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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后党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面向教师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1]，“文
件”明确提出了“教师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亦标志着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重心由重视教育硬件投入转向教师发展的教育新
时代。 教师的心理健康无疑与教师发展乃至教师人生发展密
切相关。教师的心理健康是教师的核心教育素养，从宏观上看
也是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今
天的校园早已不是神圣的“绿洲”，市场经济背景条件下，现代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机制和复杂的功利人际因素不可避免
地侵蚀着教师的心理健康，加上校园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教
师与学生与家长， 以及教师的劳动投入与回报种种关系矛盾
难免致使教师产生各种心理冲突、困惑和负面的情绪心理。研
究表明，无论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苏南地区 [2]），还是经济
落后的内陆地区（如甘肃白银地区 [3]）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心
理负荷， 以及教师性别与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等均存在一
定的不健康心理差异矛盾。 国内不少研究者在小学教师的心
理健康问题上做过大量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结论。例如，有的研
究者研究小学教师的积极心理健康与教师职业使命感关系，
并得出积极心理健康对教师职业使命感有着正向预测作用 [4]。
有的研究者对农村地区的小学教师做出研究并得出社会支持
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即影响教师心理健

康水平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支持[5]。 更有研究者研究了小
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及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作用，
并得出职业倦怠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
响心理健康水平[6]。 但是对于当前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的研究却较少，因此本研究以铜陵地区为例，测量当前城乡小
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对可能的影响因素做出分析。 本研
究认为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教师自身的人生发展也
关系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每个地区小学教育可谓承载着千
家万户的理想和希望， 因此探究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无疑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的和方法
（一） 研究目的
相关文献表明， 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研究大多限于北上广

经济发达地区 [6-8]，安徽系我国中部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铜陵
则处于八百里皖江中心区域， 该地区一方面属于长江流域经
济发展规划中心地带， 另一方面又处于苏锡常长三角经济发
达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相连接部位， 具有特殊的区域代表性。
“父实业，母教育”（张謇语），一个地区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 本文通过铜陵城市中心小学与乡村小学两地的小学教
师的心理健康心理测量， 旨在探明皖江地区小学教师心理健
康的现状，为教师教育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铜陵市区实验小学教师和铜陵县天门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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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年龄段在阳性均分上的差异情况
年龄段 样本量 M SD F P

阳性均分

20-30 13 2.137 0.113

4.375 0.00631-40 39 2.341 0.275
41-50 43 2.697 0.917
51-60 25 2.317 0.410

敌对

20-30 13 1.360 0.251

1.244 0.29731-40 39 1.653 0.489
41-50 43 1.733 0.970
51-60 25 1.500 0.557

恐怖

20-30 13 1.209 0.415

0.488 0.69131-40 39 1.323 0.342
41-50 43 1.412 0.821
51-60 25 1.310 0.382

偏执

20-30 13 1.166 0.225

1.990 0.11931-40 39 1.367 0.416
41-50 43 1.628 0.990
51-60 25 1.548 0.525

精神病性

20-30 13 1.185 0.215

1.264 0.29031-40 39 1.331 0.388
41-50 43 1.526 0.848
51-60 25 1.416 0.599

表 3 不同年龄段在各项因子分中的差异情况

表 1 城市小学教师与乡村小学教师在各项因子中的差异情况

教师共 120 人。
2.研究程序
使用 SCL-90 量表采用现场施测或者邮寄的方式对 140

名小学教师进行调查， 之后统一回收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120 份，市区小学 56 份，乡村小学 64 份。

3.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5.0 进行 T 正态性检验，T 检验以及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城市与乡村小学教师在 SCL-90各因子得分差异比较

上表得知， 城市小学教师在躯体化项因子分显著高于乡
村小学教师（p=0.001<0.01）；在抑郁项因子分中，城市小学教
师显著高于乡村小学教师（p=0.002<0.01）；在焦虑项因子分中
城市小学教师显著高于乡村小学教师（p=0.003<0.01）；在敌对
项因子分中城市小学教师显著高于乡村小学教师 （p=0.003<
0.01）； 在偏执项因子分中城市小学教师显著高于乡村小学教
师（p=0.018<0.05）；在精神病性因子分中城市小学教师显著高
于乡村小学教师（p=0.026<0.05）。

（二）城乡不同性别小学教师 SCL-90 因子得分差异比较

上表得知， 城市小学教师和乡村小学教师不同性别的比
较中， 女性教师的抑郁项因子分均显著高于男性教师 （p =
0.026<0.05）。

（三）城乡不同年龄段小学教师 SCL-90 得分差异比较

城市小学教师和乡村小学教师， 在不同年龄段在偏执项
因子分比较中无显著差异。

（四）城乡不同年龄段在阳性均分上的差异比较。

上表得知，小学教师（不分城市与乡村）在不同教龄段的
阳性均分比较中，均显示差异显著（p=0.006<0.05）。 其中年龄
段在 41-50 年的小学教师阳性均分最高， 年龄段在 31-40 年
的教师阳性均分其次。 20-30 年龄段阳性均分最低。

（五）城市与乡村小学教师在教学负担中的占比状况

地区 M DF T P
躯体化 城市 1.938 118 3.259 0.001乡村 1.469
强迫症 城市 2.081 118 1.263 0.209乡村 1.873

人际关系敏感 城市 1.642 118 0.740 0.461乡村 1.535
抑郁 城市 1.904 118 3.102 0.002乡村 1.451
焦虑 城市 1.699 118 3.056 0.003乡村 1.308
敌对 城市 1.803 118 2.783 0.006乡村 1.455
恐怖 城市 1.442 118 1.850 0.067乡村 1.250
偏执 城市 1.636 118 2.397 0.018乡村 1.336

精神病性 城市 1.538 118 2.249 0.026乡村 1.284

表 2 不同性别在各项因子中的差异变化
性别 M df T P

躯体化 男性 1.559 118 -1.495 0.138女性 1.784
强迫症 男性 1.789 118 -1.916 0.058女性 2.105

人际关系敏感 男性 1.540 118 -0.531 0.596女性 1.618
抑郁 男性 1.468 118 -2.253 0.026女性 1.806
焦虑 男性 1.410 118 -1.049 0.296女性 1.550
敌对 男性 1.526 118 -1.232 0.220女性 1.686
恐怖 男性 1.318 118 -0.364 0.717女性 1.356
偏执 男性 1.500 118 0.321 0.749女性 1.459

精神病性 男性 1.398 118 -0.067 0.948女性 1.406

年龄段 样本量 M SD F P

躯体化

20-30 13 1.379 0.215

1.379 0.25331-40 39 1.772 0.660
41-50 43 1.802 1.135
51-60 25 1.525 0.479

强迫症

20-30 13 1.605 0.695

1.485 0.22231-40 39 1.918 0.640
41-50 43 2.165 1.128
51-60 25 1.908 0.875

人际关系敏感

20-30 13 1.248 0.313

2.005 0.11731-40 39 1.446 0.432
41-50 43 1.742 0.969
51-60 25 1.706 0.976

抑郁

20-30 13 1.265 0.258

1.845 0.14331-40 39 1.699 0.395
41-50 43 1.826 1.020
51-60 25 1.529 0.626

焦虑

20-30 13 1.285 0.258

1.539 0.20831-40 39 1.411 0.395
41-50 43 1.672 1.021
51-60 25 1.408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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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得知， 城市小学教师与乡村小学教师对教学负担的
感受表明， 城市小学教师感到教学负担较重和很重的比例达
到 30.6%， 乡村小学教师感到教学负担较重和很重的比例达
到 20.41%，城市高于乡村 10.20%。 对教学负担感到很轻和较
轻的占比比较结果表明，城市为 8%，乡村为 18.19%，乡村小
学教师对教学负担较轻的感受比例高于城市 10.19%。

（六）城市与乡村小学教师在生活负担中的占比状况

上表得知， 城市小学教师对生活负担感受较重和很重的
比例分别为 22.48%和 6.12%， 乡村小学教师感受较重和很重
的比例分别为 10.2%和 2.04%，城市小学教师生活负担感受较
重和很重的比例高于乡村小学教师 16.36%。

（七）城市与乡村小学教师在目前的工作生活环境适应性
中占比情况

上表得知，工作和生活环境适应性方面，乡村小学教师
的适应性比例显著优于城市小学教师。 乡村小学教师在不适
应和很适应选项中占比为 0， 选择很适应和较适应的占比为
65.30%，高于城市组 8.15%。

四、 分析与讨论
（一）城市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低于乡村小学教师
城市小学教师在经济收入、工作生活、交通、住房等条件

均优于乡村小学教师，其心理健康水平理应高于乡村组。 结果
表明不仅在强迫症、 精神病性等项目因子分值显著高于乡村
教师，在阳性总分比较中，城市组与乡村组比较差异达到极其
显著水平。 回访调查和综合分析认为城市小学教师在享受现
代生活时，也承受着相应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面临多种矛盾。 首
先从工作内容看城市小学相比乡村小学，具有“检查多、考评
多、会议多、活动多、学生人数多、课时多、要求多”等诸多负
担，每个活动、每次检查、每项考评都会引起教师内心不同程
度的情绪应激反应。 而乡村小学无论是活动频次或活动内容
都远远低于城市小学。 仅上下班指纹考勤这一项，乡村小学就

明显宽松于城市小学（乡村小学指纹考勤为零）。 其次从工作
环境看，仅从小学楼房建筑布局来看，城市小学大多是呈封闭
型，相当部分小学楼房布局四周呈围堰型，加上班级规模大，
在校生人数较多（普遍千人以上），下课时形成的喧闹在教室
于教室、楼层与楼层之间来回振荡，无疑形成高分贝的噪音。
座谈中，教师亦反映下课时仿佛待在鼓里面，长年累月的噪音
刺激对身心伤害不言而喻。 而乡村小学楼房建筑普遍呈单体
单面，不仅空旷，班级规模也小。 在校生总数少，普遍 300 人左
右，即使中心小学也很少超过 500 人。 乡村小学教师居住地与
学校两地间距离大都在步行距离范围。 居住与工作的两地时
空距离恰恰是事关教师身心健康的又一重要因素。 著名的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坚持不建新校区， 其中一个
重要理由就是建新校区，教师坐大巴车上、下班，常年赶车会
造成身心疲惫，有违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思维需要。 反观城市小
学教师由于居住地与任教学校的距离因素， 下班几乎都处于
路上匆匆。常年的心理应激显然是健康的负面因素。再次从教
与学的关系， 城市小学教师面临的矛盾压力大于乡村小学教
师。 乡村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普遍处于被学生家长群体信
任状态中，很少出现家校矛盾，而城市家长在重视教育，重视
子女培养同时，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普遍表现出较大的关注，
教师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家长不满和投诉。 其中文化程度较高
的家长，如医生和高校教师对教师不仅要求高，对教师的教育
信任度也低，部分教师亦反映医生和高校教师的子女难教，关
系也难处。 加上城市其他社会因素的复杂性，城市小学教师面
临的心理压力矛盾普遍高于乡村小学教师。

（二）不同教龄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
统计表明任教 11-20 年的教师阳性均分显著高于其他教

龄段教师，初入职的 1-10 年的教师阳性均分最低，呈现出良
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51-60 岁年龄的教师有显著偏执的倾向。
不同的教龄和不同年龄反映代表教师不同的教育教学经历乃
至人生经历。 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与其
职业经历、职业承担、职业感受必然密切相关。 测量结果表明，
任教 11-20 年的教师处于阳性均分最高的区域， 且显著高于
其他教龄段教师。 处于这一教龄段的教师恰恰是学校的教育、
教学和管理的中坚骨干，是学校教学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
学校各项“活动”的引领者和主要支撑者。 处于这一教龄段的
教师大都是班主任， 意味着他们在完成教学任务同时还承担
班级的教育管理责任，以及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工作。 从个人家
庭生活看，这一教龄段教师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可谓情绪负
重期。 随着这一教龄段教师的教育经历的丰富，大都也面临着
职称晋升的内心渴望，与职称晋升难以及时满足的现实矛盾。
可以说，职业承担、职业性发展需要以及家庭等多重压力是这
一教龄段教师心理阳性总分最高的主要致因。

（三）城市小学教师对工作的负担的认知感受很轻和较轻
的占比高于乡村小学教师， 对生活负担城市小学教师感受很
重和较重比例亦高于乡村教师。

对工作和生活负担的认知感受分别代表反映一个人的职业
和生活的双重心理压力。 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心理压力无疑与
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指数密切相关[9]。 城市小学教师有 31.61%的
人感到工作负担较重和很重，乡村教师仅有 20.41%的人感受很

表 5 城市小学教师与乡村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
负担中占比状况
您的教育教学负担

很轻 较轻 适中 较重 很重
城市 4% 4% 61.22% 22.45% 8.16%
乡村 2.04% 16.15% 61.22% 16.33% 4.08%

表 6 城市小学教师与乡村小学教师
在生活负担中占比状况

您的生活负担
很轻 较轻 适中 较重 很重

城市 8.16% 16.33% 46.94% 22.48% 6.12%
乡村 2.24% 22.45% 53.06% 10.2% 2.04%

表 7 城市小学教师与乡村小学教师在目前的
工作生活环境适应性中占比情况

您目前的工作生活环境适应性
很适应 较适应 中等 不适应 很不适应

城市 16.33% 40.82% 36.73% 6.12% 0%
乡村 28.57% 36.73% 34.69% 0% 0%

128- -



《 》 2021年第 3期

重和较重。 城市小学教师有 28.60%的人感受生活负担很重和
较重，乡村教师仅有 12.6%的人感到生活负担重。 重要的是感
到很重的比例仅有 2%。将城市小学教师和乡村小学教师对工
作和生活负担压力感受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到，城市小学教
师在职业和生活双重心理压力明显大于乡村小学教师， 如果
说城市小学因为各项“活动”因素致使工作和生活负担感受重
可以理解， 但是城市小学教师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乡村
小学教师，为什么生活负担感受亦重于乡村教师？ 分析认为与
城市小学教师的生活消费层次需求与消费物价相关， 城市小
学教师无论是消费层次或消费内容（如美容、健身、娱乐、交通
等）均高于乡村教师。 而乡村小学教师相对城市教师的消费则
大为简约。 如果套用经济学恩格尔系数概念，可以看到乡村小
学教师的生活必须消费的支出（如柴米油盐等）相对城市教师
可谓既便捷又低廉。

（四）乡村小学教师对工作环境适应性的感受明显好于城
市小学教师

无论是从人的健康定义，或是人的心理发展看，对环境的
适应性都是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要素 [10]。 一个对环境适应极
为困难的人既谈不上健康也难以获得良好的人生发展。 小学
教师对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乃至教育人生发
展无疑密切相关。 本调查表明，乡村小学教师对工作环境感到
很不适应和不适应的比例均为零， 感到很适应和较适应的比
例为 65.3%、其余为基本适应，意味着乡村小学教师总体上对
职业环境都处于适应性良好状态。 而城市小学教师感到很适
应和较适应占比为 51.15%， 明显低于乡村教师的相应比例，
重要的是还有 6.12%的教师感到不适应。 城市小学教师在工
作环境适应性层面与乡村小学教师的差距在一定意义上说明
了城市小学教师相对乡村教师尽管存在优越的工作条件，但
是在心理感受良好的程度上并非好于乡村组教师。 在此也印
证了“幸福是一种体验”的假说。 前述城市小学教师阳性总分
高于乡村组的结果， 与城乡两地教师对工作负担的认知感受
的差异均基本吻合一致。

五、 结论
城市小学教师由于“活动多、检查多、考评多、会议多、人

数多”等因素，以及工作环境和教与学的复杂矛盾因素，心理
健康阳性总分高于乡村小学教师，且差异显著。 小学教师任教
年限与心理健康水平相关， 其中入职 11-20 年的中坚骨干教
师阳性总分显著高于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和临近退休的老年教
师，系高暴露教师群体。 城市小学教师对工作和生活双重负担
的心理压力感受大于乡村小学教师， 反映心理健康重要特征
对工作环境适应性的感受方面， 乡村小学教师明显好于城市
小学教师。 最后需要指出的研究还发现女性教师的抑郁项因
子分显著高于男性教师，包括临退休的 51 岁以上的老年教师
都存在显著偏执倾向，其深层致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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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of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Taking Tongling Area as an Example

JIANG Hao-zhe , ZHAO Bi-hua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China )

Abstract: Teachers' mental health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teams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resource of educatio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urb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complex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such as work content, work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evel of health is lower than
that of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bout work and life burden, urba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re larger than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terms of adapting to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urba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11 to 20 years of education, the backbone of the backbone teachers
(regardles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total positive score than other teaching age teachers. Studies sh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everal Opinions on Reducing the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has important urgency and practicality for th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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