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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

侯东辉1，2，于海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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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对黑龙江省 5 个县域内 19 个乡镇中小学、教学点的 578 名

乡村教师进行调查。考察其“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

果表明: 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在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

康状况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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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elf efficacy，social suppor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rural teachers

HOU Dong-hui1，2，YU Hai-ying1

( 1.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 157011，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578 rural teachers from 19 villages and towns in 5 coun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ymptom self-assessment scale.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self-efficacy”and“social support”on“mental health”，and to test the role of“social support”i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self-efficacy”and“social support”of rural teacher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eachers，and“social support”has complete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elf-efficacy”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ur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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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师范大学贵

州研修班参训教师回信中说: “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

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能力要不断提高。”乡村教

师作为贫困地区教育改革和实施的推进者，他们的心

理健康水平既影响乡村教育改革成效和教育事业的发

展，更影响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乡村人口综合素质

的提升。调查结果表明，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远低

于全国常模和城镇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1］。

目前，关于乡村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主要在

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对乡镇与城镇教师心理健

康状况水平进行比较，对不同性别、年龄、职称、学历、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对比，探究乡村教师心理

健康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研究提出干预措施等问题。

研究结果虽然表明个体自我效能感可同个体社会支持

相互作用［2－3］，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4］，但国

内尚无关于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影响乡村教师心理

健康机制的研究。本研究针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问题

亟待解决的现实情况，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

论，从影响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微观个人层面—

自我效能感及中观、宏观社会层面—社会支持因素入

手，在探讨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

的基础上，考察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

系中的作用，探讨二者对乡村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机

制，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改善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措施、

构建提升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生态系统提供实证

研究依据和理论支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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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黑龙江省 5 个县 19 个乡

镇( 村屯) 初中、小学及教学点的 578 名教师进行问卷

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492 份，有效率达 85. 12%。其中，

男教 师 169 名，女 教 师 323 名，平 均 年 龄 ( 39. 54 ±
8. 86) 岁，小学及教学点教师 300 名( 61. 0%) 、初中教

师 192 名 ( 39. 0%) ，乡 镇 ( 农 场 ) 教 师 270 名

( 54. 9%) ，村屯教师 222 名( 45. 1%) 。
2. 2 研究工具

采用《社 会 支 持 量 表》［6］《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7］《症状自评量表》［8］进行测量。根据研究目的，

使用了《症状自评量表》中除附加项目外的 9 个因子，

三个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分别为 0. 68、0. 84、0. 97，

因子 方 差 累 积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45. 15%、42. 55%、
50. 96%。
2. 3 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问卷对乡村教师进行集体施测，SPSS
22. 0 和 AMOS 22. 0 对 数 据 进 行 处 理，检 验 水 平 α
= 0. 05。

3 结论

3. 1 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

相关分析

Pearson 分析显示: 心理健康与自我效能感和社会

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 r = －0. 29，－0. 18，P＜0. 01) ; 教

师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r = 0. 23，P＜
0. 01) 。因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依据本研究理

论设想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3. 2 乡村教师的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

间的效应

3.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产生由共同方法变异导致的共同方法偏

差，对相同被试施测的三个量表采用 Harman 单因素

法进行检验。对所有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

形检验，KMO 值 = 0. 942，Bartlett 值为 30 543. 127，P＜
0. 001，所获数据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 27 个，第一个公因子

方差贡献率为 28. 09%，小于 40%的临界标准［9］，结果

表 明: 本 研 究 及 取 得 数 据 不 存 在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问题［10］。
3. 2. 2 模型的验证

本研究涉及多个潜变量，为了减少随机误差，用各

因子分数作为新指标。根据项目打包原则，将“自我

效能感”的 10 个条目打包成两个因子( 效能 1－2) ［11］。
检验社会支持在教师心理症状与自我效能感间的作

用。模型的拟合指数如下: χ2 /df = 3. 664，NFI = 0. 946，

CFI= 0. 960，ＲMSEA= 0. 074。上述拟合指标均在限定

范围内，拟合程度良好。
3. 2. 3 效应路径分析

由“各潜变量因子负荷图”可知，自我效能感的因

子负荷均在 0. 85 以上，说明该量表的题目能显著代表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中“对支持利用度”因

子负荷大于 0. 6，说明对支持利用度是影响教师社会

支持水平的主要方面。心理健康的 9 个因子负荷均在

0. 7 以上，其中“强迫症状”、“抑郁”和“焦虑”因子的

载荷均在 0. 9 以上，表明这三方面是影响教师心理健

康的主要内容，见图 1。

图 1 社会支持在教师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间的作用标准化路径图

Fig. 1 Standardized path of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eachers’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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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模型结果对该效应进行分析: 教师自我效能

感显著负向预测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 β = －0. 20，t = －
3. 27，P＜0. 01) 。当加入社会支持变量时，自我效能感

对心理健康状况的预测作用显著下降，无统计学意义

( β= －0. 03，t= －0. 49，P= 0. 63)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正

向显著预测社会支持，有统计学意义 ( β = 0. 36，t =
4. 96，P＜0. 001) ，社会支持负向显著预测心理健康状

况( β= －0. 48，t = －5. 44，P＜0. 001) 。由于加入中介变

量后，教师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不显著，

所以“社会支持”作为乡村教师一般自我效能感影响

心理 健 康 状 况 的 完 全 中 介 效 应 成 立，中 介 效 应 为

0. 1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85%。

4 讨论

4. 1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强迫”、“抑郁”和“焦虑”是目前影响乡村教师

心理健康的主要方面［12］。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

与乡村教师所承受多方面的压力有关: 新课改任务要

求与配套措施未完善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教育对象新

特点、农村留守儿童比例持续提高、经济负担重、社会

期望高、社会地位低等不利因素都对乡村教师构成社

会压力。同时，乡村教师群体还面临着缺少社会支持

来源、缺乏自我心理保健能力、缺乏主动寻求心理帮助

意识等问题［13］，导致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尤

其是在焦虑、抑郁、强迫症状上的问题严重。
4. 2 乡村中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状况

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可显著负向预测其心理健康

状况，即乡村教师所拥有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越降

低出现各种心理状况的可能性，有助于改善乡村教师

的心理健康水平。黑龙江省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相对落后，在开展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较多，难以

取得较好的成绩; 在教育部门评优、人员选拔、晋级时

处于劣势，很难获得进修学习的机会，成就感相对较

低，因此，乡村教师很难形成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4. 3 社会支持与乡村教师心理健康关系

乡村教师社会支持负向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状

况［14］，即乡村教师能够利用的客观社会支持、能感受

到的主观社会支持越多，对支持的运用能力越强，出现

各种心理状况的可能性越小。其中“对支持的利用

度”，即个体寻求帮助的方式是影响教师社会支持的

主要方面 。乡村学校往往远离城镇、学校规模小、教

师人数相对较少，加之教师的工作本身具有独立性较

强的特点，乡村教师的教学交流协作因条件所限开展

不充分，乡村教师之间思想和情感交流范围有限。在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乡村教师容易形成自我封闭

的心理定势，在遇到生活和工作应激事件时难以寻求

或缺乏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
4. 4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

乡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其对社会支持

的感知和社会支持的运用行为。自我效能感高、社会

支持感越强的个体，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更倾向于对

自己持有良好的信念和预期、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主

动寻求和识别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来调整自身的心理健

康状况，更容易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社会支持在乡村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影响心理健康

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说明教师在应对生活和工作

压力时，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体系和运用社会支持

的能力对于保持心理健康作用尤为重要。这一研究结

果为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入手，构建乡村教师心理

健康生态系统、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改善乡村教师心理

健康状况的措施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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