费最低每小时

800 元，费用高的已经达到每小时 1000 元以上。

李昌庆：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现状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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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服务费用相对于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消

费水平来说是非常高的。

3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必须把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建设、

运行纳入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层面，纳入到健

康中国战略行动中，纳入到整个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纳入到滇西北的扶贫

攻坚工作中，纳入到滇西北乡村群众对高质量的

乡村教育、高水平的乡村教师队伍需求层面。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既有一般心理健康服

务的共性，也具有乡村教师心理服务的个性（对象、

地域、文化等的特殊性）。因此，开展乡村教师

的心理健康服务时要兼顾二者，不能偏废。任何

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都具有个性的、特

定的特征。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建设既

要遵循心理健康服务的基本理论原理、道德伦理

原则、科学服务流程和心理健康服务技术要求等，

还要符合滇西北区域的总体特性，即地域上的边

疆性、民族上的多样性、经济上的贫困性和社会

发展的滞后性，以及乡村教师既有的特性。

3.1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个目标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目标的界定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关于加强

心理健康服务的有关要求，以及《精神卫生法》�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关于加强心

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政策文件精神框架范畴

内，再考虑滇西北乡村教师的实际情况，最终设

定其心理健康服务的目标，即通过对滇西北乡村

教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使其能借助心理健康服

务，消除不良或消极心理，并养成积极、向上与

和谐的健康心态，以及幸福地工作、生活和发展。

3.2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二个焦点

在遵守国家政策文件精神前提下，继续秉承

心理健康理论有关理论和技术路线基础上，充分

结合滇西北乡村教师外部环境和内在实际情形，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需紧密围绕“教师

为中心，需求为导向”两个焦点为出发点的个性

化服务模式，乡村教师及其需求是心理健康服务

持续发展的重要两翼。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对

象就是乡村教师，那就必须坚持以教师为中心，

以教师为本，从教师的需求出发，以满足教师的

心理健康需求为指引，最大力度彰显对乡村教师

的人文关怀。心理健康服务的本质是服务，“以

教师为中心，需求为导向”是能有效体现心理健

康服务的针对性、全员性、主体性和个别差异性

等特性，还应积极倡导“自助、助人、互助”的

心理健康理念，以彰显乡村教师在心理健康服务

中的主体价值性。

3.3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三大方向

根据《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和滇西北乡村教师的具体情况，乡村教师心理健

康服务可从三个方向组织实施。第一，通过对乡

村教师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系统的和整体的心

理健康促进活动，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宣传

教育；第二，通过专业的心理服务机构和专业的

人员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以帮助乡村教师不断完

善心理发展，消除一般性的心理困惑，并对存在

心理行为问题与心理疾病的个体进行有效的心理

治疗与帮助；第三，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医疗机构

的精神科专家团队或者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专业

团队，对遭受重大生活事件、严重灾难性事故以

及巨大精神压力的个体或者群体开展心理危机干

预，并对那些事件影响的高危人群进行持续、有

效的心理援助服务工作。

3.4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四类需求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滇西北乡村教师

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主要聚焦于心理健康服务的人

员、内容、形式和机构四方面的需求（以被试在

选项上的选择频率之和作为乡村教师在相应心理

服务需求的内心诉求强烈程度）。滇西北乡村教

师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强烈程度排前三位的具体情

况见表 5。

第一，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员：心理咨询师（需

求程度：90.00%，下同），高校的心理教师或专

家（86.50%）和专业志愿者（83.90%）；第二，

心理健康服务内容：青少年心理健康（93.10%），

情绪情感调节管理（90.40%）和人际交流、沟通

技巧（89.70%）；第三，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

心理健康网络、微信等互动平台（92.50%），心

理健康方面的训练活动（92.00%）和具有自助功

能心理健康服务设备、设施（91.00%）；第四，

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市域内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86.90%）、市域的内综合医院（80.20%）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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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心理咨询机构（77.70%）。

表 5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统计表 (N=4578)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项目 人数 / 人 需求程度 /%

人员
需求

心理咨询师
高校的心理教师或专家
专业志愿者

4122
3957
3835

90.00
86.50
83.90

内容
需求

青少年心理健康
情绪情感调节管理
人际交流、沟通技巧

4256
4136
4110

93.10
90.40
89.70

形式
需求

心理健康网络、微信等互动
平台
心理健康方面的训练活动
具有自助功能心理健康服务
设备、设施

4230
4202
4163

92.50
92.00
91.00

机构
需求

市域内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市域的内综合医院
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

3978
3671
3557

86.90
80.20
77.70

3.5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五化建设

3.5.1　法治化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法治化建设是心理

健康服务的有效保障，也是对心理健康服务人员

法律层面的约束，更是对心理健康服务接受者的

身心保护，还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有力体现。乡村

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法治化是以完善乡村教师心

理健康事业，保障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合法权益，

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为目标，规范乡

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者的行为，是对政府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机构、各类企

事业的心理健康服务部门等对于维护和促进乡村

教师心理健康责权利的有效界定，维护乡村教师

心理健康服务的最基本秩序，逐一建立科学、规范、

高效和有序的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实现

乡村教师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健康、有序和合

法运行的过程。

3.5.2　科研化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科学研究是乡村教

师心理健康服务不断获得内生发展力的最佳路径，

贯穿于整个心理健康服务过程。通过对乡村教师

心理健康服务有关领域的知识、方法和技能理论

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科学研究，获得乡村教师心理

健康服务方面规律性、普遍性、可验证性和有利

用价值的成果，借此不断推动乡村教师心理健康

服务的变革、促进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

化，提升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质量。乡村教

师心理健康服务的科学研究既要充分把握乡村教

师的内在特点、心理的复杂性，还要遵循心理科

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对西方先

进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研究，更要注重对西方

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以有效地服务于本土

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教师，探索出具有本土文化特

色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尤其是对滇西北乡村教

师不同民族文化、心理规律进行科学研究。

3.5.3　专业化

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化，既

是对《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的贯彻执行，也是对乡村教师关于心理健康服务

合理诉求的应答，还是心理健康服务自身发展的

必由之路。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贯穿于心理健

康服务的各个环节。第一，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建

设的专业化。自 2017 年国家层面取消心理咨询师

执业资格证以来，还没有正式统一规范心理健康

服务从业人员资格的认证。这就需要尽快制定出

符合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特征的从业人员认证法律

法规。还应考虑心理健康服务人员成长、发展的

专业化。第二，心理健康服务流程的专业化。目

前尚无规范统一的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很大程度

由心理健康服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把握。主

要考虑设计如下流程：开始阶段、服务阶段、巩

固阶段、反馈阶段和结束阶段。第三，心理健康

服务机构场所的专业化。制定、颁布不同层级的

心理健康服务场所的设置标准，根据心理健康服

务的特点，对其场所按功能进行划分、布局、设

计和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

3.5.4　信息化

心理健康服务的信息化是应时代之需，也是

心理健康服务与科学技术的有机融合。心理健康

服务的信息化具体体现如下：心理健康服务吸收、

转化和应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系列思想方法；

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创新与研究范围拓展要与现

代科技信息技术进行整合；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

直接采纳和应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方法；心理

健康服务对象、内容的信息化。心理健康服务的

信息化可以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服务的时空约束，

亦能有效顾及心理健康服务对象的隐私。信息化

心理健康服务是心理健康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与

结果。

李昌庆：滇西北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现状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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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本土化

本土化最能体现心理健康服务整体上的个性

化与地方特色特征。滇西北地区属于边疆地域、

少数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

国内现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框架、实践方法等

更多源于西方国家，这与中国滇西北地区群体的

民族、文化特征有诸多的不匹配，若直接应用，

其服务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迫切需要对源于西方

的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框架、实践模式等结合滇

西北群体特质、文化背景、社会发展特征等进行

创造性的探索、运用，最终形成本土化的乡村教

师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体系、服务模式等。

4　结束语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系统

性、持续性、动态性、跨行业与部门的工作，亦

是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总工程的组成部分

之一，是健康学校工程的重要工作方面。滇西北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是社会进步、

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进步和发展才能有

效化解。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构建，不

仅需要研究者理论层面的探索，更需要多方力量

参与，比如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保障、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提供的专门机构支持、医疗卫生机构的密

切配合和心理健康设施设备企业研发的软硬件产

品供给等。目前，心理健康服务没有成熟的模式

可供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服务直接应用，而本研究

构想的服务模式还需要后续实践应用，以获得更

多有效的数据支持，加以修正和完善，以期在一

定范围内提供参考和借鉴。最终为乡村教师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教育振兴、践行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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